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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通过翻译实现异质文化间的交流须经

过“文化过滤”“变异”“文化重构”三步。因为异质文

化之间的“部分可通约性”具有限制性或必要条件，

所以，文化过滤解决不同文化之间如何“跨入”的问

题，变异解决过滤后的“形态”问题，文化重构解决变

异后的“融合”问题。本文基于上述观点，结合至今

已有150年汉译历程的《格列佛游记》展开上述三方

面问题的研究。

《格列佛游记》作为最早被译入中国的外国文学

名著之一，其第一个汉译之作于 1872年问世，至今

已150年。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关于《格列佛游

记》的各种译作(含全译、节译、译述、改写等)出版总

量已高达 1400多版次。①不过，总体观之，学界对

《格列佛游记》的汉译研究多限于对不同译者的翻

译策略及不同译作的比较研究上，缺乏对其汉译历

程的整体梳理及研究，同时也缺乏“一种视野宏阔

的‘文化翻译’”②的研究，而欠缺之处，确有丰富的学

术意义——从时间上的“最早”，到出版量的最高，不

仅是一个文学经典实现异质文化间交流的典型个

案，而且对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也具有不可或缺

的学术价值。

一、从帕维斯的“沙漏”谈“翻译的文化过滤‘沙

漏’模式”

文化过滤(cultural filtering)是指两种或多种文化

在交流过程中因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等方

面的差异而各自对对方文化的选择性接受。选择的

过程即过滤的过程。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形

式，在源文本被译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文化过滤贯

穿始终。

文化过滤比较复杂，有学者试图以某种模式来

诠释文化过滤的过程，以使讨论的问题形象化或简

明化，其中，法国戏剧学者帕垂斯·帕维斯(Patrice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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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提出的跨文化转换沙漏模式(The Hourglass Mod⁃
el)③就颇有影响。帕维斯认为源语文化的“文化颗

粒”(grains of culture)要通过由目标文化控制的“沙

漏”才能进入目标文化中，并且“沙漏”具有多个过滤

层(cultural filters)。帕维斯的该模式主要是指戏剧的

文化过滤，所以，他提出的11个过滤层都基于戏剧特

点，如改编者的视角、演员的准备工作等(见图1)。④

帕维斯的沙漏模式具有直观性且一目了然的特

点，虽然有些程式化，但也确实有助于说明道理。不

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即11个过滤层的提出过于细

致琐碎，如此历数下来，似乎还有一些因素可以列入

进去，不如做归类处理。帕维斯谈的是戏剧，而文学

翻译是不同于戏剧的另一种跨文化交流形式，其文

化过滤有自身的特点。鉴于帕维斯的沙漏模式具有

形象性的优势，故笔者借鉴其“沙漏”原理，将其置于

翻译的语境中，建构“翻译的文化过滤‘沙漏’模式”。

“沙漏”的关键是过滤层，翻译的“沙漏”之关键

是文化过滤层。所谓文化过滤层，指的是源文本向

目标文化渗透的过程中，目标文化一方出现的调节

性障碍物(accommodating obstacles)，它们起着检查和

调整的作用，这些调节性障碍物就是文化过滤的实

施者，换个角度看，也就是文化过滤层。事实上，翻

译的文化过滤是多重因素交错发挥作用的过程，不

能截然切开，但是其中一些重要因素发挥的过滤作

用的确比较突出和明显，可视为“沙漏”中的核心过

滤层，这些核心过滤层主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历史

文化传统、译者的审美视域、读者的阅读期待等，这

样，以这些过滤层为核心建构的“翻译的文化过滤

‘沙漏’模式”可为如下形态(见图2)。
如图2所示，翻译活动连接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

两端，源文本若要进入目标文化中，必须通过目标

文化的多个核心过滤层。复杂的文化过滤因素构

成交错的过滤层，每个层级都有其内在因素构成的

复杂维度，就如“社会意识形态”或“历史文化传

统”，其复杂程度怎可这几字了得。而且，不同层级

之间也有很难厘清的紧密联系。穿越“沙漏”的过

程，即源文本通过目标文化“过滤”而成为目标文本

的过程。不过，源文本经过“沙漏”必然留下被“过

滤”的痕迹，如能成功通过，当其成为目标文本后定

有不同程度的变形。所以，同一个源文本可以有形

态不同的目标文本，即实现并诠释了目标文本的多

样性。

文化过滤理论应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研究，以

收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学术价值。这里将结合《格

列佛游记》汉译历程的梳理以及不同时期翻译特点

的研究来探讨文化过滤问题。

图1 帕维斯的跨文化转换沙漏模式
图2 翻译的文化过滤沙漏模式

说明：本图系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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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格列佛游记》的汉译历程及特点谈文化

过滤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的
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于1726年出版，在146年后，

即1872年，拉开了其汉译的帷幕。至今，其汉译历程

已有一个半世纪。《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外国文学

译介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是近代中国学人翻译的

最早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是拥有全译、节译、缩写、

简写、改写等译介种类最多的作品之一，也是译作出

版版次最多的作品之一。它的 150年的汉译史同时

也是一部文化过滤史。

以译本的出版时间和译本形态为依据，笔者将

《格列佛游记》的汉译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 1872～1905年，此时的译作均是在报刊上连载

的，故称为“报刊连载时期”；第二阶段是1906～1948
年，始于第一个单行本(节译)出版，到第一个全译本

面世，故称为“节译至全译”时期；第三阶段是1949年
至当下，此时，不仅译者人群呈多元化风貌，而且译

本的形态和出版数量均呈繁荣气象，故称为“译本繁

盛时期”。在这全过程中，文化过滤的“沙漏”积极运

转，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译者的审美视域、

读者的阅读期待等过滤因素均充分发挥过滤作用。

鉴于文化过滤的复杂与交错，把脉一部译作史的全

部过滤足迹几乎是不可能的，故下文将结合各阶段

的汉译成果、翻译特点而以“举要”为之。

(一)1872～1905年：报刊连载时期

1872～1905年，是《格列佛游记》汉译的第一个

时期，出现了两个译作：《谈瀛小录》和《汗漫游》，两

者均在报刊上连载。此时，还没有单行本出现。

第一个译作《谈瀛小录》刊载于1872年5月21～
24日的《申报》上。《申报》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

志，于 1872年 4月 30日在上海创刊，前后总计刊行

78年，初期由蒋其章任总主笔，编辑队伍多是中国传

统文人。《谈瀛小录》于该报创刊20天时开始刊载，但

只刊载4天，总计约5000字，第5天后不知为何没有

下文。《谈瀛小录》没有署名作者，也没有提及译者，

不过4天中所刊载的故事情节是《格列佛游记》第一

部分“小人国”的内容：主人公遭逢海难后从昏迷中

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小人国的土地上，之后便开始

了他在小人国的奇遇。这是《格列佛游记》的汉译之

作首次在中国问世，以此拉开了其汉译史的帷幕。

第二个译作出现在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半月刊《绣像小说》在刚刚创刊两个月之际便刊

载了署名斯威夫特的小说《僬侥国》，后改名为《汗漫

游》，但没有署名译者，从第5期刊载至第71期(并非

每期都有，中间有时出现间隔)，直至 1906年 3月结

束。《汗漫游》(包括《僬侥国》，下同)将原作的四个部

分全部译出，只是有删改或增加的情节。《绣像小说》

是晚清刊行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种小说杂志，创

刊于1903年5月，半月刊，李伯元为主编。从1903年
起至1906年止，共发行72期。该刊在所载小说的每

回正文前通常配以绣像插图。

《格列佛游记》汉译第一个阶段的特点体现在三

方面。

首先，在翻译的时间上领风气之先。首个译本

此时在中国出现具有“率先”意义。《二十世纪中国翻

译文学史》指出：“文学翻译在晚清时期是英国文学

领先。”⑤而英国文学中《格列佛游记》又是第一位的，

尽管《申报》刊载《格列佛游记》的译作之前，曾有外

国宗教人士于 1853年在厦门出版了英国作家约翰·

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的译本，但“是为了宣传宗教

教义的，对中国社会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⑥，而

且并非中国学人主译。“国内首先刊登翻译小说的是

上海《申报》，1872年 5月 21至 24日刊登《谈瀛小

录》”⑦，显然，从时间上看，《格列佛游记》是晚清中国

外国文学译介的排头兵。

其次，在翻译的策略上具有“豪杰译”倾向。“豪

杰译”的源出，“指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新

闻记者身份的翻译家的翻译，他们为了强调小说的

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常常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

改变其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人物，或任意增删，这种

改编式的翻译被时人称为豪杰译”⑧。而早在日本之

前，西方也有与“豪杰译”相近的翻译理论，英国翻译

家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曾提出“拟译”之

说：“不搬原诗人的词句，也不局限于他的意思，而只

把他当作一个模式，好比原诗人生活在我们的时代

和我们的国家”⑨，可见，东方的“豪杰译”与西方的

“拟译”有颇多相似之意。在中国，“豪杰译”始于晚

··2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4 外国文学研究
FOREIGN LITERATURE

清时期，梁启超、林纾、苏曼殊、周桂笙、包天笑等人

均是此间“豪杰”，说到底，“豪杰译”是有“译者自命

豪杰，挥动大笔，对原作宰割挥斥之意”。⑩

在《谈瀛小录》中，作者先是对原著的英国籍做

了模糊处理。译者在开篇加了这样一段话：“昨有友

人送一稿至本馆，所传之事最为新异，但其书何人之

笔，其事为何时之事，则友人均未周知，盖从一旧族

书籍中检出，观其纸墨霉败，几三百余年物也。今节

改录之以广异闻尔”。这样，原著的诞生地就模糊

了。之后，小说的主人公被变为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的商人——“某家籍隶甬东，家世以懋迁为业”，如

此一来，主人公的身份也被改变。《汗漫游》倒是标明

作者“斯威夫特”，但对小说情节的改写也有“豪杰”

之笔，尤其是在小说尾端，作者竟让格列佛进鱼腹中

游历一番。当然，这也是晚清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

共性现象，“晚清文人对于何为翻译工作，并没有一

个严谨定义。当时的翻译其实包括了改述、重写、缩

译、转译和重整文字风格等做法。”

最后，对译者身份的忽略。《谈瀛小录》和《汗漫

游》的译者都是无名氏。曾有学者推断：“如果美查

和蒋其章的确合作将《夜与晨》译成中文，那么他们

可能也是这三部作品(《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

《乃苏国奇闻》)的译者。”还有学者推断译者可能

是“海归”——清廷遣派出国学习富国强兵之道的

留学生，更有学者关注了这些“留学生”在译述活动

中的“无名”与“失语”状态：“中国人取代外国传教

士成为译意的主体，得益于晚清政府派遣的大量留

学生……这些‘海归’中有国文素养较低的，不得不

寻求与林纾、梁启超等传统士大夫合作；也有国文素

养较高的，可以独立翻译。”他们“将域外的书籍变成

一个个催化剂，影响着每个晚清人士，推动中国文学

的现代化。而这些‘失语’的合译者正是特定时代的

产物，碰到了历史机缘，也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

命。”《谈瀛小录》和《汗漫游》的译者，即在“无名”者

和“失语”者之列，同样，他们也出色地完成了历史机

缘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依据上述译介概况和该时期的特点可以看出，

《格列佛游记》能通过文化过滤的“沙漏”成为晚清外

国文学译介的排头兵，显然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过

滤”有直接关系。

首先，《格列佛游记》的题旨及内涵与当时中国

的时代精神相契合。中国在近代以前曾经历了汉唐

的佛经翻译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两大高潮，但自

清中叶之后便走向闭关自守，直到 1840年的鸦片战

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

子以及之后的洋务派推进了近代西学的输入，于是，

科技翻译在先，文学翻译跟随其后，“开眼看世界”的

时代精神便是中国翻译的主导思想。斯威夫特笔下

的格列佛几度漂洋过海探索世界的情节与主题正契

合了“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精神，小说主人公格列佛

不居享乐，不畏冒险，积极探索未知的世界，其开放

的视野、探索的追求，都是“开眼”之道，都是“看世

界”之举。显然，《格列佛游记》通过了中国时代精神

的过滤，所以，才有译作《谈瀛小录》和《汗漫游》的适

时问世。

其次，晚清时期“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

代……绝大部分的小说都是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
后才结集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也大都如此。报

刊历来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风向标，时代精神的发声

场，而晚清时期的一些报刊更是新文化的喉舌，尤其

是《绣像小说》，被公认为“是一个既反映重大社会内

容，又比较重视文艺性的新型杂志，集中了当时许多

优秀的小说作品，因此可以说，晚清小说杂志这种对

文化消费市场的主导性，滥觞者是《新小说》，真正打

开局面并形成潮流的，是依托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

说》”。而且，梁启超倡导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

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颇大，所

以，《申报》《绣像小说》率先刊发以“看世界”为主题

基调的《格列佛游记》，也属“先新一国之小说”之举。

(二)1906～1948年：节译至全译时期

《格列佛游记》汉译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06年至

1948年，始于第一个译作单行本即林纾与曾宗巩(再
版时标注林纾、魏易)“同译”的《海外轩渠录》，止于

第一个全译本即张健的译本《格列佛游记》。

在这 40余年间，《格列佛游记》的译者和译作数

量逐步增加。继 190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林、

曾两人的“同译”本之后，其他译者(含全译、节译、编

译、改写等)和译本有：孫毓修(1909)、韦丛芜(1928)、
··2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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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汉(1931)、吴景新(1932)、马仁驹和方正(1933)、伍
光建(1934)、黄庐隐(1935)、徐蔚森(1936)、易寒(1939)、
范泉(1948)、张健(1948)等。

这时期《格列佛游记》的汉译有了新的特点。

第一，节译发展至全译。1906年，《格列佛游记》

汉译的第一部单行本《海外轩渠录》问世，至此译作

有了形态上的发展。不过，林、曾只译了原著的前两

部分，这之后的孫毓修、韦丛芜、黄庐隐、徐蔚森、范

泉等人也都是如此，只见吴景新译了前三个部分；伍

光建从四部中共节选11回。1948年，张健的全译本

出版，至此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的汉译实现了

从节译到全译的突破。当张健于 1948年出版译作

《格列佛游记》的时候，中国的文学翻译已有了丰富

的历史实践和丰硕成果，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

所辑录，在 1917至 1949年的 13500余种文学书籍中

翻译书目就有3894种，所以，此时的张健已经不能满

足于节译。他的译本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全”

取胜，他不仅完成了四卷本的翻译，而且增添了大量

的注释。二是以版本取“信”，他对自己所依据的版

本有详细说明。所以，张健的译本不仅是《格列佛游

记》汉译史第二阶段的收官之作，也是这时期的顶峰

之作。

第二，“豪杰译”转向规范化。进入《格列佛游

记》汉译的第二时期，此前那种“对原作的各个层次

做任意改动，如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

的随意发挥”的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首先，这时

期《格列佛游记》的汉译本都标明了作者和译者，出

版信息也都相对清晰。其次，书名的翻译逐渐贴近

原作，除林、曾二人“同译”的《海外轩渠录》之外，之

后译本的书名基本上都是《格列佛游记》，或者《小人

国》《大人国》。再次，译作即使有些微改动，译者也

会说明理由，如范泉就在“附记”中指出：“书里述及

‘国皇’的地方，笔者把‘皇’字一律改为‘王’，虽然不

同，然而，目的确无非是要小读者易于接受。”最后

一点，该阶段已有译者开始重视说明译作所依据的

版本，张健更是厘清并辨别了自己所依据的不同版

本的特点：“我最先所根据的原本是《企鹅名著》(Pen⁃
guin Classics)本，因为那是战时英国所印的普及本，

所以印刷、校订，都不大考究，错字间而有之，不过却

并不是经过了删节的洁本，后来我从友人处借来了

美国Modern Reader's Series版的本子，第二部以后诸

章，都是根据这版本译的。”全部译完之后，又设法

“借到Nonesuch Library中 John Hayward编的《绥夫特

选集》，中间包括《格列佛游记》的全部。我花了一个

多月的功夫，根据Nonesuch本，又详细地校订了一遍

译稿。”可见张健的用力之勤。

依据第二阶段的译介概况和这时期的特点，可

以看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译者的审美文化视域所

发挥的文化过滤作用。

为什么《格列佛游记》的汉译一直呈升温态势？

为什么“小人国”“大人国”的译作频频增加？答案就

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中国古典文献中不乏对

“僬侥”(小人)和“巨无霸”(大人)的描写，以对“僬侥”

的描写为例，史上就有三个不同时期的描述：“第一

阶段是源自《山海经》的神话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东

汉时佛教传入至明末，小人国的描述带有佛教色彩

和异域元素；第三个阶段就是明末至晚清，西方的地

理类书籍的传入和西方小说的译介。”显然，“僬侥”

与“巨无霸”原本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元素，早已

在中国文人的学养储备中。这是《格列佛游记》通过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过滤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尤其

可以从译者之一林纾的自述中看出。

林纾在为译作撰写的“序”中指出，他年少时就

听老人讲“僬侥”和“巨无霸”之事，之后又从中国的

多种典籍中见识了“小人”“大人”的描写：“余粗有知

觉时，即闻长老言，人之至小，无若僬侥国民，最长

者，无如巨无霸。则受而识之。稍长，读列子，乃知

东北极有人，名曰竫。郭璞图赞，僬侥极麽，竫人惟

小……”林纾循着个人成长轨迹道出所闻所知的中

国典籍中有关“小人”和“大人”的诸多记述，可见这

些历史文化对其浸染至深。笔者将林纾所言“小人”

“大人”的记述整理并列表(见下页表1)。
林纾的序言，看似信笔短书，但却宏观勾勒了中

国历史文化中的“小人”“大人”的传说与文字记载，

转而又以跨文化的视角探究斯威夫特的创作意图，

寥寥数语开辟了一方古与今、中与外对话的比较文

学的场域。林纾堪为老者，而百余年之后的今天，此

番穿越古今沟通中外的“序”依然可见，此时已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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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声音——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孙予译

本《格列佛游记》扉页的开卷语即：“在我国清代小说

家李汝珍创作的《镜花缘》中曾出现过‘大人国’‘小

人国’，其人物形态，令人惊奇。在世界文学名著中，

有一本书也写到了‘大人国’‘小人国’，不仅如此，书

中还有‘飞岛国’……”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僬侥国”

“巨无霸”与斯威夫特笔下的“利立浦特”“布罗卜丁

奈格”既是各自文化体系中的代码，又是跨文化对

话、交流、传播的基础。

同时，译者的审美文化视域也在发挥过滤作

用。如果说，在文化过滤的“沙漏”中，社会意识形态

和历史文化传统都是无形的、非具象的，那么，译者

则是最为具体并具有操作性的过滤因素，因为翻译

文本的选择是由译者的审美文化视域决定的。

为何译介《格列佛游记》？这时期20余位译者道

出的原因有三。第一，与作者的讽刺艺术共鸣。林

纾指其要义为“以讽宗国”；伍光建以“刺刀”喻斯威

夫特之语言：“他的字句其力如刀，直刺心胸，却无一

个多余的字”；张健更是疾呼慨叹：“绥夫特那辛辣、

刻薄的文格更显得突出，这位负气、尖刻的天才对于

人性的卑夷，是多么深毒。”显然，这些译者是斯威

夫特讽刺艺术的跨时空对话者和鉴赏者，更是传递

者。第二，举世界名著之要。《格列佛游记》出版后享

有世界声誉，汉译者意在帮助中国读者品鉴其精

要。李宗汉的译本有“凡例”说：“以省读者翻检之

劳，俾收心领神会之益。”范泉在其译作的“附记”中

说：“‘小人国’‘大人国’最有趣味，曾经拍摄过电影，

被全世界的小读者们欢喜”，中国少年自然也应享

此世界名著的读书盛宴。第三，引他山之石为鉴。

正如鲁迅所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是在煮自

己的肉”，作家出身的译者黄庐隐转道翻译，即为引

他山之石。这位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其译作《格列佛

游记》是她唯一的翻译作品，同时也是她的遗作。其

夫李唯建在她去世一年后将其译作《格列佛游记》出

版，并在“序言”中指出黄庐隐的翻译意图：“译者庐

隐女士从未执笔翻译，因鉴国内创作之浅薄，以为有

借西洋文学为鉴镜的必要……我以为她能从创作十

年的经验中体验出翻译之有必要，因而从事。这不

能不算是她的文学生涯中的一个纪念。”黄庐隐在

《格列佛游记》那里发现了具有可以作为创作鉴镜的

优长之处，故译此书。这也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文

学界出现的“西洋文学模范论”的文化审美取向，胡

适当年就曾说过：“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

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格列佛游

记》即在多个层面具有可“取例”的资质，所以率先进

入了汉译者的审美视域。

(三)1949年至今：译本繁盛时期

1949年至今，是《格列佛游记》汉译的第三个阶

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文化事业迅速

发展，翻译事业也有了长足推进。《格列佛游记》的汉

译在这70余年中成果丰厚，多元化的译者队伍，高频

率的译作版次，多层次的译作种类，凝聚成这个时期

表1 《海外轩渠录·序》提及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小人”与“大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出处

长老言

列子

郭璞图赞

洞冥记

独异志

广志

河图玉版

洞冥记

上古神话

言“小人”

僬侥国

东北极有人，名曰竫，九寸

僬侥极麽，竫人惟小

末多国，人长四寸

李子昂长七寸

东方有小人，如蝼蛄

言“大人”

巨无霸

龙伯国，人长三十丈

支提国，人长三丈三尺

防风国人，身横九亩

长狄侨如长五丈

说明：本表系笔者依据《海外轩渠录·序》而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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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鲜明特点：“繁”“多”。正是因为有繁多之果，探究

第三阶段的特点当以数据论之。

以 2019年为时间节点，以超星发现、CALIS等

数据库为统计依据(全文同)，《格列佛游记》的各种译

本共出版1400多版次。从不同年份的翻译与出版进

度看，总体呈递增态势，尤其是进入 21世纪以来的

20余年，《格列佛游记》译本每年出版的版次都有大

幅增长，笔者统计了具体数据(见图3)。
图 3 的统计是将 1949 年之前为一个时间段；

1949年至1978年为一个时间段；之后的两个十年各

为一个时间段；从 2000年开始按年份统计。从以上

统计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格列佛游记》译作

的出版总体趋势是逐年上升。

参与出版的出版社总计有 380余家，有些出版

社更是出版了多个版本和版次，如译林出版社、吉林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相继出版30版次以上；人

民文学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开明出版社、哈

尔滨出版社等都出版了20版次以上；商务印书馆、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对外翻

译出版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等31家出版社都

出版了10版次以上(见表2)。
上述如此高频率的译作出版，离不开译者队伍

的发展。从译者数量看，已有翻译、编译、译写等总

计 220人之多。从译本形态上看，有全译本、节译

本、缩写本、简写本、改写本、导读本、插图本、双语本

等。更有些译本多次再版：白马译本有 25版次，杨

昊成译本有 13版次，孙予译本有 10版次，张健译

本有 9版次，王维东译本有 8版次，曾冲明译本有 5
版次。为各年龄段、各不同学阶编译的版本更是

难以尽数。

总之，以译本的出版数量、译者的阵容、译本的

形态等多重数据观之，《格列佛游记》汉译第三阶段

无疑是其汉译史上的高峰期。

依据第三阶段的译介概况和这时期的特点，可

以看出，“繁”“多”壮观之象的出现与另一文化过滤

层即读者的阅读期待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读

者，任何翻译都是无用之功。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

也是读者大国。不同的读者，期待不同的阅读资源；

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不同层次的译本，某一个层次

的译本无法满足更多层次的阅读需求，例如让少年

儿童阅读面向专业学者的译本必然是有难度的。正

是读者多元的阅读期待，催生了多元的译本。所以，

在“译本繁多”的潜在推动力中，读者的阅读期待是

不可低估的。

《格列佛游记》的汉译读者中，青少年读者的阅

读需求与期待十分引人关注。中国的学生人数居世

界前列，这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又是一个发展的读

者群。为了推进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视野，教育部为

中小学生规定了阅读书目，其中包括经典的外国文

学名著，《格列佛游记》即规定的阅读书目之一。因

图3《格列佛游记》汉译本的出版版次统计
说明：本图系笔者依据搜集的资料而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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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面向不同年龄、不同学阶的译本出版频率逐渐增

高，以满足一届届、一批批青少年的阅读需求。仅以

丛书为例，1400多个版次的《格列佛游记》译作，除了

部分译作有单独书号外，大都被列入500多套丛书之

中：世界文学名著丛书；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丛书；

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初中生语文新课标必

读丛书；成长文库丛书；经典阅著丛书；名师推荐课

外阅读丛书；世界经典童话丛书；等等，这些丛书与

青少年读者的阅读期待是分不开的。

总之，文化过滤具有多元性、历史性、发展性的

特点。作为核心过滤因素，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文化

传统是形而上者；而译者和读者则游走于形而上和

形而下之间，两者既是观念层面的过滤者，也是操作

层面的过滤者。《格列佛游记》的汉译历程即是对文

化过滤的最好实践和诠释。

三、从“蛙鱼寓言”谈文学经典的跨文化变异

中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王宁教授指出：“一部本

来已经在本国或本民族的语境中有一些知名度的文

学作品要想跻身世界文学，就必须跨越民族的界限

并被译成其他语言，因为在这种跨民族和翻译的过

程中，这部作品完全有可能经历某种变形进而带

有新的意义甚至‘来世生命’(afterlife)。”据此，文

学经典经过跨文化变异的文本，即是源文本的“来

世生命”。

一旦进入“变异”问题的讨论就已经进入了比较

文学中国学派当今主导的理论研究领域。事实上，

从人类出现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起，变异就已经如影

随形，与之俱来，可以说，世上不存在没有变异的异

质文化之间的传播。正如汉语语境下的《伊利亚特》

绝不等同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英语世界的《诗

经》也绝不等同于中国的《诗经》。但是，变异从一个

宽泛的交流与传播现象，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文学的

理论，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历史的进步，都

是人类对包含了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人类文化共同体

的讨论的深入。

(一)“蛙鱼寓言”的多维度内涵

变异是生物学的术语，指代际的异化。借用到

比较文学领域，主要是指对具有影响、传播、接受关

系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即变异的研究，包括对

变异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变异研究的切入点是多

表2 2009～2018年《格列佛游记》译作出版版次高于6次的出版社统计

出版商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青岛出版社

汕头大学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商务印书馆

天地出版社

江西美术出版社

北京教育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版次数

36
22
16
15
15
15
14
12
12
11
11
10
10
10
10
10
10

出版商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延边人民出版社

山东美术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哈尔滨出版社

万卷出版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黄山书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同心出版社

晨光出版社

花洲文艺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版次数

10
10
10
9
9
9
9
8
8
8
8
8
8
8
8
8
7

出版商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旅游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远方出版社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译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延边大学出版社

北京日报出版社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次数

7
7
7
7
7
7
7
7
6
6
6
6
6
6
6
6
6

说明：本表系笔者依据搜集的资料而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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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叶维廉的“蛙鱼寓言”即是一个既可张亦可驰

的研究切口，尽管“蛙鱼寓言所引喻的对外在世界的

认识和自我认识以及跨文化认识的‘模子’差异，实

际上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本身的认识能

力的一个斯蒂芬斯之谜”，但人们从来也没有放弃

破解这个斯蒂芬斯之谜的努力。叶维廉的“模子”理

论既是努力的一种成果，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开放的

变异学研究的话语空间。

叶维廉精心选用了一个生态寓言即一只青蛙和

一条鱼的对话开始了其“模子”理论的建构之旅：青

蛙无意中跳出水面，看到许多新鲜的事物，返回水里

后向鱼述说其所见所闻，先说看见了“人”——穿衣

戴帽挟手杖——鱼的脑中就出现了一条穿衣戴帽挟

手杖的鱼；再说看见了“鸟”——腾空展翼而飞——

鱼的脑中便出现了一条腾空展翼而飞的鱼；还说看

见了“车”——带着四个圆轮子——鱼的脑中便出现

了一条带着四个圆轮子的鱼。总之，无论青蛙告诉

它什么，在鱼那儿都是自身与那些外在之物的叠

加。寓言的世界总是既清晰又模糊，清晰的是故

事，模糊的是寓于其中的见仁见智的道理。叶维廉

从这个寓言中抽出了一个关键词——“模子”，并顺

带给出了一个结论：“所有的心智活动，不论其在创

作上或是在学理的推理上，以及其最终的决定和判

断，都有意无意的必以某一种‘模子’为起点。”由此，

“模子”之说成了变异学领域的经典之论。

如果依据“蛙鱼寓言”来对叶维廉的“模子”理论

展开讨论，在多维度的内涵中以下几点应既是支点，

也是内核。

第一，“模子”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各自的“模子”，形

形色色，气象万千，这也是世界精彩的体现。因此，

对任何“模子”都不应有“歧视”之念。从这个意义上

说，那则生态寓言值得再续一段。因为如果故事到

此为止，就仿佛只有鱼的脑子里存有“模子”而“他

者”没有，这样不仅对“鱼”不公平，而且也并非事理

的本真。该寓言接续下来的故事应该是：又有一天，

鱼离开了水，上陆地走了一圈，看见许多新鲜事物，

回来讲给好友青蛙听……结果，无论鱼告诉它什么，

在青蛙那儿都是自身与那些外在之物的叠加。续上

这一段故事虽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事理应该清晰：鱼

和青蛙可平等地分别代表世上任何的“甲模子”和

“乙模子”，任何的“甲”和“乙”认识事物的歧义均源

于各自不同的“模子”。这虽然是一个文化生态学的

描述方式，但却不乏哲学道理：无论“世界大同”的乌

托邦理想多么美好，但世界总是由万千“非大同”的

“模子”构成。一句话，“模子”的存在即是差异性的

体现。第二，“模子”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在叶

维廉的“模子”论中，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是一

个整体，绝不能把“模子”视为一个外壳、一种形式、

一个空间来理解。如果这一点不被特别强调，“模

子”便会被“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割裂成“模具”

和“材料”两部分。比如，一个长方形的蛋糕模具(通
常也被称为模子，下同)和一个圆形的面包模具，两

者尽管模具不同，但把长方形的蛋糕模具里的“材

料”放入圆形的面包模具里，除了换了外形，蛋糕的

内容并没有改变。这不是“模子”论的真正含义。

在这个理论中，“模子”的内容和形式是浑然一体

的。第三，“模子”在碰撞中变异是必然的。任何事

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间，也就是说，世上没有

孤独行世的“模子”，诸多的差异性个体存在于整

体性之中，各种事物都在联系中发生碰撞。碰撞

定会使各种各样的“模子”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异。

结论便是：“模子”的存在是客观的，不能自我选择

的；但“模子”的开放向度和速度是可以自我选择和

决定的。

(二)《格列佛游记》在中国文化中的变异

“文学经典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

之间流传会出现无法避免的跨文化变异。”《格列佛

游记》作为英国文学的经典，有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和

创作传统，即有其自身的“模子”；汉译之作是其在中

国文化中的新生命，经由变异的“来世生命”。变异

即是这两者转换的必然结果。《格列佛游记》变异的

维度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方面，是基于民俗的差异性而导致的文本

叙述话语的改变。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约定俗成的

风俗习惯和表达方式，“入乡随俗”是推进此种变异

发生的主要原因。例如，斯威夫特曾把小人国人提

供给格列佛喝的东西称作“勃艮第的一小杯酒”，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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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刻着法国红酒的胎记；而在汉译本《汗漫游》中，

“勃艮第的一小杯酒”被改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民众

之友——“茶”。斯威夫特用“a hogshead”来计算格

列佛喝酒的数量；《汗漫游》则用中国民间常用的

“桶”来计量。斯威夫特说小人的身高“不足六英

寸”；《汗漫游》则说是“四五寸长”。斯威夫特说格列

佛在小人国海域上岸后在海滩上昏睡9个小时；《汗

漫游》则用中国百姓常用的“时辰”来表述，说是“四

个时辰”。显然，译作《汗漫游》的叙述话语的变异是

民俗潜在作用的结果。

第二方面，是基于文学写作传统和读者定位的

差异导致的部分内容变形。在《格列佛游记》中，主

人公“王宫撒尿救火”是一个精彩情节，因为王宫有

明确规定，有如此排泄行为者被处以死刑，所以，格

列佛的此番“造次”既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也具有

社会批判意义。但在中国“文以载道”的写作传统

里，文人对生活的日常也大多选择儒雅之墨，如“出

恭”之语，“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不同于其他日常交流

语言，它是一种修辞性的审美符号”，加之有些译作

的读者定位是少年群体，所以，斯威夫特的这段讽刺

情节在汉译本中多有变异，呈下面三种改变者居多：

其一，让“撒尿救火”的情节彻底流失，文中根本不作

提及。如黄庐隐、马仁驹的译作即是如此；伍光建原

本就是选译的不同章节，所以压根就没有选择这部

分。其二，保留“救火”情节，但隐去“排泄”之笔，如

徐蔚森即是如此处理。文中写道：“若不是我那时异

常镇静，能够蓦地生出急智，使于3分钟内把火全部

灭熄，使那历朝心血所建立大厦，免于毁灭”，至于如

何救的火则被设成了悬念。其三，改动情节。孙毓

修的译本有如是说：“我日间饮了酒，腹中烦闷，此时

放开喉咙，向火中大吐，霎时而灭。”范泉的译本另有

如是说：“我在得到通知以后，就去帮助他们救火，在

3分钟里面，我把延烧着的大火救熄。但是因为我在

慌忙救火的时候，用手捉住了王后，从火里救出来，

所以虽然救熄了火，王后却还是非常的恨我。”范泉

着实动了脑筋，直接把王后设计进来，以便与后面的

故事情节贯通。笔者从近40年的《格列佛游记》译作

中随机抽取30部，含全译、节译、编译、改写等，其中

对“救火”做上述三种变形者共有14部之多。

第三方面，是基于文化审美传统的不同对原作

的相关部分做“去经典化处理”。这主要体现在汉译

本对节译章节的选择上。节译本、选译本大都选择了

“小人国”“大人国”，而选择“慧骃国”者颇为有限。虽

然在斯威夫特那里“慧骃国”寄托了他的社会理想，以

及他对人性弊端的剖析，但其笔下的人竟然不如马的

荒诞性与中国文化审美传统实有差异，所以，斯威夫

特的这一讽刺篇章经常被褪去经典的光环。

总之，跨文化的文学经典发生变异是必然的，

《格列佛游记》的变异即对此做出了诠释。

四、从文化的“部分可通约性”谈文化重构

“部分可通约性”是笔者借助“不可通约性”理论来

思考文化重构问题而提出的观点，亦即得出的结论。

(一)从“不可通约性”到“部分可通约性”

“不可通约性”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

学史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
1922-1996)的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从字面意

义上看，这是一个从数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本意指

两个数值之间不存在公约数或无法通分，但库恩是

在一种隐喻意义上使用的。“引申为两个事物之间没

有任何可以用来公共度量的单位……没有‘公共的

度量单位’就变成了‘没有共同的语言’。”库恩的

“不可通约性”主要是运用在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

间或不同的科学理论之间，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

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前后相继的两种科学理论

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连续性或曰革命性，新

旧理论之间无法做到完全互译而没有任何意义的损

失，而那些属于各自理论的和属于各自“科学共同

体”之间的差别，他“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在其中实践

科学的不可通约的方式(incommensurable ways)”。

原本是一个科学家讨论了一个科学革命的话

题，然而，“不可通约性”却“并没有局限于科学哲学

一隅，它被应用于从说明科学的属性到解释文化分

歧的广阔空间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可通约

性可以说是近五十年来在学术界和知识界最炙手

可热的概念。它的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拜文化研

究和文化比较所赐”，文化研究也不是随便拿这个

概念来讨论的，因为它切实与文化研究有内在的联

系，库恩在理论发展的后期将“不可通约性”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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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不可通约性”，强调的即是“不可翻译性”，这

已经涉及语言文化层面，文化研究学者自然参与到

讨论之中。

文化研究讨论的是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之间是否

具有“不可通约性”，还是有“可通约性”？基于库恩

后期提出的“局部不可通约性”，笔者认为不同文化

之间具有“部分可通约性”，见诸如下的思考。

第一，库恩的理论中已经留有“部分可通约性”

的罅隙。这可从三个方面观之。首先，即使库恩当

时提出了“不可通约性”，但他也并不排斥沟通。库

恩明确指出：“不可通约性不管是在隐喻形式上还是

在字面形式上都没有不可比较的意思。”既然可以

比较，即是可以沟通，因为比较也是沟通交流的一种

形式。其次，库恩提出了“不可通约性”后，也考虑了

解决的两条道路，“解释”和“执双语”(翻译)。再次，

库恩最终的落脚点是“局部”的“不可通约性”，即“不

可翻译性”的那部分。根据上述种种，说明库恩提出

的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是相对

的，至少在他那里是演变和发展的。

第二，从“局部”的“不可通约性”到“部分可通约

性”。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含有“局部”的“不可通约

性”之意。他的阐述是：“两个理论中大部分通用术

语都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不管它们具体是什么，它

们的意义都保留下来了；它们用谐音译法即可。只

对于一小群(通常相互界定的)术语和包含它们的语

句来说，才会有翻译问题出现……然而并不清楚不

可通约性被限制在哪个局部范围。”这里着重提到

了“局部”，既然是有“局部”的“不可通约性”，那么反

之就有部分的“可通约性”。

第三，文化的“部分可通约性”。当库恩的“不可

通约性”从科学革命的界域跨入文化研究的领域时，

它已经不能囊括文化研究复杂的现象，但是，它对文

化研究依然有重要的启迪。那就是，我们要正视人

类文化具有的“不可通约性”和“部分可通约性”。

“不可通约性”是各类不同文化的独特性；正是

因为有这些“不可通约性”的独特性，世界才是万千

世界而不是一元世界。“如果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

荡然无存，障碍被清除，沟壑成平川，那么文化就会

被同质化，从而失去它鲜活的生命。”但是，不能因

此认为人类不同文化之间完全没有“可通约性”。世

界虽然不同，但异中有同。中国的黄河、印度的恒

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非洲的尼罗河、南美的亚马

孙河，它们虽各自不同，但它们都有江河的“共”与

“同”，这就是人类文化的缩影，这就是“部分可通约

性”的道理。简言之，不可通约的是异质文化的“独

特”；部分可通约的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正是基于

文化的“部分可通约性”，文化交流与文化重构才能

得以实现。

(二)从《格列佛游记》的中国化谈文化重构

文化重构是指“一种文化受到来自异种文化的

一组文化因子持续作用后，将这组作用作为外部生

境的构成要素去进行加工改造，从而将其中有用的

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

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文学经典经过跨文

化过滤、变异后，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异质文化的时

空中，必定在具有“可通约性”的前提下通过文化重

构而融入接受国的文化之中，实现不同文化或不同

文明之间的文化互补和互融。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

的接触以及多层面的交流愈来愈频繁，文化重构已

是各种文化和各种文明都要面对的问题。文化重

构的发展方向有两种：要么接收方完全被传播方同

化，这样接受方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身份认同即会

消失，同时，世界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就会降低，缤

纷世界的文化色彩也会因此而减色；要么接收方辩

证吸收来自异种文化的文化因子，为自己所用，消

减与异质文化的冲突，不仅可以为其自身文化的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是促进世界多种文明、多

种文化携手发展，共促繁荣。简言之，前者即“化他

国”，后者即“他国化”。显然，“他国化”是文化重构

的健康途径。

作为英国文学经典的《格列佛游记》，其150年的

汉译历程也是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文化重构

的过程。因为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板块“大小人国”

中的新元素，并与之融合互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人国”“大人国”不仅有

绵长的文化历史，同时也已形成了开放的“大小人

国”的文化板块(姑且这样称之，亦有《格列佛游记》

的译作以“大小人国”为书名)。林纾在《海外轩渠

录·序》中不仅梳理了中国典籍中诸多“小人国”“大

人国”记述，更是指出了其文化记忆的起点：“余粗有

知觉时，即闻长老言……”亦即是说，他在儿时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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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接触了“小人国”“大人国”的传说，而后又在各种

典籍中温之，从这可以见其文化传统的悠久。不过，

人们只重视了这个历史的、文献的维度，而对另一个

维度有所忽略，这就是儿童文学的维度。其实，近

100多年来，在我国儿童教材或课外读物中，散布着

一些“小人国”“大人国”的儿歌与故事，它们是这片

文学王国中“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只是被厚重

的历史典籍遮住了它们的身影。为了使“大小人国”

文化板块中的这个维度不被遗失，笔者把从相关文

献中搜集的9则“小人国”“大人国”的儿歌与故事作

为拾锦列表呈现在这里，从中可见其别样的韵味与

风格(见表3)。
表3 “小人国”“大人国”儿歌与故事拾锦

1

2

3

4

5

6

7

8

9

内容

小人国

门铃响，大门开，黄衣邮差送信来。信从哪里来？信从小人国里来。接过信来瞧一瞧，大字还比蚂蚁小。

看不出，快拿显微镜子照。信上说的什么话？有人旅行来过夏，托我预备鸽子屋，当作旅馆住一下。

大人国

门铃响，大门开，绿衣邮差送信来。信从哪里来？信从大人国里来。信纸方方二丈四，只写三十六个字，

约我去，大人国里玩儿一次，去的路程多少远？掐着指头算一算，火车要走四五年，飞机要走一年半。

小人国的王船

有一天，小人国的海岸边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东西，原来是大人国里小孩子的一只皮靴掉在海里，漂到

这里来了。小人国里的人当这皮靴是鲸鱼，大家赶忙拿了枪、叉、棍、棒来捉他，费了许多功夫，才把

他拖到海岸上。许多小人把皮靴抬起来，细细地看，一个聪明的小人说：这倒可以装饰起来，做成王

船献给国王的。从此这皮靴就做了小人国里的王船。
小人国的游历

吴珍游历小人国，看见奇事真不少，说给你听很发笑，马路五寸阔，十层洋房三尺高，那著名的大桥是

稻草，人在路上走，真像蚂蚁跑，说起话来仿佛蚊子叫。一匹布，刚运到，剪裁做衣料，足够做成衫裤

十万套，一石米，买来了，全国五万人，吃了三年六月没吃了。
小人国

小人国里样样小，说给你听不要笑。只要买到一尺布，可做衣服四五套，绸丝带子两寸长，束腰三同

上不嫌小。房子只有鸟笼大，火柴匣里好睡觉。马儿像只小青蛙，树林不过一丛草。小人打猎进树

林，提个小虫吃一饱。
小人国

这不是小人国吗？这个国太小了，周围不过几方尺，建立在青草丛里，四面的青草差不多是他们的大

森林!国里有许多道路，每条路还够不上野花的梗子那么阔，路旁的房子很多，两寸左右高的要算是他

们的高堂大厦了。国里的人们很多，大约分为三种：一种是优生家，一种是劳工，一种是兵士……(省
略270字)

小人国里的大船

大人国里的小孩，站在海边脚一摔，一只皮鞋掉入海，漂到小人国里来，小人看见这皮鞋，大家心里很奇

怪，用了许多的气力，把他打捞出大海，不知他有什么用，你来查看我来猜。许多小人都发呆，一个小人

真正乖，他叫许多小工人，把这东西来扎踩？装成一只航海船，新世界去做买卖。
小人国

闻说小人国，其人短且小，五寸长跑齐脚拖，半个荸荠充腹饱。高呼声如苍蝇叫，语言奇异谁能晓。

远道来做中国游，飞机落地轻如鸟。暂借鸽笼做旅馆，犹觉屋大住不了。借问小人之国在何许，隔开

飘渺天空十万里。
大人国

闻说大人国，其人太奇怪，轻罗十匹裁作衣，素丝五丈系为带。一餐五斗不为多，一步半里不算快，远

道来做中国游，十年走到中国界。俯首鞠躬进长城，依然高出城墙外，借问大人之国在何处？隔断沧

溟万里谁能渡。

出处与时间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1928

同上

同上

复兴国语教学法(教师

用书)出版时间不详

初 小 国 语 教 学 法 ，

1940

国语新读本，1933

同上

新 撰 国 文 教 科 书 ，

1925

同上

··3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外国文学研究 2023.4
FOREIGN LITERATURE

显然，中国“大小人国”的文化板块是由多维度

构成的，典籍见于：上古神话、列子、郭璞图赞、洞冥

记、独异志、广志、河图玉版等，还有清代的小说《镜

花缘》；儿歌与故事见于：“小人国”“大人国”“小人国

的王船”“小人国的游历”……由此可见，中国“大小

人国”的文化板块内容丰富而靓丽。

从1872年起，英国的《格列佛游记》先后以《谈瀛

小录》《汗漫游》《海外轩渠录》《伽利华游记》《格列佛

游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的名字落户在中

国这片文学土壤上，同时带来了异国文化的新元素、

新气息。

首先，《格列佛游记》的到来增加了“大小人国”

故事的维度。中国文化中“大小人国”的记述通常

文字不多，概括凝练，如《镜花缘》中的小人国这样

描述：“国人都是身长不满一尺，那些儿童，只得四

寸之长，行路时恐为大鸟所害。无论老少，都是

三五成群，手执器械防身。满口说的都是相反的

话，诡诈异常”而《格列佛游记》则故事性强——

海滩被捕、与国王对话，救火、参战、逃离——这

些内容无疑丰富了“大小人国”这片园地的故事

性与趣味性。

其次，《格列佛游记》丰富了这片园地的精神内

涵。中国的“大小人国”的文化板块有自身的精神向

度，好奇(吴珍游历小人国，看见奇事真不少)；向往

(飞机要走一年半)；友爱(托我预备鸽子屋，当作旅

馆住一下)；欢快(门铃响，大门开)；等等。《格列佛游

记》的到来为此间注入新的精神内涵：其一，探险精

神——主人公四次出海遇险，但依旧破浪前行；其

二，讽刺与批判意识——钢丝绳上跳舞、高跟鞋与

低跟鞋的争端等，都是对某些社会现象给予影射性

的讽刺与批判。总之，《格列佛游记》的融入增加了

这个文化板块的故事维度，强化了探险精神，提升

了批判意识，这些精彩之处都在文化重构中被中国

文化所吸纳。

总之，从《格列佛游记》的中国接受与文化重构

的过程可以看出，文化重构须维护异质文化中的“不

可通约性”，同时以“部分可通约性”推进交流与互

补，并以实现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为终极目标。

结语

综上所述，英国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从 1872
年译入中国，至今已有150年的汉译历程，其间经历

了报刊连载、从节译至全译、译本繁多的三个历史阶

段，并践行了“文化过滤”“变异”“文化重构”的综合

过程。这一跨文化传播案例具有多层面的意义启

示：其一，文化过滤看似与“沙漏”同理，但又比“沙

漏”更为复杂，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作者

的审美视域、读者的阅读期待等多重文化过滤因

素相互交织并共同发挥作用。其二，文化过滤必

然导致跨文化变异。虽然，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

的文化基因及独特之处，诸多异质性文化以其差

异性存在于世界的整体性之中，但是，沟通与交流

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不同文化“模子”在相

互碰撞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毫发未变地全身

而退或全身而进，变异是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必然

结果。其三，各种异质文化都应坚持传承和发展

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即“不可通约性”，并在“部分可通

约”的领域内增进文化交流和文化重构。任何一种

成功的文化重构都向具有开放性质地的文化的独特

性和多样性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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