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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杂家、专家和翻译家”

我对文学翻译的思考与探索，始于我的外
国文学编辑出版工作的开端。

1985年夏，我从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分
配到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编辑部（译林出版
社的前身），开始了近四十年的外国文学书刊编
辑出版工作。我在编辑外国文学译稿时，常常
萦绕心头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翻
译？什么样的外国文学作品值得翻译过来？文
学翻译该怎么做？什么样的译作是好的译作？
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要发表或出版，最起码要达
到什么水平？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我心
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尺度：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要
发表或出版，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有两点：一、
对原作的理解基本没有问题；二、译文基本通
顺。之所以用了两个“基本”，一是因为任何译
者，哪怕本事再大，外语水平再高，要想对一部
异国人用异国语写的，尤其是个人风格和地域
特色较为明显的长篇作品理解得滴水不漏毫
无差错，是不可能的，二是因为不论持什么翻
译标准或用什么翻译理论（甚或有人宣称不用
任何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不论译者汉语
和文学修养有多好、翻译经验有多丰富，译者
自认为很通顺流畅的译文中，总会或多或少地
有一些让他人感到不太顺畅甚至别扭之处。

1986年春天，在无锡，美国文学专家、翻译
家施咸荣先生言简意赅地告诉我，要成为一名
合格的外国文学编辑，必须努力使自己同时成
为杂家、专家和翻译家。从那时起，尽管很难，
我还是一直在朝这“三家”的方向努力。

我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从事一定的翻译
实践，翻译了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金银岛》、亨
利· 詹姆斯的《专使》等著作。有了一定的外国
文学编辑和翻译实践后，我渐渐认识到：一般说
来，毫无文学翻译实践经历的人，不大可能成为
出色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因为他们很可能对翻
译中因主、客观因素导致的局限性把握失准。

由于工作需要，我一直与许多高校外语院
系的专家学者有联系，还与其中的一些老师成
为了长期的朋友。他们不仅在编辑工作上与我
紧密合作，成了我的译者或作者，还在学术交流
和研究方面给了我各种各样的鼓励、帮助和机
会，比如，请我去参加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主旨发
言或对学者们的发言进行点评，请我去给师生
们做讲座，请我去参加博士生、硕士生的学位论
文答辩等。这些都促使我在编辑和翻译实践的
基础上进一步从学术和理论的角度对文学翻译
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翻译生涯中的良师益友

在文学翻译探索方面乃至我至今的人生
中，对我帮助和影响最大的，是许钧教授。我和
他第一次相见是1987年秋在他南京大学的研
究生宿舍里。我们一见如故。近40年来，他是
我的师与兄，无论在工作、学术还是生活上，我
有任何问题，第一个想到去请教并肯定会得到
教益的，就是许钧先生。他作为栏目设计者和
对话者，我作为编辑，我们一起从1998年开始
紧密合作连续三年整，在《译林》杂志“翻译漫
谈”栏目上，刊出了他与季羡林、萧乾、叶君健、
草婴、许渊冲、杨苡、李文俊、郭宏安等20多位
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老一辈翻译家，结合自己丰
富的翻译实践，就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一些
基本问题，畅谈各自的独到经验、体会和见解。
随后，这些对话又结集成《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
践——翻译对话录》一书，堪称某种程度上以独
特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做了一次梳
理与总结，为文学翻译实践的后来者提供了丰
富的切实可行的经验，为以后的中国翻译理论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在中国文学翻
译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许钧先生一直
鼓励、鞭策我在工作之余要坚持多看书、多写文
章、多做翻译，尤其在人生的低谷期更要坚持不
懈。他每有新的翻译理论专著问世，我总是第
一时间拜读，总是受益匪浅，并写过多篇书评，
把我对他的最新专著印象最深的感想与学界同
仁分享。

我在译林出版社退休前做的一件最重要的
事，就是在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促成八卷本“许
钧翻译论丛”的出版，并担任其中《翻译论》《文
学翻译批评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法国的
译介与接受》等书的责任编辑。在文学翻译研
究方面，许钧先生及其著述对我的影响是最大
的，我在文学翻译方面的许多观点都与许钧先
生的观点相近。当然，由于两人成长的环境、所
接受的教育、工作经历和个性脾气都有较大的
不同，我们就文学翻译的论述，也有各自鲜明的
特征和差异。他一直在专门从事翻译实践、翻
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硕果累累，是当今中国翻译
界最杰出的代表，而我只是业余时间偶尔就文
学翻译有感而发。我早就说过，我不是专门搞
学术研究的，而只是学术的票友，只是高兴时扯
几嗓子而已。

1980年代后期，也就是我外国文学书刊编
辑工作的初期，我编辑外国文学译稿时，都是拿
原版书和译稿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对照审读校改
的。当年编辑孙致礼教授重译的《傲慢与偏见》
译稿时，我拿原版书、孙致礼译稿和王科一先生
的译本同时进行逐字逐句的对照审读校改。刚
开始，我这个刚出校门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小心
翼翼地给当时在文学翻译上已有所成就的中年
译者孙致礼先生写了封信，在信中列举了我编
辑他译稿开头部分中的十个例子。每个例子都
包含原文、孙译文、王译文，并说明了我对两种
译文的想法、疑虑或改进的建议。在信的最后，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说，我是个刚出校门不
久的本科毕业生。如果孙老师觉得我信中说的
还有点道理或有值得参考的地方，那么请孙老
师对我提到的译文做适当的调整或修改。如果
孙老师觉得我是不知天高地厚尽在胡说八道，
那么我就不再给孙老师写这种信了。不久，我
收到了孙老师热情洋溢的回信。他首先肯定了
我信中所说都很有道理，对他改进译文质量很
有启发和帮助。他对我提的十个例子中的九个
例子中的译文进行了修改，保留了其中一个例
子的译文并作出了说明。在信的最后，孙老师
感谢我如此认真细致又严谨地对待他的译稿，
并鼓励我说：希望我不要有任何顾虑，对他的译
文有任何想法和建议，发现有任何问题，都要直
截了当地及时告诉他，他一定及时给我反馈。
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推出一个尽可能好的新
译本。他还感慨说：“看来，一代新的外国文学

编辑正在成长中。”此后，我便不断地把我编辑
他的译稿时的想法告诉他，他总是非常及时地
给我回信。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傲慢与偏
见》孙致礼译本于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出
版，得到了翻译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与好
评。孙教授对我的肯定和鼓励，让我更加坚定
了自己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外国文学编辑的决心
和信心。拿原版书、孙致礼译稿和王科一先生
的译本同时进行逐字逐句的对照审读校改，与
孙教授就其译稿的频繁书信交流，则相当于我
在文学翻译上强化学习、提高的过程。孙致礼
教授后来成为了国内屈指可数的著名英语文学
翻译家，而《傲慢与偏见》则是孙教授的文学翻
译代表作。前些年我忽然想到，当年我收到的
孙致礼教授关于《傲慢与偏见》翻译的回信共有
好几百页，我就此写给孙教授的信的篇幅，应该
不下于此。如果把我和孙教授就《傲慢与偏见》
的通信合集出版，无论是对后来的文学翻译实
践者还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抑或是对文学翻
译感兴趣的各类读者，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
材料。当听闻孙教授身体不适，我就请其儿媳、
洛阳外国语学院的石平萍教授方便时就此问问
孙教授，可惜结果是，孙教授说，我写给孙教授
的那些信已经找不到了。

何谓“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

1990年代初以来，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发表过八九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其中，1999
年《找译者难》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反响强烈，
该报因此开辟有关“优秀译者何以难找？”的问
题讨论，陆谷孙、林少华等一些著名学者、翻译
家和许多普通读者纷纷加入讨论，进而引发全
国范围内长达大半年的关于文学翻译质量问题
的讨论。该报当时的主编褚钰泉先生嘱我把长
期以来对文学翻译的思考写成一篇长文，不料
我构思好准备动笔时，他却离开了主编的岗位。

郭英剑教授长期以来是我工作和学术研究
中的合作者，并一直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英
剑兄邀我就文学翻译问题去他当时所在的大学
作讲座，促使我在1999年国庆长假期间写出了
《忠实是文学翻译的目标和标准——论文学翻
译和文学翻译批评》的长文作为讲座的底稿。
此文即褚钰泉先生嘱我写的我多年来对文学翻
译的思考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此后不久，李德
恩先生说了句“好文章还怕长吗”，把此文刊载
于他主编的《外国文学》。多年来，我曾以此文
作为讲座底稿，在多所大学做讲座，在与师生们
的不断交流中丰富并深化了自己对文学翻译方
面的思考。此文的标题，后来也改为了“文学翻
译的全面忠实观”。“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
一言以蔽之，即译者应尽可能把一部文学作品
从内容到形式、从内涵到外延在内的方方面面

的因素全面忠实地再现于译作之中。“文学翻译
的全面忠实观”逐渐成为我文学翻译研究的标
志性观点，而我后来写的多篇文学翻译方面的
文章，都源于此文中的某一论点或段落。拙文
《出色的译作：既经得起读，又经得起对》曾被郭
英剑、谷羽、陆永昌、王金凯等教授在不同场合
论及、引用或指定为文学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必
读的文献。曾经教我第二外语法语的张新木
教授，在一次翻译研讨会上听完我论及文学翻
译的全面忠实观的主旨发言后在微信上对我
说：他在重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五
卷《女囚》时，基本上按我说的原则在做。他的
汉译版本，改文采式翻译为批评式翻译，争取
在文字、形象、音韵、蕴含、审美、思维方式等方
面达到全面的忠实。郭英剑教授还曾与我合作
撰写了《论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的
中文译名及其界定》一文。我在文学翻译的编
辑与实践中遇到疑难点，也常常会与他商量，向
他请教。

曾艳钰教授是曾邀请我去其工作的大学做
讲座或主办的学术会议上做大会主旨发言次数
最多的朋友。她有时让我自己随意选择讲什
么，有时则给我指定讲座或发言的主题，这其实
是在不断督促我对外国文学和翻译方面进行更
多更深入的研究。收入本书的《文学翻译还需
要忠实吗》《论文学翻译批评——以〈红与黑〉和
〈堂吉诃德〉的汉译批评为例》《诺贝尔文学奖与
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等文，便源自最早在她工
作的大学里的讲座或大会发言。

在多年来的文学翻译编辑工作中，我已养
成一个习惯：在编辑一个自己新接触的译者的
译稿时，我会先仔仔细细地把译稿的一小部分
与原文进行对照，以便把握译文的大致情况，了
解译者的翻译特色、倾向或存在的问题，然后可
能会就此与译者进行电话或当面交流。21世
纪初，郭国良教授的一部译稿到了我手上，我一
如既往地把译稿的一部分与原文进行了对照，
结果惊喜地发现，在我二十来年中接触并与原
文对照过译稿的不计其数的译者中，郭国良教
授在译作中的追求与我的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
观是最接近的！七八年后，郭国良教授主持了
我与浙江大学的师生们就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
观进行的交流。他在讲座最后的总结点评中
说，我的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把他在文学翻
译实践中的追求，都表达展现出来了。我多年
前首次接触他的译作时的感受，和他后来首次
听完我的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的感受，竟如
此惊人地重合。这是否可以说，在文学翻译上，

我们两个是心心相印的呢？也许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的说法在文学翻译与研究中也是说得通
的。郭国良教授是浙江东阳人，我是浙江义乌
人，他老家与我的老家相距仅几十公里，我们共
同的朋友吴其尧教授也是东阳人，前面提到的
许钧教授则是浙江龙游人，我们这几个从小生
活在山清水秀中的浙江人对文学翻译的基本
看法都比较接近。吴其尧教授每次与我谈起
文学翻译，我们相互都有知音之感。有一次，
吴教授在谈到编辑和译者的关系时对我说：

“我的第一部译著美国作家约翰·巴思的《曾经
沧海》最初也是理行兄审读了部分文字的，提出
了非常中肯的意见，我从此也建立起了全面忠
实的文学翻译观（包括对原著中的标点符号不
轻易改动），所以说编辑和译者之间的关系很重
要，好的编辑提供的意见可以奠定一个译者的
翻译理念。”

谢天振教授从《东方翻译》创刊起长期担任
该刊的执行主编。他曾对我说，该刊不欢迎“面
目可憎，空洞无物、难以卒读的学术八股文”，提
倡生动活泼地探讨翻译学术的文章。从2013
年到2020年，我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写出来的或
长或短的文章，先后在《东方翻译》上发表了五
篇。据谢先生手下的一位青年编辑说，有一次，
谢先生拿着我投稿的一篇短文说：你们看看，学
术文章还可以这样写！谢先生在收到拙文《“献
给薛庆国”——阿多尼斯中国题材长诗〈桂花〉
献词历险记》一文后，很快就在微信里给我回复
说：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要知道，我和谢先
生对关于翻译的有些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甚
至是针锋相对的。比如，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一
次文学翻译会议上，谢先生听了我的发言后曾
针对我的主要观点提出了明确的异议。与此同
时，他却又在他自己主编的期刊上一再发表我
写的文章，还不吝溢美之词。他的这种雅量与
对自己观点不尽相同的后辈的提携，令我一直
心怀钦佩与感激。

是工作，也是乐趣

微信群和朋友圈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交流。
不知不觉间，微信上的交流催生了我的好几篇
文章。远在澳大利亚的崔少元先生对外国文
学与翻译的热情一直不减，经常会就相关问题
或想法在微信上与我交流。《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怎么译？》一文，主要就是根据他
与我在微信上就此交流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关
于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名与授奖词
的翻译》一文里的部分内容，则录自当年最新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公布后与外国语言、文学和翻
译相关的一些微信群和朋友圈里的热烈讨论。
《den是什么？》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微信上与身
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的同学和朋友们探
讨的记录。

由于外国文学编辑出版工作的需要，我与
翻译界的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有过接触，对
其中有一定了解、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萧乾、
文洁若、叶君健、赵瑞蕻、杨苡、戈宝权、施咸荣、
李文俊、梅绍武、朱炯强、张柏然、许钧诸位先
生，我对他们的为人为文分别做过点点滴滴的
记录。

有一种说法是：你的朋友圈决定了你会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近40年来，我一直就是个
外国文学书刊的编辑，但因为在学术界交了一
批好朋友，不知是一直被他们往学术圈里拽，还
是我天性就容易被学术圈所吸引，抑或两者兼
而有之，我一直在做一些与学术相关的事情，
也写了些学术性的文章或论文，那都是有感而
发，完全是兴之所至，想写了才写，写了有快感，
有乐趣。

（本文系《文学翻译探索》自序）

我的翻译生涯与我的翻译生涯与““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
□王理行

王理行，1964年2月生于浙江义乌，1985年7

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

毕业并获硕士、博士学位。一直从事外国文学书刊

编辑工作，曾任《译林》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译

林出版社编审，现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迄

今共发表中外文学、翻译、出版等方向各类文章近

三百篇，有译著《金银岛》《专使》等多部，《文学翻

译探索》是其最新著作

译介之旅

名家看台 青花瓷（短篇小说）………… 裘山山
中篇小说 面具 夜晚 还有稻田……… 董书敏

柳絮飞……………………… 弋 铧
曾店街的老女……………… 刘益善

短篇小说 通荡巷的黄昏……………… 白 勺
老人屋……………………… 棵 子
像鱼儿一样………………… 凌 峰
是否推开那扇门…………… 邱 引
白的树……………………… 陈 敏

散 文 凹村畸人…………………… 雍 措
交替的底色………………… 宋雨薇
茫溪河叙事………………… 凸 凹
崭新的乡愁………………… 鱼 木
我去九寨听水声…………… 邹 瑾

“陈办”的故事……………… 李森林
风过宜宾带酒香…………… 陈海龙

新 诗 月亮曾经升起（组诗）……… 莫 诺
菖蒲圩市（组诗）…………… 鱼小玄
短歌行：马文秀 紫 衣 高 璐

何仁君 万晓英 倪宏伟
经典的十二种凝视 主持人语 …………… 吴义勤 陈培浩
畸人·狂人·异人——重审中国现代小说人物叙事之八

……………………………………… 陈培浩 陈诗琪等
《莫失莫忘》与《别让我走》——石黑一雄的生命之歌 … 程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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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施耐庵文学奖，是以“中国长篇小说之父”施耐庵命名的
文学奖项，由兴化市人民政府设立主办、江苏省作家协会提供
学术指导，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
展，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评
选工作已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施耐庵文学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二为”方
向和“双百”方针，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选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
新创造的文艺精品。

二、奖项设置：施耐庵文学奖，每届评出5部作品，获奖作
品每部奖励10万元。另设特别奖1部，奖金2万元，奖励兴化本
土作者的作品。

三、参评方式：
1.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参评作品由各出版社推荐。每个出

版社可推荐不超过3部作品，推荐的作品须获得作者本人授权。
2.作者可向出版社提出作品参评申请。不接受个人申报。
四、参评条件：
1.参评作品须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正

式成书出版的长篇小说，版面字数13万字以上，于评奖年限内

首次出版。出版时间以书籍版权页标明的第一版时间为准。
2.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长篇小说应以其汉语译本参评。
3.多卷本作品应以全书参评。
五、推荐程序及时间：
1.出版社推荐作品时须填写“参评作品推荐目录”和“参评

作品推荐表”（在兴化市人民政府 http://www.xinghua.gov.
cn/下载），并加盖公章。每部推荐作品须附推荐意见、作者简
介、3000字以上作品梗概。上述各项材料须同时提供纸质和电
子版材料。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xhwl225700@163.com。

2.出版社须提供推荐的参评作品每部20本（套）。
3.纸质版材料和参评作品须挂号或快递寄至第六届施耐

庵文学奖组委会办公室。勿用包裹。
4.征集截止日期为2024年8月18日，以邮件发出日期为准。
六、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江苏省兴化市拥绿园路兴化市人民政府2415

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组委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225700
联 系 人：陈婷婷 0523-83327186，15996047045；刘小

刚 0523-83326286，18252625656。
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组委会办公室

2024年7月19日

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评选公告

【李修文专栏】 灵骨塔（短篇小说）………………… 李修文
【中篇小说】 困在镜子里的人 ……………………… 杨 殳

考古课 ………………………………… 白 琳
金缕衣 ………………………………… 林培源
哑巴阿奎 ……………………………… 丁 颜

【短篇小说】 郜云鹏 ………………………………… 刘庆邦
海怪 …………………………………… 顾文艳
日落起舞 ……………………………… 王玉珏
西灵一条街 …………………………… 王若虚

【新女性写作专栏】 女性视角之于科幻文学的意义
（主持人语）……………… 张 莉

美好生活及其他（短篇小说）………… 修新羽
岛与人（短篇小说）…………………… 王侃瑜
心（短篇小说）………………………… 叶 端
宇宙不在场（短篇小说）……………… 段子期

【诗 歌】 西川的诗 ……………………………… 西 川
无人得见的美（组诗）………………… 玄 武

【散文随笔】 夜行车……李 娟 建筑的隐喻……赵 彦
【思无止境】 安妮·埃尔诺：如何把“坏文类”写成经典…孔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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