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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

族文学交流融汇，共同构建了中华瑰丽多彩的文学画廊。新中国

成立 60 年来，各民族创作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以昂扬的民族

精神，独特的民族生活，为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

繁荣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学创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

现阶段，如何将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及时翻译

介绍给全国的各族广大读者以至世界各国的读者，如何将汉语文

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各兄弟民族，关系到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少

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是沟通各族人民思想感情的重要桥梁与纽

带，如何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翻译事业，记者日前就这一问

题采访了几位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翻译家。

中国作协高度重视

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

新中国成立 60 年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中

国作协始终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举

措，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翻译、评论、研究和教学的

扶持力度。据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尹汉胤介绍，在中国作协的



大力扶植下，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都

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作品。继 2007

年在鲁迅文学院举办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后，2008

年，鲁迅文学院又专门举办了中青年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班，来

自全国 12 个民族的 47 位翻译家齐聚鲁院，通过系统学习、专家

讲座等形式，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增加了后备力量。

2009 年新中国成立 60 年之际，在鲁迅文学院又举办了囊括我国

55 个民族作家的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这是新中国文学史上

从未有过的事情。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在开学典礼上

作了《加强民族团结，共谱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的盛世华章》

的报告，期望少数民族作家深入挖掘、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

与特色，同时学习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要不断提高创作

能力、艺术修养和文学素养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进步而多

出精品力作。在大力推介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方面，2008

年，中国作家协会翻译编辑出版了 6卷本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

文学翻译作品选》，收入作品均选自近 5年来各民族省区少数民

族母语刊物上发表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柯

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民族的母语翻译作品。为迎接新中

国成立 60 周年，中国作家协会特编辑出版了 20 卷本的《新中国

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部囊括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集。全书包括中篇小说

卷、短篇小说卷、诗歌卷、报告文学卷、散文卷、理论卷，共计



800 多万字。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的总体成就。同时为鲁迅文学院第 12 期 55 位少数民族作

家编辑出版了《相聚在鲁院》的学员作品集。中国作协所属报刊、

出版社进一步加强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的发表出版工作，近

年来的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作品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

母语作品和翻译作品。《民族文学》于 2009 年创办了蒙古、藏、

维吾尔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为少数民族文学母语作品的发表增

加了新的园地，《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专门设专栏介

绍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翻译家栏目，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

栏》，加大了刊发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作品的力度。这

些举措为发现、培养少数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2010 年 3 月，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在

《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要特别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扶持力

度。中国作协根据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文化建设的需要和少数

民族作家的愿望，增办《民族文学》杂志的藏文版、蒙古文版、

维吾尔文版；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和编辑人才的培养，推

动各民族间的文学作品译介，推动文学作品的汉文与少数民族文

字互译工作，以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组织人口较少

民族作家前往东南沿海地区采风，为他们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

这不仅使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而且使

他们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2010 年，中国作协将继续实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工

程”。在连续两年编辑出版了两套作品集的基础上，今年将对我

国有关省区的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调研，以

掌握各地母语作家、作品、翻译、刊物的状况，进一步完善各地

作协的翻译组织机构，作品推荐程序，翻译作品的保障机制等工

作。以使“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工程”更加有序健康地发展，

将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母语精品力作，通过高质量的翻译，呈现

给广大读者。

忠实原著与翻译的“陌生化”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目

前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

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

成；一些人口较少民族不仅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

而且开始形成自己的作家群。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

壮、彝、柯尔克孜、傣、哈尼、景颇、锡伯等民族的母语创作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

多年从事翻译工作的蒙古族翻译家哈森，谈起对当下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繁荣发展时倍感欣慰。在谈到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母

语作品的翻译质量时她说，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现

了主题不断深化，题材日益多样的良好态势，在唱响时代主旋律



的同时，创作主题更加深刻、内涵更加丰富，涌现出了一大批优

秀作品。就翻译而言，仅仅翻译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原其

文学色彩，语言环境。文学翻译，是基于原著的二度创作。翻译

作品前，译者一定要在尊重原著风格、语境、内容、结构的前提

下，仔细斟酌怎样以最贴切、准确的语言文字，传达出作品的思

想内涵，语言风格。要在忠实原著、表达原著的基础上，恰如其

分地发挥自己的翻译技巧，尽量避免编译，虽然编译可以使译文

更像原创文章，没有翻译的痕迹。但是，像这样编译出来的作品，

很容易失去原文的语境特色和语言风格，既无益于读者认识原著

描述的特定环境，更无益于读者了解原作者的创作手法。就我个

人的翻译经验而言，翻译家不要追求“编译”，翻译的“陌生化”

是可以提倡的。因为“陌生化”的语言形态，对于读者的审美能

起到在黑夜里打开一扇窗户的功效，凭窗而望，你会看惊喜地看

到夜空中的流萤、飞逝的流星，嗅到异域的清醇草香。那种阅读

带给你的愉悦与新鲜感，会使读者眼前一亮，这有益于不同文化

间的交流和彼此发现认同。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

我始终坚守这样的文学翻译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民译汉”

的翻译中，将少数民族作家真实的创作心态、情感、风格、语言、

心理，以及作品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情准确地介绍给汉语读者；

同样的在“汉译民”时，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将汉族以及其他兄

弟民族的文学作品原原本本地介绍给少数民语读者。通过互相翻

译，让不同文化地域的人们彼此心灵接近，增强了解，文化交融，



促进各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少数

民族文学翻译质量是文学的需要，民族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更

是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

把文字翻译提升到

文学翻译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出版、评论、研究、教学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序的规

模体系。就如何更好地提升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质量问题，藏

族翻译家降边嘉措认为，当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把文学作品的翻译等同于一般读物和文章的翻

译，采取“直译”和“硬译”的倾向比较严重，译文生硬、粗糙，

缺乏文学性。主要的原因是译者没有充分认识文学翻译的特殊

性，没有把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升到文学翻译，或者说艺术翻译的

高度。原因是少数民族语种的翻译人才缺乏，从事文学作品翻译

的人更加稀缺，由于社会对民族文学翻译的不重视，原本固守翻

译阵地的一些翻译家，由于种种因素转行为创作、研究、教学、

或其他领域。搞创作可以当作家，搞研究可以评研究员，搞教学

可以当教授。可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在社会上就没有那么响亮，在

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工资调级、住房调配等方面处于劣势。在

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我们的翻译家要保持一种平常隐忍的心态，要

耐住寂寞，守住清贫，坚守自己的职责，以自己对民族文学的责



任感，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那些积极、美好的民族情感，伟大

的民族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民族传统美德翻译介绍给兄弟民

族，让广大读者认识和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

放、充满活力、民族团结、和谐进步的多民族统一的共和国形象。

在谈到如何改变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翻译中出现“直译”和

“硬译”的问题时，降边嘉措说，从事翻译，至少必须熟练地掌

握两种文字，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最好能懂第三种文字作为参照

系。我国一些著名的前辈翻译家都能精通三四种乃至更多的语

言，因此他们翻译起来，就能全局在胸，笔下有神，从容不迫，

游刃有余，从而使翻译作品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从事少数

民族文学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语言文字要求更高。相比之下，

搞创作、研究、教学等等，懂一种语言文字就可以了。能从事翻

译的人，可以从事创作、研究、教学，也可以从事其他行业；而

搞创作、研究，教学的人，就不一定能搞翻译。这说明，要做好

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

动，需要进行艺术再创作，并不是懂得两种文字就能够进行翻译。

懂得两种文字，是起码的要求。除此而外，还要有较高的文学素

养，要懂得其他方面的知识。一些优秀的文学翻译家，本身就是

优秀的作家、诗人。在当前，要提高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水

平，关键是要把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提高到与文学创作同

等重要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北京市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蒙

古族作家郭雪波认为，鼓励各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是增强党的民



族政策和国家统一稳定凝聚力的重要体现，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

对母语创作的推动作用是十分积极的。

翻译家的责任

与翻译园地的建设

何为翻译？维吾尔族翻译家伊明·阿布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忠实传达。它背负的是从

输入语言再到输出语言，甚至更多语言文字承载的文化信息的融

会贯通重任。翻译要做到准确完整地表达原作的内容，译者在精

通两种语言的基础上，还应当掌握不同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

异 ，这就要求译者在精通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还要有强烈的责

任意识，在对自己负责的同时，还要有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

近年来，随着翻译作品数量的逐年增加，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开始

显现，翻译作品中充斥着作品欠佳、译文欠佳的问题。个别译作

更存在着语言晦涩难懂，用词不雅不当，错别字比例偏高，人名

地名张冠李戴前后不一，语句随意增减拼凑，专有名词随意杜撰

重译，译文经不起与原文对照阅读等严重问题。个别译者综合业

务素质不高，译文水平偏低，有些译作的原文就属平庸之作，加

之译文存在问题，给读者的阅读印象较差。这些问题应该及早引

起我们的重视，否则对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的健康发展会产生不利

的影响。伊明·阿布拉建议，扩大发表文学翻译作品的园地，使

更多的少数民族母语翻译作品有发表出版的机会。



言及加强翻译园地建设，延边作家协会副主席、朝鲜语翻译

家陈雪鸿也深有同感，他认为，我国的朝鲜族作家百分之九十五

以上用母语进行文学创作，由于发表译作的园地数量少，很难与

全国其他民族的作家和读者进行交流。这是朝鲜族文学与主流文

学拉开距离的因素之一。尽管延边作家协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

文学翻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开展至今。然而，基于园地有限的困

扰，至今朝鲜族文学在全国文坛上依然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在

陈雪鸿看来，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强，一是发表翻译作品的

报刊杂志太少，作品翻译完，当然需要有地方发表推介，尤其像

朝鲜族文学，更需要通过大量翻译作品见诸于全国的报刊杂志，

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和研究朝鲜族文学，进而使朝鲜族文学在全国

文坛上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二是园地还要承担扶持、培养、发

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任。就其少数民族文学翻译而言，需要

更多的实际关爱和政策倾斜。在各级各类的文学评奖、文学培训、

文学交流、经费安排上，都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给予大力扶

持。

蒙古族翻译家查干夫则建议，在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

队伍建设过程中，应树立学术带头人，开展学术交流，鼓励表彰

先进。他认为，随着老一代翻译家年事已高，相继离世，少数民

族文学翻译界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目前不少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的人，功底不扎实，知识不全面，造诣不深，有待提高素质。特

别是真正有学问、有威望、有权威、被公认为学术 “大家”的



寥寥无几。应当树立文学翻译方面的学术带头人，由他们来带领、

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使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步入

快速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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