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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是近年来翻译学的前沿话题,其中翻译与传播的效果、功能、影响与机制等问题值得关注。

本文立足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理论和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的范式,尝试从多元视角考察译介模式和接受

情况,探寻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译介传播历程、现状、特征、效能与机制等核心议题。 总结分析在韩译介传播的经验与

教训,提出从国家层面统筹和重构对韩译介与传播机制等相关对策,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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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必经之路,它既是传播好中国

声音的一根主线,又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语语境中的译介与

传播效果如何? 如何统筹和重构对韩译介与传播机制? 客观而论,中韩两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现当

代文学的译介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和专门研究,但主要聚焦在某一时间区间或者某一文学体

裁的译介、接受与传播研究、译本研究、译者的主体性、翻译策略等研究领域,以及中国作家在韩语

世界中的形象研究等个案探讨。 具体而言,第一,以某一时间区间为线索,从宏观的视角来探讨中

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传播、接受与影响等,比如金惠俊(2001)分别从理论著作、小说、散文、
诗歌与剧本方面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中国文学在韩国的译介情况进行了综合述评。 李嘉英

(2012)全面梳理了 2001—2009 年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研究的情况。 孙志峰(2015)以出

版年鉴中提供的韩国翻译出版数据为基础,主要分析 2011—2013 年中韩文学翻译的现状及展望。
庄源和吴钵(2022)对 2016—2020 年期间中国文学作品进行了统计分析。 第二,从微观角度出发对

以某一类文学体裁为线索展开的研究,如王艳丽(2016)考察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在韩国的整体译介

情况,吴彩霞和孟伟根(2021)探讨了中国戏剧在朝鲜、韩国的译介与研究的情况。 第三,针对一些

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译介的研究,如鲁迅、林语堂、莫言、余华等(江志全,2017;李慧兰,2013;张乃

禹,2019)。 也有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韩译本展开的翻译学研究(金娥兰,2013;李莹,202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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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针对知名翻译家如金光洲、丁来东等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活动的研究(金哲,2020;彭睿玢,2021)。

综合来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译介与传播研究不仅范围广泛,且呈现出多元化发展递增趋势。

但是很多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和解决,例如,基于整体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出版情

况如何? 接受情况和传播效果如何? 呈现出怎样的译介与传播规律和模式? 如何提升外译策略与

传播机制的融合? 上述问题在先行研究中虽都有所涉及,但是都没有从整体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韩国的出版、译介、传播与接受、影响与机制等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 本文将焦点锁定在中国现

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上,对 1920—2022 年期间在韩国出版发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

行统计,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深入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1　 研究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韩国 riss、naver、Yes24 等网站、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

索引”数据库和《韩国出版年鉴》,经过人工查阅和筛选,获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的出版目录。

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分类对比,得到初步数据。 对于不确定的信息,安排课题组成员亲赴韩国各大图

书馆借阅相关书籍进行求证,以确保数据较为全面准确。

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效能及机制研究等问题,本文主要利用中韩权威学术及

图书网站收集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作在韩国排名、评论等信息,统计图书关注度及销售量并总结特征等。

同时从相关联的著作、文集、研究论文以及译作的评论、序言、注释等副文本信息中分类总结译介及研

究情况,再借助 CiteSpace 等软件来统计分析,并生成科学知识图谱和图表,以呈现研究热点的动态演

化过程,且能直观地反映出主题研究的规模、广度和深度等。 在图表的解读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探析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译介与传播的真实面貌、传播效能以及影响与机制等核心议题。

2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情况

2. 1 翻译出版量及年度分布

一般来说,出版数量能够直观地呈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情况。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图 1 显示的是 1920—2022 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翻译出版的动态演化历程。 由图可知,中国现当

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始于 1920 年,20 世纪 20 年代,当时韩国最为重要的中国文学译介者梁白华最先

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动向介绍到韩国,他在《开辟》上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的文

章,1929 年,她又翻译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金惠俊,2001)。 另外柳基石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

记》、丁来东翻译了《伤逝》《孔乙己》《故乡》等,在李光洙、梁柱东等这些作家和翻译家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译介正式进入起步阶段(1920—1949)。 从出版量的曲线变

化可看出:20 世纪 20 年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和传播的萌芽期。 后来由于受到“九·一

八”事变和中日战争等影响,评介活动呈下降趋势,40 年代颇为曲折,译介活动大致经历了低迷、复苏

和发展三个阶段。 “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意识,两国关系进入了空白期,两国间

的文学交流也遭遇了较大阻碍” (张敏,2022:61),译介及研究活动也基本进入了停滞阶段(1950—

1979),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全面低迷的状态开始逐渐改变,整个译介阶段又呈现出过于偏重某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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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情况,比如鲁迅、林语堂、胡适等人的作品在韩国得到了较好的译介和传播。 1980—2000 年译介

与传播趋于稳步增长态势,尤其是 1992 年中韩建交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不仅在数量而

且在质量上都得到显著提升,且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2000 年以后开始迅速发展,特别是在 2008 年因

北京奥运会等综合原因达到了一个高峰,尽管之后因韩国经济危机而稍微有些回落现象(王艳丽,
2016),但从整体看,仍在继续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及其相关

领域的研究热情持续升温,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保持着迅速增长态势的同时,涉及的范围更

广、内容更丰富、质量更好,译介进入了全面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图 1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出版量年度分布图

2. 2 译介的选本类型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经多次低谷和热潮,随着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及国际政

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两国间的文学关系也受到了制约。 通过对在韩国出版的中国文学目录的分类统

计,根据年度数量的多少和在韩国译介作品中所占比例绘制了 1920 年至 2022 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在韩国译介类别统计表,如图 2 所示。 被译介到韩国的作品类型琳琅满目,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
传记、随笔等。 其中小说的译介量占比最高,形成这种占比偏重的现象不仅是因为与其他文学类型相

比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颇受译者和读者青睐,而且销售及利润都相当可观。 其次散文、诗歌、儿童文

学也颇具规模,而剧本、传记、绘画等其他类型体裁有限,译介量也不占优势。
通过图 3 的信息可知,在韩国各文学类型中小说的译介题材主要可分为言情类、悬疑类、历史权谋

类、志怪类、科幻类、武侠类、社会类、小说集、儿童小说类等。 而散文的译介作品的题材偏重情感类和

励志类,主要以爱情、亲情、友情为主线,阐发人生哲理和人间冷暖(庄源
 

等,2022:170)。 诗歌译介的

聚焦对象主要是知名诗人及获奖诗人和诗派的作品,如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
《拜献》等;朦胧派代表诗人舒婷的《致橡树》;自由体新诗的代表诗人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野火》《透明的夜》;九叶诗人辛笛的《辛笛诗选》和穆旦的《穆旦诗》;现代诗人卞之琳的《断章》等。
剧本的译介种类主要以话剧为主,其中曹禺的《雷雨》因其影响范围最为广泛,曾受韩国观众一致好

评,所以金钟铉译本(韩国中央译报社,1989)等多个韩文版本也陆续被推出。 其他方面的译介则主要

包括绘画类、人物传记类、哲学类、漫画类等多种类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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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类别统计图表

图 3　 在韩国各文学类型译介类别统计

2. 3 译介原著者分析

受韩国译者青睐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统计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韩国翻译家的选材倾向、影响

力高低以及对该作家的认可度。 图 4 共显示了 10 个较大模块,译介作品数量和综合影响力排名前 10
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依次是鲁迅、林语堂、琼瑶、莫言、金庸、余华、阎连科、巴金、郭沫若、苏童。 通过对相

关文献和出版目录进一步整理统计,综合考虑译介数量、韩国翻译家和读者的喜爱度,排名相对较低的

依次为茅盾、老舍、曹文轩、曹禺、郑渊洁、胡适、戴厚英、张爱玲、梁羽生、三毛、常新港、北岛、舒婷、艾
青、朱湘、冰心、顾城、余秋雨、郭敬明、臧克家等。 另外,以最小的圆点模型呈现的是其译介数量最少且

被翻译作品低于五部的作者,比如有傅雷、高行健、田汉、夏衍等 400 余人。
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作品和研究论著在韩国的译介经久不衰,尤其是其小说在韩

国现当代小说翻译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彷徨》《呐喊》《故事新编》等作品被多次翻译出版。 事实上,
其散文的韩译也比较突出,最早的散文集翻译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到了 90 年代以后呈现爆发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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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直到 2001 年《坟》的翻译完成,标志着鲁迅的主要散文作品基本都在韩国翻译出版了(张敏,2022)。
除此之外,李旭渊编译的《朝花夕拾》、俞炳台翻译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花边文学》的译本,以及申荣

福和刘世钟共译的鲁迅传记的第一本韩译本《鲁迅传》都具有极大的开拓意义。 特别是 2010—2015 年

间在韩国陆续出版的《鲁迅全集》20 卷本涵盖了鲁迅小说、散文、杂文、书信、日记等全部作品。 由此可

见,鲁迅作品译介由小说扩展到散文诗及散文,再扩展到杂文和书信,译介数量多且种类丰富多样。
另外,林语堂也是在韩国译介最多的现代作家之一。 对于他的译介,大致经历了 20 世纪 40 年代

的起步期、50 年代的停滞期和 60 至 80 年代的稳步发展期,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发展期。 译介作

品也由最初的小说扩展到散文、戏剧等类型,但是散文译介比重最大,特别是在 20 世纪已出版的近 150
本散文集中,林语堂的散文就占了一半,且以《生活的艺术》命名的散文就达 20 余本(金惠俊,2001:
148)。 此外,还有随笔作品《林语堂随笔集》等以及小说《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等,其戏曲作品《孔
子与卫侯夫人》以及演讲文、纪行文、传记等多种类型作品也都被翻译到韩国。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

当代作品群体中,还有琼瑶、余华、金庸、莫言的小说译作也都深受韩国译者和读者喜爱。 对于散文著

作的翻译,韩国译者比较青睐的是巴金、茅盾、季羡林、傅雷、史铁生、余秋雨、余华、周国平、贾平凹等

人,另外郭沫若的自传三部曲《少年时代》《学生时代》《革命春秋》、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朱自清的

《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类作品均得到了广泛的译介和推广。 在诗歌翻译方面,韩国译者比较倾向

的作家主要有郭沫若、艾青、舒婷、北岛等人。 在戏剧翻译方面,1946 年作为中国戏剧译介与传播的先

驱者金光洲翻译的曹禺的《雷雨》在韩国影响比较大。 另外还有郭沫若的《王昭君》、田汉的《田汉戏剧

选》、夏衍的《夏衍戏剧选》等知名剧作也得到了集中翻译与推广。 在儿童文学韩译方面,深受韩国译

者和读者喜欢的作家主要是郑渊洁和曹文轩,其次是常新港、张天翼、严文井等人的作品。 自 2010 年

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跨入了高峰期。

图 4　 在韩国受韩国译者青睐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统计图

2. 4 译者分析

图 5 能够清晰地展示出各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韩国主力译介者信息。 值得重点说明的是

1920—1930 年代先后涌现的译介者如梁白华、李光洙、梁柱东、朴钟和、梁建植、丁来东等人中,梁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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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中国文化关注最多、投入精力最大、翻译作品最多且最为重要的译介者(李晓虹
 

等,2020)。 同样

为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丁来东,他通过作家介绍与作品选择相结合的方式发表

的《朱湘与中国诗坛》,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歌韩译的先河。 作为译者、研究者与创作者身份的他,其翻

译作品涉及的体裁广泛,与同时期其他译作相比,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彭睿玢,2021)。 此外,丁
来东还以批评家的身份同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柳基石、金光洲、金台俊、李陆史等人一道共同

掀开了对鲁迅文学、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等的译介与批评的热潮。 另外,当代韩国著名的曹禺剧作翻

译家韩相德在戏剧译介方面的成就是不容小觑的。 他于 1996 年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戏

剧史专著《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译介到韩国(陈白尘
 

等,1996)。
综合来看,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到韩国的众多译者中,有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如全秀

贞等,也有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或研究员如李家源、朴宰雨等,还有业余译者如杨泰恩等,以及著

名小说家如李文烈、郑飞石等。 译者迥异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

国的译介与传播。

图 5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韩国译介者统计图表

2. 5 研究热点分析

本部分将主要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和时间轴图谱来呈现可视化的前沿动态和国内外研

究趋势走向,进而考察普通读者的关注度和兴趣点,同时检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传播力和影响力。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 1920—2022 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的最新

动态和研究热点。 首先数据来源选择中国知网,之后搜索的主题词为:
 

“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中国

当代文学在韩国”“中国文学译介”和“中国文学传播”,经过重复检索、人工阅读、筛选和整理,将
 

282
篇文献作为基础的研究对象,再绘制关键词的共现网络知识图谱,通过计算,共出现了

 

330
 

个关键词节

点。 再重新设置 Pruning
 

参数,同时将 Threshold
 

值设为 3,经反复裁减后形成如图 6 所示的知识图谱。
同时,表 1 总结了相关研究中出现频次在三次及以上的高频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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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国内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表 1　 高频关键词表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54 0. 50 译介

41 0. 41 中国文学

24 0. 22 文学译介

14 0. 04 传播

12 0. 01 接受

11 0. 13 文学翻译

9 0. 10 翻译

7 0. 05 对外译介

7 0. 08 莫言

6 0. 08 文学传播

5 0. 00 出版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4 0. 02 文化传播

3 0. 00 传播路径

3 0. 01 周作人

3 0. 00 国际传播

3 0. 01 对外传播

3 0. 02 当代文学

3 0. 02 影响

3 0. 01 文学作品

3 0. 04 汉学家

3 0. 01 译介效果

3 0. 03 韩国

　 　 综合图
 

6
 

和表
 

1
 

的信息可知,迄今为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中的高频关键

词包括译介、中国文学、文学译介、翻译、传播、接受、文学传播、对外译介、莫言等。 由表 1
 

信息可知,中
介中心性大于

 

0. 1
 

的节点,即关键节点从大到小依次为译介、中国文学、文学译介、翻译。 这些高频关

键词的核心地位、研究热度与节点圆圈面积大小成正比,这也就说明它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与传

播研究中占据的地位。 总体而言,图 6 从微观层面分析出的“译介”和“中国文学”无疑是出现最多的

关键词,且呈动态增长趋势,也可从侧面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中热度最高。
通过对 1920—2022 年国内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的关键词展开系统分析,利用

 

CiteSpace
 

的关键词共现强度功能及中介中心性特点来反映各个研究热点间的突变和转化,同时从共

时维度来揭示并帮助我们全面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译介与传播研究的热点内容和核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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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国内研究的关键词时间轴视图知识图谱

通过时间轴视图知识图谱分析,如图 7 所示,则可从历时的维度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译介

与传播研究相关领域的知识演进和研究热点的趋势。 在时间轴视图中,中国文学(#0)、译介(#1)、文
学传播(#4)三个聚类在 2005 年前后,文献数量明显增多,达到了一定峰值,且近 15 年的跨度中文献数

量较多,说明该研究领域一直属于研究热点主题。 而文学译介(#3)、海外传播(#7)、文学翻译(#2)三
个聚类在 2010 年前后,文献数量开始增多,分别在 2009 年、2010 年、2013 年左右达到高峰。 其中文学

翻译(#2)和文学传播(#4)在 2020 年左右,文献数据减少,说明对该相关研究领域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相比之下,莫言(#6)在时间跨度中文献数量不多,在 2012 年左右达到峰值,在 2019 年前后文献数量骤

减,表明对于其作品的关注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图 8　 国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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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同样的计量分析法,我们以 wos 数据为中心,如图 8 显示,迄今为止,国外研究的热点主要聚

焦在中国文学、中国小说、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再通过人工筛选国外文献可知,小说的研究仍占

有绝对优势,对作家的关注与研究由以鲁迅、林语堂为中心逐渐扩大到余华、莫言、曹文轩等作家。

综合中韩两国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相关研究热点与现状来看,上述分析也

从侧面折射出韩国读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既有态度。 随着这种研究与阅读潮流的反推,被译介到

韩国的作品也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进而对传播及推广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到积极作用。

3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经历了萌芽期、停滞期、发展期、黄金期四个阶段,那么整体的译介

模式和传播策略有何规律和特征? 传播效果如何?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家

战略下,如何重构对韩译介与传播机制? 本部分主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通过抽样调查与统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流作家及边缘作家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情况,可以看出前者

呈全面且连贯性的译介模式,而后者则因受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影响而呈现出阶段性、零散

化的译介模式。 以鲁迅为例,其小说“包括《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在内的 33 篇小说一直被反复翻

译,至今发行版本已超过 60 种”(张敏,2022:25)。 此外还有散文诗及散文、书信和杂文等在韩国出版

的作品几乎囊括了鲁迅的整个文学世界。 从接受层和影响层来看,不仅有李陆史、丁来东、李光洙、韩

雪野、李泳禧等作家、知识分子以及研究者,还有金九经、申颜俊等留学生和新闻界人士,都深受鲁迅影

响。 值得注意的是,余华曾在韩国掀起了“余华热”,其《活着》《兄弟》等小说、散文等作品被译介到韩

国并得到了积极传播,尤其是他的《人生》《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一直受到韩国读者的欢迎。 近 20

年来,余华的小说成为热销书,在韩国国内的中国小说排名中占据首位(王乐,2022)。 同样具有很大影

响力的还有曹文轩、网络作家猫腻等人,尤其后者的《庆余年》因具有独特的代入点和创新火爆韩国,

加之译者在翻译时采用本土化的翻译策略来减少文化差异,其传播力、影响力更是得到充分的认可。

然而也有的译介作品因传播渠道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传播效果,如赵乾乾的《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在网站的评分有高有低,分差较大,其改编剧的影响力及传播效果远大于以纸质版和电子图书为主的

传播模式。 如果考察《步步惊心》《琅琊榜》等中国网络文学及其 IP 改编,综合考察出版社的营销方

式、销售情况以及读者评价等,可清晰地看到网络文学在“后疫情时代”以及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大背景

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否成功在韩国得到推广及认可,不仅取决于读者的兴趣和出版社等权威机构的

宣传力度及合理的营销策略,还要受跨文化语境中文化适应度和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影响。 当然,“翻

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其传播效果是检验翻译成败与否的重要标准”(张茜,2021:105)。 在当前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为扭转当前传播规模与效果失衡等问题,需要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传播机制建设,从

而持续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如图 9 所示,需要以“走出去、请进来”为中心,采用双向交流

模式,构建创作、翻译、出版、传播等各领域的联动机制,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传播新格局。 具体而

言,在创作翻译阶段,以市场需求和目标受众群体期待视野为导向,从文化共情、共融、共创层面出发,创

作和选择符合目标文化市场需求和受众期待的文学文本,采取“读者中心”“市场导向”等多元化的创作与

翻译策略。 而在出版与传播阶段,则要把握好内宣与外宣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制定并落实出版、流通、传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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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与推广等各个环节,多措并举实行海外本土化营销策略,同时采取数字化衍生品、IP 改编剧、社交平台

等新媒体传播路径,立体全面地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搜集并分析海外主流媒体、
权威网站、主流报刊以及大众评论等反馈信息,及时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并
联合相关部门,迅速调整传播方式和策略,以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图 9　 传播机制流程图表

4　 结语

本研究梳理了 1920—2022 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总体情况,绘制了相关领

域的知识图谱以及统计图表,多角度地呈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现状、接受情况以

及传播特征等重要议题。 由于受到文化语境、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现当代

文学在韩国的译介模式呈现出周期性、连贯性、阶段性、零散性等多重特征。 因此,建立健全相关的

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机制,积极探索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理论建构,大力推动相关部门的跨领域联

动,积极施行海外本土化营销策略,高度重视目标受众的信息反馈,适时调整国际传播方式和方法,
方能实质性地推动中国文学既“走出去”,又“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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