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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current cultural 
strategy. This strategy aims to bring China’s best literary works to the world stage and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y translating and spreading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t can show the unique charm and value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national image and soft power.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satisfy foreign readers’ thirst for and curiosity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friendship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people. Taking the translation of Yu Hua’s 
translated wo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mode of “going ou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nalyzes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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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余华英译作品美
国译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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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战略旨在将中国优秀的文
学作品推向世界舞台，促进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通过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学作品，可以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观，增强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同时，也可以满足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渴求和好奇心，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
论文以余华英译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为例，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分析其在翻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影响
因素，以期为中国文学翻译和国际传播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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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作为中国文学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传播途径，译介模式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选取余华的英译作品在

美国的译介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美国的传播过程，以期为

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有益的借鉴。

2 余华英译作品在美国的译介历程

2.1 翻译阶段

2.1.1 译者的选择
余华的文学作品在准备进入美国市场之前，面临着诸

多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翻译问题。翻译不仅仅是

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和思想之间的桥梁。因此，选择

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译者成为关键的一步。以莫言的作品

《红高粱》为例，其英文版译者葛浩文以其精湛的翻译水平

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为余华作品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葛浩文是一位资深的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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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众多中国现代和当代作家，如莫言、余华、贾平凹等。

他的翻译作品质量高、影响广泛，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

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窗户。余华选择葛浩文作为其作品的英译

者，无疑是看中了葛浩文在国际文学翻译领域的声望和经

验。葛浩文的翻译水平和经验为余华作品在美国的传播提供

了可靠的保障。通过选择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译者，余华的文

学作品得以更好地进入美国市场，为更多的美国读者所了解

和接受。这也为余华作品在国际文学舞台上的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选择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译者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不仅可以提高翻译

质量，还可以为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传播和接受提供有力的

帮助 [1]。

2.1.2 翻译策略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

程度，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以确保作品能够符合美国市场

的需求。译者可以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归化是指在翻译过

程中将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征转化为目的语读者更容易理

解和接受的形式。在余华英译作品中，译者可以通过使用符

合英语表达习惯的语言、采用西方文学修辞手法等手段，使

作品更贴近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译者可以采用

异化的翻译策略。异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原文的语言和

文化特征，将读者带到原作的文化背景中。在余华英译作品

中，译者可以通过保留原作中的独特表达方式、使用准确的

词汇和句式等手段，展现原作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思想内涵。

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需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例如，

在处理人名、地名、历史背景等文化元素时，需要考虑到

美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等因素，进行适当的调整和

改段。同时，还需要关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

出现语法错误、表达不清等问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

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程度，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手

段，使作品更符合美国市场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

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2.2 传播阶段

2.2.1 出版社的选择
选择具有声誉和影响力的出版社是作品传播的关键，

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来说也不例外。在美国市场，选择

一家有实力和知名度的出版社能够为作品提供更广泛的传

播渠道和更高效的宣传推广。以余华的作品为例，他的《活

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分别由著名的美国出版社 Grove 

Press 和 Hill and Wang 出版。这两家出版社在美国文学界都

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的出版物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

市场价值。通过与这些知名出版社合作，余华的作品得以更

好地进入美国主流文学市场，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阅读。

这些具有声誉和影响力的出版社通常拥有丰富的编辑资源

和完善的营销网络，能够为作品提供专业的编辑和校对服

务，确保翻译质量和文本的准确性。同时，他们还能够在美

国市场上为作品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和推广，提高作品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通过与知名出版社的合作，余华的作品得以

在美国市场上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这对于中国文学“走出

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能够提高中国文学在国际舞台

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能够为中外文化交流和友谊搭建起更

加坚实的桥梁 [2]。

2.2.2 推广活动
在作品出版后，出版社和译者需要共同参与推广活动，

以扩大作品的知名度和读者群体。出版社可以组织一系列

的推广活动，如讲座、研讨会、签售会等，邀请译者参加，

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提高作品的知名度。这些活动不仅能够

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作品，也能够为作品带来更多的曝光机

会，如受到书评家、媒体等的关注和评价。译者也可以积极

参与到推广活动中来。例如，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作品的

精彩片段、推荐作品的理由等，吸引读者的关注。此外，还

可以通过参加读书俱乐部、组织读书分享会等方式，向读者

介绍作品，提高作品的知名度。此外，还可以通过与相关机

构合作来推广作品 [1]。例如，可以与美国的文化机构、图书

馆、大学等合作，通过在这些场所举办讲座、读书会等形式，

向更多的读者推广中国文学作品。出版社和译者需要共同努

力，通过多种形式的推广活动来提高作品的知名度，扩大读

者群体。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

战略目标。

2.3 接受阶段

2.3.1 读者反馈
在美国市场，余华的文学作品确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

关注和好评。他的作品以其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文风，吸

引了大量读者的关注。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是余华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都被翻译成英语并由著名的出

版社推出。这些出版社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和强大的推广能

力，这为余华的作品在美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除了

出版业的好评，余华的部分作品还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等形

式。这些改编作品进一步扩大了余华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

了解了他的作品。电影和戏剧是一种更为直观的艺术形式，

它们通过影像和表演将文学作品呈现给观众，使观众能够更

深入地理解和感受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这些改编作品

的推出，不仅证明了余华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力，也为文学作

品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电影和戏剧等媒介的传播，

余华的作品得以更好地走向世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

爱。余华的文学作品在美国市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好

评，这得益于优秀的翻译、出版社的推广以及改编成其他艺

术形式等因素 [2]。这些因素共同为余华作品在美国的传播和

接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

的战略目标。

2.3.2 批评家评价
美国批评家对余华的作品评价非常高，甚至将他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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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的经典之作《百年孤独》相

提并论。例如，《活着》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

这无疑是对余华作品的高度肯定和赞扬。这一评价不仅突显

了余华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提升了它们在美国市场的地位。

这些评价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它们

为读者提供了对余华作品的深入理解和鉴赏指导。当读者了

解到余华的作品被赞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时，他们

可能会对作品产生更高的期待和兴趣。这些评价还有助于推

动余华作品在美国市场的传播和推广。当出版社和推广机构

了解到批评家对余华作品的赞誉时，它们会更有信心地推广

这些作品，并可能会将它们作为重点图书进行宣传和推广。

美国批评家对余华作品的评价对于提升作品在美国市场的

地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评价不仅肯定了余华的作

品价值，还为美国读者提供了鉴赏指导，并为作品的传播和

推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3]。

3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探讨

3.1 充分发挥译者的作用
为了确保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市场的质量，提高译者

的地位和待遇并选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译者进行翻译是至

关重要的。提高译者的地位和待遇是必要的。过去，由于多

种原因，译者的地位和待遇往往被忽视或被视为次要的因

素。然而，为了推动中国文学在美国市场的发展，必须更加

重视译者的作用。优秀的翻译是作品在美国市场成功的关键

之一，因此应该为译者提供更好的待遇和机会，以吸引更多

优秀的译者参与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选拔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译者进行翻译是确保作品质量的关键。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译者不仅具备丰富的翻译经验，还具备广泛的国际视野和深

厚的文化素养。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化背

景和内涵，并能够用流畅、准确的英语进行表达。通过选拔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译者进行翻译，可以确保作品的质量达到

更高的水平，并帮助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市场上获得更多的

关注和认可。此外，为了确保作品质量，还可以采取其他措

施。例如，建立完善的翻译审校制度，确保翻译的质量达到

一定的标准；加强与海外出版社的合作，共同进行作品的编

辑、校对和推广工作；提供翻译培训和进修机会，不断提高

译者的翻译水平和专业素养等。提高译者的地位和待遇，选

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译者进行翻译，是确保中国文学作品在

美国市场质量的重要措施 [3]。

3.2 注重文化传播策略
除了翻译和出版环节，作品传播还需要出版社、译者

和作家共同参与，利用各种渠道扩大作品知名度。出版社在

作品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负责作品的编辑、

设计和推广，还拥有丰富的发行渠道和营销资源，能够将作

品推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为了扩大作品知名度，出版社可

以积极利用自身的渠道和资源，如与书店、图书馆等合作，

组织签售活动、读书分享会等，同时也可以通过网络营销、

社交媒体等手段进行宣传推广。译者在作品传播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翻译者，还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

桥梁。因此，在作品翻译完成后，译者应该积极参与到作品

的传播中来。他们可以通过参加讲座、研讨会、读书俱乐部

等活动中介绍和推荐作品，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自己

的翻译心得和体验。此外，他们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等渠道

分享作品的精彩片段、推荐理由等，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

3.3 适应目标市场需求
在翻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充分考虑目标市场读者

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是非常重要

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关注目标市场读者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导致读者对某些表达方式或文化元素

的理解产生差异。因此，为了确保作品能够被目标市场的读

者理解和接受，译者需要了解并考虑目标市场的文化特点，

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在传播过程中，出版社和推广机构需

要考虑目标市场读者的审美习惯。不同市场的读者对于文学

作品的喜好和阅读习惯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作品推广过

程中，需要针对目标市场的读者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和

推广。例如，对于喜欢浪漫主义的读者，可以重点突出作品

中的情感描写；对于喜欢冒险的读者，可以强调作品中的紧

张刺激情节。

4 结语

通过对余华英译作品在美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总结了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

这一研究能为中国文学翻译和国际传播提供借鉴，推动更多

中国文学作品走进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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