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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绣像小说》所刊翻译小说研究
杨东川

湖南工商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晚清时期，报刊业的兴盛促进了文学领域的繁荣，特别是文艺报刊的蓬勃发展。翻译小说作为了解西方文

化的窗口，在晚清文艺报刊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首先概述了翻译小说在晚清的发展历程，随后以翻译小说的繁

荣期为背景，聚焦于 1903 年《绣像小说》杂志出版的 15 期中的翻译小说作品，从文学视角分析其呈现出的近代

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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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翻译小说是近代小说的分支，也是近代小说转型的

一个推动因素。晚清翻译小说大多以报刊为载体发表，报刊

的特点也影响了其展现形式。加上翻译者对外国故事的再创

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晚清翻译小说。

1 晚清翻译小说的发展历程

据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
[1]
统计，从 1840年至 1912

年，确定发表的翻译小说共有 1003篇。从总体数量而看，晚

清翻译小说已成蔚然大观。从发展趋势来看，晚清翻译小说

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沉淀期，在最后十几年呈井喷式增长，

占晚清翻译小说总量的94%左右。见刊于1903年——1906年

的《绣像小说》正处于此时间段。

阚文文《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以八大报刊为中心》

[2]
进一步细分了晚清翻译小说的发展阶段：1840——1871年为

酝酿阶段。1871——1890年为尝试阶段。1891——1902年为

高速发展阶段。1902——1912年为繁荣阶段。

酝酿期，翻译小说多由外国人进行翻译，也不在报刊上

首发，严格意义上的报刊翻译小说并未出现。1840 年的《意

拾寓言》是对《伊索寓言》比较完整的翻译。1853 年威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s）翻译了英国作家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是

目前已知最早译成中文的外国长篇小说。

萌芽期，翻译小说已登载于报刊，但因报纸侧重介绍西

方科技，翻译小说未受重视。此时，中国文人开始参与翻译

工作，1873——1875年连载于《瀛寰琐记》的《昕夕闲谈》

被视为首部中国人自译小说。

在高速发展期，维新运动带来办报热潮，加之梁启超“小

说界革命”的号召，小说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关

注。此时翻译小说涌现了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等新类型。《时

务报》连载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以其曲折情节、诡谲案件

及惩恶扬善观念，吸引了众多读者并引发了翻译侦探小说的

热潮。同时，为宣传政治主张、开启民智，以梁启超为代表

的知识分子大量创译政治小说。

在繁荣期，刊载翻译小说的文艺报刊数量不胜枚举，并

都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被誉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新

小说》《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和《小说林》，都不遗余

力地选用翻译小说。《新小说》在发刊词中表明“本报所登

各篇，著译各半”
[3]
。在其连载的 27部小说中，翻译小说共

计16篇，其比例超过了发刊词中的“著译各半”。《绣像小

说》在发刊词中提到“或手著，或译本”
[4]
。在其连载的 48

部作品中，翻译小说有 20部，并为部分内容绘制绣像。《月

月小说》发刊词中将翻译小说放在了创作小说的前面，并表

现了对翻译小说的迫切需要：“本志小说之体有二：一曰译，

二曰撰。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则译之刻不容缓也”
[5]
。并在

短短的 24 期内发表了 54 部翻译小说。《小说林》的创办者

徐念慈曾形容此刊翻译小说的成果：“小说林社之于新小说，

既已著译并刊，二十余月，成书四五十册，购者纷至，重印

四五版”。
[6]

翻译小说进入晚清的几十年间，经历了默默无闻到繁荣

兴旺的历程。翻译小说能够不断地发展，不仅是出于介绍、

认识、学习西方的必要，也是改革者对于小说社会功能的发

掘，同时还受到报刊这一载体需要盈利的影响。

21903 年《绣像小说》所刊翻译小说的近代化表现

《绣像小说》于 1903-1906年间连载，共计发布 72期。

翻译小说为重要刊载内容，1903 年《绣像小说》即刊载多种

类型翻译作品：有冒险小说《商界第一伟人戈布登轶事》《小

仙源》（原名《小殖民地》）和《汗漫游》（原名《僥侥国》)；

侦探小说《华生包探案》；科幻小说《梦游二十一世纪》和

历史演义小说是《泰西历史演义》。此期大致连载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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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商界第一伟人戈布登轶事》《华生包探案》《梦游二

十一世纪》《小仙源》。《泰西历史演义》几乎每期连载并

且皆配有绣像，其意义可见一斑。故选取以上五部翻译小说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2.1 新奇题材

阚文文称：“‘新奇’是当时翻译选材的一个重要考虑，

原因就是为了传播新观念和新知识”。
1
早期报刊以新闻介绍

西方，维新人士则通过翻译小说传播西方知识及观念，发挥

文学教化作用。翻译小说不仅文学性展现西方风情，也为维

新派提供政治宣传平台，是一种有趣且有用的传播方式。

首先，题材的新奇表现在翻译者对于翻译侦探小说的热

忱。《绣像小说》中的《华生包探案》即为较早一批翻译侦

探小说（最早为1896年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歇洛克·呵

尔唔斯笔记》），选择性地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的六个

案件。《华生包探案》以私家侦探歇洛克的朋友、破案时的

帮手——华生为叙述视角展现了歇洛克破案的全部过程，而

改变了原作中的以非华生和歇洛克的“我”为叙述视角。侦

探小说以破案过程为线索，中国古典的公案小说亦是如此。

而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的不同之处正是作为一类翻译小说类

型的其中一个新奇之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办案主体不同：侦探小说是私家侦探和他的助理配

合办案，而公案小说依靠以官员、捕快等为代表的官府办案。

其次办案方式不同：侦探小说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细节的

挖掘、科学手段的运用等方式厘清案件过程，有理有据。而

公案小说往往通过六月飞雪、冤魂显现或菩萨托梦等奇幻情

节来呈现冤屈，最终由清官断案昭雪。案件审理过程却不免

动用刑罚，使故事充满奇幻与暴力色彩。再次宣传精神不同：

侦探小说通过办案方式宣扬了科学、民主和法治的精神。相

比之下，公案小说虽不乏反封建之作，却依赖清官昭雪冤情

的模式，未能彻底挣脱封建纲常束缚，更多蕴含了惩恶扬善、

颂扬正直清廉及因果报应的教化意图。最后写作方式不同：

侦探小说多以带有限制性“目击者”视角进行叙事，同时注

重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古典的公案小说多以情节作为叙

述中心。

其次，题材的新奇表现在翻译者对于翻译冒险小说的热

忱。冒险小说多以“航海时遭遇风暴而漂泊到未开化的岛屿”

为线索展开情节，《小仙源》《商界第一伟人戈布登轶事》

亦是如此。相较于人们熟知的西方世界，主角游历的黄岛更

具“新奇”特质。此外冒险小说通过主人公与自然环境的互

动，如造船、修桥、开垦等情节，使读者对西方技术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

中国古典小说亦不乏人物异域游历的作品。但两者的不

同体现在异域的真实性与冒险精神的存在与否。冒险小说中

的异域多为未开发的真实岛屿，小说结尾常安排主人公重回

家乡，以满足中国人对大团圆结局的偏好。而中国古典小说

中的异域，如天宫、海外仙山、龙宫等，其真实性则存疑。

冒险小说以主角在未开化之地的自力更生为主线，展现了大

航海时代西方的冒险与开拓精神；而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异域，

则更多作为现实黑暗的对照，寄托了主角对美好世界的憧憬

与向往。

最后，题材的新奇还表现在翻译者对于翻译科学幻想小

说的热忱。《梦游二十一世纪》讲述了“我”在梦中来到 21

世纪的英国，游览英国各地，来到气球公司乘坐气球游历了

欧洲、非洲、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故事。在游历的过程中，

作者不仅对 20世纪英国的交通、电器、化工和设施等进行科

普，还展望了21世纪这些技术的发展。在乘坐大气球的时候，

作者更是对教育、平等、工人权利、妇女问题等问题进行探

讨，向读者展示了西方的思想观念。然而作品在内容上过于

侧重科普知识、科学幻想及观念阐述，导致情节平淡、人物

单薄。

2.2 适合报刊连载的体裁

与中国古典小说相比，《绣像小说》中的翻译小说在内

容题材上有所创新，又保留了传统小说的形式。

章回体是翻译小说常见的形式。然《绣像小说》中翻译

小说经过了从非章回体到章回体的过渡。而译者最终选择章

回体，不仅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自己的翻译习惯，

也是基于报刊这一载体的特点选择的合适形式。

《梦游二十一世纪》作为一篇未采用分章节的短篇翻译

小说。小说内容受到期刊篇幅的限制被硬性切割，致使故事

出现断裂式结束与突兀性开启的情况。严重破坏了叙事的连

贯性，影响读者对小说的阅读兴趣和效果。

《商界第一伟人戈布登轶事》处于向章回体小说的过渡

阶段。小说各节以“戈布登之……”为统一格式命名，以概

括节内主旨。然而每节篇幅不定，如第 2节“戈布登之家室”

和第 3 节“戈布登之幼时”内容不足 1 页，而第 8 节“戈布

登之耕业”却占 8 页，导致在连载时难免切割完整章节，影

响了情节的连贯性。

《泰西历史演义》和《小仙源》是较为典型的章回体小

说。首先它们每回都有对仗的标题概括故事内容，能够引发



聚知刊出版社 科技创新发展

JZK publishing 2024 年 1 卷 7 期

52

读者的联想和兴趣。通过《小仙源》第一回标题“遇飓风行

船触礁，临绝地截桶为舟”就能知道这回讲述了主角航海中

遇到风暴，以桶为舟幸免落水的故事。通过《泰西历史演义》

第一回标题“拿破仑科嘉西挺生，鼐利孙亚布其取胜”，尽

管细节不得而知，但毋庸置疑讲了拿破仑的出生和鼐利孙开

战的故事。其次每回内容相当，每期的篇幅容纳完整的章节。

《泰西历史演义》1903年连载的 14期中，每期 6页或 8页，

以8页为主。《小仙源》每期 4页、12页和 16页不等，但每

回篇幅 4页，所以每期可容纳 1至 4回完整内容。每章内容

的篇幅与报刊连载小说的限制相契合，既有效设置了翻译小

说的悬念，又确保了文章内容的完整性。

以历史演义构筑的翻译小说《泰西历史演义》，主要梳

理了法国拿破仑征战、英国殖民印度、法国波旁王朝和第二

帝国的更替等历史脉络，为读者展示了外国广阔的历史画卷。

小说在叙述风格上显著倾向于历史演义体裁。描写拿破

仑出生时“他的屋上，祥光万道，瑞气千条”
[4]
的画面就暗示

了这个婴儿未来成就必定不凡。刻画拿破仑的外貌时，说他

“出落得虎眉豹目，猿臂狼腰……”
[4]
，用动物来形容人的外

貌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套语，生动又夸张地描绘出拿破仑威风

霸气的形象。

这种中式风格迎合了国人的口味，却体现出译者对西方

了解的局限。由于这些历史时间跨度较大，受到篇幅的影响，

往往将细节一笔带过，只根据结果进行简单叙述。这种流水

账式的叙述削减了文学性，影响了阅读体验。

总的来说，翻译小说作为文学近代化的一环，为文学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写作手法，带来了新的生机，并

在社会层面发挥着认识西方、开启明智、移风易俗等作用。

但由于读者品味一时难以转换、译者翻译习惯和翻译难度等

原因，呈现出新旧交融的近代化特征，也影响了中国近代小

说的创作模式。西方侦探小说的引入促使中国传统公案小说

的元素与侦探小说框架相融合，从而诞生了具有鲜明民族特

色的侦探小说类型。吕侠的《中国女侦探》中的《血帕》案

以李县令为叙述主体，通过其细致的推理过程，揭示了吴家

二女死亡的真相，并在审讯凶手的过程中又牵出了另一起案

件。其中，破案者与衙门审讯的方式保留了传统公案小说的

韵味，而严谨的推理论证则体现了对西方侦探小说技法的借

鉴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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