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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文学在 日本的接受与传播
——兼论其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

林敏浩

内容提要 追溯探讨莫言 的 获奖历 程 ， 可发现 日 本 文化界所发挥 的 重 要推 动作用 。 本

文将莫言文 学 在 日 本 近 ３０ 年 的 接 受 与 传 播 历 史过程 分 为 四 个 主 要 阶段 总 结 概 括 ：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０ 年前 后 为 莫 言 作 品 在 日 本被译 介 的 第
一

阶段 ， 奠定 坚 实 的 发展 基 础
；

１９９ １

一

１９９９ 年迎来文化界热 烈评论的 第 二 阶段 ，
论述 多 集 中于

“

中 国魔 幻现实主义
”

；

１９９９
一

２０ １ １ 年 ， 莫言 多 次赴 日 并 与 大 江 健三 郎 等文 化界人 士进行交流 ，
日 本媒体对此

频 繁报道 ；
２０ １２ 年其获诺贝 尔奖后 至今为 第 四 阶段 ， 莫言 受 到更 多 曰 本社会 民 众 的 关

注 。 日 本 的 中 国研 究者 的译介各具特色 、 各有千秋 。 本研 究分析 归 纳 日 本所有莫言相

关 资料 ， 着 重考察莫 言获诺奖前 日 本文 化界对其文 学 接受 、 评价 的 变迁 过程 ， 拟进一

步 阐释 中 国 文学 走 向世界过程 中翻译 、 研究 与 传播之关系 。

迄今为止 ， 莫言作品在全世界已有近 ４０ 种语获奖后的有 ２３ 篇
？

。 《读卖新闻》 、 《朝 日新闻 》 、

言的译本印行
？

。 在 日 本
， 莫言亦属最著名 、 最具《每 日新闻 》 这三份报刊的发行数量分别位居 ２０ １４

影响力的中 国 当代作家 。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年 日本报刊发行量的第
一

、 第二 、 第三位
？

，
世界

期
，
日 本即已 出 现与莫言相关的数篇文章 ， 且在报刊发行量的一 、 二 、 四位

？
。 其中有关王蒙的新

１９８９ 年便出现将莫言文学定位为
“

魔幻现实主义
”

闻报道
，
自 １ ９８５ 年至今 ， 《读卖新 闻 》 和 《朝 日

之文稿 。 莫言作品改编 的电影 《红高粱 》 于 １９８８新闻 》 分别刊载 ４３ 篇和 ３８ 篇
，
莫言相关报道则分

年在 日 本首次上映 ， 自 次年该作品 日 译版发行以别有 ９ ０ 篇和 ９４ 篇之多 。 《每 日新闻 》 关于莫言的

来 ， 莫言作品不断有 日 译本上市 ， 且翻译出版的报道则为王蒙 １９ 次的五倍有余 ， 共计 １０ １ 次
？

。

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 时至今 日
， 其作品在 日 本已如果对中 国当代作家在 《文献要览 》 、 国会图

约有 ３０ 册出版 ，
直接反映莫言文学思想的莫言海书馆藏书以及 《朝 日新闻 》 、 《读卖新闻 》 、 《每 日新

外演讲集亦于今年在东京发行
？

。闻》 三大报纸的条 目进行归纳统计 ， 莫言 以 ４５３ 个

《 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
？ 近现代文学 １９７８

—

条 目位居首位 ， 遥遥领先于以 ２４７ 个条 目居次的王

２００８》

？
（ 以下略称为 《文献要览 》 ） 是收 录在 日蒙 。 由此可见 ， 莫言在 日本的呼声之高及影响之大。

本出版刊行的中国文学作品 、 研究专著和论文最不可否认 ， 如无翻译 ， 莫言文学无法走 向世

新最全的文献目录 。 通过 《文献要览 》 ， 可检索出界 ， 而其通 向诺贝 尔 奖的道路则更是 曲折坎坷。

与莫言相关的条 目 ８７ 条 ， 与残雪相关条 目 ７２ 条 ，

一般而论
，
获诺贝 尔文学奖主要取决于作品在西

与王安忆相关条 目 ５８ 条 。 超过莫言的 中国 当代作方文化界的翻译与研究 。 然而 ， 若深溯莫言的获

家只有曾任文化部长的王蒙 ， 与其相关的条 目 共诺贝尔奖历程 ， 可发现 日本对莫言的译介和研究

１ ０４ 条 。 但通过检索 日 本国会图书馆藏书 目录 ，
王在海外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 本文基于多年来

蒙相关的条 目则仅有 ４ 条
，
而莫言有 ２５ 条

？
。 通在 日本收集的莫言全部相关资料 ， 对莫言在 日本

过检索 日本学术论文 网 ＣＩＷＩ
， 题 目 中言及王蒙的的翻译与研究进行全面细致的归纳分析 ， 着重考

论文为 ３９ 篇 ， 而言及莫言的共计 ５６ 篇 ， 其中莫言察 日本文化界对莫言文学的接受 、 评价的变迁过

？

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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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以时间为轴将该过程划分为 四个主要阶段

，
告发 ，

也不是揭露中 国农村残存的
‘

黑暗面
’

。 文

对莫言接受与传播近 ３０ 年的历史进行总结概括 ， 章通过
一

名最终离世的少年的所看所想 ， 描写了

并拟阐释其与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关联 。人生中无可避免的阴郁和无法估量、 难以理解的
＇

黑暗一作者莫言的意图正在于此
”

—井 口对莫言作品 中没有告发和揭露社会阴暗

面这一做法予 以充分肯定 ， 他针对莫言短篇小说

管见所及
，
在 日本首次对莫言小说予以介绍的

“

幻想性
”

做出 以下评价 ：

“

莫言所描写的现

的应为 １９ ８６ 年 ４ 月 出 版的汉语学习杂志 《 中 国实 ， 无
一

例外都是被作家进行了
‘

意识上的夸张 、

语》 ， 此月 刊杂志 由 日本著名 出版社大修馆刊行 。 变形
’

、

‘

带上神秘和幻想的色调
’

，
被封锁在难 以

当时主持该杂志每期
一页 《文艺短信》 栏 目 的学捉摸 、 暧昧中 的那些现实分别在每

一部作品 的最

者为近藤直子
？

， 她在杂志第 ３ １６ 期该栏 目上发表终结局里 ， 作为唯
一

的
‘

真相
’

呈现在读者面前 。

了题为 《莫言的中篇小说 〈透明的红萝 卜 〉 》 的随就 《金发婴儿》 而言 ， 可 以 说事实正是婴儿的死

笔 ， 高度评价了莫言作 品摒弃历史的立场和充满和天球的错乱意识中呈现出 的那种
‘

美
’

吧 。 可

幻想的艺术表达 ：

“

少年否定了 自 己 的过去 ，
否定是 ，

即使读者觉得 自 己捕捉到了
‘

真相
’

， 有可能

了过去的生长环境 ， 否定了被命名被定性 了 的所那只不过是根据作者巧妙设计 、 用人为净化法而

有的一切
， 从而神奇地获得了那一双清澈如初的创作出来的幻想罢了 莫言的短篇中存在着

一种

双 目
”

，

“

倘若将拥有一双摒弃 了过去且没有 目 的
“

无前提
”

地描绘着仿佛既是
“

真实
”

、 又是
“

幻

性之双 目 比作是幻想的话 ， 那么 《透明的红萝 卜 》想
”

的虚实参半之
“

美
”

。 井 口在文章最后对此表

确实是
一

部幻想型作品 。 然而 ，
正是那

一双具有达了赞许之意 。

幻想力的透明清澈的双 目 ，
现在正要再一次穿透如是

，
中国文学的学者们在 中文学习 、 研究

深藏于每个人内心世界本来的幻想性 。 在文革后 ， 的专业杂志上关于现代 中 国文学的随笔专栏中率

重新探究
‘

看
’

意味的多部作品 中 ， 莫言这无形先介绍了莫言 ， 这点 可以 称为 日 本接受莫言文学

的
‘

窥视的 眼镜
’

给人留下 了格外深刻的印象 ， 第
一阶段的特色 。

可以说这是次充满热情的尝试
”？

。此后不久 ，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由萩野修二撰写的 《 向

紧接近藤之后 ，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
井 口晃

？
在东方 绿色的挑战 ： 从张洁到阿城再向莫言 》 在 《季刊中

书店发行的中 国研究专业杂志 《东方》 上 《莫言国研究》 上发表
？

。 次年 ，
中 国 电影研究者白井启

的中篇小说 〈金发婴儿 〉 》
一文 中对莫言进行了介介在内山书店刊行的杂志 《乌其山季刊〉产第 ２１ 号

绍
？

。 东方书店是一家专门从事 中国 图书出版和销（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号 ） 发表了 《野生横溢

——从莫言的

售的著名书店兼出 版社 。 当时这本杂志每期都会 〈
红高粱家族 〉 到电影 〈红高粱 〉 》 。 这两篇文章刊

有 ３ 页的 《现代文学鉴赏 》 专栏 ， 该专栏 由原早登在 中国研究专刊上 ， 即 已 表明莫言此时 已进人

稻 田大学教授杉本达夫 、 现 日 本大学教授山 口守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们的研究视野 。

等现代 中 国文学研究者轮流执笔 。 井 口列 出 莫言莫言作品最早的 日译本被认为是井 口 晃分别

从 １ ９８５ 年到 １９８６ 年初发表的 《透明的红萝 卜 》于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和 １９９０ 年 １ ０ 月 译成的 《红高粱 》

等 ５ 篇中篇小说、 １０ 篇短篇小说的作品 目 录 ， 并正、 续两卷 。 然而笔者发现 ， 早在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

，

评论道 ：

“

仅从量方面来看 ， 确 实已经很庞大
”

、 井口 已于同仁翻译杂志上发表 《枯河》

？
， 这篇应

“

在这些作品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莫言希望能让定位为莫言最早的 日译作品 。 因此 ， 井 口晃在莫

平民大众读懂 自 己 的意图 。 莫言的作品 中处处充言的早期介绍和翻译方面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

满着新奇的想法 ，
也没有在中 国

一部分年轻作家但是
，
对于莫言的代表作 《红高粱》 ， 井 口却

作品 中常常看到的浮华
” ？

。 井 口在对莫言短篇小充分表达了不满之意 。 首先 ， 他在 《红高粱 》 正

说的朴实无华表示肯定后 ， 倾述了对作家莫言深卷的第一 、
二章的后记中针对莫言对

“

麻风病
”

感兴趣的缘 由 ：

“

通过短篇小说 《枯河》 可 以看者使用的
“

歧视言辞
”

进行 了批判 ：

“

在 《红高

出 ， 既不是对文革时期的凄惨和权力 的残酷进行粱》 这部小说中 ， 莫言对
‘

麻风病人
’

使用的带

？

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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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歧视倾向的粗暴言辞十分明显 。 虽然说
‘

歧视
’

写的阿 Ｑ精神 的延伸罢了
” ？

。 井 口不仅引 用残雪

应该不存在可允许 的范围 ， 但是在这部作品 中莫对于莫言
“

适当地捏造
”

这样的批判 ，
也对

“

莫

言对于
‘

麻风病人
’

的态度确实过度 了 。 虽说源言的底子里的浅薄
”

作 了总结 。 对残雪所作评论

于年轻作家急于 出 名 ， 但却不应对其置之不理深表同感之余 ，
还苦言道 ：

“

在阅读莫言的 《红高

吧
”

、

“

为什么莫言要如此刻意地描写
‘

麻风病人
’

粱》 时 ，
文 中虽然体现着强壮 ， 但其实存在着软

的异样 、 异状呢。 麻风病人绝不会散发腐臭恶臭 ， 弱 。 在翻译时 ， 对于这部作品 中 四处洋溢 的无聊

胎儿在母体内也不会感染 ， 也不会出 现脸部和头的
‘

民族精神
’

礼赞
， 及遇到对

‘

原始
’

社会的

部变形及所谓的
‘

长头症
’

。 这种程度的知识 ， 即赞美时
，
我都只能停笔苦笑 。 不得不让人认为 ，

使不查专业资料 ， 仅翻看手边的
‘

家庭医学书
’

正是由于莫言这种 底子里的浅薄
，
才如我在前卷

等启蒙书籍就应知道
”

。 其后井 口 对莫言创作的 出《后记》 中所指 出的那样 ， 没有顾及麻风病人 ， 才

发点及思想加 以概括并进行了严厉批判 ，

“

高贵 、 会出现粗暴的表现 。 各位读者在阅读此作过程中 ，

美丽、 温柔等等 ， 对在此前被视为 神圣之物 的价和我同样持有这种情感的人难道不多吗？

” ？

值意识表示异议 ，
与之相反的卑贱 、 丑陋 、 残酷笔者认为 ， 其实文学作品对某种事物或人物

等被既存文化中视为
‘

卑贱
’

， 尝试为这样
‘

卑的描述和评价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作家本人的真实

贱
’

的文学复权——是这位作家创作活动 的 出发想法和观点 ， 此处的描写恰好应该是作家莫言试

点
， 也是思想基础 。 可是 ， 就 《红高粱 》 来看 ， 图对本世纪初 中 国农村

一

部分缺少现代医学知识

很难说莫言的尝试是成功 的 。 我认为 ， 岂止是不的人们对于麻风病的想象和恐惧心理进行的认真

成功 ， 作家莫言恐怕都丧失 了初衷 。 因 为莫言对描述 。 对在近代卫生概念普及前人们的这种恐惧
‘

神圣之物
’

的反叛是为了现在要创造出另
一个神心理进行生动描写的莫言 ， 竟然被如此简单而彻

圣的权威 ， 甚至到 了有可能助长对新
‘

卑贱之物
’

底地定罪为差别主义者 （ 歧视残疾人 ） ， 这是否值

的谬见和偏见的地步
”？

。得商榷 ？ 作为本应最理解原作 、 原作者 的译者 ，

并且 ， 井 口 在 《红高粱 》 续卷
“

译者后记
”

不仅在
“

译者后记
”

里对原作 以及 原作者发出

中 ， 还将
“

寻根文学
”

派和莫言的作品风格作为
“

苦笑
”

，
甚至对读者提出

“

和我同样持有这种情

批判对象 ， 阐述道 ：

“

以 拉丁美洲文学为原型 的感的人难道不多吗
”

的疑问 ， 即试图从读者
一方

‘

寻根文学
’

， 只是以
‘

先祖 回归
’

和粗暴见长 ， 寻求批判莫言的同盟者 。 日本民众阅读完这样的译

它 以无
‘

根
’

的小技巧告终 。 形式上看起来相似 ， 者后记 ， 对小说的阅读价值产生怀疑 自是不言而喻 。

但还是认为
‘

寻根文学
’

和为其原型 的拉丁美洲而这对莫言文学 尚未在国外广泛传播的初期而言 ，

文学是完全相异的为好吧
”

；

“

例如 ， 将 《红高粱 》如此
“

定罪
”

无疑会给莫言文学带来极大负面

的作者莫言称为
‘

中国的加西亚 ？ 马尔克斯
’

或者影响 。

将其称之为超越了加西亚 ？ 马尔克斯的人一半个《红高粱》 （正和续 ） 出版后 ， 不但 《朝 日 》 、

世纪之前就已经流行的
‘

中国 的高尔基
’

、

‘

中国的《读卖》 两家报社没有登载该书的书评 ， 其他媒体

契诃夫
’

等诸如此类 ，
根本就是非文学的类比

，
大亦无刊载介绍或书评 。 此时 ， 正值 日 本刚经历对

肆泛滥的这一
‘

现实
’

让我不禁感到震惊 。 我认汉森病患者歧视风气进行反省及批判 的时期 ， 日

为 ， 这样陈旧 、 无意义的类比难道停止不是更好本文化界呈现出
一

片沉默之态 。 而唯
一

打破这一

吗
”

？
。局面的便是身为 日 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中 国文

不仅如此 ， 井 口先生进
一步批评道 ，

“

只不过学研究者藤井省三 。 他毅然投稿共同通信社文化

是贩卖粗俗罢 了 ， 这正是没有根基的小聪明
”

。 他栏 ， 发表了对译者井 口解说 的批评文稿 ， 详细说

引 用当时在 日本人气最高的中 国女作家残雪的
一

明并指出
“

麻风病
”

在小说里的涵义深刻 、 意味

段话作为论据 。 井 口 首先介绍 了残雪在 日 本的文深长 ， 而且故事里的
“

麻风病
”

未必是西医里的

艺杂志 《Ｅ
ｕｒｅｋａ

》 （ 中译文为 《我发现 了 》 ） 登载汉森病？
。 这是出现在 日本主流媒体上的第

一

篇有

的批判性评论 ：

“

对我们 民族而言 ， 无异于麻醉关莫言小说的书评 ， 也是唯
一
一篇对莫言 《红高

剂 。 这没什么新颖之处 ， 不过是鲁迅几十年前描粱》 （正和续 ） 的书评。 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 当时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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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大众的态度 。的翻译开始认识莫言的文学作品
”

？
。

莫言一系列 生动描写 中 国农民感情的中短篇藤井省三在发表这篇文稿后 ， 立 即选择翻译

小说集 ， 与以华丽的倒叙手法或 以 紧密的故事构莫言作品短篇小说 《秋水 》 ，
编人 由蒲松龄 、 鲁

造为特色的长篇小说风格迥异 。 井 口晃怀抱矛盾迅、 巴金等名作家作 品构成 的 《 中 国幻想小说

的情感翻译了 《红高粱》 （正和续 ） ， 在译者后记集》
＠并撰写 了解说文 ， 该书由竹 田晃负责古典 ，

中批判了莫言的原作 。 至此 ， 原作小说 《红高粱 》藤井负责现代 ，
而莫言是入选该文集仅有的

一

位

的价值在 日本文化界未得到承认
， 该译文版本也当代作家 。 自此 ，

年轻的莫言作为名 家进人 了 日

基本绝版 。 而 《红高粱 》 再次受到关注 已是 ２００３本文化界的视野 。

年 １２ 月 。 在岩波出版社发行的版本中井 口先生虽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早在 １９８９ 年 日 本文

然重新提及
“

麻风病
”
一事 ， 但与德间版相 比

， 化界既已赋予 了莫言与 日 后获诺贝 尔奖时同样的

对莫言的置疑程度有所缓和 。 岩波译本发行时特评价 ， 并称其为
“

中国 的加西亚
？ 马尔克斯

”

。 藤

地附上明治大学教授张競对莫言作品细致入微 、 井的这一评价为此后莫言在 日 本更为广泛的传播

格调甚高的长篇解说文 。与接受奠定了基础 ， 为 日后成为世界文学名 家的

这里
，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

在井 口翻译的 《红莫言传播定下了基本的调性
？

。

高粱 》 （正和续 ） 发行前
，
早在 １９８９ 年藤井省三就

曾在 日本的文艺杂志 《Ｅｕｒｅｋａ》 ３ 月 号上发表 了名二

为 《中国 的加西亚
？ 马尔克斯一莫言 》 的文稿 。

对莫言的作品加以介绍之后 ， 藤井列举出 在 《红 １９９ １
一

１９９９ 年前后可视为莫言在 日 文学接受

高粱家族》 中运用倒叙手法描写的插曲 ， 并作出的第二阶段 。 日本文化界开始通过藤井省三等人

如下评价 ：的译作 《从中 国的村里来》

＠
阅读莫言 、 热烈讨论

高 密平原 的 男 女老 幼 的体 内 奔腾着 如红莫言 ， 评述多集 中于
“

中 国魔幻现实主义
”

这
一

高粱果实
一般鲜 红 的 热血 ， 这腔 热 血 不 时 喷焦点 。 在此阶段

，
在 日 本文化界莫言的文学地位

涌 而 出 。 莫言描 绘 了 他们 不 屈 服 、 果敢 的 生得到认可 。

活方 式 。 这个 异想天 开 、 拍 案 惊 奇 的 世 界 比１９８９ 年的政治风波后 ， 莫言约两年未发表新

起马 尔克斯的 杰作 《 百年孤 独 》 中描 写 的 马作 。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
藤井在 １９９ １ 年 ４ 月 和

孔 多小镇和布 恩 迪亚
一族 的 兴 亡 故事可 以 说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分别翻译出版 了莫言的两部短篇小说

有过之而 无 不 及 。 虽 然或许 《 红 高 粱 家族 》集 《从中国的村里来》 、 《怀抱鲜花的女人》

？
， 其

被理解成 是 一 部充 满 着迷 信 、 流血、 暴 力 、 中前者是与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祐造共译 。 藤

性等众 多 荒诞轶 事 的作 品 ， 但是对于从 １９２０井还特地为译作 《从中 国的村里来》 撰写了近两

年代到 文 革 时 期 历 经 了 半世纪 动荡 的 中 国 人万字的导读 ， 介绍并数次引 用张志 忠 的 《莫言

来说 ， 均具有现实性 。

？
论》

？
， 肯定了作者对莫言持有的赞赏态度 。 认为

现在看来 ， 藤井的这篇论稿是第
一篇将中 国作家该专著在评论莫言的创作方面

“

达到 了作家论 、

莫言与世界潮流直接接轨 ， 极富有预见性的评论。 作品论的高度水准
”

？
， 藤井最后还引用了张志忠

正如卢茂君所述 ，

“

尽管井 口晃是 日本第一位翻译的
“

莫言的作 品 ， 是写生命的 ， 但是 ， 只要展现

莫言作品 的译者 ， 但在莫言众多作品 中选取 《红生命在时空环境和时代背景中 运动的过程 ， 就不

高粱家族》 翻译 ， 可见多少受到电影 《红高粱》能不带上历史的意味
”？

。 藤井本人也对莫言的创

的影响 ， 因而藤井省三应该算是从文学价值的角作发表了见解
，

“

莫言的时空感在紧密地与主体结

度翻译介绍莫言文学作品的 日本第一人 ， 并从一 合的同时 ， 却又有一股非凡的感觉
”

，

“

上中农家

开始就对莫言的文学作品给予 了很高评价
”

。 卢茂庭出生的莫言是能够体会农 民遭受的贫困和歧视

君还进一步指出 ：

“

日本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莫言文学之苦的
”

； 在引用 了
一

段加西亚
？

马尔克斯的讲话

作品的译介与研究活动 ，
却是始于东京大学教授藤后藤井阐述了

“

如果要真实描写 中 国农村 的话 ，

井省三
”

，

“

实际上 ，
日本读者也正是通过藤井省三不得不用魔幻写实主义

”

的结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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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 《从中国的村里来》 获得 日 本文化界的放华丽的 冒 险故事 ，

且皆让人感同身受
”

，

“

以这

广泛注 目 ，

一

改此前
一

段时间对莫言文学消极评种手法 ， 在传统的故事世界中最终构筑了 以数十

价的局 面 。 日 各大报纸 《朝 日 新闻 》 （ 署 名为年前为背景的舞台 。 中 国 的评论家将这归 为是拉

（水 ） ） 、 《 日 本经济新闻》 、 《产经新闻》 （诗人财丁美洲魔术般的 现实主义 ， 这种心情我是理解

部鸟子 ） 和共同通信社 （无署名 ） 以及综合杂志的
”

； 在文末龙谷强调 ：

“

莫言是很有希望的新人 。

《 中央公论》 、 《现代 》 、 《朝 日 周刊》 、 《
Ｓｕｎｄａｙ 每或许因他

，
中国文学将发生巨大改变

”？
。

日 》 （诗人荒川洋治 ） 、 《朝 日专刊 》 （无署名 ） 等此后 ， 著名 比较文学学者 、 电影史学家 四方

具代表性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书评 。 《 日本经济新田犬彦在 《 中 央公论 》 读书 栏 目 中评价莫言在

闻 》 所载书评由著名文化人类学者西泽治彦执笔 。 《秋水 》 中描绘
“

创世神话般的生活
”

之奇异笔致

他指出 ：

“

我认为能打动人心 的力量根源是被描绘时 ，
直接称呼莫言为

“

中 国 的加西亚 ？ 马 尔克

的中国农 民 自身的坚强和强大 。 中 国的农民原本斯＇
“

我的直觉告诉我中 国文学正发生着不同寻

就是如此生存着 的 。 莫言轻而易举地将其再现在常之事 ， 同时也让我期待这种现象会不会飞跃汉

读者眼前 ， 可见其过人之处 。 这也只有农民 出身语圈 ， 与哥伦 比亚的西班牙语和 阿布哈兹共和国

的作家才能做到
”

在卷末
，
他亦将莫言 比作的俄语产生共鸣

”
？

。

“

中国的加西亚 ？ 马尔克斯
”

。此外 ， 《东方》 发表了作家爱泽革的书评 《挣

综合杂志 《现代 》 月 刊的书评栏 目则发表 了扎的大众像
——

藤井省三 ？ 长堀祐造译 〈从中 国

文艺评论家胜又
＇

浩的评论文章 ：

“

《秋水》 描述的的村里来 〉 》
？

，
文学杂志 《新 日 本文学》 也发表

村庄是垦荒时代祖父的故事 ， 犹如西部剧与 《聊了作家爱泽革 、 薄井清及中 国政治学者加加美光

斋志异》 合体 ， 均为传说色彩与现代现实要素相行与 《从中国 的村里来》 的另一译者长堀祐造的

互交杂强而力 的小说
”

，

“

有评论者称作者为 中 国座谈会纪要 《莫言与 当代农民群像》
？

。

的加西亚
？

马尔克斯 。 现在 ， 对显露颓势的现代藤井省三在 《从中 国 的村里来 》 出版
一

年半

小说而言 ， 拉丁美洲 文学凭借着深远的意味 ， 过后又翻译 出版 了莫言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 《怀抱

人的智慧 ， 已成为令人期待 的新星 ， 这种看法并鲜花的女人》 。 其中 ，
短篇 《怀抱鲜花的女人 》 发

非无法理解
” ？

。表在文学杂志 《海燕》 １ ９９２ 年 ４ 月 刊上。 同时亦

长野县报纸 《信浓每 日 新闻 》 因其独立的书刊出藤井对莫言长达 １ ３ 页的采访 ，
名为 《现在的

评专栏而广为人知 ， 其执笔者之一 的南木佳士世界文学与莫言 ： 中 国农村与军队出来的魔幻现

（芥川奖获得者 、 作家兼医生 ） 评价道 ：

“

在莫言实主义 》 。 对于该书 ， 日 本的主流报纸 《读卖新

的小说中 ， 生命力 旺盛的中 国农 民们悉数登场 ， 闻 》 、 首都报纸 《东京新闻 》 （松井博光 ） 、 共同通

淡然地生活 ， 平静地死去 。 仅凭阅读其作品 ， 就信社均发表了相关评论 。 《 日本经济新闻 》 中 的

问莫言是位怎样的作家的话 ， 我觉得 自 己
一定会《 Ｐｅａｃｈ》 刊登了该书的内容简介 。

回答说 ， 他具有深泽七郎和立松和平两人相加除在 日本作家中 ，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

以二的风格 ， 这种说法应该不会错吧 。

” ？郎最初便对中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寻根文学寄予深

著名 评论家 、 小 说家 、 翻译 家 龙谷 才
一 切关注。 大江密切注视着同时代的中 国文学

？
， 在

（
１ ９２５
—

２０ １２
） 在 《朝 日周刊》 书评栏中高度评价阅读了同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后辈藤井省三的

莫言为
“

改变现代中 国文学具有前途的新人
”

、 翻译后 ， 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朝 日 》 的 《文艺时
“

向那些喜欢 《水浒传》 、 《西游记 》 此类中国古代评／土地 场所的力量》
一

文 中作出如下表述 ：

“

说

小说 、 却不怎么喜欢现今中 国小说的人推荐这本起有着不和谐、 异样感的翻译文章 ， 即不直接创作

书 。 说实话
，
我 自 己就有这种倾向 。 诸如鲁迅的新文体 ， 但却表现出能破坏旧文体的潜在力量的文

小说等等 ， 就是无法领悟好在何处 ， 但对莫言书章 ， （我 ） 想起了 ＪＩＣＣ 出版局出版的 《发现与 冒险

中收纳 的两篇短篇小说深感敬佩 。 首先是 《秋的中 国文学》 系列中郑义与莫言的小说翻译
”？

。

水》 。 这本书不是那种 比人生还要无聊的所谓的现此后 ， 著名文学评论家川 西政明在 《读卖新

实主义小说 ， 相反 ， 这里有在富饶的大 自 然 中奔 闻 》 中表明 ，

“

读了这本书 ， 我相信 了中 国文学的

？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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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同步性 。 莫言被指 出受福克纳 和加西亚马尔村凑 ， 就在 １９９６ 年 １ １ 月 的
“

本月 ３ 部推荐作品
”

克斯之影响 ， 正如 中上健次一样 ， 并非受到影响中
，
同时推荐了村上春树短篇集 《列克星敦的幽灵》

的问题 ， 是因为他们 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
”

，

“

让和莫言的 《酒国》 ， 并写道 ：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

人联想到石川淳和安部公房那般既奔放又缜密的家竟产生了这样的
‘

魔法术
’

， 让我震撼与感动。

”？

构造力 、 想象力和描写力 。 怀抱鲜花的女人 ， 是著名电影导演篠 田正浩曾 发出
“

我为现代中

如物体本身一般存在的 自 由的幻影
”？

。国文学的代表作家莫言的 《酒国 》 中所构筑的残

从上述一系列评论中不难看 出 ，
日 本学界在酷且奇特的世界所惊倒

”

的感慨 ，
他将莫言的风

接受莫言时 ， 苦于无法直接用 既有的语言 、 既有格等同于已经被拍成电影的 《红高粱 》 ， 认为 《酒

的某一位作家进行类 比 ， 往往是将两种风格的作国 》 描绘出扎根于广袤土地的农村的现实主义与

家合并在一起形容 。 莫言对 日 本文坛带来的冲击泛灵论相缠绕的混沌的世界
？

。

力呈现出难以言喻 、 无可 比拟的景象 。 共同通信京都大学的意大利文学研究者若岛正
？与西班

社的评论亦具有典型意义 ：

“

书中描写的世界 ， 不牙语文学研究者 、 《百年孤独 》 的 日语译者鼓直同

是古诗的超俗风雅的世界
，
不是孔孟的伦理世界

，

样多次在 《朝 日 新闻 》 、 《 图书新闻 》 上发表了对

也不是鲁迅所说的作为消极的典型农民形象的提《酒国 》 的评论 ， 人气颇高的鼓直直接表达出对莫

示 ， 而是野蛮卑下的宽厚和难 以把握的混沌幻影言
“

魔幻现实主义
”

的认同
？

。 拉美文学研究权威

世界
”

，

“

可以看出莫言对
‘

异
’

世界更加精益求东京大学教授野谷文昭在 《读卖新闻 》 上连载的

精 ，
甚至让人联想到 《聊斋志异 》

” ？
。随笔 《百年的拉美文学 》 中评价道 ：

“

莫言 、 目取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 《怀抱鲜花的女人》 译本出版真俊等人的作品与马尔克斯是不能分割的
”？

。

四年后 ，
藤井省三将 《酒国 》 加上推理小说似的英美文学翻译家 、 幻想文学研究者风间贤二

副标题 《特别搜査检事丁钩儿的 冒 险》

＠
由岩波书在 日 本极具影响 力 的文学综合刊物 《文学界 》

店出版 。 《读卖新闻 》 （川西政明 ） 、 《 日 本经济新（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 上写下赞美之词 ：

“

早听闻莫言被

闻 》 （ 宫尾正树 ） 、 共同通信社 （无署名 ） ， 刊登了称为 中国的加西亚
？

马尔克斯 ， 其凭借魔幻现实

《酒国 》 译本的书评 。 另有 《周刊信箱 》 （井波律主义写作方式开创 了 当代 中 国文学的新篇章 。 长

子 ） 、 《书的杂志》 （黑田信
一

） 等周刊杂志和 《昴》篇小说 《红高粱 》 （ 电影 《红高粱》 原著 ） 淋漓

（茅野裕城子 ） 、 《Ｅｕｒｅｋａ 》 （加藤三由纪 ） 、 《文学尽致地展现了其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 。 但是因其

界》 （风间贤二 ） 等文艺杂志 ， 刊登了该书书评 。日译版并未受到好评 ，

一

直没能拜读 。 虽说有些

继评论 《怀抱鲜花的女人》 后 ， 川西政明又于遗憾
”

； 风间将从 《酒国》 开始阅读莫言称为
一

大

《读卖新闻 》 发表关于 《酒国 》 的书评 ， 指 出 《酒幸事 ， 他认为此作品可看做 巴赫金所说的
“

对话

国》 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应引起关注的作品 。 式
”

， 或是
“

复调式
”

文学作品的范本 ，

“

本书由

日本的小说在 《酒国 》 面前只能低头不语
？

〇侦探推理小说 ， 书信体小说 ，
以及其他各式短篇

共同通信社书评则直接从对 比莫言与加西小说组成 ， 简直可 以说成是
‘

故事 的交响 曲
’

、

亚 ？ 马尔克斯的视点 出发评介 ：

“

虽然莫言在书的
‘

故事盛宴／酣畅淋漓
’

。 无需虚礼的小说 ＝ 狂欢 。

封带上被称为
４

中国 的加西亚 ？ 马尔克斯
’

， 但与它颠覆 了传统价值观 ， 超越 了 文学作品 的边界

以 日本侵华战争为题材著作的 《红高粱 》 不 同 ， 性
”

、

“

表现出对现实 ＝ 真理的这
一

小说 自身关系

这篇聚焦于 中 国现代的作品充满着讽刺意味 ， 与的重视 ， 是
一

部能反映对照 自身的长篇作品
”

？
。

背负 历史的马尔克斯相 比
，
政治色彩很薄弱

”

；
此般评论可谓是对莫言

“

魔幻现实主义
”

的高度
“

暂时不提马尔克斯风的魔幻现实主义 ， 莫言也触提炼与总结 。

及了欧洲 的故事构造论 ， 他采用故事里有故事 ，由此可见 ， 莫言 自 《酒 国 》 之后更是得到 日

或者是故事里的故事里有故事等方法 ， 描绘出 现本著名欧美文学研究 、 翻译界权威人士 的一致高

代中 国的迷宫
”？

。度评价 。 而这些外 国文学专家的评价集 中于莫言

《酒国》 频繁地出现于书评、 随笔以及读书特辑 文学接受第
一

期 中藤井省三于 １ ９８９ 年指 出的
“

中

之中 。 时任 《每 日新闻》

“

文艺时评
”

专栏编辑的川国魔幻的现实主义
”

这
一

焦点 。 在第一阶段初期 ，

？

１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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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翻译家的井 口 虽注意到将莫言视为
“

中 国 的
一篇书评 。 时任早稻 田大学教授的岸 阳子在 《东

马尔克斯
”

这
一

观点 ， 却直接予 以 否定 。 受其观京新闻 》 读书栏中围绕该书描写的
“

母性与爱欲
”

点影响 ， 文化界对 《红高粱 》 译本呈现出不予置作如下评论 ：

“

即便如此 ，
以母亲上官鲁氏为首

，

评的窘况 。 直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从中 国 的村里不 同生父的八个女儿们激烈的生与死征服了读者 。

来》 、 《怀抱鲜花的女人》 两部短篇小说集以及长母亲与不同男性发生关系并生下孩子的事实
，
既

篇 《酒国 》 的 日语译本出版后 ， 莫言才得到 日 本是作为倍受欺凌的媳妇 向命运的妥协与报复 ，
也

文化界的正面评价 。 这与藤井正确选择真正代表是聊以抚慰的方式 。 槐树下 ， 陶醉于与马洛亚牧

莫言文学成就的佳作 《秋水》 、 《酒 国 〉〉

？
， 并对其师之爱的母亲 ，

同时也是饥饿年代 中用吞下豌豆

进行精心翻译和倾情介绍密切相关 。的方式从磨坊里偷出食物 、 再将食物洗干净来喂

此间 ， 特别值得
一

提的是 ， 日 本作家大江健养饥饿的孩子而不惜使 自 己的 胃伤痕累累的母亲 。

三郎在 １９９４年荣获诺贝 尔文学奖之时
，
在获奖演母性与爱欲本被割裂 ， 我想将这本小说作为集两

说中提及莫言与郑义 ， 表达了 内 心共鸣及赞赏之者于一身的
‘

民众
’

对于母亲的赞歌来解读 。

”？

意 。 这对于莫言文学走出 中国颇有裨益 。虽然 《丰乳肥臀 》 的书评仅此
一

篇 ， 但 １９９９

年莫言访 日却掀起不小热潮
，
大量采访与对谈见

三诸媒体 。 首先
，

１９９９ 年 １ １ 月 ２ 日 《读卖新闻 》 大

阪版晚报刊登了 《 日 译作 〈 丰乳肥臀 〉 的 中 国作

曰本文化界确定莫言为
“

中 国 的马 尔克斯
”

家莫言先生》 ， 它 围绕着该书遭遇被
“

禁止发行
”

之后 ， 对莫言的评价进人相对稳定时期 。 在经过问题及莫言的言论进行了记录和解说 。 关于这次

第一期井 口 晃 、 第二期藤井省三 、 长堀祐造对其造访
， 莫言

“

摇晃着大大的身体
”

， 充满幽默风趣

多部作品的译介 ， 佛教大学教授吉 田富夫成为第地说 ，

“

很珍惜与 日本学者之间的交流
，
但是我最

三阶段的主要译者 。 此间
，
吉 田富夫承担了５ 部长期待的还是 日 式饭菜 。 因 为我对于 国家的评价 ，

篇及两本中短篇集的翻译工作 。是 由食物的好吃与否来决定的
”？

。 《读卖 》 亦登载

１９９６ 年 《酒国 》 的新译本在 日 本文化界掀起了在东京对莫言的采访 。 当被问及东京印象之际 ，

热潮后
，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
藤井省三编译的 《现代 中莫言幽默地回答道 ：

“

棕发黑肤的小狐狸在街上蹦

国短篇集 》 又收录 了莫言的作品 《 良医》
，
由平凡蹦跳跳 ， 在鸟笼 （ 高尔夫练习场 ） 里 ， 乌鸦们在

社出版 。 ２００ １ 年 ８ 月 朝 日 新闻社出版了藤井省三扔球 。 非常激发灵感
”

，

“

重要的是在所见所闻 中

负责编辑的 《世界文学》 ， 同时收录鲁迅的 《阿 Ｑ添加上 自 己 的印象 。 在我 的小说里 ， 展开想象力

正传》 和莫言的 《红高粱家族》 。
１ ９９６ 年 １ 月 ， 莫的空间是高密

，
东京的狐狸姑娘和乌鸦少年们将

言新作 《丰乳肥臀》 在北京出版发行 。
三个月 后 ， 要出现在下

一

部作品里 了吧
” ？

。 此外 ， 朝 日 新闻

藤井省三即 已在 《每 日 新闻 》 海外文学专栏中 以社的周刊杂志 《ＡＥＲＡ 》 也刊登了简短的采访
？

，

《莫言的东北乡 系列总结》 为标题 ， 特地撰写表明几篇杂志上的数篇采访由吉 田富夫和藤井省三完

推荐意义的介绍
？

。 三年后 ， 吉 田富夫翻译的 《丰成
？

。 在接受采访席间 ， 莫言一反过去 中国名作家

乳肥臀》 （上 、 下 ） 于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由平凡社出版 。 严谨 、 严肃的风格 ，
幽默亲 民的谈吐给 日 本民众

或许主要 因作品本身 的厚重感令读者望而却留下了深刻印象 。 莫言还专程前往东京大学参加

步 ， 与上一阶段媒体对莫言大量的评论 、 报道截藤井省三为其准备的欢迎会 ，
进行 了亲切友好的

然不同 ， 对 《丰乳肥臀》 日 语版的 出 版 ，
日 本主交流 。 当时研究室里挤进 ６０ 多人 ， 足见莫言在 日

要媒体几乎未发表书评 ， 而是采用 了采访 、 对谈本的人气之高 。

形式 ， 对莫言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 通过
一

直活莫言在 １ ９９９ 年 １ ０ 月 ２３ 日 的关西中 日关系研

跃于文坛的神户 国 际大学教授毛丹青尽心尽力的究会及 １０ 月 ２４ 日京都大学会馆里所进行的数次演

安排 ， 莫言终于实现 了初次访ｆｌ ， 而后数度发表讲
， 演讲稿均 由 月 刊杂志登载 。 在京都大学的讲

了精彩演讲 。演中 ， 他提及阅读川 端康成 《雪国 》 对 自 己 的影

在此简述一下 《 丰乳肥臀》 管见所及的唯一 响 ， 并称其成为 自 己文学的起点 ：

“

十五年左右前
？

１ ０４
？





莫言文学在 Ｂ本的接受与传播


的某个冬夜 ， 我 阅读 了 川端康成 的 《雪国 》 。 然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 第 ６３
－

６６ 页 ） 发表在主流媒体上 ，

后 ， 在读以下
一节的时候 ，

一 副生动 的光景仿佛亦给 日本民众留下了印象 。

被赋予了生命一般 ， 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 。

‘

黑色１９９５ 年以 中篇小说 《韩素音的 月 亮 》 获得文

健壮的秋 田犬上了那里的垫脚石 ，
没完没了地舔艺杂志 《昴 》 新人奖的茅野裕城子通过北京 的作

着温泉水
’
”

。 莫言接着兴奋地 阐述到读了这行的家及评论家朋友结识莫言 ， 在其作品集 《韩素音

感受 ：的月 亮 》 文库版发行之际 ， 莫言将作家的友情寄

我 明 白 了 什 么 是 小说 ， 知 道 了 我 应 该 写于序文 《
一只美丽的蝴蝶〉＞

？
。 茅野裕城子则在文

什 么
，
也 知 道 了 该 怎样 写 。 在 此之 前

，
我 为艺杂志 《本月 人物 》 栏 中 ， 使用五页笔墨特地书

写 什 么 和 怎样 写 一 直发愁 ， 找 不 到 适合 自 己写了莫言与 自 己 的对话 ， 讲述了
“

美丽的蝴蝶
”

的故事 ， 更不 要谈发 出 自 己 的 声 音 ，
我 怎 么才有的 《丰乳肥臀》 的观点

？
。

也不 能 如愿 。 川 端 康成 小 说 中 的这 一行 话 ，在 日美国作家 、 日 本文化研究者法政大学李

如 同 暗夜中 的灯塔
，

给我 照 亮 了 前进 的 道路 。 比英雄 （ ＩａｎＨｉｄｅｏＬｅｖｙ ） ，
自 １ 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期

当 时 我没等读 完 《雪 国 》 ， 放下他 的 书 ， 就抓间 １ ８ 次访问 中 国 ，
撰写了 中国旅行游记及以 中 国

起 自 己 的笔 ， 写 出 了 这样一 行 ：

“

高 密东北 乡为舞台背景的小说。 在 ２００７ 年访问 中国之际与莫

原 产 白 色 温 驯 的 大狗 ， 绵 延数代 之后 ， 很难言进行了对谈。 李 比感叹道 ：

“

在 同时代的作 品

再见 一只 纯种 。

”

这在 我 的 小 说 中是 第
一 次让中 ， 第一次感到了极大震撼与感动

”

；

“

《师傅越来
“

高 密东北 乡
”

登场 ， 也是第 一次让关 于
“

纯越幽默 》 虽是小型作品 ， 但不单是经济和社会问

种
”

的概念 出 现 。

？题 ， 还植入了古代的元素 。 作为 同 时代 的文学 ，

１ ９８５ 年 ４ 月 莫言执笔的短篇佳作 《 白狗秋千架》 ，
我有不知如何言说的感触

”

；

“

在这之后阅读 《红

被认为是莫言通过阅读 《雪国 》 悟 出小说为何物高粱》 ， 才知晓了描写都市劳动者的作家实则在书

从而得以完成的佳作 。 有关此内容虽 曾通过藤井写农民文学 ，
而且还是以 与都市写作方式完全不

省三的翻译及采访发表在 《世界》 上 ， 但由本人同的写作方式来书写
”

；

“

至今为止 ， 对于 日 本文

生动的讲解则更富亲近感
，
此时 日 本文化界对莫学来说 ， 同时代的作家大多是西方作家 ， 例如同时

言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 此后 ， 莫言亦多次赴 日
， 代评论基本是由法国或者从法国传入美国 的内容 。

其中包括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檀香刑 》 与 ２０ １ １ 年 ７ 月亚洲 、 虽说是亚洲 ，
日本读者真的有在阅读同时代

《蛙》 的 日 语版发行会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第 １ ７ 届福冈的作品吗 ？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
。

亚洲文化奖颁奖典礼 ，
以及 ２００７ 年 １ ２ 月 、 ２０ １０在此期间 ， 日 本理论界对莫言的评价不如第

年 １２ 月 出席其他会议等 。 莫言多次接受 日 本媒体二期那般热烈 ， 而更多地体现在莫言与 日本文化

的采访 ， 并进行多场精彩的演讲 。界的交流与演讲方面 。 大江健三郎在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期间 ， 日 本作家也曾访问 中 国 与莫言进行直应中 国社会科学院之邀在北京的演讲中作出表述 ：

接交流 。 英文学者的南条竹则亦是凭借小说 《酒
“

年轻一代的莫言的 《红高粱家族》 和郑义的 《古

仙》 于 １９９３ 年获得 日本幻想小说文学奖优秀奖的井》 使我甚为感动 。 这种感动是因为 ，
展现了他

小说家 。
１９９７ 年 ， 南条竹则在踏上中 国美食之旅们作为中 国人 ， 将今 日 之现实与过去的深刻相连

之际
，
通过藤井省三 的介绍在北京与莫言会面 。 重叠 ， 意欲建设他们 自 己 想象中 的共和 国 的意

在描写第一次聚餐的随笔 《雪碧与黑醋
——

在北志
”

；
同时大江 自省道 ，

“

日 本文学
，
特别是这三

京拜访莫言先生》 中撰写 了对 《酒国 》 以及作家十年间 ， 并没有像如今展现出来的莫言与郑义那

莫言的介绍
？

。 在南条与莫言会餐的随笔 中 ， 《骆般野心勃勃的 、 如实扎根于他们土地与 民众的表

驼的脚
一一沈阳的满汉全席 》 （ 《别册文艺春秋》达 。 （ 日 本文学 ） 没能创作出达到与现实国家相对

２２４ 号 、 １ ９９８ 年夏 、 第 １ ９
一

２２ 页 ） 、 《与莫言先生峙规模的想象共和 国
”？

。 这两位通过作品精神交

同品尝满汉全席／对于酒饭的兴趣与作 品本身 》流已久的作家初次会面 ， 便开始有关文学价值观

（ 《读卖新闻 》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 东京版晚报 ） ， 的探讨 。 大江在与其交往颇多的许金龙及王 中忱

《莫言先生与烫荞面糕 》 （ 《 月 刊百科》 ４４７ 号 ，
的陪同下参观现代文学馆之时即 已 表示 ， 现在最

？１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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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莫言先生能够早 日 获得诺贝 尔借助法文 、 英文和 日 文 阅读 了莫言先生被翻译为

文学奖
？

。这些文种的所有作品 ， 在这过程中 ， 曾数度给译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
大江访问 了莫言的故乡 高密 。 者寄去信函 ， 写的也是匿名信 。 莫言先生的 日 译

二人交谈的情形 ， 由
“

日本放送协会 （ ＮＨＫ ）

”

的本有两位主要译者 ，

一

位叫藤井省三 ， 是东京大

纪录片节 目组制作播放 。 莫言也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在学的教授 ， 另
一

位叫 吉 田富夫 ，
还是藤井先生翻

中 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大江健三郎 国际专题讨论会译得 比较好。 另
一位译者翻译了莫言先生的很多

召开之际
，
发表了

“

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作品 ， 他是大阪那边的人 ， 我对他的翻译存有疑

示
”

的精彩演讲 ， 将大江比作鲁迅 ：

“

大江先生不问 。 每当莫言先生新的 日 译本出 版时 ， 我就进行

是那种能够躲进小楼 自得其乐 的书生 ， 他有
一

颗调查 ， 最终还是认为藤井先生的翻译
‘

真好呀 、

像鲁迅那样的疾恶如仇的灵魂 。 他的创作 ， 可以莫言先生是
一个非常宽容的人 ， 对译者不怎么说

看成是那个不断地把 巨石推到山上去的西绪福斯起这个问题吧 。

”
？

的努力 ， 可以看成是那个不合时宜的浪漫骑士唐同为莫言译者的长堀佑造针对莫言的文体指

吉诃德的努力 ， 可以看成是那个
‘

知其不可为而出 ，

“

文体拥有着意向唤起力 ， 使读者衷心地感受

为之
’

的孔夫子的努力 ， 他所寻求的是
‘

绝望中到幻想与强烈吸引 力 ， 并为之所魅 ， 初期莫言文

的希望
’

， 是那线
‘

透进铁屋的光明
’

。 这样
一

种学的精髓在于有意识地蕴含这种敏锐而纤细 的文

悲壮的努力和对 自 己处境的清醒认识 ， 更强化为体之妙 ， 不应忘记
”？

。 藤井省三在 ２０ １３ 年出版的
一种不得不说的责任 。

”？
大江于 ２０００ 年访问北京《天堂狂想歌》 （ 天堂蒜薹之歌 ） 的书评中指 出 ，

时便已表达希望莫言获奖的心愿 ，
２００２ 年在正式

“

译者用方言风格翻译 ， 将普通年轻人间的谈话译

场合发表预言 ： 十年后莫言将会获奖 。 ２０ １ ２ 年预成了
‘

俺不喜欢那个姑娘
’

，
但原文是基本标准的

言果成真 。中文
’

， 吉田译本与莫言原文风格有相悖之处
”？

。

如此 ， 莫言在 日 本被接受传播第三时期 的特吉田主张描写农村的谈话就应该 以方言为译
，
而

点表现为莫言访 日 、 大量被访以及与大江等的亲藤井和长堀认为仅凭这种想象来翻译莫言作品这

切交流 。 １９列 年后吉 田富夫翻译的莫言作品亦对
一点有待商榷

，
将尊重莫言中文原文的

“

文体之

其在 日 接受发挥重要作用 。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平凡社出妙
”

作为前提来进行翻译尤为重要 。 此处也明确

版 《至福时刻 莫言中短篇集》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中央地表现出 日本学者之间翻译风格的区别 。

公论新社出 版的 《檀香刑 》 （上 、 下 ） （ 该书于藤井曾 提到 １９９５ 年在曼哈顿的巴顿书店里 ，

２０ １０ 年 ９ 月再版 ）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日 本放送出版协看到莫言两部作品 的译本 。

一

部为 《 ＲｅｄＳｏｒｇｈｕｍ》

会出版 《 白狗秋千架 莫言 自选短篇集 》
；

２００６ 年（
１９９３ 年出版 ） 《红高粱家族》 ；

另一部是 《 Ｔｈｅ

３ 月 中央公论新社 出 版 《 四 十一炮 》 （ 上、 下 ）
；

Ｇａｒｌｉ ｃＢａｌｌａｄｓ 》 （
ＶｉｋｉｎｇｂｙｔｈｅＰｅｎｇｕｉｎＧｒｏｕ

ｐ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中央公论新社 出版 《生死疲劳》 （上、 （
１９９５ 年出 版 ） 即 《天堂蒜 薹之歌》 。 在 《 Ｔｈｅ

下 ） 、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中央公论新社出版 《蛙》 。 此外Ｇａｒｌ ｉｃＢａｌｌａｄｓ》 封面折回的 内页左上方 ， 醒 目地印

莫言获奖前另有 以下翻译作品 ： 研究者立松升一 有大江健三郎的推荐词 。 关于大江究竟是否直接

翻译的 ３ 篇发表在 《季刊中国现代小说》 （ 《石磨 》说过颁给莫言诺贝 尔奖这样的话
，
藤井在对 《酒

（
１９９７ ） 、 《拇指铐》 （ ２００ １ ） 、 《扫帚星 》 （

２００５
） ） ，国 》 的解说

一

书中写道 ：

“

对此我几个月后在北京

２ 篇刊登在 《 中国现代小说》 （ 《月 光斩》 （
２〇〇９试着向莫言求证

， 莫言笑着回答说 ：

‘

估计那是出

年 ６ 月 ） 、 《普通话》 （
２〇 １ ２ 年 ４ 月 ） ） 。 另有 《狗版社编的话吧

’ ”？
。 无论怎样 ， 出版社使用

“

ＩｆＩ

文二篇》 在 ２０ １０ 年出版 ； 菱沼彬愿翻译 ， 饭像容ｗｅｒｅ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ａＮｏｂｅｌｌａｕｒｅａｔｅ
，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Ｍ ｏ

解说的 《牛 筑路》 由岩波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出版 。Ｙａｎ
．


”＿ＫｅｎｚａｂｕｒｏＯｅ
，Ｗｉｎｎｅｒｏｆｔｈｅ

．１９９４Ｎｏｂｅｌ

在初期阶段 ， 对吉 田翻译版也颇存争议 。 例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应是希望借助大江的语言促使

如 ， 大江健三郎在 ２〇０９ 年 １ 月作为 中国社会科学莫言文学在欧美得以更好地接受与传播 。 值得关

院外文所名誉研究员访问北京之际
，
与莫言和中注的是 ，

两部英译本的译者就是被誉为
“

世界最

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面对面交谈 ， 所述如下 ：

“

我权威的汉学家
”

、

“

诺贝尔奖接生婆
”

的专家 ， 即
？

１ ０６
？





莫言文学在 日本的接受与传播


在科罗拉多大学主讲 中 国文学的葛浩文教授 。 由行交流时亦曾谦虚地表示 ：

“

翻译的工作特别重

美国权威翻译家翻译的书稿借助大江健三郎的话要 ， 我之所以获得诺奖
，
离不开各国 翻译者的创

来引人注 目 ， 足 以证明 日 本文学家对莫言文学在造性工作 。 有时候 ， 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
”

（ 中新

欧美传播时产生的重要影响 。社 ２０ １ 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 诚然
，
能否获得诺贝尔文

２０ １ １ 年末 ，
日 本最具有影响力 、 规模最大的学奖 ，

与作品在西方学术界的翻译与研究程度密

月刊综合杂志 《文艺春秋》 在纪念 日 本 ２０ １ １ 年大切相关 ， 所以美国 的葛浩文 、 瑞典的陈安娜 、 意

地震
一周年之际邀请世界著名作家撰稿 。 出 版社大利 的李莎 、 丽塔

，
法国 的杜特莱 、 沙德莱晨的

通过藤井省三向莫言约稿 。 莫言欣然应邀并写作翻译之重要性不容忽视 。 除此 ， 笔者认为莫言获

了
一篇深富哲理 、 风趣幽默 ， 毫不掩饰对 日 本的得诺贝尔奖的这一结果与 日 本的 中 国文学研究者

喜爱亦不失严厉批评的杰作
？

。 这篇题为 《在毁灭对莫言的热心译介具有重要关联 。 日 本中 国文学

中反思》 的文稿在众多诺贝 尔获奖者齐表哀悼 、 研究者早年率先介绍并翻译莫言作品 ；
藤井省三

齐述衷心 的文稿中 出 类拔萃 ， 其既充满哲理 、 又将莫言定位于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在艺术性

深具人情味的表述 ， 使得 日 本国 民在深受鼓舞的与社会性方面均为优秀作家代表的评价 ，
从而引

同时甚为感动 。 在 日 本艰难的时刻 ， 文稿借助藤发的 日本文化界的共鸣
；
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大

井精准入神的翻译不仅传递给 四十万读者 ，
更是江健三郎早期通过阅读藤井省三等 的翻译了解莫

传递到 日 本国 民心 中 ，
日 本文化界在警诫与启示言文学的真髓 ， 多次肯定并热心推荐莫言 ，

上述

中再次确认莫言作为文学大家的存在 。种种均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

以上三个时段 ， 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 ，瑞典诺贝 尔文学奖五人评委会成员之
一

、 事

其作品在 日 本被译介 、 传播和研究的重要阶段 。 务局长贺拉斯
？

恩格道尔 院士曾 言
，

委员会每年

２０ 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１ 日 晚 ７ 时 ，
日本三家主流电视媒都会收到很多作品的推荐 ， 但若无优秀 翻译家们

体在东京大学 中文系办公室等待着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懈努力 ， 莫言乃至整个华文文学将很难被西

的公布 。 此后 ， 莫言的获奖感言又一次在 日 本文方所了解
？

。 在研究莫言文学在 日本的接受与传播

化界引起巨大反响 。 莫言获奖的新闻 在 日 本广泛这一课题的过程中 ， 优秀研究者兼翻译家在 中国

报道
，
如 《朝 日 新闻 》 刊登了藤井省三 的 随笔文学走 向世界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显而易 见。

《 民间的魔幻现实主义 》 ， 该文写道 ：

“

虽然他的名中国需要通过这样优秀 的译者在文学传播道路上

字汉语为
‘

莫说话
’

， 但他是何等伟大的叙述家 一同孜孜以求 、 倾情推荐
，
提升更多经典之作的

啊 ！

”

《每 日新闻》 、 《 日本经济新闻》 、 共同通信社影响力 ， 让更多的优秀作品走出 中国 ， 走向世界 ！

等均刊登了藤井的祝辞 。 此外 ， 《读卖新闻》 刊登

了著名近代 日 本文学研究家 、 文艺评论家川村凑①本数据由莫言的经纪人管笑笑统计并予以教示 ， 在此深

的随笔 《诺贝 尔文学奖 莫言 阿 Ｑ 描写的阿 Ｑ表谢意 ！

们 》 。 日本的文化界迎来了评论莫言的又
一

高潮 。②本数据包括 目前所见选集 ， 书号不同的分集及版本相异

２０ １４ 年 １０ 月 莫言写作中心特地邀请世界各国的译本均按异册计 。 东方书店出版社 （ 日本 ） 将要发行

翻译界的专家汇聚北京师范大学 ， 成功举办
“

讲以莫言精选讲演为主的两册 日 译本 ， 该译本由藤井省三

述中国与对话世界 ： 莫言与 中国 当代文学国际研
、

斗八
”
ｍ户 口女 姑苗士翻这 兪丰 由激剖八③该要览 由东京 日外联合株式会社于 ２０ １ ０ 年 ５ 月发行 ， 由

藤井省三监修 ， 共计謂 页
，

１■ 个条 目
， 其中包含

并发 口 。 佛教大子李 、 木强调 ，

，
迅和莫 ｒ是百图书 ２２４２ 部

，
期刊论文 １ ５３ ７ 篇 ， 报刊报道 １２７６１ 篇 。

年来在 日 本 最富存在感 、 最具标志性的 中 国 ＃
④国会图书馆的藏书检索与该馆的 《杂志记事索引 》 相互

家
？

。 藤井省三亦在会上发表了莫 目与鲁迅的比较链接 ， 《杂志记事索引 》 的收录从 １ ９９６ 年 ６ 月 的约 ３ １００

研究
？

。 在 日 本翻译 、 研究鲁迅的学者也多在关注种增加到 ５５ ００ 种 ， 到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以后增加到 ９０００ 种 。

莫言 ，
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 值得探讨。但 《文献要览》 收录对象中较多的各种 同仁类型的杂志

莫言获奖
，
与莫言本人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却并没有被 国会图书馆的 《 杂志记事索引 》 收录 ，

且

关系紧密 。 莫言在 ２０ １２ 年与瑞典翻译家陈安娜进《杂志记事索引 》 原则上只收录 ３ 页 以上的报道 ， 《文献

？

１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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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览》 则收录一页 以上报道 。 因此国会图书馆杂志记事？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系藤井省三主任曾于 ２０１ ３ 年 ６ 月 在

索引和 《文献要览》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精度差。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
“

跨文化视 阈中的 当代华语文学
”

⑤ 日本学术论文网站 ＣＩＮＩＩ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检索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要围绕莫言文学在 日本的第
一个阶

⑥位居世界报刊发行量首位的 《读卖新闻 》 的晨刊销售量段做过口头报告 ， 为本研究提供 了诸多珍贵资料 ， 在此

约为 ９９３ 万份 ； 《朝 日 新闻》 晨刊销售量约为 ７９６ 万份 ；对藤井教授的帮助表示衷心 的感谢 ！ 笔者曾于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每 日新闻 》 的晨刊销售量约为 ３３２ 万份 。 参见以上所月 ２ 日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三届 ２１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端

述三家报社官方网站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１ ５ 日检索 。会议上 ， 对莫言文学在 日本文化界的接受阶段进行阐述

⑦参见 日本 ＡＢＣ协会 （关于报社发行部数公正监查机构 ）并提交会议论文 ， 本稿基于此会议论文修改撰写 。

的数据 ，
２０１ 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检索 。？藤井省三 、 长堀祐造 ： 《从中 国的村里来

——莫言短篇

⑧前两社检索结果来 自报社数据库 ， 《每 日 新闻 》 数据则集》 ， 收录 《秋水》 、 《老枪》 、 《 白狗秋千架》 、 《断手》 、

由 《每 日新闻报社》 社会部上杉惠子帮助检索并教示 ，《金发婴儿 》 、 《我的墓》 、 《爆发 》 、 《 自 序》
，

ＪＩＣＣ 出版

在此表示感谢 。社 １９９ １ 年版 。

⑨ 曰本大学教授 ，
日 本中国现代文学学者 、 评论家。 东京？《怀抱鲜花的女人》 ， 收录 《透明的红萝 卜 》 、 《苍蝇 、 门

都立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毕业 ，
翻译残雪译作多部 。牙》 、 《怀抱鲜花的女人》 、 《莫言访谈记录 》 ， Ｊ ＩＣＣ 出版

⑩近藤直子 ： 《莫言的中篇小说 〈透明的红萝 卜 〉 》 ， 《 中国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语》 ，
第 ２６ 页 ，

中国语友之会编集 ，
东京 ？ 大修馆书店⑩？张志忠 ： 《莫言论 》 ， 第 １ ５ １ 页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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