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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在泰国的本土化

及其重要价值
□裴晓睿

摘要 ：本文从文学译介和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三国演义》

的第一个泰文翻译文本洪版 《三国 》在泰国 的本土化过程、影响

及其意义。 《三国 》新颖的小说文体 、宏大叙事的历史故事魅力

和文学家高超的泰语水平 共同铸就了它在泰国 的
“

国家文学
”

地位。 两百余年以来 ，各类仿作
“

《三国 》文体
”

的文学文本和派

生文本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著作不断涌现 ， 《三国 》文化的价值不

断被发掘 影响层面 日益扩展。 这一现象在文学和文化传播领

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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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国演义 》故事传入泰国的社会历史背景

中国 的 《三国演义》大约是在 世纪 中期阿瑜陀耶王朝时 ， 由大批移居暹罗

泰国 旧称 ） 的华人传人泰国 的 。 传播经历了从华人社会逐渐扩展到整个泰国社

会的过程 ，
主要是通过 口头传播、神庙信仰 、戏剧表演和泰文版文学文本四种途径

逐步实现的 。

世纪末至 世纪初 ， 《三国演义 》 的第一部泰文经典译本——洪版 《三国 》

问世①
。 在 此之前 ， 《三国演义 》 的

故事和戏剧表演等早已在民间乃至上层社会流传。 年至 年间几位西方

传教士和外交使节阿贝 德 舒瓦齐 （ 、 汉名

待考 ） 、达夏德 （ 、 娄贝雷 （ 的著作中都有中 国戏

剧在暹罗王家仪典或王室盛宴等重要场合表演的记载② 。 民间的神庙活动和各类

节庆场合也有中 国戏剧的表演。 世纪末开始 ，
暹罗成为潮剧在东南亚的演出 中

心 ，早期演出 的重要剧 目之
一

就是
“

三国
”

戏。 泰国南部的古代诗体文学作品 中对

中国戏曲表演进行了非常生动的描述 ：

大戏演
“

三 国
”

，髯 口 当 胡 须 。

泰人 听不 懂 ，

“

做
” “

打
”

却有趣。

棍棒刀 枪剑 ，
虚晃 即 若离 。

我 等如上 台 ， 劈头何所惧 ！
③

① 《三国演义》在泰 国的第一个翻译文本是曼谷王朝
一世王谕令昭帕耶帕康 洪 〉主持翻译的 《三国 》 ，

本文简称洪版《三国》 。 昭帕耶帕康 （ 洪 是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两朝重臣 ， 著名宫廷诗人 。

“

昭帕耶
”

为爵

衔 相 当于公爵 ，

“

帕康
”

是财政大臣职衔 ，

“

洪
”

是其名字 。

② 泰 乃恰里 宛纳里 《中国戏曲在泰 国》 ，载《皇恩荫庇下的华人 年》 （特刊 ） ，曼谷 ：
经济之路

出版社 ， 年 ，第 页
；蓬潘 詹塔罗南 《潮州戏的 由来及在泰国的传播》 ，载 《艺术家》学刊 ， 年

月
，第 期 ，第 页 。

③ 泰 宽迪 阿达瓦乌提采 ： 《汉文学对拉达那哥信时期文学和社会的影 响 》 ，论文发表于
“

汉文学对

泰国文学的影响学术研讨会
”

，
法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年 月 日

，
第 页 。 拉达那哥信时期即曼谷

王朝时期 。 所谓
“

曼谷王朝
”

是华人依据拉达那哥信 主朝的王都名称
“ ”

賦予的习惯称

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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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三国故事当时不仅是在华人群体 中 ，在泰 国人中也已经颇有影响 。

“

三

国
”

戏 、

“

三国
”

故事以及与
“

三 国
”

有关的民间信仰逐渐进人暹罗社会 ，

“

三国
”

人

物崇拜在华人的民间信仰和仪式文化 中得 以传承。 关公 、孔明 、张飞 、刘备都被作

为神祇供奉 其中尤以关公崇拜最为普遍 。 这种民间信仰起初 只是在华人社圏 内

流行 随着时间 的推移 ，泰人与华人 、华裔通婚现象越来越普遍 ，他们之间就逐渐接

受了彼此的文化习俗 。 例如 华人神庙和华人家庭供奉的
“

三国
”

人物像同样受到

泰人的奉祀和崇拜。

“

三国
”

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也逐渐被泰人所了解和接受。

“

三

国
”

文化和艺术开始潜移默化地融入泰人群体。 所有这些都为泰文古典小说《三

国 》的出现和传播奠定了广泛的受众基础 。

曼谷王朝初期是
一

个社会经济发生较大变迁的时代 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兴起 ，

打开了暹罗与海外国家交流的大门 ，
开阔了上层社会文学创作者的眼界 ，

人们对文

学作品兴趣的转移促成了文学功能的转型 ，

“

文学从记叙和训谕功能转向阅读和

消遣
”

。

“

曼谷王朝初期的诗人们似乎理解了文学功能转变的到来
”

，
国王御下的

诗人们开始热衷于寻求新颖的故事包括外 国故事内容作为创作的源泉。 在此背景

下
， 中国 的 《三国演义》和 《西汉通俗演义 》被移植到泰国 就具有了适宜的社会土

壤。

一世王在这个时期下令翻译《三 国演义》等 中国历史小说 主观上是文学复兴

和巩固政权的双重需要 客观上则适时地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 。

吞武里王朝之后的曼谷王朝建立之初 ， 内外战争和动乱仍然不断。 阿瑜陀耶

王朝后期战争中被焚毁的大部分文学遗产亟待抢救和恢复 。

一世王作为靠政变废

掉吞武里王而登上王位的国王 ，
需要在各方面为巩固 王位和国家复兴作 出努力 。

他下令翻译中 国的 《三国演义 》 《西汉通俗演义》和孟族历史故事 《罗 阇提叻 》 （ 意

译《伟大的国王》 ，讲述一个养马人通过奋斗最终成为 国王的经历 ） ，
这正是一世王

夺得王位后为巩固王权、赢得战争 、安邦定国 、 复兴文艺所推出 的重要举措 。 《三

国 》翻译班子的主持人昭帕耶帕康 （ 洪 ）在为后来的《东周列 国志 》泰译本 《列 国 》

作序 ，提到 《三国》时说 ：

“

国王认为从国家利益考虑翻译该书是必要的 。

”

这说明 王

室积极主持并推动
一

批汉文学的翻译有着显而易见的政治 目的 。 在军事方面 ， 据

说 年缅甸将领阿赛温吉 （ 率军攻打泰国 的彭世洛城 ，时任泰方征

战大将军的加克里 （ 即后来登上王位的曼谷王朝一世王 ） 和他

的兄弟就曾经利用三国故事中 的空城计打退缅军。② 可见
， 《三国演义 》在泰国 的

① 尼提 尤西翁 ： 《羽毛笔与船帆 曼谷王朝初期历史与文学研究》 ，派欧 （ 出版社 年 ，第

次印刷 第 页 。

② 泰 《三国》前言 曼谷 ：艺术文库出版社 丨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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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重要意义从
一

开始就巳经超出 了文学的范畴 ，
它所受到的重视也绝非一般

文学作品可比 。

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 ，
昭帕耶帕康 （洪 ） 主持翻译的泰文 《三国 》 的问世虽然是在

曼谷王朝
一

世王时期 （

— 但第一次出版却是在泰文印刷技术出现之后

的四世王时期 （

—

。 到了五世王时期 （

—

，教育的普及 、报刊

的 出现才为扩大泰文洪版 《三国 》 的受众范围提供了有利条件 。 《三国 》作为文字

文本在泰国社会的传播才从王室贵族等上层群体逐步拓展到普罗大众 其影响力

也越来越显现。

—

二 、泰文洪版《三国 》本土化特征的形成

泰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诗歌
一统天下 ，

散文体作品极少。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

下 ， 世纪末至 世纪初 ，
也就是中 国清朝的乾隆至嘉庆年间 ， 中 国古典小说《三

国演义 》和《西汉通俗演义 》被翻译成泰文 ，分别取名为 《三国 》和 《西汉 》 。 其中 昭

帕耶帕康 （洪 ）主持翻译的 《三国 》 以其前所未见的全新文学内容和体式引起轰动 ，

在泰国统治阶层和贵族文人中广受青睐 ，
甫一问世

，
就被赋予了泰 国

“

国家文学
”

的地位 其本土化的 目标是显而易见的 。 泰文洪版 《三国 》的 出现 ，
使民间 以汉语

方言 口头传播的 《三国演义》故事扩展到泰语文化语境之中 。 之后 ，仿效《三国 》 的

散文体文学作品络绎不绝 ，

“

三 国体
”

在泰国文坛上从此兴起。

“

三国
”

翻译的成功 要归功于大诗人昭帕耶帕康 （ 洪 ） 和他的翻译团 队。

“

昭 帕耶

帕康 （洪 ）是一位勇于冒 险和试验并不断创新的诗人。

“①他所处的时代也为他的别

开生面的创作提供了机遇。 他的文学 自觉表现在多部作品的创新改革之中 。 其中

《三国演义》的翻译在文学内容 、形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开创了 泰国文学史上的

先例 是
“

散文体故事类
”

最为成功 、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

曼谷王朝一世王至二世王时期 （

— 是泰国古典文学复苏和发展的

繁盛阶段 。 除《三国 》和《西汉 》之外 ，
还有多部经典文学巨著问世 ，其中根据外国

名著翻译或改写的作品 占有很大比重 ，例如 ： 《罗摩颂》 （音译《拉玛坚 》 ） 改写 自 印

度罗摩衍那故事
；
《罗阇提叻》翻译 自孟族历史故事

；
《伊瑙 》改写 自爪哇马来语班

基故事 。 曼谷王朝初期对外国文学的移译和接受是基于时代的需要 。 从宏观上来

① 《羽毛笔与船帆 曼谷王朝初期历史与文学研究》 第 页
。

② 六世王时期的泰 国文学俱乐部把泰文《三国 》推举为
“

散文体故事类
”

作品之冠。 所谓
“

散文体故事

类
”

实际上就是
“

古小说文类
”

。 关于此问题的论辩 参见裴晓睿 《汉文学的介人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 》 载

《解放军外 国语学院学报 》 年第 期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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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三 国演义》的被移植 ， 是在适当的时机由适当的译者引 入了适 当的作品 。 也

可以说 ， 由时代需要 政治需要和受众需求 ）所决定的翻译 目 的 （ 本土化 目标 ） 加上

翻译者的高超水平 （译者身份 ） 共同铸就了一部经典的翻译文学作 品 ， 成就了
一

段

文学和文化交流的佳话 。 我们知道 ，
不是所有的外国文学翻译文本都能在译语文

化语境中实现本土化 目标的 。 大部分文学译著都只是以
“

翻译文学
”

的身份存在

于译语文化语境中 。 而泰文洪版《三国 》 的特殊 就在于它成功地实现了在泰语文

化语境中的本土化改造。 译本的具体特征举凡有三 ：

首先是翻译文本的 自身特征对泰语受众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

文本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三国传奇故事的 内容、情节和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体

现了中 国历史舞台 的广阔场景、历史人物的鲜活面貌和古人博大精深的智慧 ，为泰

国文学艺术欣赏 、政治军事谋略以及社会生活理念注入了新鲜血液 。

语言通俗易懂 言简意赅 ，富含哲理 ，修辞方法新颖 ，表现了鲜明的译语文学风

格 ，却无一般译语的生涩感。 其高超之处在于能把汉语特有的成语 、俚语 、熟语 、对

话和叙事技巧等翻译得出神人化 不仅使泰语阅读者享受到新奇精妙的异域文化

特色 而且能使之融入泰语文学传统 丰富了泰语的文学语言。 像
“

三顾茅庐
” “

开

诚布公
” “

不可多得
” “

车载斗量
” “

巧夺天工
” “

老牛舐犊
” ”

多谋善断
” “

赤膊上阵
”

“

纵虎归山
” “

赴汤蹈火
” “

锦囊妙计
”

等已然成为泰人熟知的常用成语 ；与此同时 ，

译者也以语义相近的泰语成语替换了原文的部分汉语成语 而不是
一

律照搬硬译 。

可以说 在把握文学翻译的变异度方面 ，洪版 《三国》堪称经典。

翻译策略上向本土化的靠拢。

翻译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 文学翻译基于翻译 目的 、译者身份和

文化语境的不同等因素 ，
必然出现相异性 。 泰 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基本属于同质文

化 ，
因而减弱了异文化之间的相异度。 翻译文本对源文本的改造并不会产生圆凿

方枘之嫌。 从源文本与翻译文本的比较可以看出 ，泰文洪版《三国》 的译者是按照

泰国人的价值观、宗教信仰 、认知习惯和文学欣赏习 惯对 《三 国演义 》进行了适当

的调整和改造 这对实现 《三国 》 的本土化建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 ：

对源文本中人物的价值观和信仰理念上做了 多处删改 ：把 中 国古人理念中的

“

天意
”

改为佛教的
“

福报
” “

业报
”

；把枭雄曹操的处世哲学
“

宁教我负天下人 ，
不

教天下人负我
”

改成
“

保护 自 己免受人欺
，
乃人之常理

”

；

“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

删除不译等。

迎合泰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习惯 ，
文字上避难趋易 ，删繁就简 。 在译文语境中很

难重现光彩的汉语古诗和典故大部舍去未译 ；原著全本 回
， 洪版 《三国 》减为

章 ；
改变了泰国人难以欣赏的章回体 ，

按照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重新划分了章

节 ；删除了原书后半部分数段大战的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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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 ，消解了不易被泰语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外来文化障碍
，
保

留 了与泰国文化协调的中国文化元素 ，使《三国 》故事的趣味 、智慧 、计谋 、人物魅

力和语言艺术仍能在泰语文学中大放异彩。

泰文洪版 《三国 》 出现之后 通过书籍的传播逐步 占据了主导地位。 文字文本

有利于传播的稳定与高效 ，
通过读者的阅读 、 品评和反馈又不断衍生出更多的文字

文本 。 同时其他传播方式诸如戏剧表演 、神庙活动 、说书等口头传播和民间信仰传

播方式依然存在 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本土化传播场域 ， 《三 国 》的本土化传播

随之 日趋完善。

三 、 《三国演义 》在泰国本土化的影响及其价值

泰国是接受《三国演义》影响的国家中唯一动用官方力量组织翻译 并作为泰

国
“

国家文学
”

介人本土文坛 进而逐步实现本土化的 。 《三国演义》的影响丰富了

泰国的文学形式和 内容 直接推动了泰国文学新文类的产生。 《三国 》文化对泰国

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 这在世界范围内也

是罕见的 。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
《三国》在泰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 不断向深度和广度

扩展的过程。 它为后世泰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素材 甚至部分章节如

“

草船借箭
”

和
“

火烧战船
”

等片段还被选入泰国中学的泰语教科书并沿用至今。

此外 ，
后世还有许多三国故事的译本 、改写本 、仿写本 、重写本以及大量的评论和学

术研究著作不断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 ，
迄今已有 余种 （金勇博士论文统计

年 ） 。 泰国人早巳把洪版 《三国 》视为本民族的文学财富 ，
对其中 的人物 、故事 、政

治军事思想 、箴言警句和俗谤俚语等都非常熟悉。 总之 《三国 》 已经深植于泰国

人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 ，成为泰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所有的泰国

文学史著作 中都占有不可或缺的席位。

以下我们从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阐述本土化的泰文 《三国 》在泰国产生的影

响和它的重要价值。

文学层面 ：

泰文洪版 《三国 》促成了泰国古小说文类的生成 。

“

三国体
”

带动了一大批历

史小说的不断产生 ，从而结束了泰民族 自 素可泰王朝建国 以来五百年古典诗歌文

学
一

统天下的局面 ，同时为现代新小说的生成和发展做好了铺垫。 这
一

文学事件

在泰国文学发展史和中泰文学、文化交流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和永恒价值是毋庸置

疑的 。

泰文洪版《三国 》在文学创作的 目 的和 内容方面也开创了风气之先。 《三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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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之前的作家文学 ，
创作 目的多是取悦国 王 ， 内容基本局 限于五大类 ： 训谕、 宗

教 、赞颂 、 情以及王子公主式的爱情故事。 作家 （ 宫廷诗人 ）大多缺乏丰富现实

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感受 ，
作品强调 的是诗歌艺术 ， 内容难免单调繁复。 《三国 》则

截然不同 故事本身是
一段场景宏阔 、 曲折复杂旳历史叙事 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

人物原型积淀 ，艺术构思精巧 ，
人物身份、形象 、性情、 智谋 、武艺各个不 同 ，读之宛

若跃然纸上 。 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前所未见的新奇之作 ，反响热烈、呈现出强大的

生命力是必然的 。

语言风格方面 ，在文学界形成了独特的 《三国》语言风格 。 洪版《三国 》 的魅力

除了新颖的历史小说文类和故事内容之外 ， 吸引读者的还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

这首先得益于原作语言的凝练生动 ，寓意深邃 ，修辞方法丰富多彩 ；其次 ，
也是更为

重要的是翻译者作为文学大家驾驳语言的高深功力 。 他们 已经成功地把《三 国演

义》语言风格的精髓吸收并转化到泰语中来 ，从而丰富了泰民族的语言和文学表

达功能。

洪版《三国》之后陆续出现众多派生文本 并掀起了中 国古典小说翻译热 。

从曼谷王朝一世王到六世王时期 （

—

，计有三十多部 中 国古典小说

被陆续译介到泰国 ，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和热烈追捧 。 这种情况持续了
一

百

余年。 曼谷王朝五世王 （

— 执政以后 ，教育的变革、 印刷业的发展 、报刊

等大众媒介的普及 促进了阅读群体的不断扩大。 以泰文经典译本洪版《三国 》为

源文本的三 国故事 ， 陆续出现了多种派生文本 其中有改写本 、缩译本或重译本 、批

注本 、重写本、 《三国》评论与研究文本等 ，例如 ：

改写本 ：多部《三国 》 民间剧片段 、歌剧 《貂婢计赚董卓 》 《卖艺乞丐版 〈三国 〉 》

《富豪版 〈三国 〉 》 《 〈三国 〉 军事战略 》 《曹操 ：永恒的丞相 》 《凡夫俗子版 〈三国 〉 系

列》 （ 包括
“

洞悉孙权
” “

剖析刘备
” “

解读曹操
” “

揭秘孔明
”
⋯⋯

）等 。

缩译本 ： 《新版 〈
三国 〉 》 （ 珲回 ，

。

重译本 ： 《新译 〈三国 〉 》 （ 万崴 帕塔诺泰 ，
。

批注本 ： 《批注版全本 〈三国 〉 》 （威瓦 ■ 巴査冷威 。

重写本 ： 《卖国者版 〈三国 〉 》 （冷 威塔雅库 。

评论与研究文本 ： 《忠义之神关羽 、刘备和张飞 》 （莫塔亚功 ， 、《 〈三国 〉

将帅的军事指挥能力研究 》 （塔萨那西 索玛戈塞林 ， 、 《 〈三国 〉嘉言集》 （ 布

朗 纳那空 ， 、 《挖掘 〈三国 〉 宝藏》 （本萨 沙拉威
， 、 《文学纵览话 〈 三

国 〉 》 （ 克立 巴莫 ， 、 《评〈三国 〉 人物 》 （ 天采 耶瓦拉美 ，
、 《管理者版

〈三国 〉精粹》 （本采 西里玛哈沙空 ， 、 《 〈 三国 〉 与人事管理 ：刘备军队研究》

察暖 瓦查拉萨古尼 ， 、 《 〈三国 〉政治之国家分裂》 （ 通田 纳詹浓 ， 、

、 《 〈三国 〉 中的 》 （边萨 库纳功巴提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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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层面 ：

《三国 》文化影响到泰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国 》故事及人物丰富了泰国社会的民间信仰 。 泰文《三国 》 问世之前 华人

神庙中就有对三国人物的供奉和祭拜 ，其中尤以关公信仰为最 。 随着泰文文学文

本洪版 《三国 》的广泛传播 泰人也视关公为忠义之神
，
神庙中祭拜的香火愈加兴

旺
，家中供奉者已不鲜见 甚至军界 、警界髙级官员家中也有供奉者① 。

《三国》故事丰富了艺术创作的 内容和形式。 突出表现在戏剧、壁画 、 雕塑等

方面。 《三国 》戏的演出从最初用汉语方言到以泰语演唱 再到当代《三国 》政治讽

刺剧 其表现力和生命力不断增强 ，影响范围 日 渐扩大。 这
一点是任何其他泰国

戏剧不可比肩的。 壁画主要 出现在中式和泰式寺庙 内 。 如曼谷王朝三世王时期曼

谷巴瑟素塔瓦寺 （ 大雄宝殿内的三国故事壁画就有 幅 ；
六

世王时期敕建寺院曼谷波沃尼威寺 （ 配殿内的 《三 国 》故事壁画
，

其艺术风格有的是纯粹中国画风格 也有的是中国画和泰国画风格相融合的 。 此

外 ，寺庙中也有供奉关公等三国故事人物塑像的 ，如曼谷石龙军路的关帝古庙 、檀

香路的关圣帝君古庙等。

《三国》文化被泰国政治家、 军事家、知识分子视为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的教

科书 ，并运用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战略。 泰文洪版《三国》的翻译本身就有着明显的

政治和军事 目 的 ，后来的派生文本 、评论和研究著作也多与时政和谋略有密切关

联。 例如 ： 《 〈 三国 〉军事战略》 《曹操 ：永恒的丞相 》 《卖国者版 〈三国 〉 》 《 〈 三国 〉政

治之国家分裂》等。 这类话题在当下的报纸等媒体也常有文章发表甚至独辟专栏

刊载评论 。

《三国 》商业文化方兴未艾 。 世纪 年代以来 ，把 《三国 》智慧运用于商业

领域的著作不断推出 ，深受市场青睐。 例如 ： 《 〈三国 〉精粹 管理者版本》 、

《 〈三国 〉 中的 》 （ 等。

由洪版《三国 》开创的
“

三国体
”

古小说文类带动 了 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的各

种 《三国 》派生文本和评论 、研究著作的不间断涌现 ，标志着 《三国 》在泰国社会的

本土化过程一直在持续深化 ， 《三国》的社会影响仍在不断增强并向更多的领域延

伸 。 进人 世纪以来 ， 围绕 《三国 》的研究 、翻译和再创作仍然热度不减。

“

三国
”

故事 、

“

三国
”

人物 、

“

三国
”

谋略、

“

三国
”

语言⋯ ⋯成为泰国人喜闻乐道的永恒话

① 笔者亲见 泰国前蕾察总监春蓬 罗 哈察拉
（

上将家中就供奉着祖传的关公

塑像 他的家族是泰国军警界高官世家 。

② 指 年以来出现的 以泰国法政大学 学生为主体演出 的
“

法政戏
”

和
“

救

国戏
”

借三国故事针砭时弊 、抨击独裁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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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事实证明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 ，
人们都能从中演绎出新的解读。 《三国 》

成了真正发掘不尽的文学宝藏 ，它在文学 、文化层面所具有的重要研究价值将是永

恒的 。

综上所述 ，洪版 《三国》作为泰国文学史上汉文学介人的肇始且引起文类变革

的标志性作品 ，为泰国本土文学从古代诗歌向散文为主的近现代文学做好了铺垫 。

不仅如此 ， 《三国 》在当代的文化视域中 又被不断重写或重新阐释 进而对《三国 》

文化从诸多层面上引起新的关注热潮 。

四 、结语 ：文学译介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在泰国乃至亚洲的传播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

重要事件 。 泰文经典译本洪版 《三 国 》的本土化传播更是把中 国文化的精髓融合

到泰国文化语境之中 ，从而获得普遍认同和接受 为中泰文化深层次的交流构架了

桥梁 ，为促进中泰两国从统治阶层到普罗大众之间的多层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

用。 这
一文学译介事件的典型性说明 ， 翻译是导致异文化之间文学相互影响的重

要媒介 。 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一流的翻译 完全可以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实现本

土化传播。 泰国并不属于汉文化圏 但借助翻译文本的流传 使泰国人对《三国演

义》的接受和认知程度超越了汉文化圈国家 。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史和本土

化过程证明 ，优秀的翻译文学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向本土文学的转化 ，
它在文

学和文化交流史上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 今天 在全球化语境中 ，
通过文学译

介 着力推动中国文学与外 国文学之间的横 向交流 ， 无论是近文化还是远文化之

间 ，都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 。 因为 ，文学是文化传播的通衢大道 ，是人与人之间心

灵的沟通和对话 ，更是彼此加深了解 、增加亲近感 ，进而达到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 。

作者单位 ：
北京大学 东 方文学研究 中心 外 国语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