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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小说在近代中国的普及①

陈大康

摘 要:近代翻译小说是影响我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但其中大部分都含不同程度的本土自创成分，严

格的翻译只是少数，中国读者长期养成的阅读习惯使外国小说进入中土经历了较长的曲折过程。翻译小说在光绪最后

几年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报刊的登载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这又是长期以来研究中遭忽略的一个环节。本文重

点讨论近代的最后十年，即光绪二十八年( 1902) 至宣统三年( 1911) 报刊翻译小说的繁荣期，但为了能观照全局，也仔细

描述了在此之前数十年间翻译小说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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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nslated Novels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ovels in the modern time in China plays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ovels
from the classical to the modern． The majority of these novels，however，may be termed as creative translation as the translators
incorporate in the translated texts a varying degree creative embellishment． Foreign novels zigzag into Chinese reading field a-
gainst the reading habit developed over centuries among Chinese readers． Promoted by the booming press industry，translated no-
vels saw a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Guangxu Years，which has not been given sufficient academic attention so far． While
tracing the progress of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ovels in the decade preceding Guangxu Reign，the paper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ovels in the last ten － year period preceding modern China，i． e． from 1902 ( 28th year in Guangxu Reign)

to 1911( 3th year in Xuantong Re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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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国小说的发展时，外国小说的翻译一般并不包括在内，然而近代的情况却应是个特例。翻

译小说在中国开始成批出现的近代，正是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之时。这是一次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

全方位的转型，其时的小说创作与先前相较，无论是内容与形式，还是思想倾向与艺术表现手法，都发生

了明显的改观，而无论哪一方面的变化，其间都有翻译小说的影响乃至刺激因素在。如果当时翻译小说

还没有进入中国，现代小说就不是今日见到的这般模样，而若将翻译小说排斥在外，那么在探讨近代小

说的各种变化时，就无法对其动因及走向作出圆满解释。
近代小说研究必须包含翻译小说在内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那些作品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本土自创

成分，严格按照原文翻译的作品只是其中的少数，故而近代的译者往往不称自己的作品为翻译，而是特

地标识为“译述”、“编译”、“译演”、“译意”、“译编”、“意译”、“译著”、“辑译”、“演译”等等。这或是因

译者外语水准有限，无法全按原文译出，故而只能既译又编; 或是译者又有意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

垒，假托原有的故事而直抒胸臆; 有的译者则为着译作的行销，有意迎合读者的趣味与欣赏习惯，以此为

标准对原作大加改造。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是不按原作翻译的一个典型。此篇最初连载

于光绪二十九年( 1903) 的《国民日日报》，号称是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的节译，但其实很不忠实于原

著。如篇中男德说:“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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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男德还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

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这些内容在雨果的原著中根本无法找到，而是译者在阐发自己的政治

思想。当时的评论就已指出，这篇翻译小说的特点是“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②批判矛头实际

上是直指本国的专制统治，而为了贯彻这一方针，译者便将自己的意思强加于雨果。《新小说》连载的

《电术奇谈》也是较典型的一例。此篇原是方庆周的译稿，已是“译述”了，可是吴趼人又将它“衍义”一

番，篇幅从六回猛增至二十四回。大量的内容“均为衍义者插入，为原译所无”，而人名、地名又早由译

述者“一律改过”，已全然中国化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作品便于传播，即所谓“俾读者可省脑力”、“借此

以助阅者之兴味”。③“衍义”者有意以“冀免翻译痕迹”④为标榜，我们很难将这样的作品称为译作，但也

无法归于自著，或称其为半本土化的创作较为恰当。这类作品在近代是相当庞大的存在，它们本来就应

属于近代小说的研究范围，而且又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在考察近代小说发展变化

时，就须得将当时的翻译小说包括在内。
尽管这类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小说，但它们在中国的出现与逐渐繁盛，仍然经历了一个曲折

的过程。如果除去外国传教士翻译的作品，如《意拾喻言》( 《伊索寓言》) 、《天路历程》之类不算，那么

有中国人参与的翻译小说最早当是同治十一年( 1872) 四、五月间刊载于《申报》的《谈瀛小录》、《一睡

七十年》与《乃苏国奇闻》。创刊伊始便接连推出这些作品，使人感到刊载翻译小说是申报馆办报设想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刊载三篇后便戛然而止，而且等《申报》重新再刊载小说，则已是三十五年后的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那时小说几乎已是各报必备的内容，《申报》已是个落伍者。报载小说的目的是

助报纸行销，而从满怀热情地推行到决然中止，显然是申报馆发现实际效益与原先的预想并不相符。当

时申报馆所办的《瀛寰琐纪》连载了英国小说《昕夕闲谈》，但刊载了上卷后，并无意再续载下卷，其原因

也当如此。
申报馆开创了翻译小说进入大众视野的先例，但中国读者反映的冷淡迫使其改变了初衷。读者们

首次接触报载小说，而且一篇小说还要分多日连载，这种新型的传播方式使人一时难以接受。在另一方

面，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由几百年来的积淀而养成，猛地要镶嵌入外来物，自然会像接受器

官移植般本能地产生排斥。申报馆本以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如连载《昕夕闲谈》时，就既标榜以“怡悦

性情，惩劝风俗”等中国传统的主张，又称其“命意运笔，各有深心，此番所译，仅取其词语显明，片段清

楚，以为雅俗共赏而已”。⑤译者还重新分割全篇为五十五节，每节自拟双句对偶标题，如第一节便是“山

桥村排士遇友，礼拜堂非利成亲”; 各节结束处也都照例留下悬念，均套用“后事如何，且看下回续谈”等

语，一如传统的章回小说。可是，译者煞费苦心如此，读者们却还是不习惯这类舶来品。
《申报》刊载翻译小说以及随后遇到的挫折是个偶然事件，但它却蕴含着必然性，因为此时翻译小

说成批地进入中国的各种历史条件尚未成熟。如果暂且撇开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这一因素

不论，而且我们还可不妨假设申报馆的尝试获得了成功，但随后又会出现什么景象呢? 《申报》上翻译

小说的刊载或许还可以努力维持，但翻译小说就此顺势在中国兴起与流行却是决不可能之事。若要外

国小说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其先决条件是须得有一批通晓外语且有志于文艺的翻译人才，相比之

下，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方面的障碍反倒是第二位的问题。可是，当时懂外语者属凤毛麟

角，培养翻译人才的计划还正处于启动阶段，而后来培养出的人才，首先也得满足刚被迫开启国门时政

治、外交、军事、经济与工商业等领域的急需。这也是为什么要过了近三十年后，才能在中国看到翻译小

说兴起与流行的热潮。在那三十年的过程中，中国读者渐渐地对外部的事物已不那么陌生或排斥，也有

兴趣接触与了解。然而即使在那时，如何兼顾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仍是必须解决

的问题。
率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且又较为成功的是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 1896) 七月，它

的创刊号上刊载了《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案》，显然是因为颇受欢迎，随后它又接着连载了四篇福尔摩

斯侦探小说，这些作品的连载持续了一年，随着《时务报》的风靡传至各地。《时务报》的尝试为翻译小

说进入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作品题材是侦探小说应为其中重要的原因，后来该流派作品数量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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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流传经久不衰也可反证这一点。侦探小说情节曲折，其悬念与神秘性对读者有很强的吸引力，而案

件实质不外乎遗产继承、因奸致杀、利益不均等等，归纳其根本，都是中国读者早已熟悉的财、色二字。
可是破案过程却让中国读者折服了，这里没有菩萨显灵或冤魂托梦，而是全靠惊人的智慧、严密的逻辑

推理与科学手段的运用。最后人证物证齐全，分析滴水不漏，案情大白，凶手伏法。情节跌宕起伏，一环

紧扣一环，气氛紧张神秘，有时还有点恐怖，而案情随之渐渐明了，受到震撼与冲击的读者一旦捧读，就

不忍释手，读罢掩卷思索，也可有许多收获。那些侦探小说宣传的是公平公正的思想，最后都是好人伸

冤，恶人受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与中国传统的劝善惩恶精神

有某种一致性，大团圆结局也为读者所喜闻乐见，这些都有助于克服阅读时可能产生的障碍。当然，破

案过程中居然没有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几乎必不可少的如严刑逼供之类环节可能会使读者惊讶，但稍作

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在科学与文明方面确实是逊于别人，这或许就是《时务报》刊载这类作品的目的

之一，编者借此也可宣传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在翻译小说占据了中国广大阅读市场的一个桥头堡后不久，紧接着又有一类新作出现在人们面前。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正月，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它立即在中国读者，特别是青

年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部小说的写作风格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全新的，其中也有许多中国读者

陌生的东西，如舞厅、剧院、社交场合、社会风尚以及法国的浪漫情调等等，但其内容却是读者熟悉的，自

唐代以降的各朝各代，何曾少过描写才子与妓女故事的作品? 《茶花女》中主人公马克格尼尔的美丽善

良与其命运的悲惨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真挚的爱情不得不屈服于门第等级观念与金钱势力的压迫，这

则故事里的许多元素其实在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都可找到，但也应该承认，似尚未见有如此作这般的哀

婉凄艳，而林纾的译笔又传神动人，一时间读者们多已知晓这部缠绵凄恻的爱情故事的作品，严复“可

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确是对作品流传后轰动效应的真实写照。与侦探小说相

类，在来自西方的言情小说中，弥漫于作品的氛围、各种理念与制度，甚至人物的言行举止对读者来说都

较陌生，而他们正是通过阅读对西方这方面情况开始有所了解。不久，素隐书屋将《巴黎茶花女遗事》
与《新译包探案》⑥合为一书出版，几家报纸几乎同时刊登广告推出，其行销盛况可想而知。《巴黎茶花

女遗事》后来有多家书局出版与再版，其他言情小说也接踵问世，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与其他侦探小说也

是一出再出，言情与侦探终于推动了翻译小说在中国畅行无阻。与此相适应，中国读者在欣赏这些引人

入胜的故事时，逐渐接受了这种西方的叙事策略与技巧，长期以来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开始显示出多

元化。
几乎在同时，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至日本的梁启超开始提倡政治小说以助维新变法之声势，其理由

是“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⑦在《清议报》上接连推出

的《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是他的实践，鼓吹翻译或自创政治小说则是其“小说界革命”的重要内容。
虽然其时政治小说翻译得并不多，但梁启超凭借其声望的力荐，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作为“小说

界革命”标志的《新小说》的创刊，则是他理论主张的贯彻。到了这时，翻译小说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

它们已在中国站住了脚跟，更重要的是，自此已开始了连续性的运动态势。若只是对这个连续的运动过

程作考察，那么其起点应是《时务报》的翻译小说。其后，梁启超在日本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
与《新小说》等都刊载或连载了翻译小说，在他的“小说界革命”主张的影响下，后来小说刊物接踵而出，

它们无一不载翻译小说，就是其他专业性刊物，也时不时地刊载与之专业多少有点相关的翻译小说。相

比之下，日报刊载翻译小说只是稍迟了一些，光绪二十九年( 1903 ) ，翻译小说在天津的《大公报》、上海

的《同文沪报》与《国民日日报》上开始出现，这可视为对“小说界革命”主张的直接呼应。第二年，影响

甚广的《时报》、《中外日报》加入了这一行列，而后来重要的日报，如《神州日报》等，在创刊时就将刊载

翻译小说作为该报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时，早在同治年间就曾推出翻译小说的《申报》，反应反而明显

迟缓，它直到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才开始重载翻译小说，由此可见三十五年前尝试的失败，给它留下了多

深的印记。
在短短的三四年间，报刊上刊载翻译小说已经相当普及，这一现象蕴含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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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传播工具，众多的报刊提供了充足的刊载园地，从而保证了翻译小说能大量地面世，这意味着此

时翻译小说在中国进入了快速递增的轨道，也可以说，它在中国进入了普及的阶段。其次，报刊刊载小

说的目的是帮助自己的行销，它们与读者间又保持着密切的互动联系，翻译小说在报刊上蜂拥而至，表

明这是颇受读者欢迎的品种，而其前提是读者们在接受方面已无大的障碍。这里固然有译者千方百计

适应读者欣赏趣味的努力，而读者们也在与时俱进，渐渐越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欣赏习惯的藩篱，慢慢地

开始适应了外来的新文体。第三，报刊所载翻译小说能否得到读者的喜爱，这直接与报刊行销的状况相

关联，于是这里自然地形成了竞争的态势。优胜劣汰，市场的考验必然会促使翻译小说水准的提高。翻

译小说单行本的行销也能起到这一作用，但报刊所载引起的反响更直接与快捷。事实上，相当大一部分

的翻译小说单行本，是在出版前先连载于报刊，书商们根据它们受读者欢迎的情况加以选择，结集成书，

推向市场，即许多单行本的出现，本身就是竞争的结果。第四，在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的一些人，如陈景

韩、包天笑、周桂笙、杨心一、吴梼等人开始成为职业翻译者或作者兼翻译者，他们对翻译小说的发展起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而言之，报刊翻译小说是当时翻译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使晚清时翻译小

说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阚文文所言:“这些刊载在报纸杂志上的翻译小说，刺激了国民了解和认

识外部世界，而且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创作、中国本土小说革新与发展、小说观念的转变，乃至于对于推动

整个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革与转型，都具有深远的影响。”⑧显然，如果缺漏了这一环节，那么我们对

近代翻译小说的了解显然只是片面的，对其发展历程中的许多问题可能就无法寻得完整的答案，甚至是

找不到答案。
然而许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恰恰是缺漏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的难度太大，阚文文在

《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的《导论》中对此已作了分析。那些研究对象“普遍零星散见于报纸期刊中，

一部长篇翻译小说可能连载时间长达一年以上，搜集整理起来十分困难”。时下许多论著，是对别人已

经搜寻整理完毕的作品或著述发表议论，那些研究者可能就无法体会到“搜寻整理”四字所包含的艰

辛。晚清报刊翻译小说又有其特殊性，那些报刊并非是都集中地藏于某个图书馆，而那些作品也不是集

中地刊于某日报纸或某期刊物; 而搜集了许多作品后，又常会发现“大部分小说都不注明原著和作者，

译者的姓名也常常隐匿”，一篇作品究竟是“著”还是“译”，还得作仔细辨析，而当时许多“译作”属“译

述”类，这更给辨析更增添了不少麻烦。虽然阚文文得到过不少支援与帮助，但围绕自己研究专题的搜

集与整理毕竟得耗费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须得有韧性与毅力的支撑，该项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曾使不

少人望而却步。阚文文在《导论》中还指出，当时不少作品“灌注了过多的政治教化功能”，读来枯燥乏

味，这也是该领域长期以来无人问津的一个原因吧。
正因为如此，《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一书的价值就更显而易见。当然，由于时间、精力与工作条

件的限制，作者不可能对晚清时所有的报刊翻译小说作竭泽而渔式的整理与研究，她的做法是“以全国

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广的报刊———《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这四大报纸和《新小说》、《绣

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四大小说杂志为中心，尽可能完整地搜集其他报刊翻译小说资料作为

数据支持”。⑨虽然未覆盖全体，但这样研究有其合理性。这八家报刊基本上都集中于晚清小说创作与

翻译的中心上海，它们影响大，发行广，传播迅捷，而且还呈现了当时重要的翻译者的作品风貌。即使就

数量而言，这些作品也占了当时报刊翻译小说中相当大的份额。据此，确可对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的基本

情况作出勾勒，并作相应的分析探讨。
本书的重点是讨论近代的最后十年，即光绪二十八年( 1902) 至宣统三年( 1911) 报刊翻译小说的繁

荣期，但为了能观照全局，也仔细描述了在此之前数十年间翻译小说发展的历程。在这把握全局的基础

上，作者又集中考察了三类问题。其一是译者，根据他们的作品，以及序跋、识语一类文字，查考他们的

外语背景、翻译活动以及各自的翻译特点和对小说翻译的贡献，进而分析他们的小说观念、翻译理论和

主要采取的翻译策略。其二是较系统地分析作品的特点，对报刊翻译小说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特征，重要

的如翻译小说的语言、题材与文体特征，细节性的如栏目归属和类型标示，作者都作了认真的探讨，当

然，如果这方面的论述能与当时自著小说详加对照，可能会有更多的有意义的发现。其三是关于报刊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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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小说的传播与接受问题的讨论，这其中包含了对当时读者，以及读者与译者间的中介，即出版商的考

察。通常的小说研究并不包括这类内容，可是要准确地勾勒小说发展的轨迹，探寻制约其走向的动因，

对此决不能忽略，而阚文文的讨论恰凸显了报刊翻译小说发展在该环节的特点。
可以说，书稿比较全面地讨论了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的特点与发展历程，由于以往对此未有系统的论

述，她的研究就尤为可贵。书中许多具体的论述与判断，可以启发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后来者，或引起

他们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即使对书中错漏处的批评辩驳，也同样可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注释［Notes］

①本文系阚文文《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序言，该书将于 2012 年 6 月由齐鲁书社出版。
②“社会小说《惨世界》出版”，《中外日报》光绪三十年四月十四日( 1904 年 5 月 28 日) 。
③④“我佛山人( 吴趼人)”:“电术奇谈总评”，《新小说》第二年第六号，第 259 －60 页，第 260 页，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二月。
⑤“新译英国小说”，《申报》同治十二月初六日( 1873 年 1 月 8 日) 。
⑥内收《时务报》上所载福尔摩斯侦探案等作。
⑦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1898 年 12 月 23 日(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

⑧⑨阚文文:《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导论》。 ( 责任编辑: 查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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