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９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６
Ｎｏｖ．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６．０６．０２２

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
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接受①

彭石玉１，２

（１．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８７；２．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２０５）

摘　要：美国作家霍桑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活动始于２０世纪初，现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通过分析霍桑文学作品

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以及短篇小说从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４９年在中国的译介，论述霍桑文学作品在译介过程中文学

性的接受与隐匿，探索霍桑作品在中国被选择性接受的实质缘由，展示出中国读者最早对于霍桑作品理解的多面性和矛

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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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撒尼尔·霍桑（１８０４－１８６４）是１９世纪上半叶美国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也是美国文艺复兴
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据现有资料查证，我国对于霍桑的介绍始于孙毓修（１８７１－１９２３），他１９１３年在
《小说月报》上刊发文章《欧美小说丛谈：霍桑》①。随后１９１５年《礼拜六》周刊第７期刊登了瘦鹃（即周
瘦鹃１８９５－１９６８）翻译的哀情小说《帷影》②，其中署名原著作者为（美）南山尼尔霍桑，这是对霍桑作品
的最早译介，从而拉开了霍桑文学作品中译的序幕。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４９年期间，霍桑长篇小说的中文翻译

①

①

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１３
基金项目：２０１４年全国外语教学科研重点项目（ＨＢ－００１１－Ａ）；湖北省省属高校重点学科建设专项项目；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

究项目（ＨＢ－００１１－Ａ）
作者简介：彭石玉（１９６７－），男，湖南永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与文化研究。
１９１３年９月，孙毓修在《小说月报》第５号的＂说林＂栏目上刊发文章《欧美小说丛谈：霍桑》。
英文名称为：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ＯｌｄＭａｉｄ，现译名为“裹寿衣的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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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其代表作《红字》，其他译作全部为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论文期望根据霍桑儿童文学作品

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以及其短篇小说从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４９年在中国译介的情况，厘清国人接受
和解读霍桑文学作品的过程，探讨中国对霍桑作品的早期译介与接受。

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即《神奇之书》①改编自６个经典希腊神话故事，即：ＴｈｅＧｏｒｇｏｎ’ｓ
Ｈｅａｄ（现译《女妖戈耳工的首级》）、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现译《儿童乐园》）、ＴｈｅＭｉｒａｃｕｌｏｕｓＰｉｔｃｈｅｒ
（现译《奇妙之罐》）、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Ｔｏｕｃｈ（现译《点金术》）、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ｌｄｅｎＡｐｐｌｅｓ（现译《三个金苹果》）和
ＴｈｅＣｈｉｍｅｒａ（现译《喀迈拉》）。霍桑在每一个神话故事开始前都有一篇引言，结束后都有一篇后序。这
些引言和后序的内容相似，都是为了以讲故事的方式很自然地引出下一篇神话故事，这就很类似于《一

千零一夜》故事讲述的套盒结构。全书中６个引言和６个后序合起来的文字数量与６个童话故事数量
相当。霍桑这本《神奇之书》在早期中国的介绍过程如表１。

表１　《神奇之书》在早期中国的介绍过程

序号 书名 出版时间 作者 译（注）者 出版社 备注

（１） 古史钩奇录 １９１３年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
周越然注释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１３年的版本是最早出现的有中文注释的英文

版。现在可查的有１９１７年的版本，１９２３年的第８

版，１９３０年的第１３版，１９３５年国难后第３版。

（２） 古史钩奇录 １９２３年
（美）威廉·

霍桑著
徐培仁译 启明书局

１９２３年的版本删去了每一个故事的前言和后序，

没有霍桑介绍。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４８年的版本都有霍

桑生平简介。

（３） 古史钩奇录 １９３２年 原著霍桑 金盓清注释 上海世界书局 有作者霍桑传略

（４） 霍桑童话集 １９３３年 （美国）霍桑著 缪天华编译 大东书局
该版本删去了每一个故事的前言和后序，没有霍

桑介绍。

（５） 古史钩奇录 １９３３年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著

常文煜译注，

奚识之校阅
三民图书公司

１９３３年第１版，译文与原著全本中英文对照，一个

“霍觞小传”介绍生平，一个“凡例”说明该译本用

于中学生阅读。该译本在１９３５年有第３版，也有

标示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９年的版本。

从表１可以看出，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最初是作为英文学习资料被引入中国。周越然
（１８８５－１９４６）在纪念商务印书馆９５周年的回忆文章里提到，他在１９１２年秋天完成了这本书的中文注
释［１］１７２。该注释本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至少再版了１３次。建国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再次重印这一版
本。按照重版的次数而言，商务印书馆的这本带有中文注释的英文故事集的销量比较可观，被接受的程

度也高。后来不少文人都曾在自己回忆性文字里提及他们阅读过该版本，如作家赵瑞蕻（１９１５－１９９９）
就说，其高中时期就被要求阅读这本带中文注释的小说［２］３１８。朱光潜（１８９７－１９８６）和夏硏尊（１８８６－
１９４６）在谈及推荐阅读的少年读物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过该故事集［３］９。

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一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由徐培仁在１９２３年翻译。徐在译本前写有
一个“小引”，全文如下：

提起威廉．霍桑（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ｗｔｈｏｎ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４）差不多是全世界的小朋友所知道的，因
为他是美国的大著作家———不，是举世闻名的大著作家，实在不用在此再行介绍。他的著作所

以这般受人欢迎，全在乎文笔的清丽，思想的缜密与趣味的浓厚。这本《古史钩奇录》“Ａｗｏｎ
ｄｅｒＢｏｏｋ”便是具有上列几种特点的。欧美的儿童，确是名副其实地当作它是一本《奇书》，百
读不厌了，也许吾国的小朋友尚有未曾读过此书，故特译成汉文，以飨读者。

本书包括六个故事：《魔女的头》《点金术》《孩子们的天堂》《三只金苹果》《神奇的瓶》

《喷火兽》，与 Ｔａｎｇｌｅｗｏｏｄ一书为姊妹篇，有连带的口气，因为这六个故事，都是在 Ｔａ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８２１

① 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现译名《神奇之书》，也译《古史钩奇录》《奇迹之书》《霍桑故事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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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所讲的。全书所述，大抵是古代希腊罗马英雄的冒险事业，取材丰富，奇趣横生，而刻画入

微之描写，尤足令吾人读后拍案叫绝；誉为西洋之西游、聊斋，亦无不当。惜译者学识浅薄，未

能处处传神，致损原文之菁华，实为憾事，尚乞海内鸿儒，不吝赐教，是所至感！

作为译者，徐培仁认为霍桑的写作特点在于“文笔的清丽，思想的缜密与趣味的浓厚”，而 Ａｗｏｎｄｅｒ
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一书，突出表现了“趣味的浓厚”，所以“欧美的儿童，确是名副其实地当作它是一
本《奇书》，百读不厌了”，也是徐培仁称这本书“为西洋之西游、聊斋”的原因。正是考虑到要突出故事

书的“取材丰富，奇趣横生”，译者或是出版社做出把每一个故事的前言和后序进行删减的决定。他们

认为全书中６个引言和６个后序合起来的文字数量与６个童话故事数量相当，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故
事的吸引力。霍桑在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里面写下的所有引言和后序的确与故事本身的确
没有什么联系，不过这些引言和后序的文字营造出了一幅幅美丽宁静的山林景致，描绘了一群快乐天真

的儿童在大自然中自由开心地生活。如：

“他们出发了，此刻正是午后一两点钟的时光，从西方射来的红色的阳光，充满了这座大

山谷，使它充满温柔的光线，阳光溢满了四周的山脚，好像金黄色的葡萄酒，从一只碗里溢了出

来似的。”［４］２－３

“我不敢告诉你他们的名字，甚至不敢给他们起别的孩子常常叫的名字，因为据我所知，

作家们常常由于无意间给书中的人物起了真人的名字而惹来不少麻烦。为此，我打算把他们

叫做报春花、长寿花、香蕨木、蒲公英、蓝眼睛、红花草、黑果、黄花九轮草、南瓜花、马利筋、车前

子和毛莨，虽然这些名字更适用于一群天使而不是一伙人间的孩子。”［４］１１

徐培仁的中译本没有任何译文涉及到这些引言和后序，那么是否能够说霍桑这些文字可以被删减

掉，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１９世纪是西方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当时的儿童文
学作家以体现纯朴活泼，追求天籁为创作理念。儿童文学作品这种突显自然的追求与当时浪漫主义的

文学思潮有着必然联系。浪漫主义者强调幻想，所以他们回顾民间传说，搜索有着妖精和鬼怪的神话故

事，他们认为自然本身是最美最神奇的，同时，他们将童年的天真与神秘的幻想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本

质特征［５］１８３。

学者ＮｉｎａＢａｙｍ曾评价说《神奇之书》代表了霍桑作为浪漫主义以及小说家的最佳状态［６］１７３。这也

就可以解释霍桑这部儿童故事集体现出的极其快乐有趣，充满幻想，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等特征的缘由。

通过之前的例证可以看到，霍桑在《神奇之书》中呈现了大自然的美与真，描绘了一群在自然中快乐无

邪的儿童，集中体现了霍桑浪漫主义作家的写作特征。中文译本删除了每一个儿童故事前的引言和后

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隐藏了霍桑儿童故事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写作特征 。

通常学者认为中西儿童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主要有着民主启蒙、教育目的、浪漫思潮三支力量的

推进。对于西方儿童文学而言，受到民主启蒙和浪漫思潮两种作用力影响大，从而有着唯美型的性格。

中国儿童文学的确是更多受到民主启蒙和教育目的的影响，从而有着伦理型和实用型的性格。当然这

并不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受到浪漫思潮的影响，实际上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早期，浪漫主义的影响

是存在的，不过很快就由模仿西方的唯美而转向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创作模式①［７］７１－９０。这或许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在１９２３年徐培仁的删减版本出现后，在１９３３年，大东书局出版的缪天华译注版本为什
么依然是一个删减故事前言和后序的版本。同样道理，顾均正（１９０２－１９８０）于１９２７年翻译《神奇之
书》中的故事时，依然没有保留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每一篇故事的引言和后记。

即使是１９３３年出版的该故事集的中文完整版（常文煜翻译），出版社的主要目标也在于推进英语
学习。中译本前有一篇题为《华英对照的意义———写给教师学生及自修者》的文章，里面很详细介绍出

９２１

① 汤锐认为几乎２０世纪以前的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作都于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涌入中国来了，在这股西方浪漫之风的吹拂下，
中国的新文坛上出现了 “牧歌时代”的短暂复演，即西方儿童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在当时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到了

传承和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超稳定的结构对于外来的东西自有非常的排斥力和同化力，所以最初摹拟欧化唯

美情调的儿童文学创作很快转为有着中国传统特征的政治教育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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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华英对照”英语读本的原因和必要性，同时还谈到英语学习者如何最有效使用该类型书籍的方法。

在这一篇长而详细的文章后，才是一篇简短概略的《霍觞小传》。小传重点突出了霍桑生平以及不同阶

段的代表作品，不过并没有针对作品特征的评价。

通过了解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一书早期在中国的介绍，能够比较清楚知道，除徐培仁专门强
调了霍桑作品的趣味特征，其他文本的重点在于语言学习而非作品风格的把握，也就是说明，该作品在

中国的早期接受是为不同目的的群体选择性接受的。不过这种情况并不代表早期的中国读者对霍桑的

写作风格缺乏关注。实际而言，从１９１３年霍桑被介绍到中国，国人对于其作品一方面具备选择性接受
特征，另一方面还具备多元化解读特征。中国读者早期对于霍桑作品多元化解读的特征体现在１９１３年
至１９４９年其短篇小说的译介，具体情况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４９年中国读者对于霍桑作品多元化解读的特征体现

序号 原著中文现译名 作者名 译作名 译者名 时间／年 出处 期、页

１
裹寿衣的老

小姐

（美）南山尼尔

霍桑
哀情小

%

：帷影 瘦鹃 １９１５ 《礼拜六》 ［第７８期，２２－３４页］

２ （美）文豪霍桑 社会小说：塾师 半侬（译） １９１６ 《小说大观》 ［第６期，１－５页］

３ 小水仙
（美）霍桑（原

著）
丛译：劳苦先生 观奕 １９１７

《小说月报（上海

１９１０）》

［第８卷 第１０期，１－３

页］

４
海德格大夫

的试验
霍桑（著） 说丛：返老还童 旋华（译） １９１８

《小说月报（上海

１９１０）》

［第９卷 第１１期，１－６

页］

５
奇 妙 的 牛

奶罐

（美）霍桑（原

著）
奇?记 顾均正 １９２７ 《学生杂志》

［１４卷第 １期，１１１－

１１６页；第２期，９４－９９

页］

６
蛇 发 女 妖

的头

（美）霍桑（原

著）
女怪的头 顾均正 １９２７ 《学生杂志》

［１４卷第４期，８４－９０

页；第５期，６０－６７页］

７ 儿童乐园
（美 国）霍 桑

（著）

儿童的乐园：希腊

神话
顾均正（译） １９２９ 《新女性》

［第４卷 第１０期，７８－

９６页］

３
小水仙 （美）霍桑（原

著）

小水仙（名家小

说）（附图）
编者（译述） １９２９

《儿童世界（上海

１９２２）》

［第２３卷 第１３期，３－

１１页］

８ 安妮的漫游
（美）霍桑（原

著）

小 安 妮 的 漫 游

（附图）
编者（译） １９２９

《儿童世界（上海

１９２２）》

［第２３卷 第１２期，２－

１０页］

８
（美）霍桑（原

著）
小安妮的漫游 孙晋三（译） １９２９ 《学籁》

［第 １２期，１０４－１１９

页］

９ 戴维·斯旺 霍桑氏（原著） 大卫司安 佳思（译） １９３１ 《希望月刊》
［第８卷 第４期，１８－

２１页］

７ 儿童乐园 霍桑（著） 孩子们的乐园 伯鲁（译） １９３１ 《心音》 ［第１期，５６－６０页］

１０
拉帕齐尼的

女儿
霍桑（著）

赖 伯 克 西 尼 的

女孩
侯朴（译） １９３１ 《文艺月刊》

［第２卷 第８期，１１３－

１２６页］

１１ （美）霍桑（著） 石榴子 奎明（译） １９３１
《少年时代（上

海）》

［第１卷：第 ５期，７７－

８１页；第 ７期，７７－８５

页；第 １０期，６７－７０

页］
１８ （美）霍桑（著） 龙齿 贺玉波（译注） １９３１ 启明书局 单行本

４ （美）霍桑（著） 返老还童 傅东华（译注） １９３１ 北新书局 单行本

７ 儿童乐园 霍桑者（著）
孩 子 们 的 乐 园

（续）
伯鲁（译） １９３２ 《心音》 ［第２期，１９－２３页］

１２ 人面巨石
那散尼尔霍桑

（原著）
大石首 萧仲乐（译） １９３４ 《光华年刊》 ［第９期，１０３－１０８页］

９ 戴维·斯旺 霍桑（原著） 登密斯文 武强农（译） １９３４ 《摇篮》
［第２卷 第２期，７５－

７９页］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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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原著中文现译名 作者名 译作名 译者名 时间／年 出处 期、页

１３
一个有志的

青年来客
霍桑（著） 野心的客人 钟薇薇（译） １９３５ 《前途》

［第３卷 第４／５期，１９７

－２０２页］

９ 戴维·斯旺 霍桑（著） 著名故事：酣睡中 梁得所（译） １９４０
《明 灯 （上 海

１９２１）》
［第２７４期，３６－３８页］

４
海德格大夫

的试验
（美）霍桑（著） 圣水 伍光建（译） １９４０ 《艺风》 ［第８期，１４４－１５３页］

４
海德格大夫

的试验
（美）霍桑（著） 青春之液 林籾?（译） １９４１

《小 说 月 报

（１９４０）》
［第１５期，８８－９３页］

３ 小水仙 霍桑（原著） 小德夫但的勒 步同（译） １９４３ 《北极》
［第２卷 第２期，１１－

１３页］

３ 小水仙 Ｎ．霍桑（著） 水仙（附图） 允深（译） １９４３ 《新儿童》
［第５卷 第５期，３－８

页］

１４
一个有志的

青年来客
霍桑（作）

野心的来客：可以

读两次的故事
君军（译） １９４６ 《高原》

［第革新１卷 第１期１３

－１７页］

９ 戴维·斯旺 霍桑（作） 大卫·斯汶 君军（译） １９４６ 《高原》
［第革新 １卷 第 ２期，

１０－１２页］

１５
伊 桑 · 布

兰德

（美）Ｎ．霍桑

（作）

伊萨 · 勃 兰 特

（续）
许天虹（译） １９４６ 《少年读物》

［第２卷 第６期，３４－

４４页］

１５
伊 桑 · 布

兰德

（美）Ｎ．霍桑

（作）
伊萨·勃兰特 许天虹（译） １９４６ 《少年读物》

［第２卷 第５期，３５－

３９页］

３ 小水仙 霍桑（原著）
劳苦先生（未完）

（附图）
１９４７ 《新国民画报》

［第１５期，３页；第 １６

期，３页］］

１６ 人面巨石 （美）霍桑（著） 人面岩 宗仍（译） １９４８ 《文潮月刊》
［第４卷 第３期，１５３５

－１５３８页］

１７ 金羊毛 霍桑（原著） 牛首人身的怪物 曲园（翻译） １９４８ 《儿童之友》 ［第９期，２３－２４页］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４９年期间，霍桑短篇小说共译介１８篇，其中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作
共有９篇。这些儿童故事分别出自不同故事集，特别是其中５篇：《女妖戈耳工的首级》《儿童乐园》《奇
妙之罐》《六粒石榴籽的故事》《龙齿》和《金羊毛》，它们分别出自霍桑两本童话集。前三篇译自ＡＷｏｎ
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现译《神奇之书》），后两篇译自Ｔａ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Ｔａｌｅｓ（现译《探戈尔伍德故事》）。
不过这些单篇翻译发表的童话故事，依然还是删减了之前提及的每篇故事具有浪漫主义写作风格的小

引和后序。从中文译本一直对于霍桑原著文学性有意或无意的隐藏与回避，可以领会到中国传统文学

力量中明显的排他性。

整体来看，这些短篇小说的翻译与故事集ＡＷｏｎｄｅ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Ｂｏｙｓ翻译是有所区别的，其中
最为突出的是，这些译文关注到了原著者的写作风格。如 １９１５年周瘦鹃首次译出霍桑的作品《帷影》，
小说之前有原著者简介，其中谈到霍桑文字的简洁美［８］。伍光建译《圣水》时，在小引里，着重突出其作

品古典浪漫主义的一面［９］。贺玉波在故事《龙齿》的翻译前言里，论述了霍桑作品的哥特体写作风

格［１０］。梁得所译《酣睡中》，介绍霍桑的小说结构严整，描写细腻，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相比孙毓修最

早对霍桑的介绍说：霍桑小说之才，于美为第二等作家，而其名顾反出于欧文、考伯尔之上，吾求其故，则

知通俗喻情，故小说之正轨……霍桑之书，专为普通人做豆棚闲话者［１１］。这些不同的译者从各自的阅

读体验来展示了霍桑的写作特色，他们的评价与孙毓修对霍桑最早的评论相比已经更为具体和详细，而

且更具有专业的眼光。

一般情况下，谈及中国１９４９年前对于霍桑作品的接受和研究，学者往往认为当时的国人局限于作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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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生平介绍，对于文本的理解和写作风格的接受思考较少①。其实通过对中国早期霍桑作品翻译的

整理和细读，笔者以为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４９年期间，霍桑作品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有着两大特征：一是不同群
体的选择性接受；二是不同读者对于霍桑写作风格的多元化关注。之所以有上述的特征，首先是受限于

当时中国传统文学的排他性，才有对霍桑浪漫主义写作风格的回避与隐匿；可随着西方文学在中国越来

越广泛的引介，中国文学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包容性，即有着对国外作家风格不同层面的把握和解读。

简而言之，通过对霍桑作品在中国早期的译介过程分析，可以一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层层阻

力，种种矛盾与犹疑；也能够探察到这一进程中传统文学逐步体现出的包容性，国人逐步开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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