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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性误读!

刘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永州 5!+"$$$

摘3要#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极少数在国内外都享有高知名度的作家$而美国又是其作品传播最为广泛&最具影响

力的英语国家% 余华在美国的译介研究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被接受的重要

代表% 美国对余华的译介研究始于 !$世纪 6$年代$持续至今并达到高潮$呈现出译本数量多且形式多样&译介途径多

元化&译介载体权威性&传播时间久&译本间隔时间短等特点$针对上述特点及余华作品在美国接受过程中的误读现象进

行分析$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渐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

关键词#余华'美国文学界'译介'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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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余华作品在海外以英译本的数量最多#美国

是其作品传播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英语国家%

余华成为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走进美国读者群并

引起共鸣的中国作家#美国文学界称其为&能塑

造一个既能反映一代人(又代表一个民族灵魂的

人物#余华是享誉世界的中国作家'

!

%

一3为美国读者写中国#余华小说在

美国的影响与译介

据统计#美国出版社以英文单行本形式出版

的余华的作品共有 6 部#这是余华文学作品英译

最主要的形式% 它们是 !$"! 年由美国万神殿出

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

,"66#

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往事与刑罚!八个故事*

#和 !$"5 年由美国万神

殿出版社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 )黄昏里的男

孩*

$

,"66%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篇

小说)一九八六年*

%

,长篇小说主要有美国安佳

出版社分别于 !$$*年出版的)活着*

&与 !$$1 年

出版的)在细雨中呼喊*

'

#由美国万神殿出版社

分别于 !$$5年出版的)许三观卖血记*

(

(!$$6年

出版的)兄弟*

)和 !$"+ 年出版的)第七天*

*+,

%

上述出版机构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两个权威的商业

出版商和两所知名大学出版社% 其中美国万神殿

出版社和安佳出版社皆隶属于克诺夫道布尔迪出

版集团#该出版集团始建于 "6"+ 年#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出版商之一#出书品种涵盖了各个学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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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Ub<$+!$,湖南科技学院&青苗支持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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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博士生#副教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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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量位居美国大众类图书出版社的前列% 而成

立于 "65!年的美国万神殿出版社主要出版高端

文学作品和政要图书#旗下拥有众多的世界知名

作家,安佳出版社创办于 "6+* 年#是美国有着最

悠久的平装书历史的出版机构#很早就关注中国

当代文学的创作#拥有余华(莫言(戴思杰等多个

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版权% 美国杜克大学和夏威

夷大学都是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学术声誉的研究性

大学#分别创建于 "6!" 年和 "651 年并隶属于两

所大学的出版社#在出版界也同样享有盛名% 美

国杜克大学出版社曾获 !$"5 年出版领域全球重

要奖项111G[_4,bM(FF开放获取奖#开创了图书

推广的新模式% 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出版发行

有关亚洲及亚美文学(艺术(历史等领域的图书近

些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这些都为进一步推动余

华作品的全球化传播创造了条件%

余华自 !$$6年 + 月成为美国)纽约时报*的

特邀专栏作家#他以其具有前瞻性(独到性的观点

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评论文章% )纽

约时报*是美国报纸中的领导者#有着良好的公

信力和权威性#其版面以严肃著称% !$"# 年#该

报获得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111普利策新闻

评选奖% 同年#)纽约时报*刊登了对余华的专访

)浮躁中国的沉稳作家*#对余华在海外畅销作品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都有大篇幅的

报道% "66# 年#纽约时报公司通过网络技术平

台#提供了在线阅读#被评为全美最佳报纸网络

版% 这一方面使得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得到更广

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启发了余华在 !$$$年与巴

金(余秋雨共同成立了&中文在线'网站% 余华成

了网络新文化传播运动的先锋#运用网络通道和

平台将其文学作品及中华文化推广到世界% 这些

有效而多样的译介途径助力余华作品在美国多次

获得重要的文学奖项#主要有 !$$5 年余华的)许

三观卖血记*获得&巴恩斯111诺贝尔新发现图

书奖'(!$"" 年 )兄弟*获得 &英仕曼亚洲文学

奖'(!$"5 年)黄昏里的男孩*领跑&影响力最大

的中国文学译作排行榜'

!

%

通过梳理余华文学作品在美国的译介历程#

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英译本数量多(形

式多样且译介途径多元化% 不仅有从现实主义走

向先锋时期的作品#更有其创作转型后对现实主

义小说传统回归的作品#种类齐全#包括 +部长篇

小说("部中篇小说(!$ 余部短篇小说(" 部散文

集(!部中短篇小说集等% 这些作品既有通过传

统的出版渠道发行#又有运用网络技术的创新推

广,二是出版余华文学作品的美国出版社及收录

其文学作品的文学集(期刊都具有较大的权威性

和学术性,三是余华文学作品在美国译介传播的

时间久(翻译成英文的密度大#获得的重要奖项

多% 从 "66+年至今一直都有作品不断被译成英

文#有些年份甚至有多部作品被推介到美国#从而

使余华作品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二3墙内开花墙外香#美国学者眼中

的余华及其文学创作

美国文学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起始于 !$ 世

纪 6$年代#其中知名海外汉学家的文学选集为余

华及其作品进入西方国家读者群作了很好的铺

垫% "66+年春#葛浩文的论文集)毛主席看了会

不高兴*将余华的作品首次推介给美国读者% 同

年#该作品集得到有着&美国图书界圣经'之称

的(专注国际图书出版业务的)出版人周刊*的关

注#资深文学评论家玛丽亚2西姆森对收录其中

的)往事与刑罚*进行了评述!&有着与常规小说

不同的叙述语言来表现人性中的暴力(嗜血和死

亡#让我率先感受到中国从传统步入新时期社会

进程中中国文学所经历的困扰和痛苦的旅程% 我

推荐这部作品给大众读者++还有学生和学

者%'

"实际上早在 "665 年#余华作品就已引起美

55"

!

"

该排行榜数据来源依据全球图书馆收藏数据nR_R"n/F(/ER'SP?IEM_(]MLMQRE/IEM$#检索包括全世界 ""! 个国家和地区的 51$ 多

种语言(两万多家图书馆% !$"5 年在海外出版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已达 "$$ 多种#按照收藏图书馆数量在 *$ 家以上#约为总图书馆数

量的 "

%

"$$ 强#排名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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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汉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

系教授安德鲁2琼斯的关注% 琼斯教授的研究主

要围绕余华早期创作展开#他将其与被誉为&中

国新文学现代主义鼻祖'施蛰存的暴力叙事进行

对照#从外部环境(理论主张和艺术特征来阐释两

者作品中的相似和差异!

% 其后#权威文学选集

)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中国先锋小说

选*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此

文献给少女杨柳*等作品陆续推介到国外% 随即

引发研究者们如丹麦汉学家魏安娜(美国汉学家

蔡荣(作家玛莎2瓦格纳等对余华作品中的&暴

力书写'和&死亡叙述'的震惊#大部分学者对这

种&恶'的力量持肯定的态度% 魏安娜在美国汉

学期刊)中国文学!散文(文章与评论*中以)一种

中国的现实111阅读余华*为题对余华的暴力叙

事进行解读#认为&这是余华早期从传统写作模

式转向先锋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以残酷冷漠的

叙事笔调和特殊的人生体验营造了一个个充满暴

力和血腥的荒诞场面#这些描写深刻揭示了余华

在 %$年代对暴力(人性及世界的认识'

"

%

!"世纪初叶的前 "$ 年是余华作品译介的发

展期% 这一时期#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活着*

)许三观卖血记*和)在细雨中呼喊*在美国陆续

出版发行#尤其前两个单行本得到美国读者的广

泛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张艺谋导演将)活着*改

编成电影#获得第 51 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此外#致力于介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人民文

学*英文版杂志)路灯*力推这部小说为最受外国

媒体青睐的五本中国书之一#

% 这些都助推余华

的作品引起更多美国读者的关注% 资深撰稿人迈

克尔2拉里斯在美国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华盛

顿邮报*上刊文对此进行高度评价!&余华发出了

今日中国最深刻的声音% 小说描绘了让人难以忘

记的民间社会的悲伤和伤痛++结构巧妙#叙事

语调质朴(温和#散发出一种神秘的光环++值得

将书放在书架的最高处%'

$从中可见#这一时期

余华作品中虽然不乏暴力(死亡的元素#但是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们更关注的是这些暴力(死亡背后

所呈现出的关于人生苦难的悲悯与救赎% 美国杜

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刘康教授在)短暂的先

锋文学及其变革!以余华为例*中以)活着*塑造

的人物形象来剖析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向#&该作

品是余华创作中的转折++故事的主人公及主要

受暴者徐福贵作为父亲所散发出的温情在暴力叙

述下显得更为伟大与动人%'

%美国汉学家(史密

斯学院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桑禀华从作品背后的

中国社会政治状况去解读#&余华作品中的暴力

源从人性内部转移到了每一个个体所身处的历史

时代中#几乎囊括了整个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史

++作者将这些暴力置于社会底层并且通过这些

来自于底层的温情与暴虐对历史与人性进行反

思%'

&当然#对此也有着少数质疑者的反驳#如汉

学家魏安娜在美国期刊)国际小说评论*发文指

责&余华作品中对苦难人生的创作缺乏明确的价

值评判和情感渗透#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上'

'

%

!"世纪初叶的后 "$ 年#余华作品的译介之

花在美国全面盛开#对其作品的研究也随之达到

鼎盛时期% !$$6 年#余华的英文版长篇小说)兄

弟*一经问世#美国的三大报)纽约时报*)洛杉矶

时报* )华盛顿邮报*(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独立

报*及其他主流报纸)波士顿环球报* )纽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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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报*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另外#美国著

名的新闻刊物)时代周刊* )新闻周刊*和国际著

名的文学期刊)无国界文字* )出版人周刊*等也

相继发表评论文章% !$""年#)兄弟*获得了世界

文坛上有着较大影响力的&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5年#余华凭借中短篇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

领跑&影响力最大的中国文学译作排行榜'

!

%

!$"+年#被认为&最能够代表余华全部风格的小

说')第七天*在海外掀起了又一轮&余华热'的浪

潮"

% 以 !$"1年 " 月美国亚马逊网站的数据为

例#

#对该作品销售业绩评论用户达到 "*6 条#还

有众多没有发表评价的读者% 亚马逊网站采用五

级制评分标准% 以五级和四级作为好评#读者对

该作品的五级好评率占 51:#四级好评率占

5":% 因此#正面评论达到了 %%:% 大部分西方

民众被余华作品中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异国

情调所吸引#而美国研究者则更多的是关注余华

作品在暴力叙事中对演绎人间苦难与温情的着眼

点变化%

统观余华及其作品在美国的译介研究#主要

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权威的文学选集为作

品译介开启良好的开端#长篇小说单行本助推其

快速译介#加之多个国外文学奖项的影响力和主

流媒体的宣传推动#迎来了新世纪以来余华作品

译介的鼎盛时期% 第二#美国的主流媒体(研究者

及读者对余华作品的评价整体持欣赏(肯定的态

度% 这些评论散见于文学期刊(各类报刊(图书网

站以及国外学者为余华作品做的序言介绍% 只

是#大多数的评论选取的都是余华的单部作品#缺

乏将余华的单部作品置于其纵向的创作脉络中来

考察% 第三#大部分研究者对余华的作品都有着

明显的侧重点并能对其展开集中深入的探究% 早

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余华从传统写作模式转向先锋

反叛创作中的暴力叙事#进入 !$世纪以来研究者

更多的是从余华作品中的暴力(死亡叙述中去发

掘人生苦难的悲悯与救赎#近些年一些研究者则

重点关注余华叙事视角的突破与转变% 因此#纵

观余华作品的译介研究#从整体到局部#正反映了

美国学界对余华创作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

三3接受性误读#余华小说在美国的

误读分析

余华是我国少数几位被大量译介并广受美国

读者(研究者关注的当代作家之一#分析其小说在

美国译介过程中的误读现象#可以为我国当代文

学的对外译介提供借鉴%

首先#余华作品在美国文学场域正逐步获得

更广泛的认可#但有些媒体在宣传及评论中为迎

合读者的阅读兴趣不乏套用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

或文学审美观念对作品的阐释产生误读$

% 部分

美国评论者站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立场上#

将余华作品中的&文化大革命'视为政治上异质

的&他者'文学#政治因素的主导致使他们对作品

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变为一种政治化误读% 譬如

美国评论家莫琳2科里根在)3兄弟4是对现代中

国的全面讽刺*一文中评论到!&从中国-文革.的

残酷到市场经济的洗礼#余华涤荡了近半个世纪

的中国历史#把粗野怪诞的故事重现在我们面前

++所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丑恶以及文革记忆都

在其中涉及++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个受诅咒的世

界%'

%还有德鲁2卡尔弗特在)探索隐藏的中国*

中对余华创作中所描写的-文革.进行评论#他认

为!&余华笔下的中国骚动不安#沉重压抑#畸形

发展%'

&一方面#这些评论忽略了作品的整体倾

向性#仅对&文革'这一事件进行孤立分析#没有

从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家想要表

达的主观倾向去思考#较多的是从个人阐释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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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刘!余华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性误读

去剖析作品% 余华大部分作品的故事情节都是围

绕着我国&文革'时期及 !$ 世纪中后期市场经济

发生重大变革时期底层平民的生存状况而展开

的% 这与其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有着

紧密的关系#余华通过在典型中国环境中塑造的

大量多维人物形象#如有着强烈生命韧性的受难

者福贵(许三观,善良温顺的忍辱负重者家珍(许

玉兰等#来表达中国底层平民在面对生活苦难和

社会动荡中对寻求生存意愿所展现的韧性品质#

这为西方研究者用歧视话语形塑动乱的中国形象

提供了机会% 另一方面#这些强势的西方政治文

化误读也更进一步为美国读者满足对中国社会的

猎奇心理提供了途径#促进美国读者在作品中去

寻找(探索中国社会的变迁来满足其好奇心理之

需求% 加之)活着*电影版在大陆的禁映却得到

了戛纳电影节奖等多项国外奖项#这也为余华作

品在海外传播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其次#部分美国学者将余华的作品视为有机

整体#以西方文学艺术体裁为标准去衡量文本#肯

定其中符合西方文学审美标准的语言风格和叙事

技巧#并将其视为西方文学体裁的一种% )国际

信使*周刊将首届外国小说奖授予余华的)兄弟*

并称该作品为 &一本伟大的流浪汉小说'

!

% 此

后#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 )纽约人* )洛杉矶时

报*等在对该作品的评论中也都纷纷采用了&流

浪汉小说'的提法% 美国学者奥利弗2科恩在对

该作品的解读中也提到&以流浪汉小说的方式写

出了中国近 5$ 年从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到荒诞的

资本主义的转型'

"

% 流浪汉小说是 "# 世纪中叶

产生于西班牙的一种叙事结构形式#其独特的艺

术结构对此后的欧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

题材上#流浪汉小说与余华作品中的民间文学有

着相似之处#都是以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为

素材#两者都擅长用夸张的(喧闹的语言描绘出荒

诞的效果#从而广泛深刻地揭示各种丑恶的社会

现象% 但流浪汉小说是采取第一人称(以流浪汉

自述的形式描写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而余华小说

的主角既不是流浪汉#体裁也不是自述体#并且

&流浪汉小说'式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的文学传统

中也不存在% 仅是余华部分作品中与其存在着相

似的文学因子#美国评论界将其误读为西方文学

范式的一种%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艺术审美层

面上的误读可视为积极误读#美国读者更容易在

余华的作品中找到他们亲切熟悉的叙述方式#从

阅读中读出文化认同与回归% 这与余华在写作之

初就一直追寻从国际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中吸取

营养#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各种精神上的对话有着

紧密的联系#

% "666 年 % 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了由余华编选的)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其中

国外作家作品有 6部之多% 其中对余华有着较大

影响的作家卡夫卡在其长篇小说)美国*中采用

现实主义手法#形式上明显受到流浪汉小说的影

响% 余华称&卡夫卡解救了我#卡夫卡的自由叙

述把我从思想的束缚里解放出来#让我把思想和

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卡夫卡教会我的不是描

述方式#而是写作方式'

$

% 余华正是因为受到这

些外国文学大师及作品的熏陶和滋养#使其作品

中蕴含着西方文学色彩#美国读者才更容易在他

的作品中找到他们亲切熟悉的叙述方式#从阅读

中读出文化认同与回归% 这种误读既丰富了余华

小说文本的含义#又激发美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减

少阅读中对异域文学的陌生感#这是西方解读者

在其文化本质特征过滤下以其自身的艺术和思想

标准去接近和再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叛逆%

余华作为为数不多的能被译介到美国并受到

西方研究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其作品在国内外

的接受有着较大的差异#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

香'的现象#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对外译介的

特例% 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当代文

学在走向海外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译介因素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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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接受的关系#其译介经验为中国文学西渐提

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在

西方被接受的重要代表% 虽然余华作品在美国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广泛传播和较高赞誉#但对其作

品在接受过程中的误读也让我们意识到美国文学

场域对认知和接受余华作品独特的叙事艺术和语

言表达的译介存在文化偏差和价值冲突#这也为

我们分析西方读者对接受中国当代文学的心理动

机和期待视野提供了别样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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