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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犹太文学译介与研究
钟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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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回顾了中外学者在何谓犹太文学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主要观点, 指出作家的犹太身份和犹太体验

是界定犹太文学时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同时,从使用犹太民族语言创作的犹太文学和使用非犹太民族语

言创作的犹太文学两方面考察犹太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指出,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意义上的

犹太文学研究与隶属于各国别文学的犹太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似乎过于分明, 多数从事国别文学中的犹太

文学研究的学者与中国犹太学界缺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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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 /犹太文学0命题的讨论
在就犹太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对何谓犹太文

学这一命题加以简要讨论。应该承认,犹太人是个以民族为核心的概念。犹太文

学,也许最简单也最令人能够接受的定义就是 /犹太人所创作的文学0 [ 1] 3。但需要

指出的是,在界定犹太文学这一概念时,犹太学界普遍存在着困惑,难以达成共识。

这一论争甚至可以追溯到 18世纪犹太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犹太身份问题已经引起

人们的关注。犹太人使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以及客居国语言,以标示自己的文化

和文学传统。犹太人是否能够跨越语言与民族界限创作出代表民族传统的民族

文学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思考和发问,甚至有人提出: 是不是把犹太文学限定

在用某种特定语言如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拉迪诺语所创作的文学? 抑或是皈依犹

太教的人所创作的文学? 抑或是拥有所谓犹太性的共同主题?

部分犹太裔学者和作家认为不应该有犹太文学、犹太作家之类命题的说法,

尤其不应该从民族归属角度划分出犹太文学类型。美国犹太作家、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辛格 ( Isaac Bashev is S inger)曾经在答记者问时指出, /世界上只有意第绪
语作家, 希伯来语作家,英语作家,西班牙语作家。有关犹太作家或天主教作家

的整个想法在我看来是有点牵强附会的。当然,假如你逼着我承认有犹太作家

这回事, 我只好说,犹太作家必须是真正充满了犹太人习性,懂得希伯来语、意第

绪语、犹太教法典、犹太法学博士的圣经注释总集、虔敬派文学、希伯来神秘哲学

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人。此外, 假如他写的是犹太人和犹太人的生活,也许我们

可以称之为犹太作家0 [ 2]。辛格在这里显然强调犹太作家作品中所反映的犹太

特征,却淡化了犹太作家本人的民族属性。以色列著名学者佐哈尔 ( Itamar E2
ven2Zohar)甚至声称,只有民族主义的犹太研究,或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者才会

采用犹太文学及以作家血统为基础的概念 [ 3] ¹。

中国在绝大多数世人心目中,没有出现过反犹主义, 因此大家在使用犹太民

族等概念时, 一向不太敏感,一般强调的是犹太文化中的智慧、受难等因素,很少

把犹太属性、犹太血缘等词语与种族主义甚至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早在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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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茅盾先生在5小说月报6上便以5新犹太文学概
观6为题,论及 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犹太文学创作

及其特征。茅盾先生认为: /新犹太文学的勃兴是
19世纪后半叶的事, 或竟可说是 1882年以后的

事。0 [ 4]它用犹太人说的土语 ( Y iddish)著作。茅盾先

生这里无疑强调的是犹太文学创作所使用的犹太民

族语言形式,并关涉/哈斯卡拉0 (犹太启蒙运动 )前

期希伯来语与意第绪语相互竞争的历史进程。同

时,他也顾及到犹太民族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历史特

征与犹太文学的内在民族神韵。他说: /犹太民族是
世界古老民族之一,也是现代唯一的无祖国的民族;

他们散处于全世界,在各国政府的统治下, 因为人种

与宗教的不同, 常受到极惨酷的待遇。他们虽处众

强之间,仍旧保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

东方式的思想。0 [4]在他的心目中, 犹太民族显然属

于被损害的民族之列。而他所主要谈及的意第绪语

作家, 无疑均拥有犹太人身份。

20世纪 90年代,中国学者曾经直接就何谓犹太

文学的问题展开探讨。徐新主编的5犹太百科全书6
犹太文学条目为犹太文学所下的定义是, /犹太民族
使用犹太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这些语言中,

使用最为普通的是阿拉米语。犹太人被罗马人征服

后,开始散居世界各地,他们的语言因居住地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犹太语言有: 犹

太 ) 阿拉伯语、犹太 ) 贝尔伯语、犹太 ) 波斯语、犹
太 ) 希腊语、犹太 ) 意大利语、犹太 ) 葡萄牙语、犹
太 ) 普罗旺斯语、犹太 ) 法语、犹太 ) 西班牙语 (即

拉迪诺语 )以及意第绪语等。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

以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0 [ 5]。犹太人使用犹太语言

创作的文学属于犹太文学范畴, 确实是个不争的事

实。但是,这样的界定方式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疑

问:即未被包容在这个界定范围内的作家, 如美国的

埃利# 维塞尔、索尔# 贝娄, 意大利的普里姆# 列
维,德国的卡夫卡、保罗# 策兰,瑞典的奈莉# 萨克
斯等该如何在犹太文学领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刘

洪一在5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研究6中提出: /要界
定犹太文学的构成阈限, 简单地以其语言或种族身

份为唯一标尺是难以解决的。任何一种文学归根到

底都是特定文化的表征, 对于犹太文学而言则尤为

需要从犹太文化的历史机制中把握其基本的结构特

征。0 他同时又认定:文学中的犹太性既是犹太文学

的基本标识,又是一个颇为模糊的属性存在,并讨论

了犹太文学界定中的语言问题 [ 6]。他在界定文学犹

太性问题上所持的模糊说, 再次证明中国学者若想

接受挑战给犹太文学做明确定义的艰难。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对于犹太文学的界定

依然问题重重, 所有的定义均受到具体时空限制以

及下定义者的体验与学养的制约。笔者在这里无意

将各种学说面呈读者, 只想把问题提出。以色列著

名学者、希伯来大学资深教授谢克德 ( Gershon

Shaked )认为, 犹太文学包括在不同时代用不同语言

创作的所有作品 ) ) ) 这些作品的创作者知道他们是
犹太人 [ 1] 169。既然作家深知自己是犹太人, 那么他们

当然会对因为持有犹太身份而带来的诸多后果具有

某种特别的体验, 这种特别的犹太体验势必影响到

其创作,因此在犹太文学中,至少有两个内容不可忽

视,即作家的犹太身份和犹太体验,后者或许也可以

用犹太性、犹太特征等词语来替代。犹太人使用希

伯来语、意第绪语等犹太语言创作的作品,无疑属于

犹太文学范畴。而犹太人使用各种非犹太民族独有

的语言,如英语、法语、俄语创作的作品, 当然也属犹

太文学创作。因此, 笔者试从使用犹太民族语言创

作的犹太文学和使用非犹太民族语言创作的犹太文

学两方面考察犹太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

不再就某些犹太族语, 如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等的产

生渊源予以说明。

二、犹太民族语言创作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一 )希伯来语文学译介和研究

大体上看,希伯来文学研究在中国的译介与研

究成果可以划分为古代圣经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两

部分。

圣经文学主要以5希伯来语圣经6为主, 并包括

5次经6、5伪经6、5死海古卷6等古希伯来作品。尽
管5希伯来语圣经6尚无直接译自希伯来原文的中
译,但是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 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

教在中国的传播, 圣经文学通过希腊文、拉丁文等第

三国各种文字翻译成中文, 成为中国人从事普通阅

读、研究及从事宗教活动时使用的文本。目前中国

国内较为通行的 5圣经6版本有中国基督教协会
1980年出版的5新旧约全书6、香港圣经工会 1979

年出版的5现代中文译本圣经6以及 1919年旧版的

5合和本圣经6等。中华圣公会 1920年出版的5次经
全书6, 商务印书馆 1987年出版的5圣经后典6 (张

久宣译 )也成为人们阅读的主要文本。

中国学者在圣经文学研究领域拥有一支实力雄

厚的研究队伍,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早在

五四时期,鲁迅、闻一多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便在著

述中论及希伯来文学,但称不上系统的研究。南开

大学已故朱维之教授堪称中国圣经文学研究领域的

开拓者。20世纪 80年代初期, 他就发表了5希伯来
文学简介) ) ) 向 <旧约全书 >文学探险6 (5外国文
学研究6, 1980年第 2期 )。继之,许鼎新、牛庸懋等

前辈先后发表了5希伯来诗歌简介6 ( 5宗教6, 1982

年第 1期 )、5漫谈圣经文学6 (5外国文学研究期刊6
第 4辑 ) ,揭开了新时期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序幕。朱

维之先生 1989年的5圣经文学十二讲6 (人民文学出

版社 )系统详尽地介绍了圣经文学的有关情况,包括

希伯来民族历史及其文学对东、西方的影响, 圣经、

次经、伪经、死海古卷的来历和内容等。他 2001年

主编的5古代希伯来文学史6 (高等教育出版社 )是

国内编撰的第一部希伯来文学史,囊括了以5希伯来
语圣经6为主要成就的希伯来古典文学和犹太民族
大流散早期的5塔木德文学6, 达到了使一部古代希
伯来文学的发展史趋于完整的创作初衷。他与韩可

胜合作撰写的5古犹太文化史6从古代犹太文化模式
入手,论及上古、氏族社会文化、王国及前后、俘虏之

后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犹太文化与文学发展脉络与主

要特征,填补了国内一项研究空白。

1992年徐新主编的5犹太百科全书6 (上海人民

出版社 )中,列入了圣经文学、希伯来圣经等条目, 清

晰阐明了5希伯来语圣经6与5新旧约全书6的关系。
梁工 1990年出版的5圣经文学导读6 (漓江出版社 )

和 1993年出版的5圣经指南6 (辽宁人民出版社 )对

5旧约6、5新约6、5伪经6等进行详尽介绍与评析, 虽

然书中许多内容与基督教传统有关,但所涉猎的希

伯来文学方面的内容也给读者以知识与启迪。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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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5凤凰的再
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6 (商务印书馆 )以

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基本主

题、形式特征、美学风格、精神特质等,并且把犹太教

传统与基督教传统加以比较与对照。

除对整个希伯来古典文学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

希伯来文学的总体把握外, 学者们还展开了对某一

特定文学类型或叙事艺术的研究。王立新的论文

5特质、文本与主题: 希伯来神话研究三题6 (5外国
文学评论6, 2003年第 2期 )对古代希伯来神话特征

进行了专门探讨。陈贻绎 2006年的5希伯来语圣
经 ) ) ) 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6 (昆仑出版社 )

对希伯来语圣经中和以色列历史相关的部分进行了

比较全面和综合性的介绍, 着重点在希伯来语圣经

文本和巴勒斯坦地区文字和实物的考古发现, 同时

对创世神话等希伯来文文本进行专门解读, 并与美

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话进行类比。刘意青 2004年

的5圣经的文学阐释) ) ) 理论与实践6 (北京大学出

版社 )、5圣经的阐释与西方对待希伯来传统的态
度6 (5外国文学评论6, 2003年 1期 ) ,梁工 2006年

的5西方圣经批评引论6 (商务印书馆 )等著述则对

西方圣经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一些从事

基督教文化研究的学者在研究5圣经6时取得的成
果,也给我们开拓了新的视野º。另外, 1983年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5外国文学简编# 亚非部分6
等高校教材也包括了圣经文学的内容。圣经文学已

成为中国高校外国文学课程的组成部分。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翻译在 20世纪 20年代便有

所尝试,如赤城翻译了5现代的希伯来诗6。到 20世

纪 80年代, 阿格农的短篇小说也被翻译出版, 如

1981年由钱鸿嘉翻译、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5逾
越节的求爱6。不过, 希伯来文学翻译真正形成一种

令人瞩目的态势则是在 1992年中以建交之后。

1992年,三部希伯来文学译作在中国问世, 即5现代
希伯来小说选6 (徐新主编, 漓江出版社 )、5耶路撒
冷之歌:耶胡达# 阿米亥诗选6 (傅浩译,中国社会出

版社 )以及克劳斯纳的5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6 (陆

培勇译,上海三联书店 )。按照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

译研究所的统计数字, 1986年到 1996年共有 12部

希伯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但之后 10年便有

48部作品在中国问世。从 1986年迄今, 共有 70余

部希伯来小说被译成中文出版, 还有十几部正在翻

译过程中。

笔者在5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6一文中, 曾从

文学史、小说、诗歌翻译以及研究概况等几个方面切

入,对数十年来, 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现代希伯来文学

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了扼要梳理与评析。

大致情况是:到目前为止, 两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翻

译成了中文; 小说翻译是国内现代希伯来文学翻译

中成果最为斐然的, 前面已经提及; 与小说创作相

比,现代希伯来诗歌的译介势头似乎有些薄弱,但也

不乏出色的译作。笔者认为, 在中国,学术界一向推

重以5圣经6为代表的古代希伯来文学对人类文明和
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但对现代希伯来文学尚未

引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还没有高校开设现代希伯

来文学这门课, 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研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 有待深入 [ 7]。近期推出的丛书类作品, 如上

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以色列小说译丛、百花洲的以

色列文学丛书、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希伯来当代小说

名著译丛、译林出版社的奥兹小说系列、人民文学出

版社推出的希伯来文诗歌和小说选等都取得了相对

较好的市场效应和读者反馈。 1998年由钟志清翻

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奥兹的长篇小说5我的米海
尔6,在 1999年获得中国第四届外国文学图书奖, 成

为第一部在中国获奖的以色列文学作品。之后, 5我
的米海尔6与 5了解女人6于 1999年 (傅浩、柯彦玢

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得以再次印刷, 并在几年后由

台湾皇冠出版公司再版。高秋福为百花洲主编的以

色列文学丛书首版于 2000年, 收入凯纳兹的5节日
之后6 (钟志清译 )、伯斯坦的5收藏家6 (隋丽君译 )、

康尼尤克的5墓园之花6 (沈志红、高穗译 )、5阿多尼
斯6 (戴惠坤、肖黛译 )。这套丛书再版后且在 2001

年获得中国第五届外国文学图书奖。奥兹的另一部

长篇小说5爱与黑暗的故事6的中文版在 2007年奥

兹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访华时面世 (译林出版

社 ) ,引起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著名

作家莫言评论5爱与黑暗的故事6非常厚重, 难以从

某个角度概括其主题, 称其为 /一个人的5圣经60。
中国的三十余家报刊、杂志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对

该书的评介, 几乎所有报纸均将该书列入 2007年年

度推荐书目, 5中华读书报6将其列为 2007年度十佳

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 2007年 9

月初专门主办了阿摩司# 奥兹作品研讨会, 这也是

中国首次就某一位希伯来语作家的作品举行研讨

会。会上,陈众议、莫言、高秋福、阎连科、徐坤、陆建

德、傅浩、钟志清、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

尼莉# 科恩等学者和作家纷纷发言 (作家邱华栋也

提交了书面发言 ) ,交流对奥兹和现代希伯来文学的

看法。

中国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相辅相

成。希伯来文学作品中译本的导言往往就是中国学

者的研究成果,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对

希伯来文学的独特理解。如徐新为漓江版5现代希
伯来小说选6和5婚礼华盖6所作序言、高秋福为百
花洲版以色列文学丛书和人文版5焦灼的土地6所作
序言、傅浩为中国社会出版社5耶路撒冷之歌6所作
序言、林骧华为安徽文艺版希伯来当代小说名著译

丛所作序言、钟志清为译林版五卷本奥兹选集和5爱
与黑暗的故事6所作序言等。还有一些论文和著述
也值得一提, 如徐新的5现代希伯来文学一瞥6 (5外
国文学评论6, 1992年第 2期 )、5现代希伯来文学论
述6 ( 5当代外国文学6, 1992年第 2期 )、5以色列文
学 40年6 ( 5当代外国文学6, 1993年第 3期 )、5论以
色列女性文学6 ( 5国外文学6, 1994年第 3期 )等论

文向中国读者展示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总体风貌,

对该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钟志清 2007年出版的5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6 (人民

文学出版社 )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考察当代希

伯来文学的著述。全书共分八章, 前四章按时间顺

序探讨当代以色列文学发展史和作家、作品,目的在

于让读者对过去五十余年的以色列文学有一个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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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后四章属于专题研究, 考察了以色列国家建

设语境下的大屠杀文学、希伯来文学中的阿拉伯形

象、文学与宗教、文学如何承担塑造犹太民族身份的

使命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等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在考察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到

以色列某些作家采用双语从事文学创作的现象, 对

用阿拉伯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和用希伯来语写作的阿

拉伯作家做了一些研究。

总体来看, 中国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研究处于

起步阶段,还有许多有待研究的领域,对某些重要的

作家, 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等均缺乏深入的

研究。

(二 ) 意第绪语文学译介和研究

鉴于国内尚无任何学者和翻译家具备使用直接

从意第绪语翻译文学作品的能力, 因此目前我们所

见到的意第绪语文学中译本均从俄语、英语等文字

转译而来。早在 20世纪 20年代, 茅盾、胡愈之等文

学前辈已将肖洛姆#阿莱汉姆 ( Sholem A leichem )的

意第绪语作品翻译成中文。 20世纪 30年代, 唐旭之

先生从英文翻译了阿胥 ( Sholom A sch)用意第绪语

写的5复仇神6。肖洛姆# 阿莱汉姆是一位伟大的现
实主义作家,他所描写的 /小人物0的悲惨命运更能
够赢得中国读者的青睐和中国社会的接受。到 20

世纪 50年代,阿莱汉姆在中国的见报率很高。姚以

恩翻译的5莫吐儿传奇6初版于 1957年,曾经受到曹

靖华、丰子恺、钱锺书、肖乾等名家的称赞。肖乾称

这部不到 100页的作品像 /浓缩了的狄更斯或马
克#吐温, 也那么幽默、真实、感人,, 0 [8] , 进入 80

年代,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阿莱汉姆的 5门纳
汉#门德尔6 (戴骢译, 1980年 ) , 以色列米特欧罗巴

犹太研究所和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合作出版了阿

莱汉姆的短篇小说集5泰卫的故事6 (陈开明等译,

肖宪校, 1998年 )。

另一位在中国被译介较多的意第绪语作家是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辛格。5译林6、
5世界文学6等外国文学杂志在 1979年初相继选译

了辛格的短篇小说5重逢6 (沉香译 )、5市场街的斯
宾诺莎6 (董乐山译 )、5皮包6 (宗云译 )以及5奥勒和
特露法 ) ) ) 两片树叶的故事6 (裘克安译 )等。上海

译文出版社也于同年出版了辛格的长篇小说5卢布
林的魔术师6。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0年出版了5辛
格短篇小说集6 (李文俊、冯亦代等译 ) ,山东人民出

版社 1981年出版了5庄园6 (陈冠商译 ) , 江西人民

出版社 1982年出版了5冤家:一个爱情故事6, 安徽
人民出版社 1984年出版了5童爱6 (孙强译 )。漓江

出版社 1992年又在诺贝尔作家丛书中收入了5魔术
师#原野王6 (陆煜泰、臧藏译 )。与此同时, 辛格的

一些作品出现了重译, 如5童爱6 ( Shosha) 1999年又

被翻译为 5漂泊的爱6 (宋韵声译, 沈阳出版社 ),

1993年翻译为5萧莎6 (徐崇亮译, 南京大学出版

社 )。 2006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辛格短篇小

说集5傻瓜吉姆佩尔6。
正如笔者在文章第一部分所指出的, 早在 20世

纪 20年代茅盾先生等就已经开始发表关于论述意

第绪文学的文章, 当时甚至出现一阵意第绪语文学

热。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主持的 /中希文化交流史

项目0专门论及这个问题 »。同现代希伯来文学译

介过程中的某些现象类似, 意第绪语文学中文版的

前言也反映了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成为读者了解意第绪语作家与文学现象的窗口。比

如鹿金和陆煜泰为其译本撰写的序言, 对辛格其人

其作品所做的研究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辛格的生

平与创作。陆建德为人文版短篇小说集撰写的序言

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辛格一方面谴责纳粹暴行, 一

方面又拒绝煽集体悲情, 拒绝把犹太民族在二战时

的不幸遭遇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的、道德

的资本。0
可喜的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已经出现了研究意

第绪文学的学位论文。如毕青的硕士论文5犹太民
族精神的载体: 论辛格小说中的矩阵结构模式6, 傅
晓微的博士论文5艾# 巴# 辛格创作思想及其对中
国文坛的影响6, 张守慧的博士论文5意第绪文学在
中国6等。傅晓微 2006年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

专著5上帝是谁: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6,
介绍了当今国内外关于辛格的研究动向, 并从辛格

的文化背景着手分析了辛格上帝观的形成与演变,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民族忧煎情结0的新概念 [9]。台

湾的张守慧 (现任台湾文藻外语学院德文系主任 )获

得了德国特里尔大学意第绪文学博士学位, 她的博

士学位论文5意第绪文学在中国6获得广泛好评。在
他 (她 )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意第绪文学研究的

未来和希望。

三、非犹太民族语言创作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谢克德教授在谈到使用非犹太民族语言, 抑或

称之为非犹太族语创作的犹太文学时指出, 这种文

学的根本点在于其创作者认为自己拥有双重身

份 [ 10]。也就是说,其创作既属于犹太民族, 又属于孕

育出他所使用的语言的那个国家。在当今全球化的

时代, 某些离开故土的犹太作家也许会具有三重乃

至多重身份。使用非犹太族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身份

的多元性造成其创作本身具有至少双重以上的身

份。如美国犹太文学应该既是犹太文学, 又是美国

文学。但是,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 /纯0犹太文学研究
与隶属于各国别文学的犹太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似

乎过于分明。中国的犹太学界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包

容文学研究, 在许多学术活动中均给从事犹太文学

研究的学者发出声音的机会, 笔者个人便是受益者

之一。但是, 绝大多数从事国别文学中的犹太文学

研究的学者与中国犹太学界缺乏交流, 甚至不相往

来。而从事各国犹太文学研究的学者又顽强地恪守

自己的国别范围,基本上采取不逾矩的态度。中国

外国文学研究会麾下云集着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

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印度文学、美国文学、英

国文学、东方文学等分会,但没有一个专门从事犹太

文学研究的机构或组织。

刘洪一是少数拥有双重身份的学者之一。他所

从事的美国犹太文学研究无疑为两大阵营的学者所

接受。他 1995年出版的 5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研
究6 (江苏文艺出版社 )在国内首次提出了美国犹太

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问题, 力图将美国犹太文学纳

入犹太移民与美国社会的文化接触这一特定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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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他结合玛丽# 安汀、迈耶# 莱文、索尔# 贝娄、
艾#巴#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力浦#罗斯等
著名犹太裔作家的创作实践, 深入地分析了美国犹

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品性意义。 2002年, 他在该书

基础上钻研而成的5走向文化诗学: 美国犹太小说研

究6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又以美国犹太小说为切入

点,用文化诗学的理论做导引, 力图突破传统的文学

研究方法, 对美国犹太小说的文化价值和诗学价值

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解说, 并对小说与文化的一般规

则和文化诗学的若干普遍原理进行探讨和诠释。他

所编纂的5犹太名人传6评介了数十位有重要影响的
犹太裔作家, 其中某些选文比较重视作家的犹太人

身份, 如关于卡夫卡、阿格农、辛格、爱伦堡的文章,

但是也有一些选文只提出了作家拥有犹太血缘, 却

未曾重视血缘、身份与创作的关联。因此可以看出,

国内的一些学者在从事研究时对犹太作家的身份问

题不是很敏感。

用非犹太族语创作的犹太文学确实是个非常宽

泛的研究领域。时至目前,已经有 12位犹太裔作家

荣膺诺贝尔文学奖,除以色列作家阿格农、美国作家

辛格外,其余 10位,包括法国的伯格森、前苏联的帕

斯捷尔纳克、瑞典的奈莉 # 萨克斯、爱尔兰的贝克
特、美国的索尔# 贝娄和约瑟夫# 布罗斯基、英国的
埃利亚斯# 卡奈蒂和哈罗德#品特、匈牙利的卡尔
泰斯# 伊姆雷、南非的纳丁# 戈迪默等均使用非犹
太语言进行创作。中国学界对这些作家做了大量的

译介与研究。对于在文学史上已经获得定评的犹太

裔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乃至文集, 学界和出版界均给

予了大量关注。如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年出版了

5里尔克诗选6 (绿原译 )、2002年出版了5海涅文集6
(张玉书选编 )、2003年出版了5卡夫卡小说全集6
(韩瑞祥等译 )、2004年出版了巴别尔的 5骑兵军6
(戴骢译 )、2007年出版了5敖德萨故事6 (戴骢译 )

等;译林出版社 1994年出版了普鲁斯特的5追忆逝
水年华6 (李恒基等译 )、1999年出版了约瑟夫# 海
勒5第二十二条军规6 (扬恝等译 )等; 上海译文出版

社近几年出版了系列米兰# 昆德拉的作品; 河北教

育出版社出版了卡夫卡全集; 人民文学、漓江、湖南

人民、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几家出版社都出版了帕斯

捷尔纳克的5日瓦格医生6。又如乌兰汗翻译了帕斯
捷尔纳克的5人与事6,刘文飞翻译了帕斯捷尔纳克、
里尔克、布罗斯基的诗歌, 李永平翻译了里尔克作品

精选等。叶廷芳主编了 5卡夫卡全集6, 著有5卡夫

卡传6, 编著了5论卡夫卡6。涂卫群致力于普鲁斯
特研究等。这些学者和翻译家当然分别来自德语文

学、法语文学、英语文学、俄语文学研究领域,在人们

的心目中,他们是德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专

家,而不是犹太文学专家。

近年来, 相当一部份硕士或博士生选择犹太作

家做学位论文,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成果。如魏啸

飞 1999年的博士论文5美国犹太小说中的犹太精
神6、曾艳钰 2001年的博士论文5走向后现代文化多
元主义: 从罗思和里德看美国犹太、黑人文学的新

趋向6、周南翼 2001年的博士论文5追寻一个新的理
想国:索尔# 贝娄、伯纳德# 马拉默德与辛西娅# 奥
芝克小说研究6、杨卫东 2003年的博士论文5身份的
虚构性:菲利普# 罗思的朱克曼系列作品中的-对立
人生. 06等。这些年轻一代学子能否真正融入中国
犹太文学研究的行列, 还是依旧隶属于自己的国别

文学范畴,还需仰仗各方面的条件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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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of Jew ish Literature in China
ZHONG Zh i2qing

( Institute of Foreign L iterature, Ch inese A 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 eijing 100732, China )

Abstract: Th is essay d iscusses them ain prev ious academ ic ach 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What is Jew ish Lit2
eratureù. It stresses that the Jew ish Identity and Jew ish experience are tw oma jo r e lements in defin ing Jew ish litera2
ture. It also g ives a genera lmap of Jew ish literary translat ion and research in Ch ina. It ismust be po in ted out that

there is less commun icat ion betw een the scho lars in genera l Jew ish Stud ies and the scho lars specia lizing in Jew ish

literature wh ich produced in d ifferent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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