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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在梳理英文版《中国文学》史料的基础上，着力追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传播文学文化的

源流，揭示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平台的中外文学交流现象，阐析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文化对外
传播与交流的路径、方法与启示。

本书共有五章，总体介绍《中国文学》这一英文刊物的诞生背景；分析各时期的选材特点；阐
述了编译人员的文化译介；探讨了《中国文学》如何构建我国的文化经典以及塑造自我文化形
象。本书还探讨了《中国文学》作为一份英文刊物在异质文化读者中所产生的影响，总结了中国
文化输出的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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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
对外传播概况

　 　 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交流。中外文学交流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但在明代以前，因地理、历史、交通等方面的原因，中外文学交流主要是在亚洲（尤
其是东亚、东南亚）同质文化圈（如印度、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内进行。明代以
后，以西方传教士、外交官为媒介，中西文学之间开始交流。但是，由于明、清两代
统治者总体上奉行的闭关自守政策，中西文学交流规模不大，且不时中断。在近
代，中国人也将眼光投向世界，此阶段的中外文学交流主要以译介引进外国文学为
主，外国文学的引入大大超过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相应地，大家对外国文学在中
国翻译传播的关注远远多于对中国文学的外播。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交流不管是
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难以与同质文化之间的文学交流相比①。异质文化圈内
的文学交流主要通过翻译这个媒介进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
是通过翻译得以实现。尽管中文外译大大弱于外文中译，但传统文学交流史中还
是有汉籍外译的许多例证。本章着重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中文外译的资料，以期说
明英文版《中国文学》翻译介绍中国文学艺术是传承历史，以发扬光大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文外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重视对外交流和文化的传播工作，并取得很大

成绩。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是以翻译为媒介，国家作为赞助者，有组织有计划
地进行中文的对外多语种的译介活动。在此着重介绍汉籍英译的途径及文学作品
的对外译介及相关译者。

①李岫，秦林芳．二十纪中外文学交流史［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一、中文外译的主要途径
（一）专门从事外文书刊编译的出版社
国内最早从事外文书刊编译的出版社是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中国外

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始建于１９５２年，是我国出版外文图书最多、外文出版规模最
大的出版社。它用英、法、西、日、德、俄等多种文字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各方面的
情况，诸如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教育、艺术、民族、妇女、儿童以至宗教等，提供有
关背景知识和资料，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朝华出版社、华语
教学出版社、海豚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公司、中国文学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周报出版社、人民中国出版社以及新星出版社等１０家
出版社于１９７９年成立以后共同对外宣传中国。两百多种古今文学作品通过出版
渠道对外发行，包括《诗经选》《离骚》《中国古代寓言选》《中国古代神话选》《史记
选》《汉魏六朝小说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等。①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对外介绍情况的需要，外文出版发行局所属的１２家出
版社按专业分工原则重新做了明确分工：出书范围是用１８种外文出版中国共产党
和政府的文件、中国领导人的著作、学术理论著作、中国基本情况介绍、文学作品、
艺术画册等；新世界出版社专门出版外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以及中国学者、
专家的学术著作，还出版系列丛书和参考书、工具书；海豚出版社专门出版儿童读
物；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当代中国文学为主的《熊猫丛书》，其英、法文版本就有
王蒙的《蝴蝶》、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张贤亮的《绿化树》、刘绍棠的《乡土
小说》、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陆文夫的《井》等；华语教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供
国外人士学习汉语用的各种教材和有声读物；朝华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公司、北
京周报出版社、人民中国出版社分别出版具有不同特色的系列或专题图书、画册之
类。１９８９年新成立的新星出版社以多种文字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基本国策、基本
情况以及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图书。②
（二）通过贸易公司和驻外发行机构进行中文译外的发行
隶属于中国外文局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是我国进出口各类图书、报刊

的最大图书发行公司之一，承担着外文局各社书刊对外发行的任务。改革开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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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祖毅，任容珍．汉籍外译史［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７０４７０５．
马祖毅，任容珍．汉籍外译史［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７０５７０６．



来，国图贸易公司共对外发行外文书刊４ ８亿册，发行到世界１８０多个国家和
地区。

为更好地服务于海外读者，促进书刊进出口业务和了解国际出版业的动向，外
文局还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一些出版发行机构，如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常
青图书（美国）有限公司、常青图书（英国）有限公司、（德国）中国图书贸易有限公
司等。从１９８０年起，外文局及所属出版发行单位恢复了对外参加或举办书展，先
后派出２００多个书展团组，参加各国举办的展览，或者举办中国书展、中国文化周
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出版物在国外的影响。①
（三）多语种的外文期刊介绍汉籍
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一些多语种的外文刊物对外介绍汉籍，其中影响较大的如

《北京周报》（１９５８，英、法、西、德、日五种文字六个版本），《今日中国》（原名《中国
建设》，１９５２，英、法、西、德、阿拉伯、葡、中文繁体七种文字八个版本），《人民中国》
（１９５３，日文版），《中国文学》（１９５１，英、法文版），《中国报道》（１９５０，世界语版），
《人民画报》（海外中文版称《中国画报》，１９５０，英、法、西、德、日、俄、阿拉伯、朝鲜、
印地、斯瓦希里、瑞典、意、罗、乌尔都、泰、中文繁体等十六种文版）。这些期刊平均
每期发行６４万册，年发行量一千余万册。②（有关这些期刊将在第三节详细介绍）

二、非文学类中文外译及相关译者
除上文提到的出版机构、外文刊物将中文介绍到异文化外，新中国成立后，也

有一些专门从事中文外译工作的译者，这支队伍由小到大，用多种语言翻译了不少
译作（著），下面就简单介绍各语种主要的翻译家。

中译德文的专家主要有刘梦莲和高年生。刘梦莲（女），生于德国哥廷根，随
父母出国。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翻译工作，曾相继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对外文化联络局、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德、英语口笔译，１９６１年起一直在外文出
版社供职，先后参加翻译、校订德文版《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青春之歌》（电影剧本）等。高年生，幼学德语，兼习
英、日文。曾在外交部工作，被派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担任口笔译，１９６２
年调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任教，曾参加《毛泽东选集》（１—４卷）、《毛泽东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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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家龙．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出版社［Ｊ］．对外大传播，１９９８（７）：４９．
马祖毅，任容珍．汉籍外译史［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７０６．



文选》德文版翻译事务，另有德译中作品多种。①中译法主要有陈定民和齐宗华。
陈定民曾留学法国，１９３８年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大学任教。１９４９
年以后多次参加国际会议，担任口笔译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的校订工作。
齐宗华除一直从事口译外，还参加《毛泽东选集》１—４卷的法译文定稿工作。中译
西班牙专家有蔡侗廓，曾参加《毛泽东选集》（１—５卷）、《周恩来选集》、《朱德选
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以及历次举行的中共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政府报告、宪法、党章等的翻译校对工作。中译俄文的专家主
要有张报、姜椿芳、李越然、罗正发、杨蕴华、沙安之、沈江。中译印尼文的专家主要
有印尼归侨杨嘉荣，曾参加中共八大文件的翻译、同声传译及《八大文件汇编集》
印尼文版的定稿工作。先后在外文图书出版社、《人民中国》印尼文版、《北京周
报》印尼文版担任毛泽东著作、政治理论、文艺等书籍的翻译定稿工作。中译泰文
方面有泰国归侨钟健生，他于１９５０年调中央广播事业局泰语组从事对泰广播工
作，曾翻译、审订大量对泰广播文稿，包括《王若飞在狱中》《青春之歌》《洪湖赤卫
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中译日文有伍仲、陈弘和苏琦。伍仲（１９１１—１９７５）曾
赴日留学，１９５３年起一直在外文出版社从事日文翻译工作。曾参加翻译审定《毛
泽东选集》《辛亥革命》等。陈弘，１９８０年任《人民日报》驻东京记者，１９８２年回国
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曾参加翻译《毛泽东选集》及第六届、第
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等会议文件。苏琦（女），自１９５５年起先后在对外文化联络
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单位从事对日文化交流、翻译和调研工作。１９８４年在
驻日大使馆工作，回国后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任教授。曾合译过《毛泽东选集》
《毛主席诗词》《鲁迅的故事》等。

而在中译英方面主要有陈庶、吴文焘、程镇球、浦寿昌、张自谋、彭阜民、胡根
康、许孟雄等人。陈庶（１９１０—１９８５）于１９３３年毕业于香港大学，１９４４年即参加新
华社工作。吴文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审订过《论联合政
府》英文版和该社播发的重要国际新闻及有关中央领导人谈话、党的文献等英译
稿，曾到美国留学并获硕士学位。程镇球，曾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外事学校
执教，１９６５年调入外交部从事英文定稿工作。浦寿昌，曾赴美留学，取得硕士、博
士学位，１９４９年回国后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外交部副部长，是国内有名
的外事口译专家。张自谋，清华大学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外文编译工作，
先后供职于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北京编译社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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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科的文章对外介绍的还有：洪汉鼎（１９３８—　 ）与德国Ｌ． Ｇｏｌｄｓｅｔｚｅ教授
合作编译的《中国哲学辞典》；陈尧光（１９２６—　 ）英译的《日心地动说在中国》《唯
物主义元气学说》《中国古代宇宙论》；庄孔阳（１９４８—　 ）的中、英文本中国第一部
人类学诗集《情人节———美国人和中国人》；张星联（１９０２—１９８６）英译的《中国青
铜器的奥秘》《中国简史》《辛亥革命》《鸦片战争》《中国概貌》《汉唐壁画》《永乐宫
画册》等。过家鼎（１９３１—　 ）英译的《开封》《成都》和王炳南的《中美会谈九年回
顾》。郭建中（１９３５—　 ）英译的顾均正的《和平的梦》《人间天堂杭州》《良港名城
宁波》和《文化古城绍兴》。傅正元（１９３３—　 ）英译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合译），
刘祖慰（１９２２—２００５）英译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进展》以
及董德懋（１９１２—２００２）译的《针灸经穴概要》等，不胜枚举。①

三、文学作品外译及相关译者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

在数量、规模上都超过以前。本书重点关注文学作品的英译及有关译者。
从事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工作的译者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杨宪益（１９１４—２００９）

及其夫人戴乃迭（１９１９—１９９９）。杨宪益夫妇几十年来始终密切配合，互相切磋，译
出了数量众多的中国文学名著，特别是诸如《红楼梦》《楚辞》《史记选》《关汉卿杂
剧》《聊斋选》《老残游记》《古代寓言选》等古典文学典籍。（有关杨、戴夫妇的文
化译介将在本书的第三章具体介绍。）其次，要提及的中译英的专家是沙博理
（Ｓｉｄｎｅ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１９１５—　 ），原籍美国纽约市，１９４７年来华工作，１９６２年申请入中
国国籍。沙博理英译作品有《水浒》、《春蚕》、《家》（巴金）、《李有才板话》、《创业
史》、《林海雪原》以及《新儿女英雄传》等。（在本书的第三章将详细介绍沙博理）

此外，中译英的专家及译作还有方重英译《陶渊明诗文选》、顾绶昌英译《唐诗
宋词》《毛主席诗词》，孙大雨英译屈原的《离骚》《九歌》《渔父》、陶潜的《归去来
辞》、宋玉的《高唐赋》、韩愈的《石鼓歌》、苏轼前后《赤壁赋》等；裘克安英译《冯至
十四行诗》、袁可嘉英译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许渊冲英
译《唐宋词一百首》、《英汉对照唐诗一百五十首》、《毛主席诗词四十二首》、《苏东
坡诗词新译》、《不朽的诗》（英、美企鹅出版社）及《中国古诗词六百首》（新世界出
版社）。金盽英译沈从文的《中国土地》（合译）、《赵一曼传》（合译）等。赖恬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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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西厢记》《中国诗歌》《中国成语选译》等。张培基英译柔石的《为奴隶的母
亲》、曹禺的《明朗的天》、杨植霖的《王若飞在狱中》和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
翁显良的《古诗英译》；吴锡陶英译《鲁迅诗歌选译》《杜甫诗英译一百五十首》、参
编和翻译《唐诗三百首英译》；黄新渠英译《鲁迅诗歌》《唐宋诗词选》等。欧阳桢英
译《中国诗歌三千年》以及与彭文兰、玛丽莱·金等合译《艾青诗选》、艾青的《大堰
河》；黄龙英译《庄子英译》《孔雀东南飞英译》及《中国古典名诗选译》等。

中译英方面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老翻译家胡志挥，浙江慈溪人（笔名蜂芒），
原名胡绍谓，改名胡志挥，寓意是志在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有所发挥，志在对外发扬
中华文化。１９５３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文系，１９５５年又毕业于哈尔滨俄语学院
研究生班。历任北京俄语学院翻译系教师、中国科技大学英语教研室教师、中国社
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译以及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英文翻译、研究员。１９８８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译著有英译《文学翻译问题》（合译）、《死水微澜》、《中国
文学》、《中国军事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小说作家自选集》、《中国现代作家大辞
典》、《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索引手册》、《左传》、《东周列国故事选》（英文编撰）
等。２０１０年被聘为华中科技大学翻译系顾问教授。该翻译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中国文学文化的汉译英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

除了上述文学作品的英译及相关译者外，新中国成立后也有文学作品被翻译
成其他外语，譬如中译法主要有：陆魏君审订的作品《鲁迅选集》４卷、《阿Ｑ正
传》、《子夜》、《雷雨》、《女神》、《现代作品选》等。许渊冲法译秦兆阳的《农村散
记》（与鲍蔚合译）、《唐宋词一百首》；郭麟阁（１９０４—１９８４）法译《红楼梦》前五十
回；徐仲年（１９０４—１９８１）法译《杜甫诗选》《中国诗文选》《鲁迅诗选》《中国诗十五
首》以及《杨门女将》等剧本；何如法译《木兰辞》《阿诗玛》《王贵与李香香》《文心
雕龙五篇》《杜甫诗十四首》《屈原赋》等；罗大冈法译《唐人绝句百首》《古镜记》
等。中文译世界语方面颇有建树的是李士俊，译有世界语《中国文学作品选集》
（合译）、《阿诗玛》、《春天里的秋天》、《王贵与李香香》、《鲁迅小说集》（合译）等。
中文译缅语的有王善忠，一直担任中译缅工作，翻译、审订和校阅了大量中译缅的
稿件，译缅语有《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西游记故事选》《一个海员的故事》等。中文
译日文的有胡明树，日译过艾青、田间等多人的诗歌。

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文外译较以前取得很大进展，虽然与外国文化
汉译相比，所译著作的数量还不算太多，但这些中文的对外翻译介绍却为英文版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构成了一种很好的环境。上文提及的国人参与任
何形式的汉籍外译无疑都促进了中国文学进入异文化、被异域的人民所理解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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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促使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促进中外文学之间的交流。种种事实说明，中外
文学交流主要是通过翻译这个媒介来进行的。２０世纪以来，国外对中国文学的翻
译和研究，一般青睐于中国古典文学，当然后来也把目光投向了现代文学。特别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交流日益密切，关注、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汉学家也明显
增多，随着汉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探索也愈深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学者夏志清
（Ｃ． Ｔ． Ｈｓｉａ）和捷克学者普实克（Ｊ． Ｐｒｕｓｅｋ）针对中国现代小说及作家的评价进行激
烈的争论。但是，在２０世纪中外文学交流中，中译外与外译中明显存在严重的不
平衡现象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文学对外译介长期处于弱势，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虽然当时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那时的国际环境是东西方
的冷战，中国与世界各国基本没有交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各国更是对
新中国采取种种压制政策和措施，扭曲、丑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更不用说了解
中国文化。因此，政府决定采取措施对外交流，以树立新中国的正面形象。英文版
《中国文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杂志（１９５１—２００１）是政府组织的、唯一的对外翻译
介绍中国文学经典（包括古典文化、现当代文学艺术精品）的纯文学刊物（为行文
方便，下文简称《中国文学》）。该英文杂志努力为西方展示真实的中国，为中外文
学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既填补了中文外译的空白，为扭转中文和外文互译不平
衡作出一定的贡献，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总之，中国对外文学交流与文化传播中的汉籍外译的目的是把中国人生活的
真实图景与各领域真正的突破传播给全世界，铺设起中外沟通互信的轨道与桥梁，
记录下新中国自我探索的信念与坚持，一砖一瓦地建造起传播中华文化的闪耀
大厦。①

第二节　 英文版《中国文学》刊物的诞生及特点

一、《中国文学》的创刊背景
英文版《中国文学》是如何诞生的呢？据曾任该英文杂志主编多年及翻译家

杨宪益先生回忆，１９５０年前后，部分海外人士对中国新文学表现出一定的兴趣；而
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至５０年代初的新文学作品，尤其是解放区文学，在国外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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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知晓。因此，当时的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局长洪琛邀请留英归来的叶君健先
生创办一份刊物介绍这类作品。①

杂志的编辑吴先生在文章中介绍说是在英国留学的叶君健了解到中国的书
刊在国外太少，以致国外都认为当时的中国与影片《大地》（赛珍珠的小说改编拍
摄的）里所看到的情形一样，很贫穷、很落后。叶君健觉得这些不能反映当时新的
中国、新的人民的真实情况。于是叶君健跟领导提议做好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
作，除了作家或艺术团体互访外，还可以对外翻译介绍解放区作家优秀、感人的文
学作品，诸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以打开新
中国成立初期比较封闭的局面。当时文化部领导和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洪琛局长
等领导非常赞成并支持叶君健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为了突破文化封锁，对外宣
传新中国的形象，中国文学应该积极主动地走出去。于是，在既没有外文印刷厂，
也没有出版社，更没有发行机构的情形下，文化部与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等单位的
领导决定先试用丛刊的形式对外介绍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于是英文版《中国文
学》杂志在文化部和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诞生了，由从英国归国
的作家、翻译家叶君健负责筹备，于１９５１年国庆创刊，并出版了第一辑。中国政府
想借《中国文学》（英文版）这样一个刊物，汇集国内文学文化的新成果，扩大受众
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杂志最初为不定期丛刊，１９５４年起改为季刊，１９５８年为双月
刊，１９５９年为月刊，１９６４年增加法文版（此后英文、法文两种版本并存），１９８４年恢
复季刊，２００１年停刊。由于当时苏联也有对外宣传苏联文化的《苏联文学》
（ＳＯＶＩＥ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苏联作家协会出版的月刊，有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波兰语
版）。英文版《中国文学》刊物的封面设计都模仿《苏联文学》，以书代刊，旨在外播
中国文化。茅盾（时任中国作协主席）担任杂志主编，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美裔中
国籍翻译家、作家沙博理先生（Ｓｉｄｎｅ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为主要的译者。该杂志英文和法文
版５０年来总计发行５９０期，其中英文版发行３９６期，对外介绍作家、艺术家２ ０００
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３ ２００篇。杂志译介的内容包括古今小说（短、中、长篇小
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回忆录、寓言、童话、评论（述评、书评）、文艺界动态，艺
术家、作家的专访、著名画家的作品、考古以及文艺理论、插页（古代、现当代著名画
家的作品欣赏）、时事简讯等。

《中国文学》丛刊于１９５３年在国外已经有了影响，不能不定期出刊。于是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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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Ｍ］．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关领导与中国作家协会商量，成立编委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为主编，叶君
健先生为执行副主编，正式以季刊的形式出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对外刊物。作
协指定专人与叶君健商讨并确定每期内容，沙汀、严文井、张天翼、吴组缃、陈白尘、
郭小川等都曾参加商讨。①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美裔中国籍翻译家沙博理先生（Ｓｉｄｎｅ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等为
创刊初期主要的翻译者。茅盾、叶君健和杨宪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不在岗位
上。直到１９７９年，茅盾又担任主编，叶君健离开《中国文学》后从事写作，而杨宪益
则担任执行编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杨宪益退休后，王蒙、贺敬之、唐家龙、凌原先
后主持《中国文学》工作。

二、《中国文学》的成长轨迹
《中国文学》在主管部门的直接指导、影响下，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杂志的创刊至１９６５年。《中国文学》起初由外文局下属的中国文学杂

志社出版，此段时间，杂志亦选择反映国内重大方针、政策等的文章。例如，杂志
１９５８年第１期选取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文艺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
国内文艺界反右运动），以及同年第３期周扬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等。再
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我国重点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相关的文章在１９５９年、
１９６０年都得到刊发。《中国文学》于１９５９年由季刊改为月刊，以适应当时“大跃
进”的形势需要，以译介更多的作品。正如戴乃迭女士跟朋友聊天时曾经说过“领
导当时也要我翻一翻（番）”，如此双关妙语，引得朋友一片欢笑。②直到１９６１年，时
任外文委副主任兼外文出版社社长的罗俊在出版社全社大会上提出政治性与艺术
性的问题时，强调政治标准要严，艺术标准要宽等观点，之后，外文出版社才又回到
对外宣传正常的状态。③

《中国文学》刊载的作品以文学为主，兼顾艺术、古今绘画等。文学部分既译
介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也译载自《诗经》以来的古代作品，其中尤以当代作
品为主，此外亦刊载选自国内报刊和书籍的文艺评论与文艺短讯。④ 《中国文学》

９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概况　

①

②

③

④

吴．《中国文学》的诞生［Ｊ］．对外大传播，１９９９（６）．
李辉．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Ｍ］．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３．
罗俊．对外宣传中的几个问题［Ｇ］／ ／周东亢，亓文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北京：新星出版社，
１９９９：３２３６．
何琳．《中国文学》的历史与文化价值［Ｊ］．文史杂志，２０１１（２）：５０．



创刊初期不定期出版（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２年各出版１辑、１９５３年出版２期），杂志出版
几期后受到国外读者的赞誉，于１９５４年决定以季刊的形式发行。１９５８年，中国作
协指派何路与叶君健共同负责杂志的出版发行，使《中国文学》在业务上受外文局
和作协的双重领导。１９５８年，《中国文学》改为双月刊，１９５９年改为月刊发行。
１９６４年新增《中国文学》法文版（季刊）。杂志创刊初期译介的作品以解放区文学
和古典文学作品居多。杨宪益、戴乃迭、沙博理为最早的译者，后来唐笙、喻琴、
熊振儒、吴、陈丹晨、Ｗ． Ｊ． Ｊｅｎｎｅｒ、Ａｌｅｘ Ｙｏｕｎｇ等一批精通西文，更有良好中国文
学修养的国内外译者，加入并成为杂志的主要译者。

其次，是杂志发展迟缓的１９６６—１９７９年。此阶段经历“文化大革命”时期，茅
盾、叶君健和杨宪益在此期间被迫离开中国文学出版社。虽然《中国文学》在这期
间并没有停刊，但翻译选材受到了影响，选材较以前单调，作品多涉及“高大全、红
光亮”式的英雄形象及狂热的个人崇拜，包括革命样板戏、毛泽东诗词、与走资派作
斗争的小说、批判文章等作品。例如，《红灯记》（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ａｎｔｅｒｎ，１９７０ ８）、《沙家
浜》（Ｓｈａ ＣｈｉａＰａｎｇ，１９６７ １１）、《智取威虎山》（Ｔａｋｉｎｇ Ｔｉ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９６７ ８）；批判老舍的小说《猫城记》等文章。从１９６６年７月至１９７２年发表的杂志
各期的扉页都有毛主席语录的译文。当然也有例外，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
（Ｔｈｅ Ｓｕｎ Ｓｈｉｎｅｓ Ｂｒｉｇｈｔ）等依然得到肯定，并且在此期间被杂志对外翻译介绍。因
此，《中国文学》在此阶段没有停刊，但选材单调，发展迟缓。

最后，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期（１９７９—２００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起，《中国
文学》除了恢复适量选译现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外，主要及时地大量译载反映新时
期中国人民真实心声的文学作品，包括歌颂祖国和理想、伤痕和反思、寻根和历史、
悲壮的知青生活、开拓者、创业者、舍己为人的知识分子、爱情和婚姻，从两性关系
的角度探讨考察人性、生态平衡等问题的文学作品。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杨宪益担任
《中国文学》主编后，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改革，增设栏目：杂志增加了“Ｔｏ Ｏｕｒ
Ｒｅａｄｅｒｓ”（致读者）一栏；拓宽选材范围：除选择传统的中短篇小说、节选长篇小说、
诗歌、戏剧剧本外，《中国文学》也选译了中国传统曲艺体裁———相声、游记、回忆
录、民间寓言、民间故事等作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作品选择主要以专题专号出现。
受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的影响，《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在欧美地区的发行工
作大大受挫。１９９４年《中国文学》杂志努力做出调整，期刊以分类的专刊形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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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慎贵．《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Ｊ］．对外大传播，２００７（０８）：４８．



行，与以往的编排有所区别，即每一期都以相对集中的题材或流派编成一个专号，
如“城市生活专号”“青年女作家专号”“传奇文学专号”“爱情婚恋专号”等，并有
专门文章从理论上全面分析介绍该专号的内容特色和编辑思想。例如，为纪念反
法西斯胜利５０周年，１９９５年该杂志编辑了“抗战文学作品专号”的夏季号。

回顾《中国文学》的创刊背景、发展足迹等特点，它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文化大革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新时期文艺转型等年代，不
仅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还反映了中国文艺政策的变化。虽然《中国文学》的译
介的文学作品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但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独一无二的多语种
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刊物（香港有《译丛》Ｒｅｎｄｉｔｉｏｎｓ）：乔志高（Ｇｅｏｒｇｅ Ｋａｏ，原名高
克毅，１９７３年与宋淇共同创办英文《译丛》Ｒｅｎｄｉｔｉｏｎｓ杂志，向世界介绍华文文学，
并多年担任编辑），为中国文学文化的外播、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地位、促进与各国的
友谊、交流以及塑造中国正面形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中国文学》栏目设置及装帧特点
（一）《中国文学》的栏目设置
《中国文学》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创刊初期杂志的栏目设置还不是很清晰，内容主要

是介绍反映解放区人民新生活的作品、斯大林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一些插图（包含
为作品而作的插图，还有每期都选择古代名家的优秀绘画作品）。从１９５４年开始，
杂志栏目的内容涵盖小说、散文、诗歌、古典文学作品（故事选、古诗、戏曲等）、“五
四”以来的作品、编者按、插图（画）等。１９５５年的栏目内容在前面的基础上增加民
间文学作品、新书介绍／书讯（Ｎｅｗ Ｂｏｏｋｓ）、文艺述评、文坛动态（文化资讯等），不
再有“编者按”。杂志在１９６１年最后几期里新辟了“作家访问记”一栏，至于访问
哪些作家比较适宜的问题，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认为新老作家都要照顾。
他说，“有些老作家的作品虽然刊物上没有发表过，也可以介绍他们。新作家创作
多，在读者中间有一定影响，也可以向外介绍。新作家是现在创作中最主要的力
量，但访问新作家也要找成就大一些的”。①
１９６２年杂志编辑部为满足读者对世界各国文学能够有所评价的要求，从１９６２

年开始，新辟了“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 ＤＩＡＲＹ”（外国文学在中国）一栏。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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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宣部负责对《中国文学》几个问题宣传的意见．外文出版社《工作简报》１９６２年第１２期；周东亢，亓
文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Ｇ］．北京：新星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１６．



第１期目录都另附一张繁体的中文目录，从１９５３年的第２期直至１９７９年就不再
有中文目录。１９８１年开始在每一期的封三都附有该期内容的中文目录（简体）。
１９５１—２０００年第５期，刊物的内容全部是英文（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两期内
容为中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随着海外汉学的兴起，杂志也增加了“国际汉学”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栏目，刊载许多海外汉学家的文章，加强与海外汉学研究的交流。如
１９８７年第３期刊登苏联作家索罗金的《我看中国当代文学》、联邦德国阿克曼的
《“误解”的益处》，１９９９年第３期刊载法国作家霍尔兹曼的《王维的〈桃李园〉》等。
１９９７年配合香港回归也适当地介绍香港文学，例如刘登翰的《关于香港文学》和金
庸的《书剑恩仇录》（选载，１９９７ ３）。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各期皆增加中外对照栏目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ＣＯＲＮＥＲ）。２０００年第６期《中国文学》全面改版，内容由全英文版改
为中英文对照版。

从杂志栏目的设置分析，我们看到《中国文学》根据编辑方针、形势需要及读
者需求适当增减栏目，以期办得更好。
（二）《中国文学》的装帧设计特点
译作文本的外部包装也是塑造自我文化形象的一个环节。新中国成立后对外

翻译的一大特征是其明显的官方背景。译本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源语国家
的文化形象。① 英文版《中国文学》的外表包括装帧和版式都模仿《苏联文学》
（ＳＯＶＩＥ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栏目设置也很相似。杂志资深编辑徐慎贵在其文章《〈中
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中提到：杂志创刊初期是以大３２开本发行，以后从
东北开山屯订购特制的纸张，以独特的２２开本印制。② 同一时期内部发行的外国
文学译作“白皮书”在装帧设计等方面都非常简陋；与此相反，有关方面一直注意
对《中国文学》的包装，几乎每期作品都配有高质量的插图，插图的内容为中国古
今艺术家的创作或表达作品的相关主题。译作从装帧设计到印刷质量等方面也大
都优于同期的外国文学译作，以期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③

杂志创刊初期封面设计简洁，１９５１—１９５５年的封面都是将刊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整整齐齐（黑色）印在顶端，封面中间是该期主要内容的英文目录（黑色），以
淡黄色、淡粉色、淡蓝色的印花图案为背景（１９５１年的创刊号是鲜红色为背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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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１９６６—１９７６［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２３．
徐慎贵．（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Ｊ］．对外大传播，２００７（８）：４７．
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１９６６—１９７６［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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