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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提高软实力、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关键。而文学翻译不仅要传递文学本质，还
要归依译语生态和西方文化特性。葛浩文对 《狼图腾》的译介以翻译选择适应论为支撑，从读者、译者、原语文

本、翻译策略等几方面打造合理翻译生态环境，成功实现异质文化在西方的有效传播，为中国文学外译打开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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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小说 《狼图腾》作者姜戎从自己在内蒙古

额仑草原插队的经历出发，以生态关怀为基点，

深度描绘了蒙古草原文明与图腾文化。在对

“狼图腾·草原魂”的探寻中，进行关于文化、

历史的双重思考。因而该小说是一部以狼为起

点，追索游牧民族生存哲学，进而对其重新认

知的大书。

２００４年， 《狼图腾》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
版发行。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４年 《狼图腾》在中

国大陆再版高达１５０余次，连续６年位于文学
畅销榜前十名，同时也引来外媒的关注。西方

人对异质文化的期待和追求构成西方读者及研

究者双重镜像式好奇，成为此类文本传播的卖

点。使 《狼图腾》在西方声名远扬的除了原文

本真实宏大、惊心动魄的情节外，美国翻译家

Ｈｏｗａｒｄ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中文名葛浩文，对西方读者

阅读需求与阅读习惯的清醒认识，将其带入另

一个璀璨的文学世界。鉴于此，本文以葛浩文

的英译本为蓝本，在生态学理论的指导下，从

译者选择与适应视角探讨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

时，译者要在传递文学本质，传播异质文化与

译者主体性发挥之间寻求平衡，继而拓宽中国

生态文化传播与生态文明建构的国际化视野。

一、小说 《翻译狼图腾》本体特质研

究及英译本海外传播现状

（一）小说 《狼图腾》本体特质研究

小说 《狼图腾》以草原生态为支点，勾勒

出内蒙古独特的游牧文化。姜戎本人历经常年

的原始游牧生活，深度刻画了草原上农耕民族

与汉民族、人与狼、人与自然竞争与依存的双

重复杂关系，并淋漓尽致地呈现出草原万物相

生相息的内在关联。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浓厚

的内蒙古特色文化十分吸引读者眼球。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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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着浓郁的生态思想，借以传达对日益恶化

的生态环境的焦虑，以及人类对纵横驰骋草原

的依恋。狼的本质以及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

的狼性也同时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并反思人性、

人与自然相处模式等问题。是世界上迄今为止

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 “旷世奇

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奇异而灿烂的存在。

（二）《狼图腾》英译本海外传播现状

小说 《狼图腾》的全球英文版版权，由企

鹅集团在 ２００５年以 １０％版税买下。２００７年，
葛浩文的英译本 《ＷｏｌｆＴｏｔｅｍ》在英语国家发
行。截至目前，已被译成３０余种语言，在全球
１１０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国家地理》作为美国
最畅销的杂志，也给予了该小说高度评价。所

以说 《狼图腾》是中国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影响

最大的图书之一。

何明星，刘国芝、李清柳从大数据视角解

读 《狼图腾》在西方的传播范围和受众人群。

也有学者以 《狼图腾》英译本为研究样本，从

译者、出版社、评论者三个维度解析中国当代

小说在对外输出中呈现的性质和样态。李永东、

李雅博，李燕提出 《狼图腾》的成功译介是多

因素合力的产物，并进行阐释，整合归纳该译

本对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借鉴作用。张秀琴，

管月在翻译理论指导下，对译本进行分析，运

用描述的方法解释具体的翻译现象。《狼图腾》

英译本在海外的成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模

式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在众多译本中，

葛浩文的英译本是流传度最广、影响力最大的。

汉学大师夏志清教授称译文作者葛浩文先生为

“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约翰·厄普代

克也曾做过这样评价 “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

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

浩文”。由于葛浩文的成功译介，《狼图腾》英

译本２００７年在 ２４３部亚洲文学作品中脱颖而
出，荣膺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他是把中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

翻译家，在中国文学与西方读者之间架起了一

座文化沟通的桥梁。

二、选择适应论在 《狼图腾》英译本

中的适用性

（一）选择适应论概述

胡庚申教授倡导的 “翻译生态学”理论，

将自然学科的研究理念及具体方法和翻译研究

相结合，标志着翻译学界对翻译理论跨学科研

究的开端。该理论强调译者和译作对翻译生态

环境的顺应。 “翻译生态环境”较之于语境而

言，是一个涵盖面更广的概念，指的是原文、

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

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

动的整体。译者适应的是由原文、原语及译语

等诸要素所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是对译

语生态环境的顺应和最终被翻译生态环境的支

配度。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过程即 “译者适应”

与 “译者选择”相互转换、循环往复的过程，

因而翻译选择适应论试图从 “选择”“适应”的

双重视角解析翻译过程，以此对中英文两种语

言转换的方法、本质、评判依据等方面做出详

细阐述。该理论重点探讨翻译是译者适应与选

择交替循环过程。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界定

为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

过程是对以原文翻译生态环境的 “适应”和对

译文翻译生态环境的 “选择”。具体内容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翻译过程

翻译适应选择论以 “生命体”“自然选择”

等基本原理为基础，重点探析翻译是译者在原

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中不断优化、选择的循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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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而将其定义为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译者

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二）选择与适应在 《狼图腾》译本中的体现

小说 《狼图腾》为读者呈现了在特定年代

里草原的图腾文化，内容蕴含大量汉语文化负

载词，这些涉及特殊岁月里政治、蒙古族文化

风俗以及中国历史等方面的特色书写成为译介

的客观鸿沟。葛浩文对原语和目的语的差距认

知明确，在翻译中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灵活

而巧妙地处理汉英两种语言在语义和文化上的

隔阂。译本的语言表达顺应了不同文化背景读

者的心理倾向和阅读期待，充分发挥译者主体

性。译文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关注文本的关

联性、整体性和动态性，反映出译者主体文化

身份构建的同时，也充分考虑译语读者对异域

文化的潜在接受力，因而使 《狼图腾》英译本

成功走入西方读者的视野。

１译者自身的适应与选择。翻译活动以
“译者为中心”，译者的主体意识在原语和译语

的双重生态环境适应选择中起主导作用，直接

影响译作质量。胡庚申教授提出，适应与选择

首先是译者对自身阅读喜好、语言转换能力的

适应与选择。葛浩文潜心于中国文学作品翻译，

３０年间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多达５０余部，
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葛浩文作为著名汉学家，既精

通原语，又熟悉接受语环境，集结了出色译介

者的特点。但他对译介作品的选择却十分严谨，

大多集中在其感兴趣的作家作品上。同时也关

注自身语言能力、目的语审美情趣以及文本普

及性等。葛浩文认为翻译要为读者服务，坚持

读者导向，时时刻刻为读者服务。谈到对 《狼

图腾》这部小说的选择时，葛浩文坦言读完该

小说前三章后决定边读边译，并把自己阅读

《狼图腾》的初始情感完美的融入到译本中。最

终历时一年，完成了这部生态大书的译介。葛

浩文称 《狼图腾》是一本突破性的中文作品。

译者在译介中自身的需要和兴趣是选择的基础，

《狼图腾》的翻译正是译者葛浩文对以原著为典

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

２对读者的适应与选择。翻译生态环境的
适应与选择中，译文读者的作用不容忽视，在

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制约到译者的翻译选择。

读者是翻译生态链中必要一环，也是 “翻译群

落”诸要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常常遇冷，原因之一是

对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研究不够。正如英

国汉学家ＢｏｎｎｉｅＭｅｄｏｕｇａｌｌ指出，此前翻译政策
制定者不甚了解英语语言，更惶求对译语读者

阅读取向的关照。文学译介过多关注专业读者

的可接受性，而忽视了占人口主流的普通读者

对译本的接受度。葛浩文倡导 “读者中心”，译

者应以译语读者的潜在接受力作为译介活动的

终端追求，在忠实原作的前提下，追求译作的

可读、平易、有市场。葛浩文深谙西方读者的

审美倾向，对西方读者的阅读喜好也有清醒的

认知。他所翻译的小说 《狼图腾》是一部描述

草原狼的小说，其中涉及崇尚自然、追求生态

平衡等理念，符合西方受众的生态意识和阅读

期待，这为该小说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

础。同时葛浩文语言表达顺应了不同文化背景

读者的心理倾向，了解 “他者”需求，适应特

定翻译生态环境中读者的需要，对译文中西方

读者难以理解或可能造成交流障碍的表达进行

了改译，甚至是删译，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对

此葛浩文也多次强调，翻译最主要的是对得起

读者。因此译者在译介中国文学前，首先要深

入分析西方受众认知形态、期待视野，即知晓

“他者”需求，从而确定译介文本及翻译策略。

３译介文本的适应与选择。译本选择在翻
译适应选择论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并贯穿

始终。生态翻译学理论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和关联性，不能顾此失彼，因而译本的选择需

注重译介过程中主客体间、主体间以及外部生

态环境间互联互动的作用。

首先要考虑翻译生态环境的客观因素，诸

如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译入语文化中

的主流诗学、意识形态决定了译本是否适应目

的语生态环境，是被接受或拒斥，处于经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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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如译本忽视对译语读者期待视野、文化

心理的关注，译本则无法在新语境中产生预期

影响力。《狼图腾》中充满生态思想，展现出自

然界生态竞争所营造的动态和谐，激发人类保

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意识。小说深入探

讨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的本质，反映出蒙汉

两族的文化冲突，以此顺应西方读者追求异国

情调、渴望了解异国文化的心理。《狼图腾》文

本中所迸发出的一系列中国智慧无论在思想内

容上还是深层寓意上都是世界的，与读者需求

的契合促使着翻译的发生。

其次，译者本身的文学涵养、审美情趣等

也值得关注。葛浩文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

选材，选材错误是最大的错误，比翻译错误还

严重。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口

味，我比较喜欢的。”葛浩文选择译本时不仅关

注自己对作品是否喜欢，语言能力是否胜任，

还会考虑市场与读者。 《狼图腾》符合他的兴

趣，看了三五章就对它赞赏有加。在翻译过程

中，与原作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融入自己的喜

乐伤悲，把原作的情感与灵魂传递给目的语

读者。

《狼图腾》海外传播取得成功是多种因素合

力的结果，其中作品内容的原创性与独特性是

根本， “内容为王”是译本成为经典的前提条

件。作品的艺术个性越独特，翻译的价值就越

高。对此阎连科认为，中国文学的输出成效，

关键还是取决于是否能创作出真正有输出价值

的作品。文本移植成功与否，最终还是依赖文

学作品最终的价值。

４翻译策略的适应与选择。实践证明，合
理有效的译介策略能有效缩小中西方在意识形

态及诗学审美上的差异。翻译是社会阶段性产

物，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仍处于边缘

性地位，作品在海外输出数量少，影响力不甚

理想。葛浩文也表示，西方人很少读译介文本，

中国小说就更是属于 “边缘”“小众”。鉴于中

西方在文学译介的不平衡性，中国文学对外译

介需遵循整体、关联、动态的翻译规律，主动

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葛浩文的译本诠释了 “创造性忠实”的翻

译标准，通过省略、改写等翻译策略有效缓解

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符合当今世界文化融合

的需要。《狼图腾》翻译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

蒙古铁骑和蒙古草原狼，了解中国草原文化。

考虑到目的语读者潜在文化接受力，葛浩文坚

持心向读者，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追求译作

的可读性和接受性。对原作中可能造成文化交

流障碍的表达，灵活选择不同翻译策略，实现

对原作多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西方读者习惯于引人入胜的开头，葛浩文

对每章开头引用的典籍资料采取了舍弃的方法，

更符合英文小说的书写习惯。原作结尾写了跋，

作为对书的总结，对此译者为了减少译入语读

者理解难度，也是避免内容的重复翻译，葛浩

文省略不译。同时葛浩文按照译入语语言习惯

对文中抽象玄奥的段落做了调整。这种转换保

证了译作的连贯性和可读性。其次，小说 《狼

图腾》中以草原为背景，蒙汉文化占有非常重

要的比重，葛浩文精通中西文化，充分发挥译

者文化身份的作用进行文化过滤，用归化和异

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做到有效传译文化负

载词的同时，也满足目的语读者了解异国文化

的猎奇心理。在不影响译文叙述性和完整性的

前提下，对文化方面不易传达或易造成理解障

碍的部分，葛浩文采取了省译的方法。最后，

译者把原文中隐含的意合句式，根据英语句法

范式，在形式上将其逻辑关系体现出来，使译

文更适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

结语

胡庚申教授倡导从 “适应”和 “选择”两

个角度阐述译介过程，指出翻译即译者适应与

选择的过程。《狼图腾》译介目的是把中国草原

文化介绍到西方，让读者感受到草原及草原狼

的风貌和魅力。葛浩文分别在文本选择、自身

需要、读者期待、翻译策略等方面体现其对翻

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选择，充分体现葛浩文的

译者主体性。葛浩文在翻译时对原作内容进行

改译、删译，甚至是结构调整，主动适应译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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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化及意识形态，使译本走入西方读者视野。

但是翻译活动在特定阶段采取特定策略，具有

阶段性和历史性。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伊始，

为使译作得到认可和接受，译者会依归译语生

态。但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有效推进，

世界文化共融共存理念的形成，中国优秀文学

作品将会逐渐走入西方读者的视野。

参考文献：

［１］张秀琴．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看葛浩文译本

《狼图腾》的适应选择论 ［Ｊ］．河海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１４（２）：８０－８４．

［２］姜戎．狼图腾 ［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４：２８．

［３］周亚莉，王婷．从图腾文化看生态翻译学的适应

与选择 ［Ｊ］．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３６（０１）：

２４４－２４７．

［４］胡伟华，郭继荣．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葛浩文的译

者主体性探析 ［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７，３９

（１７５）：５２－５７．

［５］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 ［Ｍ］．武汉：湖北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５．

［６］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 ［Ｊ］．四川

外语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１４（２）：９０－９５．

［７］李燕．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探析 ［Ｊ］．中国

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１（０６）：９１

－９５．

［８］鲍晓英．“中传西学”之译介模式研究———以寒山

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例 ［Ｊ］．外国语，２０１４，

３７（０１）：６５－７０．

［９］欧阳友珍，周毅军．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

学译介———以葛浩文、杨宪益为中心 ［Ｊ］．江西

社会科学，２０１６，３７（１０）：９３－９７．

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ＷｏｌｆＴｏｔｅｍ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ＸＩＥ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Ａｎｈｕ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２３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ｃｏｎｖｅｙ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ｒ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ｌｆＴｏｔｅｍｉ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ａｄ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ｘ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ｓｏａ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ａｎｄｂｒｉｎｇｎｅｗｉｄｅ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ＷｏｌｆＴｏｔｅｍ；Ｈｏｗａｒｄ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ｓｕｂｊｅｃ
ｔｉｖｉｔｙ

（责任编辑：赵军）

·１８·从选择适应议 《狼图腾》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