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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

建构与价值观念传播

!!!以"儒林外史#的传播为例

鄢宏福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

摘5要#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知

识传承者和道德守卫者的角色% 中国文学中有大量由文人创作*刻画文人形象*表现文人生存状态和人生理想的'文人

主题(作品% 通过对"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建构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文

人形象的建构是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对传播中国传统和主流价值观念具有示范意义%

关键词#"儒林外史#)传统文人)形象)建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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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在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背

景下#中国形象的建构成为宏大的时代命题& 国

家形象#是指)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综合评判和总

体印象*

!

& 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系统性%长期

性%多维性等特征& 当前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主

要偏重宏观研究#对微观的个体形象关注还不够&

实际上# )人的形象塑造是国家形象塑造的根

本*#个体形象既是国家形象的构成和缩影#又是

建构国家形象的载体"

& 具体来看#中国文学作

品中的文学形象对外传播#)对于塑造中国形象

起着重要的作用*

#

& 因为大多数人往往是通过阅

读作品来接受异国形象& 中国文学以其悠久的历

史%丰富的内容%典型的形象%深刻的内涵#为中国

形象的建构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进一步看#中国文

学中有大量由文人创作%刻画文人形象%表现文人

生存状态和人生理想的)文人主题*作品& 通过这

些作品的传播#中国文人形象走向世界#他们所代

表的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得到广泛传播& 人类文

化史上因而增添了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

甫%蒲松龄%曹雪芹%鲁迅等一大批响亮的中国名

字& 因此#中国文人主题作品的传播和中国传统文

人形象的建构#对构建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示范意

义& 研究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建构#能

揭示中国形象建构的历史性%系统性和复杂性& 本

文所称的)英语世界*#不仅指英国%美国等以英语

为母语的国家#而且包括以英语作为交流媒介的语

言世界& 考察中国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建构过

程#需要注意客观之)形*与主观之)象*的比较&

这里所说的客观形象#指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形象#

涉及人物的外表相貌%品行操守%理想追求等& 这

种客观形象要传播到英语世界并形成主观印象#在

微观层面#涉及文学形象的传递-在宏观层面#还涉

及对文学形象所蕴含的文化形象的认知与解读#这

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

$4$

!

"

#

$

收稿日期#!#$%

3

#+

3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9G24#$!$$

作者简介#鄢宏福"$%,*,$#男#河南光山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范红#胡钰!'论国家形象建设的概念%要素与维度(#'人民论坛0学术前沿(!#$"年第 4期&

杨琳#许秦!'从个体形象到国家形象!基于微观视角的国家形象传播研究(#'国际传播(!#$,年第 +期&

姜智芹!'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与中国形象的变迁(#'当代外语研究(!#$%年第 $期&

陈惠!'略论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视野中的演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年第 "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一5)儒林外史*#现实与理想中的中

国传统文人形象

一般意义上# )文人*指的是 )读书能文的

人*

!

#与)文人学士* )知识分子*等概念通用&

从学术的角度上看#)文人*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

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 )文

人*源起于)士*#西周到春秋初#)文人*指)有文

德的人*-东汉时#)文人*与)文士*等同#指有较

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

员"

& 尔后#)文人*概念便基本固定下来& 自古

以来#文人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不

但是中国最特殊%最值得注意的阶层#而且也是整

个国家盛衰治乱之关键*

#

&

在中国众多文人主题作品中#'儒林外史(是

重要的典型& 该部长篇小说由吴敬梓 " $2#$

3

$2+4$创作#系)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被奉为

讽刺文学的杰作#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儒林外史(以中国明代社会为背景#刻

画了封建文人的群体世相& 全书跨越一百多年#

描写了近 !## 位人物#)士农工商%医卜僧道%流

民胥役%妇女奴婢等无所不具*

$

#但)机锋所向#

尤在士林*

%

& 这部小说揭示了科举制度下中国

文人的生存困境与道德堕落#也寄托了作者对理

想人格的追求&

从文学形象来看#在'儒林外史(中#作者用

辛辣讽刺的笔触#生动地描摹了秀才%贡生%举人%

翰林%斗方名士%八股选家%官吏乡绅等各个层面

的士林人物#刻画了周进%范进%汤知县%严贡生%

王举人%张乡绅%牛布衣%匡超人等一大批可怜%可

憎的形象#以及王冕%杜少卿%沈琼枝%庄绍光%季

遐年等可钦%可敬的典型& 在文化形象方面#这些

人物相互交织#构筑出明清文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人生存的社会空间和

文化土壤& 这些人物具有其时代局限性#却又不

乏历史真实性和群体代表性#因此#在传播到英语

世界之后#成为英语世界中国文人形象的背景#亦

成为中国形象的典型之一&

二5)儒林外史*英译中的传统文人形

象流变

'儒林外史(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而

且被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俄%日%韩等多种文

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本文仅关注这部小

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并考察这一过程中中国文

人形象的建构&

对于'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学界已

经进行了初步探索& 张义宏简要梳理了'儒林外

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史&

#周静分析了

'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推动因素'

& 从这

两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儒林外史(在英语世

界传播的基本轮廓!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儒林外

史(在英语世界有节译和全译#其中杨宪益%戴乃

迭夫妇中西合璧的译本'儒林( "!"#J+"%2)*1$仍

是截至目前英语世界唯一的全译本& 但上述两位

学者认为最早的英译文是 $%*% 年美国芝加哥大

学出版社发行的'英文杂志(#对'儒林外史(进入

英语世界的肇始尚有不少疏漏& 笔者以上述两位

学者的研究为基础#从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出发#

对'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进行考察&

!一"中国文人理想典型描画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儒林外史(最

早的英译文出自国内& $%!+年#'英文杂志("!"#

7&'201" J.9E#&.$刊登了韩邦昌翻译的'节录3儒林

外史4记季遐年事(& 紧接着#该刊 $%!2 年第 $

期和第 "期又陆续刊登了他的'节录3儒林外史4

记王冕事(和'3儒林外史4记荆元事(& '英文杂

志(于 $%$+ 年创刊#$%!2 年停刊#是民国时期的

一份英语学习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第一

种英语学习杂志&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类杂志

中#'英文杂志(销量仅次于'东方杂志(& 该月刊

读者市场远及日本%南洋与欧美诸国#影响甚广&

'英文杂志(辟有专门栏目#刊登中国文学作品英

译& 对于从'儒林外史(节录的三位人物季遐年%

王冕和荆元的故事#分别取题)古怪天才*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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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年版#第 ! *,!页&

陈盳红!')文人*概念起源考释(#'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年第 +期&

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4年版#第 +页&

段江丽!'吴敬梓与儒林外史(#引自'汉英对照3儒林外史4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张义宏!'3儒林外史4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年 !月 $,日&

周静!'3儒林外史4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推动因素研究(#'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年第二辑#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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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M!7<$和)裁缝诗人* "!/7J!?<[?8

>/;MA[̀@M# !/7!@;$?<

3

3?7!$& 在'儒林外

史(塑造的众多人物中#季遐年%王冕和荆元都属

于作者心中的理想人格& 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

地体现了中国文人的高尚品格和个性追求& 季遐

年是书法奇才#他不畏权势%不贪名利#追求自由%

个性张扬#与英国 !# 世纪著名作家毛姆在'月亮

和六便士(中刻画的查尔斯0思特里克兰德颇有

几分相似& 王冕出身贫苦%孝敬母亲#他自学绘

画#不慕功名%崎磊落& 荆元则不以裁缝职业为

贱#自得其乐#彰显了中国传统文人纯朴高卓的品

性& 总体来看#韩昌功选取的这三位中国文人#都

来源于社会底层#虽出身平凡#但身上保留了中国

传统文人的古风遗存#是理想化的典型&

$%*+年#'英语周刊("7&'201" H##L2D$第 $*4

期刊登了郭功隽的 '王冕的故事 "节译儒林外

史$(

!

& 内容与'英文杂志(上刊登的王冕故事

相近#因此其传播的人物形象也十分相似& '英

语周刊(创刊于 $%$+ 年#$%4$ 年停刊& 该刊出版

之后#曾)风行海内#日%美%南洋各埠之学校%商

界咸寄函订购*

"

#因此在英语世界产生了一定

影响&

$%4#年#'天下月刊( "!/0#& /10) (%&."2D$

$#

3

$$月期刊登了徐诚斌译的'四位奇人( "8%9*

7++#&.*0+1# !"#7402%'9#.%C9 $0& H)0J"0"$#选自

'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 这四位奇人分别是季

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分别擅长书法%弈棋%绘

画%弹琴& )琴棋书画*是)文人四友*#是中国古

代文人生活的重要元素#是其文化修养的表现&

译者在故事之前附上了前言#对'儒林外史(的时

代背景%写作目的以及四位奇人的性格进行了分

析#认为作者的用意是要表明)人生的真义不在

于权力财富#而是要修身养性%净化灵魂*#这四

位奇人皆属于)出身贫寒#但心灵丰富-权力卑微

但富于同情#因此接近率真的本性*

#

&

$%4"年#由美国知名作家高克毅" Ĥ'JOH6F'$

编选%林语堂撰写导读的 '中国智慧与幽默(

">"0&#1#H0.)&E /9-%*$

$收录了王际真翻译的

'儒林外史(第二回和第三回#题目拟为'两学士中

举("!I%J+"%2)*1H"%3)11#E ."#7P)-0&).0%&1$#讲

述了周进中进士%范进中举人的故事& 这两个人

物的故事相对独立和完整#从中可以看到科举制

度下#文人饱受摧残#而一旦金榜题名#旋即飞黄

腾达的境遇& 这是中国文人受封建社会制度和礼

教毒害的)变异*形象& 王际真"$,%%

3

!##$$是美

籍华人学者%翻译家#译作包括'红楼梦("节译$%

'阿b及其他鲁迅小说选集('中国传统故事集(

'现代中国小说选(等& 王际真总体上保留了原

文的风貌#删除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语言简洁

地道#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这与他翻译'红楼梦(

等作品的风格一脉相承#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

$%"+年#翟楚%翟文伯父子"GQ/ > GQF(F0&

m(0VHJOGQF($选编的'中国文学宝库("@!*#)19*D

%,>"0&#1#$0.#*).9*#$收录了'儒林外史(第五十一

回'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的部分译

文& 该书是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入门图书#遴

选的中国文学体裁包括散文%小说和戏剧& 在经

典小说部分#内容包含六部中国经典长篇小说#即

)四大名著*加上'金瓶梅(和'儒林外史(& 翟楚

父子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在于表现)中国文人

对科举考试%权力与财富的态度*

%

& 有趣的是#

他们在篇幅有限的中国文学选编中#选取了凤四

老爹的故事& 凤鸣岐身上#反映出中国文人少有

的品格#他有勇有谋%行侠仗义#是典型的豪侠形

象& 由此可见#编者的选材视角十分独特&

$%2*年#由张心沧"C)G)GQF0O$编译%英国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

与戏剧( ">"0&#1#$0.#*).9*#! 3%492)*80+.0%& )&E

Q*)-)$收录了'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和第三十

二回的译文& 所选两回故事的主角杜少卿#在很

大程度上是作者吴敬梓的真实写照& 作者在他身

上着墨颇多#他淡泊名利%尚义任侠#既体现了传

统的儒家思想#又彰显了鲜明的个性色彩&

'儒林外史(虽是长篇小说#但从结构上看#

颇具短篇小说的特征#在相对独立的章节中#展示

了不同的人物形象& 从'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

的上述节译来看#尽管篇幅不长#但选材都具有相

当的典型性#呈现的主要是原作者理想中的中国

文人形象#表明了对文人形象的心理期待#对中国

文人形象的建构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4$

!

"

#

$

%

6)P)# 6>'))PQHBI'JT'KmF0OM(H0# PQH\'W\'T*# 7&'201" H##L2D# $%*+"$*4$)

转引自丁伟!'商务印书馆3英语周刊4办刊历史述考(#'中国出版史研究(!#$"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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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人现实群体呈现

中国典籍在国外的传播#一般遵循由点到面%

由散到全!的演变过程& 如果说'儒林外史(上述

节译本在英语世界展示并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

典型形象#那么杨宪益%戴乃迭的全译本则更加全

面地呈现了'儒林外史(中的文人群体形象& $%+2

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戴合译的'儒林外史(英

文全译本#这是'儒林外史(唯一的英文全译本&

总体而论#在传达中国文人形象方面#这个版

本具有以下特色!一是作为唯一的英文全译本#它

全面地反映了作品的原貌#包括不同个体的生存

环境和心理历程#从而立体地展现了传统文人形

象-二是中西传播者合作的模式#既保证了传播内

容的忠实性#又兼顾了受众的审美习惯#在文学形

象跨文化转换递上找到了平衡-三是在传播效果

上#得到了英语世界研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认可#

为国家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理据&

就传播主体而言#'儒林外史(采用的是中西

合作的模式& 杨宪益坦言#如果没有夫人的帮助#

)我不会把它们翻译成那么好的英文*

"

& 杨宪益

"$%$+,!##%$和戴乃迭"$%$%,$%%%$是译界伉

俪#夫妻二人译介的文学作品#)从先秦到现当代

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

中国翻译界无人企及*

#

& 他们将'诗经选( '离

骚('史记选('唐代传奇选('聊斋故事选('儒林

外史('老残游记( '红楼梦( '中国古代寓言选(

'鲁迅选集(等中国文学精品译介到英语世界#为

中国文学走出去和中国文学形象的传播做出了巨

大贡献& $%+! 年#在外文出版社领导的邀请下#

杨宪益以专家的身份到外文社工作#主持中国文

学的英文翻译工作#系统介绍中国文学#尤其是古

典文学& 杨宪益参与了这个项目的选题工作#其

中#'儒林外史(是较早出版的一种&

在传递文学形象时#杨宪益%戴乃迭采用了比

较忠实的策略& 杨宪益认为!)应尽量忠实于原文

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

西&*

$在人物形象转换时#杨%戴基本上对原文亦

步亦趋& 对于人物的社会场景%服装打扮%言谈举

止%心理活动都做了准确传达& 对于)像你这尖嘴

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1*这样地道的口语#甚

至做了字对字的传递& 当然#他们并不执着于一种

文化传播策略#虽总体上忠实于原文中的形象#但

有时也会采用相对自由的方法#例如他们将)獐头

鼠目*译作)Q'YHUT*"相貌普通$#但以简洁%地道

闻名的译者王际真尝试保持原文中生动的人物形

象#从字面来转换成)HTHL'KIQHY>L1 &HHJF0& HTHL

'KIQHJFI*& 以此观之#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无

论传播者如何向目的语文化贴近#总是不可避免地

要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的成分#从而建构出异域的

文学形象& 若以细节来论#英语世界的人物形象与

源语文化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总是保持对等#不同的

传播者传递的形象也存在偏差& 这些都是形象跨

文化建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现象&

在传播效果方面#杨%戴二人的'儒林外史(

英译本在外文出版社出版之后#被多次再版

"$%"4#$%""#$%2*$和重印#并被收入)大中华文

库*"$%%%$& 这里要着重指出#作为一种国家对

外文化传播实践#文库不仅能够系统%准确地再现

中华文化经典#而且能够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

而且#文库的)总序*)前言*又能为英语读者提供

专业%详尽的参考& 在'儒林外史(英文前#附有

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段江丽长达二十页的前言#对

吴敬梓的生平事迹和'儒林外史(的文学地位%作

品内容%人物%主题%影响进行了深入的介绍和分

析#尤其是对作品中的文人进行了系统的归类和

总结#对英语世界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的建构具有

很好的引导作用& $%2! 年杨%戴的版本被纽约格

罗西特与邓拉普出版公司" Ĵ'LLHIF0& 8>0UFZ$出

版#后于 $%%!年被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宝库(收录的'儒

林外史(第五十一回中#翟楚父子基本沿用了杨%

戴的译文#仅做了少量改动#但是并没有对此进行

说明& 从纽约出版社引进杨%戴的版本#到翟氏父

子借鉴和引用他们的译文#足以证明杨%戴二人不

仅准确地传达了源文的文学形象#而且在英语世

界具有较高的可接受度&

!三"中国文人形象的文化定位

'儒林外史(中中国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

传播不仅依赖于文本再现与文学形象重塑#更依

赖于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研究的引导#以及对中国

文人的文化形象定位& 一方面#这些文学史和文

44$

!

"

#

$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2年版#第 !*页&

杨宪益!'从3离骚4开始#翻译整个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 !#$$年版#第 $#"页&

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杨宪益翻译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杨宪益!'从3离骚4开始#翻译整个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 !#$$年版#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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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专著的作者是英语世界研究中国文化的专

业力量#他们的观点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另一方

面#这些著述有不少被用作学校教材和工具书#因

此影响的受众群体比较广泛& 在地域方面#美国

是'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的主要阵地& 从

研究的主体来看#美国的'儒林外史(研究经历了

从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学者为主到华人学者与本土

学者并存的发展过程& 移民华人学者主要包括王

际真%柳无忌%张心沧%夏志清%孙康宜%黄卫总%商

伟等#英语世界的本土学者则包括罗溥洛" F̀>U

X'ZZ$%陆大伟"8FS(& X'ULI'0$%白保罗"dJH&HJ(/1

)̀\JF0&F>HJ$%柯伟妮"mQ(I0HTGJ'IQHJL8(UUHT$%

海陶玮"9FYHLX'VHJIC(OQI'WHJ$%安敏成"MFJLI'0

70&HJL'0$%戴沙迪"7UH@F0&HJ&HLd'JOHL$%科尔曼

"9'Q0 8)G'UHYF0$等&

! 总体来看#英语世界对

'儒林外史(中文人文化形象的研究#比较准确%

客观#具有相当的深度&

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对'儒林

外史(中的文人形象有比较深刻的分析& 他认

为#'儒林外史(可以算作)一部重要的反映文人

学士的小说*

"

#当时的文人)既是国家的奴仆#又

是高雅的学术传统的继承者#这种地位使他们面

临着名声和财富的诱惑#也使他们更难于遵守德

行*

#

& 这一论述#准确地把握了'儒林外史(文人

形象的社会文化群体特征#揭示了中国文人的现

实困境与内心挣扎&

由美国汉学家梅维恒"k(/I'JC)MF(J$主编%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

国文学史("!"#>%29-:0) /01.%*D%,>"0&#1#$0.#*)6

.9*#$对'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进行了系统分析和

分类!第二至第三十回中的文人#都是功名利禄的

追随者& 第三十一至三十七回#是小说的道德核

心& 文人学士理想人物杜少卿和他的朋友汇聚南

京#试图重修泰伯祠#重振中国礼乐传统#但是这

种努力无异于徒劳& 第三十八至五十四回#作者

意在表明#泰伯祭祀并没有收到效果& 第五十五

回的四位奇人#分别擅长琴%棋%书%画#象征着作

者理想中的文人!他们是简单而正直的普通人#是

腐朽社会中智慧与道德的代表& 能从宏观的视角

对众多人物进行上述总结和分析#足以表明英语

世界的专业研究者对'儒林外史(中文人形象的

理解已经从文学层面上升到社会文化层面#研究

得十分深刻#甚至达到了与中国国内研究者同样

的高度&

由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6F0O

3

<B>0$%美国

汉学家宇文所安"BIHZQH0 ]WH0$主编#剑桥大学

出版社 !#$# 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 "!"#

>)-:*0E'#/01.%*D%,>"0&#1#$0.#*).9*#$认为#'儒

林外史()展现了文人道德的沦丧%政府体制的窘

境#以及儒家精英们重建道德秩序与文化权威的

徒劳无功*

$

&

!#$+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良彦的

'士人与国家!中华帝国晚期作为政治话语的小

说("!"#J+"%2)*)&E ."#J.).#! 80+.0%& )13%20.0+)2

Q01+%9*1#0& $).#;-4#*0)2>"0&)$& 该书从社会政

治背景出发#从与皇权的距离视角对'儒林外史(

中的文人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小说最后一回四位

奇人为代表的文人是新一代知识分子代表&

总体来看#英语世界对'儒林外史(中文人形

象的传播与建构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

'儒林外史(的传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

发展过程#亦经历了从具体的文学形象传递到抽

象的文化形象反思的深入过程#反映了文学传播

与形象建构的长期性和渐进性& 第二#传播和建

构的主体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学者& 他们具有

深厚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修养#对中国国内的'儒

林外史(研究成果有比较全面的掌握#因此研究

的结论与中国国内的研究比较契合& 这一特点#

对于忠实传达中国文人形象#具有较好的引导作

用& 第三#传播和建构的形式相对多样#不仅包括

节译%全译%文学史论著%学术论文#还包括'中国

智慧与幽默(这样比较轻松的读物#在一定程度

上拓展了'儒林外史(的传播空间& 英语世界对

于'儒林外史(的反复节译#既让我们看到了英语

世界读者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不同关注点#也让

我们见证了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的灵活路径&

三5从文人形象建构走向价值观念传播

从前面的考察可以发现#英语世界的'儒林

外史(传播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对作品的中

国文人形象#包括文学形象和文化形象的定位和

+4$

!

"

#

$

周静!'3儒林外史4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推动因素研究(#'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年第二辑#第 !2%页&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4#页&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生活0读书0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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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比较客观和准确& 将视野从'儒林外史(拓

展到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可以发现#中国

传统文人形象的建构#在更广阔的层面上#离不开

中国文人主题作品#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谱系的传

播&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

播丰富了中国文人形象的内涵#反映了中国文人

的现实生存状态与理想追求& 唐代以后#中国社

会)基本上是个文人社会#文人阶层是社会的主

导力量#文人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一类人#整个社会

也呈现出一种文学崇拜的气氛*

!

& 中国文人的

生活#在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展现& 因此#

这些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都是对中国文人形

象的建构&

但是#英语世界的中国文人形象建构具有历

史性和复杂性#并非所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建构

都像'儒林外史(一样客观和准确#有时在典型形

象的选择方面显得比较随意#有时在重要作品上

还存在误读& '好逑传(是第一部被译成外国文

字并在外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在译本问世之后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向往中国文化的西方

文人奉为经典*

"

& 小说讲述的是秀才铁中玉和

才女水冰心的爱情故事& 铁中玉急公好义的形象

较早地进入了英语世界读者的视线& 在外国人眼

里#这类作品)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人生道德观#

因此很早就把这些作品都介绍到国外去*

#

& 实

际上#这部作品还称不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

明清时期的多部重要经典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

中#有大量中国文人角色形象#他们身上#较多地

呈现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观念& 这些经

典作品被反复译介到英语世界#以其全面%深刻%

动人的叙事#动态地建构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象&

但是#这些作品在英语世界也存在比较普遍的误

读现象& 英语世界的中国文人形象建构史上#还

存在选择不准%认识不清的情况#因此就需要本土

传播者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引导#需要国家层面的

文化传播干预&

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建构#还应该

加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关注& 从一些现当

代文学作品中#不仅能领略中国传统文人的影响

和转型#而且能拓展和深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认

识& '围城(是另一部以中国文人为中心的长篇

小说#被视作)新儒林外史*& 这部小说书写的对

象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 方鸿

渐%赵辛楣%苏文纨等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接受

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回到中国后却沉沦堕落%困

顿无为& 小说对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化的

西方文明进行了精心审视& $%2% 年#美国印第安

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译本#译者是珍

妮0凯利 "9HF00H6HUUT$和茅国权 "EFIQF0 6)

MF'$#这个译本很快再版#还被收入企鹅现代经

典文库#并得到英美学者的关注& 在中国教育水

平不断提高%传统文化地位逐渐回升的背景下#传

统文人的影响业已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亦有大量反映中国文

人生活和思考的作品& 因此#英语世界的中国传

统文人形象建构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和

现当代作品的传播&

就本质而论#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

建构过程#是中华民族传统和主流价值观念的建构

过程& 尽管文人主题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构建

了生动丰富的文人形象#但是这些形象较多停留在

个体人物的故事层面#还未形成明确的群体形象#

思想深度上也有待挖掘&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

化经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中国传统文人整体形

象的树立提供了文化土壤& '四书('五经(与诸子

及其他文化经典著作的传播#为英语世界理解中国

文人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 )士

志于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等#体现的是中国文人的智慧%操守与担当#体

现的是中国人珍惜自然%爱护国家%追求真理%珍视

和平的价值体系& 以'论语(为例#它是记录孔子

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 内容涵盖治学%交友%为政%

尽孝%婚姻%祭祀等方方面面#有关)仁*)义*)礼*

)智*)信*等思想#奠定了中国历代文人的道德规

范和行动纲领& $,#% 年至今#'论语(的英文全译

本和节译本已有五十余种#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的

传播& '论语(中有关理想人格)君子*的品行#也

在英语世界深入人心& 讲述中国传统文人故事#传

递他们身上展现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能增进中外相互理解#应对现实矛盾#推

动共同进步&

"4$

!

"

#

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4年版#第 *$%页&

谭渊!'3好逑传4早期西文译本初探(#'中国翻译(!##+年第 *期&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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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综合研

究#尤其是有关中国传统文人的专门研究#表明中

国文人形象建构正走向系统和深入& $%++ 年#在

美留学的张仲礼在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绅士,,,关于其在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

究( "!"#>"0&#1#A#&.*D# J.9E0#1%& !"#0*<%2#0&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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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0&#1#J%+0#.D$中#从相对宏观

的社会视角审视中国的绅士阶层& 同类著作还包

括张灏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0&#1#;&.#26

2#+.9)210& >*0101#$%,2$%杜维明的'道0学0政,,,

论儒家知识分子( "H)D# $#)*&0&'# )&E 3%20.0+1!

711)D1%& ."#>%&,9+0)& ;&.#22#+.9)2#$%%*$%史蒂文0

罗迪的'文人身份及其在清代小说中的表现(

"$0.#*).0;E#&.0.D)&E ;.180+.0%&)2<#4*#1#&.).0%&10&

$).#;-4#*0)2>"0&)#$%%,$%葛良彦的'士人与国家!

中华帝国晚期作为政治话语的小说(等& 中外研究

者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让学术研究取得深刻认识#

走出学术圈#面向更广大的受众群体& 总之#从零

星接触到全面传播再到系统研究#英语世界的中国

文人形象越来越丰富%立体%逼真#其所代表的中国

社会主流价值也将不断深入人心&

结语

中国社会历来重)文*#文人不仅是历史的参

与者#更是历史的记录者和诠释者& )文人主题*

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以及中国文人形象的建

构#既是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接近了

中国文化的内核#因此既具有现实价值#又具有典

型意义& 本文通过考察'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

的传播和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的建构发现!第一#中

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文人主题作

品#是中国文人形象的载体& 其多元的表现体裁%

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人物形象#是中国文学

走出去和中国文人形象建构的前提和基础& 它们

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和典型的

案例#是建构中国形象的抓手& 第二#中国文人形

象的建构#包含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整体传播&

从古代%近现代直至当代#中国文人的人生价值观

念受国内外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冲击#不断发生着

革新& 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本质上是建构中国

文人集体秉持的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之核心价值

观& 因而#中国文人形象的构建#既要有横亘历史

的深度#又要有全面反映现实的广度#是一项长期

的系统工程#在更广的层面上#中国形象的建构亦

是如此& 英语世界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具有悠久

的历史#处于动态的建构之中& 当前传播中国文

化#建构新时期的中国形象#需要充分研究和把握

中国形象的历史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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