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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作品屡获国内重大

文学奖项。进入新世纪，他不仅斩获了“2004年中国

文化产业十杰”①称号，《绿化树》也入选了“改革开放

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②。其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就已引起了海外译者和出版机构的注意，被译为

三十多个语种，在域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目前国

内关于其作品在域外译介的研究成果不多，关注点

多是翻译过程中的具体语言问题，或是从中国当代

文学整体角度出发的偶尔提及。本文拟对张贤亮作

品在域外的传播和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以期拓宽学

界对张贤亮的研究。

一、张贤亮作品的域外传播

张贤亮的作品通过国内出版机构的主动输出和

域外世界的主动输入两种途径进入海外世界。前者

主体是中国政府、期刊或个人，后者主体则是海外机

构或译者。

1.国内出版机构的主动输出

1983年和1985年，《中国文学》杂志社通过“熊

猫丛书”(Panda Books)项目③，将《灵与肉》《肖尔布

拉克》和《绿化树》分别译为 A Herdsman’s Story，Bit⁃

ter Springs和Mimosa，收入两部英语小说集④在海外

出版发行。其中，《灵与肉》的译者为胡志挥和王

明杰，《肖尔布拉克》的译者为瑞安 (音译)，《绿化

树》的译者为戴乃迭。1986年，由“熊猫丛书”推出

的法译本《绿化树》出版⑤。2009年和 2014年，“熊

猫丛书”版Mimosa and other selected writings经外文

出版社两次再版。2019 年，戴乃迭翻译的《绿化

树》(Mimosa) 由 海 马 图 书 出 版 社 (Homa & Sekey
Books)在美国再版。

除了“熊猫丛书”外，外文出版社在 1985年邀请

外文专家 Philip F. C. Williams重译张贤亮的《灵与

肉》，以“Body and Soul”为题，收录于英文版《1980-
1981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Prize-win⁃
ning Stories from China 1980-1981)中。

1988年，英美文学研究专家朱虹主编的英文版

《中国西部小说》(The Chinese Western：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由美国巴兰坦图书出版公司

(Ballantine Books)出版，收录了张贤亮的《邢老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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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The Story of an Old Man and a Dog)和《肖尔布拉

克》(Shorblac：A Driver’s Story)两个短篇。其中，《邢老

汉和狗》由碧翠丝·斯派德(Beatrice Spade)翻译，《肖

尔布拉克》由朱虹本人翻译。1991年，该书再版，英

文 书 名 改 为 The Chinese Western：An Anthology of

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美国《纽约时报》书

评称“这八篇短篇小说展现了现代中国史中的一些

隐秘角落……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神秘莫测”⑥。因

为该译本出版后反响较好，同年被“英国买了版权，

改了封面，用《枯水泉》(Spring of Bitter Waters)⑦的书

名重新出版……”⑧。

虽然“熊猫丛书”的海外传播并不广泛，在亚马

逊网站上也很少有读者关注，但据世界联机计算机

图书馆中心数据库(OCLC)显示，收录有张贤亮《灵与

肉》的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目前全球馆

藏量达到了 234家，《绿化树和其他》馆藏量为 181
家，而英文版《1980-1981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

奖作品集》全球馆藏量也达到了 167家。从总体上

看，馆藏量还是乐观的。

2.域外世界的主动输入

随着国内“熊猫丛书”的主动输出，国外的译者

和出版机构在 20世纪 80年代后半期也开始关注张

贤亮。1983年，《邢老汉的故事》日译本出版，这是域

外世界对张贤亮作品的首次主动译介；1985年，德译

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出版；1986年，《男人的一半

是女人》希伯来译本出版，张贤亮作品进入以色列。

之后，其他语种也陆续在全球范围内发行，主要语种

的译本情况如下表⑨所示。

张贤亮作品主要语种翻译情况

语种

日语

德语

希伯来语

法语

波兰语

作品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早安朋友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绿化树

吉普赛人

土牢情话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绿化树

习惯死亡

绿化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习惯死亡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绿化树

习惯死亡

绿化树

我的菩提树

译者

六木纯

北霖太郎

北霖太郎

白水纪子

野泽俊敬

高桥史雄

大里浩秋

康拉德·赫尔曼

彼特拉·雷特卢夫

贝阿特丽斯·布雷滕

莫瑟

莱纳·施瓦茨

汉诺克·巴托夫

约坦·鲁文尼

西拉·艾丽扎

洛伊·米歇尔；杨元亮

潘·艾利安

洛伊·米歇尔；安明山

安娜·阿步科维奇

耶日·阿布科维奇

出版社

文艺春秋出版社

二见书房

凯风社

响文社(《火种：现代中国文学选集》)
苍苍社(《中国现代小说》第11期)
日本亚洲文学协会·梅昆社

柏林：新生活出版社

柏林：利麦斯出版社

波鸿：布罗克迈尔出版社

柏林：Q版出版公司

以色列特拉维夫：阿姆·奥维德出版

社

巴黎：贝尔丰出版社

洛桑：法尔福出版社

布鲁塞尔：范德尔出版社

巴黎：贝尔丰出版社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科学出版社

华沙：火花出版社

出版年

1983
1986

1989

1993
1985
1990
1989
1990
1994
1986
1991
1993

1987，2004
1987
1987

1994，2004
1988
1999

馆藏

——

——

——

——

——

——

——

1
17
13
33
22
1
3
3

30，14
10
8

18，1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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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

挪威语

俄语

瑞典语

丹麦语

塞尔维亚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僧伽罗语

英语

荷兰语

作品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肖尔布拉克

灵与肉

绿化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土牢情话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初

吻；绿化树；土牢情话；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肖

尔布拉克；普贤寺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习惯死亡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我的菩提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习惯死亡

我的菩提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习惯死亡

绿化树

译者

英格丽德·弗雷德里克森

萨普林卡

玛纳斯德尔斯基

斯米尔诺夫

萨普林斯

阿伯德拉赫马诺娃，谢曼

诺夫

罗季奥诺娃

罗季奥诺娃，萨普林卡，

谢曼诺夫，斯米尔诺夫

戈兰·马尔姆奎斯特

莉娜·琼松 宁次·马尔姆

奎斯特

斯塔默·海丁

韩娜·唐

江沙莲，佐拉娜·耶雷米奇

普雷西亚多·伊纳基，艾

米莉亚·胡

玛拉·穆扎雷利

拿撒勒·法扎里

——

艾梅霞

林特·希比思马

林特·希比思马

林特·希比思马

出版社

奥斯陆：科普伦出版社

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相会在兰州》

莫斯科文艺出版社：《中国当代短篇小说》

莫斯科消息出版社：《外国文学》

莫斯科消息出版社

莫斯科虹出版社：《“洪都女皇”事件之谜》

《今日亚非》2005(11)，2006(1)

圣彼得堡吉别里昂：《张贤亮作品集》

斯德哥尔摩：论坛出版社

哥本哈根：时间出版社

维比：中心出版社

——

马德里：西鲁埃拉出版社

米兰：巴尔迪尼卡斯托尔迪出版社

米兰：出版俱乐部

热那亚：德·费拉里乡村出版社

斯里兰卡努格戈达：皮亚西里出版公司

纽约：诺顿出版社，维京出版社

多伦多：莱斯特和奥彭出版社

伦敦：企鹅出版集团

纽约：巴兰坦图书出版集团

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伦敦：弗莱明戈

出版社

美国：大卫·戈丁出版社

伦敦：马丁·塞克华宝有限公司

波士顿：密涅瓦出版社

伦敦：马丁·塞克华宝有限公司

波士顿：密涅瓦出版社

豪滕：世界之窗出版社

布雷达：德豪斯出版社

豪滕：世界之窗出版社

布雷达：德豪斯出版社

豪滕：世界之窗出版社

布雷达：德豪斯出版社

布雷达：德豪斯出版社

出版年

1989
1987
1988
1988
1990
1993
2005

2014

1987
1990
1990
1992
1990
1992
1996

1997，1998
2005
2002
1988
1988

1989，1996
1991
1991

1994，1995
1994
1994
1996
1997
1988
1993
1992
1994
1990
1995
1996

馆藏

1
——

——

——

——

——

——

——

5
3
1
2
1
3
18
3，2
1

384，123
16

41，10
21

461，14
315，4
121
37
77
23
8
6
8
4
9
3
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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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作品在域外的传播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在译者方面，除美国的艾梅霞(Martha Av⁃
ery)和荷兰的司马翎(Rint Sybesma)外，其他语种没有

固定的译者系统性地译介张贤亮作品。艾梅霞是美

国艾弗里出版社(Avery Co.Inc)的社长，该出版社长期

致力于中国和西方图书的互译工作，因此在译本出

版方面她有着天然的优势。她曾获得过汉语和日语

语言本科学位，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也翻译过王安

忆的《小鲍庄》。司马翎是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中文

系教授，曾在辽宁大学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中国的文

字和文学极感兴趣，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中国文字研

究者，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文学翻译家，除了张贤

亮，他还翻译过闻一多、郁达夫、王蒙、王安忆等中国

作家的作品。

其二，从作品的传播情况看，英译本的馆藏量最

为可观，这与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地位密不可分。

另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两部长篇

小说在全球的译介语种最多，流通最广，这与“熊猫

丛书”的选本迥然不同，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选本涉

及的主题有身体与欲望、男人与女人、饥饿、精神困

顿、人与动物等世界文学的普遍主题，这些主题容易

与西方读者产生共鸣。二是这些作品的叙事手法带

有很强的现代性，尤其是《习惯死亡》，其中的意识流

叙事方法符合西方作品的叙事传统，易于读者和译

者阅读。

其三，张贤亮的译本在越南和以色列的传播范

围最广，影响力也最为深远。据统计，越南语《男人

的一半是女人》在 1989年发行时，印数为 30000册，

后在 1999 年和 2004 年再版时又发行了 800 册和

1000册，这在当时已经是印数较大的出版物，张贤亮

也因此在越南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小说家⑩。他在

新世纪出版的《一亿六》也仅在越南得到了译介和传

播。除了越南，张贤亮的作品在以色列的传播也为

他带来了相当的知名度。学者张同吾曾撰文称，张

贤亮在以色列是“尽人皆知的大作家……以色列人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所知甚微，除了鲁迅、老舍、艾青，

还知道有个张贤亮。”

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译本的副文本

译者序、译者前言、译者注、封面、封底等这些

“副文本”，有助于目标语读者多方位、多维度地理解

作品，最终加强作品的传播力。以下笔者以张贤亮

代表作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例，解读译

本的封面、译者序和注释等副文本因素。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不同语种译本的封面各

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凸显作品异域异质性的设计，有

的是为了迎合本国读者的归化设计，总体上都是为

了提高译本在读者中的接受度。

该小说英译本的封面均为凸显中国特性、为英

语世界的读者提供异质性阅读体验而设计。如巴兰

坦图书出版集团 (Ballantine Books Group)出版的译

本，封面整体为大红色，中间为一圆形图案，类似中

国的八卦图，图案正中央是一匹鬃毛很长的大青

语种

越南语

作品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男人的风格

绿化树

一亿六

译者

潘文阁，郑忠孝

程繁

潘文阁，郑忠孝

潘文阁，郑忠孝

陈庭宪

范秀珠；王梦标

出版社

河内：劳动出版社，年轻出版社

威斯敏斯特，CA：文艺出版社

河内：作家协会出版社

河内：劳动出版社

胡志明市：文艺出版社

河内：妇女出版社

河内：妇女出版社

出版年

1989
1995
2004
1994
2001
2004
2012

馆藏

2
25
24
——

2
7
1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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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学者认为，小说中“大青马的话，其实就是章

永璘的话……人、马交流，或马对着人说话，系文学

史常见的原型”，“这是小说的一个技巧，也是一种象

征：被阉割过的大青马陷进泥潭，与章永璘陷入婚姻

生活而又无能，何其相似”。据此可以认为，大青马

象征着主人公，英译本的封面显然与作品内容相呼

应。维京出版社(Viking)的英译本封面为一幅非常具

有中国特色的山水画，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的
封面是两位肩扛铁锹、手拿棍棒的中国农民，使读者

刚拿到书就能感受到不同于本国文化的异质性，从

而有好奇心去翻开书去一探究竟。

德语和西班牙语的译本同样注重作品的异质

性。两个译本整体都是黑白色。德译本在封面上用

红体字标出作家名字，使读者一眼看去就知道作者

不是德国人。画面整体是一条河流，有三队男女合

力挑着扁担过河。西班牙语译本的封面突出了一个

男人的形象，男人光头，皮肤很黑，五官是亚洲人特

征，穿着中国乡间常见的小白褂，正在低头劳作。两

个译本的封面设计非常具有中国特征。法译本则与

上述语种译本的封面设计迥然不同，其主体是一个

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的女人，戴着标有五角星的贝

雷帽，衣服是明亮的橘黄色，整体看起来很像时髦的

法国女郎。这样的设计明显有去“中国性”倾向，凸

显了法语本土文化，显然是为了使读者更加容易接

受，同时也彰显了作品中女性的作用。

日译本封面意图用色情因素吸引读者。张贤亮

在《我为什么不买日货》一文中提到该译本出版时，

出版社“二見书房”并未联系他，也没有支付版税，且

日本报纸以“现代中国的《金瓶梅》”作为宣传语来宣

传该译本。译本的封面也印证了他的说法，封面整

体是一个裸体女人的形象，姿势妖娆。此外，书籍的

腰封使用加粗的黑色字体，强调小说在中国是禁书，

不仅将小说定位为“青春小说”，且对内容的概括更

是与原著相差万里：根据一名因性爱而欲自杀的女

高中生日记改编而成，主要描绘年轻女孩和成年人

之间的情感纠葛。封面设计更为露骨的是斯洛文尼

亚译本，此译本以男女床笫交合画面为封面主体，赤

裸裸地偏重于色情化诱导。越南语译本虽然也有女

性裸体形象出现，但整体画面描绘的是作品中的主

要场面，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画面，均高度契合原

著，可以说是对原著的一种忠实性描绘。

除了封面，译本还会通过文前附加内容来帮助

读者理解小说的内容。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

英译本正文前均附有三张地图，分别介绍了故事发

生地宁夏银川在中国的位置、故事主人公所在的农

场和劳改营在宁夏的位置，以及主人公活动场所的

位置。有助于不熟悉中国地理的读者理解故事，而

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使读者认识了中国宁夏这个西部

省份。

另外，所有英译本在正文之前都附有作家张贤

亮的一段话及其英译：“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她

不但在外国人眼里难以理解，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

一个谜。正因为她是一个谜，所以她才可爱。这本

书向读者透露出了一点谜语。请读者去猜测她。”这

段话放在译者前言之前，三张地图之后，用一个“谜”

字概括了中国，从而激起读者对文本阅读的兴趣和

通过文本探索中国的热情。

译者前言也是异域读者理解译文的重要中介。

通常情况下，译者会通过简短的前言总结译文的内

容、主题和作者情况等信息，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在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英译本前言中，译者艾梅霞

介绍了张贤亮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并着重介绍了张

贤亮的牢狱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右派斗争、

“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除此之外，在前言

部分，她使用了“政治犯”“极权主义”“中国古拉格集

中营”“荒唐时期”“混乱”“小说 1984”“奥威尔式噩

梦”“在荒唐世界的生存”“混乱国家”“政治体制使人

性欲丧失”等词汇，刻意引导读者关注中国的政治和

社会体制，而未提及作品的语言、创作技巧、叙事手

法等文学性方面，并认为这部著作可以帮助海外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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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

除了前言，艾梅霞在250页的译文中一共加入了

37处注释，多数是诸如“劳改”“干部”“炕”“国营农

场”“牛鬼蛇神”“检举”“患难夫妻”“春节”等与政治

和文化有关的词汇，从整体上加深了读者对中国政

治和文化的印象。

三、张贤亮作品在域外的研究

因为译本的传播力度有限，张贤亮作品在海外

的主要读者还是海外学者、汉学家和译者，下文以英

语世界为例，管窥张贤亮作品在海外的研究情况。

最早向英语世界推介张贤亮的是荷兰莱顿大

学的教授司马翎。自 1989至 1994年，他用英文在

杂志《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上连续发表文

章，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张贤亮作品的生平、劳

改生涯、政治立场、人生观、写作观、经商经历、其作

品在中国的评论等。除了翻译与评论，他也积极

与作家本人进行交流。1988年 3月，他在比利时布

鲁塞尔第一次见到张贤亮，8月又专程到宁夏银川

去拜访张贤亮。

除了司马翎，莱顿大学的教师安妮·塞茨克·凯

泽(Anne Sytske Keyser)和高柏(Koos Kuiper)也分别

为张贤亮的译本撰写了书评。前者对《男人的一半

是女人》做了介绍，肯定了作品的思想性。后者对艾

梅霞的译文进行了评论，认为其翻译过于自由，随意

删减。另外，指出译者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存

在许多误解，尤其是对中国的一些俚语和惯用表达

的翻译错误百出。

除了荷兰莱顿大学对张贤亮作品的总体性推介

外，英语世界对张贤亮作品的研究呈现多维角度：

其一，政治和社会意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

方世界出于了解中国的需求，对中国文学进行考察

时，多着重于作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对张贤亮作品

的研究也不例外。

葛浩文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政治

小说；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称：“张和昆德拉、

奥威尔一起，把本土的政治灾难生活展示给了世

界……故事震撼人心……是对世界政治文学的卓

越贡献。”美国《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
称这部小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小说之一”；

《费城询问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认为这部小

说“表面上是一个爱情故事，实际上描述的是一名

流亡政治犯的生活，是一个政治寓言。”包括译者

艾梅霞在内的英语世界研究者在译者前言中“有

意无意地迎合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想象和期

待……在翻译过程中将浓墨重彩留给了小说中政

治因素的传递”。耶鲁大学神学院副教授司马懿

(Chloё Starr)在《张贤亮：对自我的重新审视》(Zhang
Xianliang：Recensions of the Self)一文中指出，《我的菩

提树》《绿化树》和《习惯死亡》三部作品类似于司马

迁的《史记》，是一种自传或传记，是通过描写个体的

经历来记录历史的载体。

其二，文学性和创作技巧。学者周组言(音译)分
析了小说中动物的象征意义，认为作家是通过动物

视角讲述人的兽性体验、人的边缘化，而这种兽性和

边缘又使人成为主流政府的对立面。著名汉学家

金介甫认为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尝试了

域外报刊对张贤亮及其作品的介绍

··154



2024.3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在《习惯死亡》中“运用了与世界

普遍的现代主义有所不同的手法，这种手法明显是

从福克纳和昆德拉那里借鉴而来的”，而《我的菩提

树》的文体形式传统，但心理方面又很现代。夏志

清则对张贤亮的写作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

的文学技巧和思维的活跃度在80年代的作家中无人

能与之抗衡。捷克国宝级文学大师乔瑟夫·史考弗

瑞奇(Josef Skvorecky)关注到了作品的悲剧性，他盛

赞《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非常感人，非常优美”，但

“悲剧性非常浓烈”。荷兰汉学家林恪(Mark Leen⁃
houts)在访谈中称，他们翻译中国作品时，“注重小说

的文学性、艺术性”，他认为张贤亮的《习惯死亡》“很

有文学性，超越了社会历史记录”。

其三，身份认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

士生方津才(音译)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人

公章永璘的身份认同和权力回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女性，因此，女性被男人利用，成为一种体现男性

权力的工具。虽然章永璘最终恢复了男子气概，但

他依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最终并没有实现其身

份认同。

其四，比较视角。学者杰弗里·C·金利(Jeffrey C.
Kinkley)将张贤亮与日本现代文坛三杰之一的大冈

升平做了比较，讨论了两者小说中的苦难叙事，对比

了两人不同的牢狱生活，分析了两人把这段经历转

化为回忆体文学的过程，为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张贤

亮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夏威夷出版社在 2006年出

版了《中国文学和影像中的现代性和世界生物政治》

一书，将张贤亮的《绿化树》和郁达夫的《马樱花开的

时候》做了对比，指出两者中的男性知识分子都试图

借助与工人阶级女性的融合而重回权力中心，但最

终还是归于失败。

结语

张贤亮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

作品译介自20世纪八十年代展开，一直持续到新世

纪，且译本众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传播。海外

学者和其他专业读者也从政治与性、身份认同、历史

和比较文学等各个角度对他的作品进行了解读。虽

然张贤亮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逐渐在中国文坛失

声，但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他的研究却一直没有

停止。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自2000年以来，有关

张贤亮的研究论文已经超过了千篇。目前，国家正

在大力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网络多媒体

发展的背景下，包括张贤亮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向

域外推介的渠道将不断得到拓展。

注释：

①2004年10月26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中信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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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Foreig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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