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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灰姑娘》汉译考

陈 柯 桦

　 　 《灰姑娘》是一篇在世界范围内颇具
影响力的童话作品。自 ２０ 世纪初出现首
个汉译版本，到如今作为《格林童话》等童
话集中不可或缺的一篇作品，《灰姑娘》在
中国的汉译已历经百年，其译介与流传在
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留下了独特印
记。学界迄今虽已有对《灰姑娘》部分译
本进行比较分析的相关论述，如杨焄的
《曾被译成“煨灶猫”的灰姑娘》①等，但仍
缺乏对《灰姑娘》的专篇汉译史梳理及研
究，其诸多汉译版本的比较也大多以例文
形式在其他相关课题下进行讨论。同时类
似的相关研究，如《〈格林童话〉汉译流传
与变异》②《童话〈夜莺与玫瑰〉的早期汉
译考察》③等提供了关键的背景信息与可
迁移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对 ２０ 世纪上半
叶《灰姑娘》汉译史进行梳理，同时对主要
译本进行多角度比较，以呈现《灰姑娘》故
事在中国译介与流传的丰富形貌。

一、《灰姑娘》汉译史

美国当代著名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
（Ｓｔｉｔｈ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
学》一书中曾指出：“也许全部民间故事中
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了。”④《灰姑娘》
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广为流行的民间故
事，其影响范围之广、异文类型之多样是众

多民间故事中极为突出的。仅在欧洲，
《灰姑娘》的异文就多达数百种，而对中国
影响较为深远且被多次翻译的主要有两个
版本：其一收录在法国作家佩罗（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ｒｒａｕｌｔ）的《鹅妈妈故事集》中（以下简称

“佩罗版”）；其二收录于德国格林兄弟编著
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中（以下简称“格林

版”）。两个版本的《灰姑娘》主要的情节
走向基本一致，但在部分内容上有所不同。
佩罗版的故事中，“灰姑娘”在仙母魔法的
帮助下得以顺利参加舞会，但是仙母要求
她在午夜十二点前必须赶回家中，魔法逾
期失效，灰姑娘也因慌忙离去而丢下了一
只鞋子。佩罗版的《灰姑娘》中有 “南瓜”
“水晶鞋”等大众所熟悉的“灰姑娘”故事
元素，最终灰姑娘与王子结婚，同时灰姑娘
以德报怨，宽恕了两位作恶的姐姐。而在
格林版的《灰姑娘》故事中，想同去参加舞
会的灰姑娘遭到继母的重重刁难，最后通
过向小榛树祈祷获得了美丽的舞服和鞋子
并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舞会，在重要的“试
鞋”环节，两位姐姐都“削足适履”，但最终
被“小鸟”（一为白鸽）识破，结尾处两位姐
姐也因此受到了严酷的惩罚，被鸽子啄瞎
了眼睛。国内的诸多汉译本基本可按这两
个版本来源分为两类，但不同译本的翻译
细节各有特色与侧重。目前可见的有以下
十余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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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上半叶《灰姑娘》汉译本梳理⑤

佩罗版

年份 篇名 译者 出版社 ／刊物

１９１２ 《玻璃鞋》 孙毓修 《童话》丛书第一集第十四编

１９２６ 《玻璃鞋》 若谷 《申报》

１９２８ 《灰姑娘》 戴望舒 上海：开明书店 《鹅妈妈的故事》

１９２９ 《灰妞儿》 韦丛芜 北新书局《睡美人》

１９３４ 《一只小玻璃鞋》 梦觉 《益世报》（天津）

１９３５ 《灰姑娘》 楼适夷 上海：开明书店《灰姑娘》

格林版

年份 篇名 译者 出版社 ／刊物

１９１０ 《阿育伯德露》 ／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三期⑥

１９２９ 《灰娘》 俞艺香 春泥书店

１９３３ 《灰姑娘》 彭兆良 上海：世界书局《格林童话集》

１９３４ 《灰丫头》 魏以新 上海：商务印书馆《格林童话全集》

１９３５ 《灰姑娘》 乐群 《浙光》

１９４９ 《灰丫头》 张亦朋 上海：启明书局《格林童话全集》

１９５２ 《灰姑娘》 丰华瞻 文化生活出版社《格林姆童话全集》

其他未定译本

年份 篇名 译者 出版社 ／刊物

１９３２ 《灰姑娘》 张昌祈 开明书店《雪婆婆》

１９５０ 《水晶鞋》 潘树声 知识书店

１９５１ 《灰姑娘》 尚佩秋 真理书店

　 　 《灰姑娘》的汉译也随着《格林童话》
等童话集的传入逐步受到众多译者关注。
最早的《灰姑娘》汉译本为 １９１０ 年刊登在
《东方杂志》上的《阿育博德露》，其名为
Ａｓｃｈｅｎｐｕｔｔｅｌ 的音译，意为灰姑娘⑦。１９０９
年至 １９１０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东方杂
志》上刊载了数篇格林童话的翻译版本，
并以“时谐”统一冠名，和其他篇目一样，
《阿育博德露》通篇以文言译就，“文笔简

练雅饬，读来饶有文言小说的意味”⑧，但
是因其使用文言进行翻译，故而也受到了
批评与非议，被认为与童话的特点不符，不
适合儿童阅读⑨。佩罗版《灰姑娘》的首个
汉译 本 是 由 孙 毓 修 翻 译 的《玻 璃 鞋》
（１９１２），孙译本采用了白话文，故事的主
要内容虽与《灰姑娘》相近，但仍有许多情
节的缺失与改编。张若谷在其《玻璃鞋》
（１９２６）中提到孙毓修有“喜欢附加按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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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⑩，在孙版的译本中，的确额外增添
了许多作者主观的生发与评论。尽管如
此，孙译本依旧是《灰姑娘》汉译史上极为
重要的版本之一。

在此之后，尤其是 １９２０ 至 １９３０ 年代，
集中涌现出一批《灰姑娘》汉译本。其中
比较重要的译本有戴望舒版与魏以新版，
前者完整翻译了佩罗的《鹅妈妈的故事》
（１９２８），后 者 翻 译 的 《格 林 童 话 全 集》
（１９３４）则是中国第一部依托德文全集译
出的格林童话故事全集。到了 １９４０ 年代，
因战争频发，中国国内的翻译事业走向低
谷，翻译作品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受到严重
影响，这种现象“不光存在于主流作品的
翻译 中，也 进 入 了 儿 童 文 学 的 译 介 领
域。”�瑏1这一时期，不仅是《灰姑娘》的译本
数量大幅减少，同时与其相关的童话作品
集如《格林童话》等，也鲜有译作出版，直
到 １９４９ 年，再次出现了《灰姑娘》的汉译
本，即张亦朋的《灰丫头》。

综观《灰姑娘》的汉译与译介历史，整
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整体性翻
译”与“散篇性翻译”兼有；其次，多数译本
是对其他语言译本的转译，如英译本以及
１９５０ 年代出现的俄译本，而对原语（法语
及德语）作品的翻译与剖析较少；再次，各
译本在语言风格、情节内容等方面各有特
色，这与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人文背景相
关，也透露出译者的自身文化素养以及其
不同的译学思想�瑏2。

二、《灰姑娘》代表译本比较及其特点

《灰姑娘》的这十余个译本各有特色，
译者选用的翻译方法、文本体现的翻译风
格也不尽相同，现试比较佩罗版和格林版
各自的代表译本，分析各译本的翻译特点。

（一）戴望舒所译佩罗版《灰姑娘》
戴望舒完整翻译了佩罗童话集《鹅妈

妈的故事》，相较于此前孙毓修版的“喜欢
附加按语”“大发其议论”，戴版更贴合原
著的面貌。戴望舒在“序引”中极力表达
了自己对这一童话作品的称赞，同时提到
希望将此书“完完全全的介绍给我国的小
朋友”�瑏3。戴译本语言生动活泼，其中不乏
作者独特的改编与添补，如故事里在介绍
家里人对女主灰姑娘的称呼时，戴望舒将
之译为了南方方言中的俚语：

　 　 当她做完了她的事，便置身于烟
囱角边，坐在灰烬上，因此家里人都称
她做“煨灶猫”。那第二个女儿，没有
像她的大姊姊那样粗野，只称她做
“灰姑娘”。�瑏4

“煨灶猫”显然是他人对灰姑娘不怀
善意的“外号”，南方方言中俚语的使用为
字里行间平添了一份趣味。类似活泼的语
言文字在故事中时常可见，译者尤为注重
通过人物的神态、语言、动作等体现人物性
格，同时增添故事的可读性：

　 　 “我想……我想……”她呜咽不
成声了。

她的教母是一位仙女，向她说：
“你想加入跳舞会，可不是吗？”
“啊啊，是呀，”灰姑娘长叹着说。
“那么，你乖乖地不要哭，我可以

给你去。”�瑏5

“不错！”杰浮德小姐说，“我愿
意！拿衫子借给一个像你这样的煨灶
猫！我一定真的发疯了！”�瑏6

以上的两个片段，前者通过灰姑娘的
“呜咽”“长叹”生动地勾勒出当时灰姑娘
内心的急切与渴望，同时“我想”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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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啊啊”“乖乖”等叠词的运用使得故事
在语言上更为接近儿童的阅读心理与表达
习惯。第二个片段中连续的感叹句以及
“发疯了”等词的运用突出了大姐（杰浮德
小姐）的蛮横以及她对灰姑娘的恶意。

书中插入了精美的插图，使得作品的
表达方式更为丰富。绘声绘色的描述辅以
形象的图片，充分体现出译者翻译的初心，
即为“小朋友”们介绍这一著名的童话作
品。虽然有些地方的翻译仍显不顺与生
涩，但相较于之前孙毓修与张若谷所译的
版本，其翻译的完成度已有了很大提高，因
此戴译本在后来颇受欢迎，可以说是佩罗
版诸多译本中的经典译作。

（二）魏以新所译格林版《灰姑娘》

作为第一篇据德文原著翻译的汉译
《灰姑娘》，１９３４ 的魏以新译本的突出特点
是采取了“直译”法，魏在语言学家奥特默
（Ｏｔｈｍｅｒ）教授的帮助下，力求“案本而传，

不令有损言游字”�瑏7，直译使其更忠于原
著，且细节处理更为准确贴切。此后出现
的译本，如丰华瞻的译本均参考借鉴了魏
译本。但同时这一译本也存在缺陷，在某
些翻译处理上使故事稍逊文学性与可读
性，以故事中鸽子的一段“歌谣”为例：

　 　 汝刻底谷克，汝刻底谷克，鞋子里
面有血，鞋子太小了，真新娘坐在家
里。（魏译本《灰丫头》）�瑏8

回去呀，回去呀，看着鞋儿！鞋嫌
小，鞋嫌小，削足就之！王子呀！王子
呀！再找你的新妇，坐在你身旁，不是
伊。（彭兆良译本《灰姑娘》）�瑏9

回过去看，回过去看，鞋子里面有
血，鞋子太小了，真的在家里，她不是
你的新娘。（张亦朋译本《灰丫头》）�20

魏译本中反复出现的“汝刻底谷克”

实则采取了音译的方式，却令人难解；而在
彭译本与张译本中将其译为“回去呀”与
“回过去看”则更为显豁明朗。

在魏以新之前，格林版中更多的译者
选用的是“归化”法，即将原作者带入到译
入语文化，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语言的
文化价值观；而异化法则把读者带入外国
情境，让读者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
差异�21，但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两者各存利
弊，同样以一段歌谣为例：

　 　 来，来，从天空呀，黄莺儿，梅花
雀，鼓翅！燕子，画眉，快活的金丝雀
儿，来此，来此！一只，一起来助我，快
快！快来呀，快来呀，啄啄啄！（彭译

本）�22

你们驯良的鸽子，你们斑鸠，一切
天下的鸟儿，来帮我吧！好的拣到盆
儿里，坏的吞到肚子里。（魏译本）�23

良善的鸽子，和天下一切的鸟儿，
都来帮我拣，把好的拣到盆里，坏的吃
到肚里。（张译本）�24

从上述对比可见，彭译本中的“黄莺
儿”“梅花雀”“画眉”等应为“天下一切的
鸟儿”的意译，译者选择列举各种在中国
广为人知的鸟儿的名称来体现“天下一切
的鸟儿一起来帮忙”的意思，这种译法能
够增加文字带给读者的熟悉感，在声韵上
也有了灵动活泼之感，且具体名称的列举
似乎比单纯的“天下一切”这样的概括义
更为生动形象，但是就文本翻译而言却略
失原文风姿。

（三）《灰姑娘》汉译版本的比较分析
在形式方面，各译本的语言运用值得

关注。整体来看，出自对儿童这一特殊读
者群体的观照，译者在翻译时都着力体现
了字里行间的活泼感与生动性，句式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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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节奏轻快鲜明的短句，修辞上大量使用
拟人、比喻、反复等手法，使得文本更为贴
近原文“童话”的特点。如梦觉译本中对
灰姑娘参加舞会的服装做了如下描写：
“这衣服的颜色是雪白而带着夺目的闪光
的；沿着衣边又是串了一排大小金刚钻，正
像在日光下的露水点儿般地闪闪发光；而
那袖口和领口上沿着的花边，又非凡人所
能编织得来的。”�25细致的描写与修辞的运
用为小读者们勾勒出了如梦如幻般的“舞
裙”。

但同时，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各译
本仍有微殊。首先，译本在“文白”选择上
大多选用了白话翻译，更易于儿童接受，但
由于白话文的普及与运用仍处于初期，许
多早期的译本中仍有“文言译就”或“文白
相杂”的现象，时常出现个别词与句式的
文言用法，如“乃”“伊”等字词的运用�26。

其次，由于译者自身文化背景不同，各译本
间常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如韦丛芜的
译本中出现的“灰丫头”“灰妞儿”“煤妮”
等称谓，显然源自典型的北方方言；而在戴
望舒的译本中，译者亲切地选用了南方方
言中的“煨灶猫”。再次，受到不同翻译方
法与翻译理念的影响，各译本又形成了自
身的翻译特色。

在情节内容上，佩罗版与格林版体系
下的不同译本在情节处理上仍有不同，这
一点突出体现在格林版译本中。格林版相
较于佩罗版的最大特点，在于增添了许多
血腥的场面，如两位姐姐的“割脚”试鞋与
最后受到的“啄眼”惩罚等，而在众多的格
林版译本中，部分译者选择了省略或删改
这一部分血腥情节的做法，如乐群的译本
中二姊姊试鞋时只是“拿去试穿，亦是不
与”�27，略去了割去脚跟的情节；而在魏以
新以及彭兆良等译本中，译者选择保留了
“割脚”的情节。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译者

选用的原文不一、采用的翻译方法不同有
关，但另一方面从受众群体出发，这些血腥
残酷的情节确乎不宜儿童阅读，适当的删
减在某种程度上也合乎情理。

三、从《灰姑娘》译介史
看近现代“童话”的生成

　 　 《灰姑娘》各汉译本之间的文本差异，
主要体现在语言运用以及情节内容等方
面。纵观近现代《灰姑娘》的汉译历程，也
可发现它与“童话”这一外来文类之间的
密切关系。

（一）《灰姑娘》的文类归属
在《灰姑娘》经翻译传入中国的过程

中，译者对译文文类的选择并未在一开始
即定型成熟，整体可以“五四”（１９１９ 年）
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
《灰姑娘》的文类归属与“童话”相去甚远。
如最早的译本《阿育伯德露》，作为“时谐”
系列中的一篇，译者将与《灰姑娘》类似的
诸多童话译成了通篇文言的“短篇小说”。
《文心雕龙》中提道：“‘谐’之言‘皆’也，
辞浅会俗，皆悦笑也。”�28“谐”体现了文章
通俗易懂、谐趣幽默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学
中以“谐”命名的作品有清代沈起凤所著
文言短篇志怪类笔记小说集《谐铎》等。
“时谐”中的《阿育伯德露》和古代笔记小
说类似，有“志怪”“记异”的目的。“五
四”前的另一译本是孙毓修在“童话”丛书
中翻译的《玻璃鞋》，他在《神怪小说之著
者及其杰作》一文中同样提到了《灰姑
娘》�29，显然孙毓修将《灰姑娘》归到了“神
怪小说”，“神怪小说 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ｓ 者，其小
说之祖乎。”�30

而在后一阶段，即“五四”后，译文已
非常接近“童话”的特点，译者在翻译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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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注重使用“童言童语”，凸显童话的
“童心童趣”。

不论是“笔记小说”还是“神怪小说”，
都体现出“五四”前译者们对童话作为一
种文类的意识并不强烈�31，当时与《灰姑
娘》类似的其他童话作品，如《白雪公主》
等，也呈现出译本文类的不同分期�32，这是
由于中国此前并无“童话”这一文类，因而
在初期刚接触到这一全新的文类时，译者
们都倾向于用中国传统文类理解、翻译
“童话”。从语言风格、情节内容上来看，
“笔记小说”“神怪小说”和“童话”一样都
有着大胆奇异的想象、轻松活泼的文风。
记录一些奇人轶事，选择这些传统文类进
行翻译不仅便于译者的翻译，也利于译本
的传播。但“五四”以后，受到新文化运动
的影响，加之学界对“童话”这一文类的认
识逐步深入，“童话”在中国“有名无实”的
状况逐渐得到改变。

（二）近现代“童话”文类的生成
“童话”一词由日本译至中国，最早在

孙毓修编译的“童话”丛书中被使用。２０
世纪初期，许多中国学者在译介童话时，并
未严格地将其划分为一个单独的文类，而
是以类似小说、评话等体裁进行翻译�33。

正如《灰姑娘》的文类归属情况，很多学者
对“童话”这一文类的定义与评价也并未
与“儿童”挂钩，而是更多地强调它在民俗
学方面的价值，将它与“世说”“志异”等划
归在一起，如周作人在《童话略论》中谈
道：“童话（Ｍａｒｃｈｅｎ）本质与神话（Ｍｙｔｈｏｓ）
世说（Ｓａｇａ）实为一体……童话者，与此同
物，但意主传奇，其时代人地皆无定名，以
供娱乐为主，是其区别。盖约言之，神话者
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其文学
也。”�34他又在《古童话释义》中指出：“中
国虽无童话之名，然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

唐小说，特多归志怪之中，莫辨别耳。”�35

“故童话者不过是神话世说之一支，其流
行区域非仅限于儿童，特在文明之国”�36，
可见，周作人早期对“童话”更倾向于民俗
学意义上的定义，但随着白话文运动与文
学革命的开展，这种观点逐渐转变，“童
话”这一文类的独特之处与重要作用也逐
渐明晰。

在 １９２２ 年前后，周作人指出：“改做中
国古文的志异等为童话，几乎近于创作，因
为那些文人和读者所喜欢的文类都是那种
扭扭捏捏的，不很宜于儿童。”�37有别于此
前将“志异”归于“童话”的观点，周作人明
确地提出了“宜于儿童”这一标准，显然周
作人等学者意识到了“童话”这一文类的
独特之处在于它所针对的是“儿童”这一
特殊的受众群体。这一转变的发生与当时
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首先，新
文化运动带来的文学革命是“童话”在中
国完成文类事实确立的助推剂。其次，
“儿童本位”思想为“童话”真正为“儿童”
而写提供了重要前提。“儿童本位”思想
逐渐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观。在这一思想
主张的影响下，更多的学者积极地发掘、创
作专供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
中，从西方引进的童话作品成了学者们关
注的对象，除了自主创作中国的“童话”作
品外，很多译者通过翻译《安徒生童话》
《格林童话》等外国童话作品以丰富中国
的“童话”市场。

从 １９１０ 年文言版的《阿育博德露》到
１９３４ 年魏以新的经典版本，《灰姑娘》的汉
译正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与“儿童本
位”思想对“童话”文类确立的影响。大多
译者在翻译时明确了自己译作的读者范
围，如戴望舒在《鹅妈妈的故事》的“序引”
中提到将此书“完完全全的介绍给我国的
小朋友”�38，而梦觉的《一只小玻璃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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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在《益世报》（天津）的“小朋友”版
面。虽然当时“童话”这一文类还未完全
成熟，但是各译本所呈现的文类类型已表
现出兼小说之叙事与童话之生动的双重特
点，相较于传统的小说增添了一份儿童独
有的活泼浪漫。值得注意的是，除常见的
上述文体类型外，《灰姑娘》的译本中还出
现了剧本这一特殊体裁，在楼适夷翻译的
《灰姑娘》中，整体情节被设置成了简短的
三幕剧形式，情节虽有删减但是剧本中简
洁的人物对话与动作描写，配以加入的唱
词，其故事适宜小读者的生动性并未削减。

余论

从文言文到通俗白话，从古典小说到
真正的童话，“白话文运动”与“儿童本位”
思想既促进了包括《灰姑娘》在内的大量
外国童话的译介，也对译者的翻译产生了
深远影响。《灰姑娘》等童话的译介，进一
步刺激了中国本土童话的发掘与创作，在
此基础上催生的“儿童热”促进中国儿童
文学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近现代以来，
《灰姑娘》的汉译不仅反映了中西文化的
碰撞交流，更折射了中国儿童文学初期的
发展历程。

作为一篇经典的童话作品，《灰姑娘》
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伴
随着社会变革与时代变迁，它在国内的译
介与传播历经了萌芽、高潮与低谷。新中
国成立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国内的
翻译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世界经典童话
全集的全译与复译作品相继出版，《灰姑
娘》也以更加完善而成熟的面貌走向中国
的广大儿童。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与
世界的交流愈发紧密，《灰姑娘》《白雪公
主》等童话名篇以及相关的儿童文学著作
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受众市场，“童话”这一

特殊的文学作品类型为中国文学平添了独
特的乐趣与生命力。自晚清开启译介流
传，到如今众多丰富的影视、游戏改编，
《灰姑娘》继续着它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
响�39；在当代日趋复杂的文化语境下，《灰
姑娘》的译介与流传仍是值得关注的重要
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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