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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一百多年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域外文化和文学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不
同文化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成为了时代的显学。
在这个过程中，广义和狭义的“翻译”问题，可能是最先被人遭遇到、也似乎是最难被人参透的问题
。
早在中国人刚刚与外来文化接触时，人们就意识到了：“泰西之于中国，亘古不相往来，即一器一物
，亦各自为风气。
有泰西所有，中国所无者；有中国所有，泰西所无者；有中西具有，而为用各异者。
”在“国不一国”的条件下，“兼通之难”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①可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拿来主义”态度，富于创造性的进行着不间
断的现代转型——现在也仍然还在继续着这一艰难的进程。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关系，就可能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而不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怎样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那么，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关系探
讨也就成了“无米之炊”和无本之末。
翻译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咸立强博士从社团流派视角切入的这一选题，关涉的层面多，遇到的问题多，可供阐发的理论资
源也不少。
创造社同仁不是最早关注文学翻译问题的群体，但在相关领域却是最容易引起争议和麻烦、相比较而
言也容易把问题引向深入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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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题旨是研究创造社的翻译问题，中国古代早就有“诗无达诂”之说，也有“离形得似”的艺术
主张，对母语的“诗”和文学的理解尚且如此，对翻译的作品怎么能要求它原版复制？
如果真的这样，还有翻译的价值吗？
本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颇具一般性的理论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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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咸立强，男，1977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平邑县。
2006年获得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完成教育部重大人文社科项目子课题一项，现主持教育部和广州市人文社科等项目，出版学术专著《
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
在《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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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青年》影响下的《新潮》将“介绍西洋现代思潮”作为第一宗旨，并指出选择译介对象时“
不消说应当先译最好的”。
可是，傅斯年接着又说，“好不好本没一定，只是看他有用没有用。
有用便好，没用便不好。
”故此，翻译应当选取那些“对于中国人最有用的”。
具体来说，便是：“（1）先译门径书。
这都因为中国人对于各种学问很少知道门径，忽然有一部专门著作出现；没人看他，不若先翻门径书
，作个引路的。
（2）先译通论书。
通论书籍容易普及；况且这样一部里包含的意思比精细特殊的著作，定然多的，读的人可以事半功倍
。
至于研究精细特殊的著作，固是学者当有的事，但是做这样事业的人，应当直接读外国文书，不能仅
靠翻译。
翻译只为普通的读者而设。
（3）先译实证的书，不译空理的书。
这是因为空理不能救济中国思想界。
（4）先译和人生密切相关的书；关系越切，越要先译。
（5）先译最近的书。
因为后来的书，是修正前者而发；前人的好处，他包括了，前人的坏处，他改过了。
我们只须求得最后最精的结果，所以要先译最近的书。
（6）同类书中，先译最易发生效力的一种。
（7）同类著作者中，先译第一流的一个人。
（8）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这是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一条提议。
”②《新青年》、《新潮》社团的翻译旨趣，与梁启超的文学翻译观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实用性、
功利主义是翻译最初的考虑基点。
。
传承《新青年》的文学研究会，将介绍和翻译世界文学作为社团的宗旨之一，以弱小民族国家文学作
为自己翻译的不懈追求，侧重点与《新青年》一脉相承，都在“启蒙”。
沈雁冰、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骨干成员反复申述文学翻译“经济性”、“系统性”之必要，并以此筹
划社团成员的译介选择。
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就曾屡屡提及。
“雁冰令我做新犹太事，实无异请庆老爷讲化学，可谓不届之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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