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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在他看来，翻译活动不应被视作单一的文

化现象，而应从更大的文化层次上加以联系。翻译文学被认为是社会文化多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五

四运动前，翻译文学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但五四运动后，翻译文学成为中心地位。本文

从多元系统角度，结合五四时期的文化背景，探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变化的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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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70s, Israeli scholar Even-Zohar proposed the polysystem theory, in which, in his view, 
translation activities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 single cultural phenomenon, but should be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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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larger cultural level. Translated literature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o-
cio-cultural pluralistic system. Befor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ranslation literature was at the 
periphe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pluralistic system, but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t became 
centr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reasons for the change in the statu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ysystem theory 
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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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文学是推动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国人感知文学内涵、了解文学价值的重要媒介。在

中国翻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

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改革开放后的科技翻译。尤其

是第三次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高潮，无论是从形式或内容上，广度或深度上，都不是其他三次翻译高潮

所能比拟的[1] [2]。本文将以五四时期的时代背景为基础，并结合多元系统理论，简要分析翻译文学地位

的转变以及导致这种现象的文化原因。 

2. 多元系统理论 

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到社会符号现象并不是单一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多个不同

的子系统组合而成的一个大的多元系统，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学、社会意识形态等。在这个统一的

多元系统中，不同的子系统相互碰撞，同时它们又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依存，共同运作[3]。然而，在这个

统一的多元系统内部，不同的子系统处于不同的地位，一些子系统位于中心地带，而有一些则位于边缘

地带。与此同时，这些子系统的地位并不是一直稳定的，内部竞争可以使原处于中心的子系统趋于边缘，

也可以使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子系统占据中心地位。 
在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融合于多种文学体系中的子系统。为此，他总结了三种

可能导致翻译文学处于主导地位的条件：第一，当多元系统处于萌芽状态时；第二，当翻译文学与其他

相互联系的文学体系处于“外围”时；第三，当文学处于拐点、衰落或文学空白时。在这三个条件中，

他认为翻译文学只要满足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就能在多元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1]。 

3. 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前后地位的转变 

根据佐哈尔的观点，在一个完整的多元系统中，不同子系统的位置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运动的。

这些子系统的内部斗争可能会把处于中心的子系统推向边缘，也可能会使处于边缘位置的子系统逐渐占

据中心地位[3]。翻译文学作为文化多元系统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可能处于中间地位，也可能走向边缘

位置。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间位置，说明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如果翻译文学居

于边缘地位，则说明翻译文学对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太大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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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五四运动前翻译文学的地位 

自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来，中国处于闭塞的状态中，缺乏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思想保守。长期

的封建思想以及“天朝大国”的居高心态，使得当时的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与优越感[1]。
当时传统文学居于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即使引进翻译文学，国人也是抱着优越的心态去翻译外国文学

作品，对国外文学作品存在偏见，否定外国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即使译者将国外文学作品译成汉语，

译者也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将目标语的风格模式强加到源语言中，适应目标语的文学风格，以

使译文更能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严复和林纾的翻译文学作品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在这一时期中，

中国的文化地位在世界文化中较为落后，翻译文学在这一时期中处于边缘位置。 

3.2. 五四运动后翻译文学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众多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翻译的体裁、风格、形式等更加多样，翻译范

围更广，由主要对科技作品的翻译扩散到以人文社科翻译为主，从一开始局限于小说的翻译扩展到了诗

歌、戏剧和文艺理论等的翻译[5]。与此同时，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方面，不同的文学团体相互交流，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翻译的带头人也掀起了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高潮，

他们亲自翻译并大力倡导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最明显的特点是译者同时也是著名

作家，如：胡适、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同时，一些刊物如《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也竞相译

介外国文学翻译作品[4]，翻译热潮高涨，翻译文学渐渐走向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4.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文化原因 

4.1. 历史政治背景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甲午战

争的失败，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使我国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之后，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但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战胜国的待遇，这一系列政治原因是五四爱国

运动爆发的导火线[6]。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索救国救民的办法。在一

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政治制度到思想文化的过程。但一次次维新、变法、改良的失败让国人认识到依靠清政府进行政治改革

是行不通的，当务之急是启迪民智、解放思想。 
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当旧有的文学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其他外来模式就会乘势而

上，逐步占据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五四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被挑战，不能满足启迪民智的需要，

而新的文化模式还未形成，客观上导致了中国文学亟需新的文学模式，而翻译文学作为联系中外最直接、

最广泛的窗口，正能够帮助这样的构建并大有可为[2]。因此，社会上开始涌现翻译文学作品的浪潮，翻

译活动达到顶峰，其所承载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在意识形态、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现代化。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动了翻译文学逐渐从边缘跃居中心位置，顺应时代的发展。 

4.2. 语言发展的需要 

在 20 世纪 20 年代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打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以及倡导新的文学风格，以此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先进知识学者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启蒙运动的风潮，提倡白

话文、反对文言文是其中重要的口号之一。作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新青年》主张建立通俗化

的社会文学，号召要以文学语言代替白话文，强调体裁要为文学服务。胡适、鲁迅、周作人等这些新文

学的先驱者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仔细体会原作的语言内涵，摸索翻译文学的白话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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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方式，在他们的努力下白话语体诞生[1] [4]。自此，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体得以逐渐被摒弃，取而代之的

是通俗明了的白话文体，成为翻译文学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得以被更好

的译介入中国，促进了第三次的翻译高潮。 
与此同时，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大力倡导白话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旧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也慢

慢被打破，外国小说细致生动的心理描写、人称视角转换、景物描写、倒叙等写作技巧也通过译作被引

入。因为见识了外国小说中新颖的题材，爱情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悬疑恐怖小说等，很多作家

也开始尝试模仿写新的内容，鲁迅的新文学奠基之作《狂人日记》就是受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5]。在

白话文运动的倡导下，我国引入了大量的外来词汇以及语言表达方式，打破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话语形式，

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词语库，并在大量作家的推广下，极大地推动了翻译文学更广度更深度的发展以及现

代语言的进程。语言发展的需要，也是促使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 

4.3. 文化传播载体的发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由于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文学传播载体得到迅猛发展，主要反映在报刊、

杂志数量的大幅增加。这一时期的报刊，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范围上以及种类上较之以前都有很大

提升，为之后翻译文学的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报刊是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及媒介工具，是解放

国民思想、促进社会进步的坚强堡垒，是当时广大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杂志报刊

数量的逐渐增加，反映出当时的文学界不仅重视引进某类文学作品，还全面引进外国文学作品，汲取外

国文学作品的精华，这大大推动了翻译文学走向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社团大幅增加，为学者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良好平

台，不仅增强了学者对提高翻译作品质量的信心，也促进了之后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的形成[1]。翻译活

动在全社会形成高潮，促进了全社会的思想启蒙。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传播载体的发展帮助提升了翻译

文学的地位。 

4.4. 译者的主体性因素 

五四运动期间，翻译活动达到高潮，译者的积极性也大大增加，积极投入到参与文学作品译介的活

动中。此时译者作为翻译活动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重要主体因素，也是促进

翻译文学走向文化多元系统中心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原因。 

4.4.1. 译者素养和译作质量的提高 
五四时期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这一时期，许多翻译家同时也是作家，因此译者的知识储备丰富，

职业化水平高，有利于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这些译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能够

更好地理解旧的文学体系所缺失的东西和哪些文学作品应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1]，这对文学译作的质量

有了更进一步的保证。另一个特点是，许多译者都有国外学习的背景。他们都至少精通一门外国语言，

如鲁迅、胡适、郭沫若、梁实秋、周作人等。译者的这些留学经历使得他们不仅精通外语[1]，对外国文

学作品有一定的把握，益于选择优秀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同时也能够学习到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的翻译思

想文化，提高自己的文学知识储备，间接推动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些符合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高

质量译作经译者产出之后，自然而然的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间接上也增强了译者的文学创作信心，

更有干劲的继续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因此，它也是推动翻译文学向文化多元系统中心位置发展的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4.4.2. 翻译价值认识的转变 
与晚清时期相比较，五四时期的文人学者对翻译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了翻译对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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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更清楚的认识到了翻译对社会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及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

促进作用。在当时众多译者的心里，翻译已经和创作同等重要，同时，他们对文学的看法也有了明显的

转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文学本身的价值，他们认为文学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

而在这社会亟需改变，国难当头之时，翻译文学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逐渐展现出来[1]。文人学者充分

认识到了翻译文学对促进社会转变的巨大力量，这种翻译价值观念的变化，使译者加快了优秀文学作品

的翻译过程。 

4.4.3. 翻译目的性的转变 
从晚清到五四运动时期之前，当时我国的西学翻译主要是为了汲取西方国家的一些进步思想。而在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有了更清晰明确的目标，即摒弃旧文学，推动新的文学模式的产生。五四新文化运

动“提倡新文学、改造旧文学”的口号正体现了这一目标。文学不仅具有认识与审美功能，而且具有教

育功能，文学的一大意义就在于通过对现实的反映，激发民众对社会的思考。通过翻译文学这一媒介，

以“民主”“科学”“自由”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得以传播到中国，促进了民众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现

代化。与晚清译者的主观盲目性相比，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上，五四时期的译者有了更多的自觉性。

这种自觉性促使译者积极创作，生产出高质量译作，全社会掀起了翻译活动的浪潮。因此，这种翻译目

的性的转变，也是推动翻译文学向文化多元系统中心位置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5. 结语 

通过对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介绍，以及将翻译与当时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相结合，我们对翻

译文学地位转变的文化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五四运动期间，翻译活动达到高潮，促进翻译文学作为

中国文化多元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逐渐摆脱

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旧文学被摒弃，国人思想水平得以提高，心理世界也得到升华。更为重要的是，

大大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中国翻译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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