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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张坤德的翻译策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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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立足于中国侦探小说得以发生的原初语境ꎬ从«时务报»的办刊宗旨和传统审美习惯两个层面考察了张

坤德翻译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的策略ꎬ诠释了西方侦探小说得以立足中国文化场域的缘由ꎬ认为«时务报»上最初的福尔摩斯故

事译作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生奠定了认知基础ꎬ提供了思想准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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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ꎬ异军突起的文学翻译

无疑是催生中国现代文学体式生成和异变的重要载

体ꎮ 而就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发生的一个动力和源头

来看ꎬ自然非翻译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

五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小说名家之作几乎

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的

创作同步)的欧美侦探小说莫属ꎮ 而中国早期的侦

探小说翻译ꎬ又主要集中在柯南道尔的作品上ꎮ
因此ꎬ对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发生最大影响的ꎬ当然又

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莫属了ꎮ
那么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对于中国现代侦探

小说的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张坤德其人ꎬ其时和当下的史料均记载不详ꎬ但

综合«桐乡县志» [１] «乌镇镇志» [２] «黄遵宪师友

记» [３]等方志著作的介绍对其情况亦可略知一二ꎮ
张坤德ꎬ字少堂①ꎬ一作少塘ꎬ浙江桐乡乌镇人ꎬ清末

民初翻译家ꎮ 上海广方言馆毕业ꎬ曾任朝鲜釜山领

事馆翻译兼副领事ꎮ 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ꎬ清政

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ꎬ其任驻日翻译ꎬ文件

草约都经其翻译ꎮ 后黄遵宪托聘其为«时务报»英

文翻译ꎬ不久辞职ꎬ往任担文律师馆翻译ꎮ 与汪康年

有书札交往ꎬ著有«泰西育蚕新法» «白露文律意»
等ꎮ 一般认为ꎬ最早进入中国、公开发表且有史可查

的西方侦探小说ꎬ就是张坤德在«时务报»上翻译发

表的柯南道尔的 ４ 篇作品②ꎮ

一　 办报宗旨的趋近与遵循

我们知道ꎬ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 １８９６
年主办、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ꎬ虽然每月只出 ３
册ꎬ但在当时不仅发行量大ꎬ而且影响也很大ꎮ 张坤

德翻译的 ４ 篇侦探小说分别刊载于该报的第 ６￣９ 册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八月一日至同年九月二十一

日)、第 １０￣１２ 册(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十月一日至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第 ２４￣２６ 册(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三月二十一日至同年四月十一日)、第 ２７￣３０
册(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四月二十一日至同年五月

二十一日)上ꎮ 这些侦探小说的依次题名是«英包

探勘盗密约案» (今译«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

事»(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今译«分身

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 (今译«最后一案»)ꎬ
拉开了近代中国翻译侦探小说的序幕ꎮ 其后ꎬ柯氏

之作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ꎮ
１８９６ 年(光绪二十二年)８ 月 ９ 日创刊于上海

的«时务报»ꎬ其办报目的与作用绝非是在文学创作

革新和引进ꎬ而是在为当时政治层面上的维新变法

运动摇旗呐喊ꎬ“以提倡变法为主旨”ꎬ“记载中外大

事ꎬ评论时政得失” [４]１４０ꎬ创刊号上登载的梁启超的

«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早就开宗明义ꎮ 但是ꎬ变



法维新的一个重要借境却是“广译五洲近事”ꎬ使国

人“知全地大局ꎬ与其强盛弱亡之故ꎬ而不至夜郎自

大ꎬ坐眢井以议天地矣” [５]ꎮ 近代中国ꎬ变法救亡ꎬ
可谓千头万绪ꎬ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ꎬ在文章的

选载、翻译方面自然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ꎬ其主旨

当然集中在要求废科举ꎬ兴学校ꎬ育人才ꎬ广开民智ꎬ
发展工商ꎬ批判传统ꎬ即所谓的“启民智ꎬ伸民权”ꎮ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ꎬ既然要“广译五洲近事”ꎬ那
么对于以 １８４１ 年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发表

的«莫格街凶杀案»为诞生标志的西方侦探小说、尤
其是对 １８８７ 年才开始创作«血字的研究»等一系列

侦探小说的柯南道尔的文学作品予以翻译也就理

所当然、名正言顺了ꎮ 这里的“近事”ꎬ显然是指新

近世界各地发生或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ꎬ当然也

包括西方文学的翻译ꎬ尤其是西方新近出现的文学

的翻译ꎮ 事实上ꎬ今译«海军协定»的«英包探勘盗

密约案»ꎬ今译«驼背人»的«记伛者复仇事»ꎬ今译

«分身案»的«继父诳女破案»ꎬ今译«最后一案»的

«呵尔唔斯缉案被戕»ꎬ柯南道尔的创作时间大约

就在 １８９１ 到 １８９４ 年间ꎬ而就在几年以后的 １８９６、
１８９７ 年ꎬ中国就有了它们的汉译本ꎮ 西书中译的这

种速度ꎬ几乎与原著者创作同步ꎮ 由此可见ꎬ近代中

国文坛追踪世界流行文学这一“近事”的步伐是何

等紧凑ꎬ张坤德的侦探小说译介与«时务报»所着力

关注“五洲近事”亦可谓名副其实、殊途同归ꎬ因为

侦探小说是最能绍介新知、启迪民智的重要工具

之一ꎮ
其实ꎬ报章媒体提供的新知与讯息也不可能无

所不包ꎬ因为媒体揭载的文章和发布的报导得有记

者、编辑、印刷工人、律师、会计师、市场营销专家乃

至报亭、报童等多层面人士的通力合作ꎬ而由于各自

性别、年龄、种族、阶级、收入、宗教信仰等方面因素

的差异ꎬ报章之上的新知与讯息自然就会呈现出零

碎分散的样态ꎮ 由此观之ꎬ作为供应“世界知识”载
体的«时务报»ꎬ它所给国民提供的“五洲近事”也就

绝对不可能集中于某一向度、某一角落的资讯ꎬ它应

该是经过编者 /译者进行“筛选”工作的结果ꎬ它应

该是编者 /译者的关怀所在ꎮ 潘光哲曾对«时务报»
全帙 ６９ 册中的 １７０６ 篇译稿③中单论某一国家或地

区的 １３３４ 篇译稿的取材指向进行了统计和分析ꎬ认
为“关于中国的讯息ꎬ仍是«时务报»译稿之最大宗ꎬ
其它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末期在向中国展开疯狂侵

略行动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消息ꎬ则为其次”④ꎮ
我们不妨看看表 １ 的统计:

表 １　 «时务报»关于世界某一国家(地区)资讯的

译稿(１３３４ 篇)情况分类表

国家(地区) 篇数 比例 国家(地区) 篇数 比例

中国 ４５４ ３３.７％ 菲律宾 ４ ０.３％
中国台湾 ２３ １.７％ 夏威夷 ３ ０.２％

俄国 １６５ １２.４％ 荷兰 ２ ０.１％
英国 １４３ １０.７％ 南非 ２ ０.１％
日本 １３９ １０.４％ 波兰 ２ ０.１％
美国 ８９ ６.７％ 特兰斯仆耳国 ２ ０.１％
德国 ６２ ４.６％ 墨西哥 １ ０.１％
韩国 ４６ ３.４％ 葡萄牙 １ ０.１％
法国 ４４ ３.３％ 义火可握国 １ ０.１％
暹罗 ２４ １.８％ 瑞士 １ ０.１％

土耳其 １７ １.３％ 乌拉圭 １ ０.１％
西班牙 １６ １.２％ 挪威 １ ０.１％
印度 １１ ０.８％ 埃及 １ ０.１％

意大利 ９ ０.７％ 波斯 １ ０.１％
奥匈帝国 ８ ０.６％ 巴拿马 １ ０.１％

古巴 ７ ０.５％ 巴西 １ ０.１％
加拿大 ７ ０.６％ 丹麦 １ ０.１％
瑞典 ５ ０.４％ 欧洲 ２３ １.７％
越南 ５ ０.４％ 非洲 ２ ０.１％
希腊 ５ ０.４％ 美洲 １ ０.１％

比利时 ５ ０.４％ 澳洲 ２ ０.１％

既然以中国为主题的译稿篇数甚多ꎬ那么通过

外国人的眼睛又集中关注大清帝国哪些方面的情况

呢? 我们不妨继续看看潘光哲的相关统计(表 ２):

表 ２　 «时务报»以中国为主题的译稿(４５４篇)情况分类表

类别 篇数 比例

帝国主义在中国 ２１５ ４７.４％
总论(变法维新主张) １９ ４.２％
内政 １８ ４.０％
边疆事务 ６ １.３％
经济 /财政 /商务 ８７ １９.２％
海关 １４ ３.１％
交通(铁路 /火车 /电线) １９ ４.２％
邮政 ３ ０.７％
外交(含使节人物) ２６ ５.７％
军事 ３８ ８.４％
社会(人口 /烟毒 /缠足) ４ ０.９％
华侨 ３ ０.７％
教育 ２ ０.４％

通过上述两个表格可以看到ꎬ«时务报»刊发了

各式各样的译稿ꎬ而各式各样的译稿所提供的“世
界知识”也是五花八门的ꎬ它激发国人尤其是«时务

报»读者的回响自然也千姿百态ꎬ或对这方面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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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多加留意ꎬ或对那层面的讯息倍加关心ꎬ但总的来

说ꎬ«时务报»译稿所提供的信息多与政治运动有密

切关系ꎮ 时事新闻的散布与传播ꎬ固然可以给国人

带来更多即时的刺激和震撼ꎬ让人享受一种“现在

感”(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但并不是所有读者都愿

意时刻面对国内外发生的震惊世人的大事小事ꎮ 张

元济就曾经说读者对于«时务报»所刊载的“西事均

不甚留意” [６]ꎮ 其实他们也需要审美的享受和趣味

的把玩ꎬ而«时务报»上登载的侦探小说固然属于边

脚料之类ꎬ因为这四篇故事连载时是插在世界新闻

与专题报导之间ꎬ置放于“域外文译”栏目ꎬ目的就

是为了读者开拓视野ꎬ增广新知ꎬ于不经意间就在

«时务报»这一新闻平台上构建了一小块不为人瞩

目的审美空间ꎮ 读者自然可以在这一公共平台上找

寻到自己所关心的信息ꎬ继而成为各自开展独特思

考、悬想、读书、编书、创作的起点ꎬ积蓄无数可能的、
潜在的、审美的创作动力ꎮ 西方侦探小说正是凭借

«时务报»对福尔摩斯的译介为起点ꎬ在神州大地吹

刮起了一股有异于传统中国小说的强劲东风ꎬ正如

晚清作家吴研人慨叹:“近日所译侦探案ꎬ不知凡

几ꎬ充塞坊间ꎬ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旅ꎮ” [７]２１３

我们知道ꎬ«时务报»一经面世ꎬ数月之间发行

量就达到了 １７０００ 多份ꎬ开其时中国报刊发行的最

高纪录ꎮ 而它在全国各地的发行处ꎬ也由第 ３ 册的

２５ 处增至第 １４ 册的 ５０ 处ꎬ到第 ３６ 册时则达 ６５ 处ꎮ
原来已经发行过的旧报ꎬ也只得重新装订成册ꎬ再版

发行ꎬ“去岁余存之报ꎬ前订成三巨册者ꎬ计共千分ꎬ
现已销馨ꎮ 尚拟再印一千五百分ꎬ以待购取” [８]ꎮ
由此可见ꎬ刊载柯南道尔这 ４ 篇译作的«时务报»
亦当是梁启超所说的“一时风靡海内ꎬ数月之间ꎬ销
行至万余份ꎬ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ꎬ举国趋之ꎬ如
饮狂泉” [９]ꎮ 上述 ４ 个故事在不到一年内分 １４ 期

刊出ꎬ后来又于 １８９９ 年由上海素隐书局收录于«新
译包探案»(收录上述张坤德翻译的上述四篇作品ꎬ
另收录一篇不知著者为何人、却注明译自«伦敦俄

(我)们报»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ꎬ但它却

最先刊于«时务报»创刊号ꎬ讲的是伦敦的一个医生

制造了很多毒药ꎬ先是谋害了一个富商ꎬ又为了掩盖

自己的罪行ꎬ害死很多人的案件ꎮ 它不太像小说ꎬ更
像犯罪实录或者新闻特写ꎬ从情节上来看也肯定不

属于福尔摩斯探案集之列ꎬ故不做论说)中再次出

版成书印行ꎬ可见柯南道尔这些早期的翻译作品

颇受国人的欢迎ꎮ 有人指出ꎬ«时务报»以其惊世骇

俗的议论ꎬ精辟独到的见解ꎬ深入透彻的分析ꎬ独具

一格的文笔ꎬ使一些新学士子“群相呼应ꎬ起而组织

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 [４]１２３ꎮ 其实ꎬ它又何

尝不使国人禁锢僵化的文学心灵开始复苏ꎮ 正如几

十年后正在写作«朝花夕拾»的鲁迅的回忆ꎬ«时务

报»曾给中学时代的他带来的感觉是“那么新鲜”、
“可爱” [１０]ꎮ 而构成«时务报»这一新鲜面孔的元

素ꎬ柯南道尔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不可或缺ꎮ 以翻

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曾经就说过:“侦探小说ꎬ
为我国所绝乏ꎬ不能不让彼独步ꎮ 盖吾国刑律讼狱ꎬ
大异泰西各国ꎬ侦探之说ꎬ实未尝梦见” [１１]ꎮ

对于在«时务报»上刊登张坤德翻译柯南道

尔侦探小说的意义ꎬ郭延礼这样评价:“柯南道尔

四篇侦探故事的译文刊登在这样一家报刊上ꎬ这对

侦探小说在中国的传播ꎬ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ꎮ” [１２]

二　 审美习惯的迎合与突破

最先译载侦探小说的«时务报»ꎬ创刊号上登载

了不知著者为何人、却注明译自«伦敦俄(我)们报»
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ꎬ随后时断时续地刊

出了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 ４ 个侦探故事ꎬ但
就此以后就不再刊登侦探小说ꎬ其中缘由固然因为

编辑部对侦探小说的看法有分歧[１３]ꎬ但根本还在于

传统文学审美习惯的过于强大ꎮ 在当时的文学语境

和审美氛围中ꎬ张坤德中译柯南道尔创作的这些

侦探故事ꎬ一方面不得不披上传统的外衣ꎬ另一方面

又小心翼翼地在传统文学场域中突围ꎮ
中国古代文言笔记体公案小说有着悠久的传

统ꎬ单独抽取历代史料笔记、子部法家书以及上古神

话、六朝志怪、唐宋元明清的传奇与轶事小说中写官

府断案的篇目或段落ꎬ就可视为一篇文言公案小说ꎬ
这也难怪吴研人有那般的自信了ꎮ 既然中国文学世

界有着如此深厚的笔记传统ꎬ«时务报»的英文翻译

张坤德又岂能轻易背离? 因此ꎬ我们翻看 «时务

报»ꎬ只见该报馆英文翻译张坤德所译柯南道尔

的 ４ 篇福尔摩斯故事ꎬ并没有直接冠名为“侦探小

说”ꎬ而是迎合中国读者传统的审美趣味名之为“笔
记”ꎬ其中一二篇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三四

篇题为«滑震笔记»ꎬ而这一名不符实的冠名却深得

时人的喜爱和赞赏ꎮ 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ꎬ较
为详尽地记载了他阅读名为“笔记”实为侦探小说

的体会:“余最喜观西人包探笔记ꎬ其情节往往离奇

俶诡ꎬ使人无思索处ꎬ而包探家穷就之能力有出意外

者ꎬ然一说破ꎬ亦合情理之常ꎬ人自不察耳ꎮ” [１４]

不过ꎬ侦探小说冠名“笔记”的不良后果也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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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明显的ꎬ那就是使得国人创作的侦探小说无论是

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还是周桂笙的«上海侦探

案»从文体到内容仍属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范型ꎮ
比如«中国侦探案»一书共搜集中国式的侦破故事

３４ 例ꎬ其书名虽然采用了“侦探”这一新术语ꎬ但实

质却未摆脱传统文言笔记小说的藩篱ꎬ甚至欲以传

统笔记小说与当时蜂拥而至的西方侦探小说相颉

颃ꎬ奢望以这种具有浓厚传统文学意味的创作来消

减西方侦探小说的强大影响ꎮ 在吴趼人看来ꎬ侦探

文体并非域外的舶来品ꎬ因此自豪地发问:“谁谓我

国无侦探耶?” [１５] 并盛情邀约人们“暂假读译本侦

探案之时晷、之目力”来试读自己创作的«中国侦探

案»ꎬ在此基础上较量ꎬ“外人可崇拜耶? 祖国可崇

拜耶?” [７]１２３继而认为推崇西方侦探小说ꎬ“乃舍吾

之长ꎬ而崇拜其所短” [７]２１１ꎮ 在吴趼人看来ꎬ«中国

侦探案»完全可与西方侦探小说相媲美ꎮ
中国传统小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史说同质”

观念ꎬ即使是短短数句的笔记小说ꎬ也沿袭“某者、
某也、某事”的史传式记叙模式ꎬ侦探小说翻译大家

周桂笙曾经这样总结过ꎬ“我国小说体裁ꎬ往往先将

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ꎬ然后详其事迹于

后ꎻ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ꎬ以为之冠

者ꎬ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ꎮ 陈陈相因ꎬ几于千篇一

律ꎬ当为读者所共知”ꎬ而«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毒
蛇圈»之类的西方侦探小说常用的叙事技巧则是悬

念ꎬ即起笔处“凭空落墨ꎬ恍如奇峰突兀ꎬ从天外飞

来ꎬ又如燃放花炮ꎬ火星乱起ꎮ 然细察之ꎬ皆有条

理” [１６]ꎮ 而张坤德对所译柯南道尔侦探小说标题

的处理ꎬ依然可以见出其对古典笔记小说叙事传统

的遵循ꎬ«记伛者复仇事» «继父诳女破案» «呵尔唔

斯缉案被戕»等译名对案件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ꎬ
对元凶身份事先予以泄露ꎬ一览无余地向读者讲述

一个全无悬念、已经知晓结局的故事ꎮ 虽然这些译

名一早便透露了案件的谜底ꎬ破坏了侦探小说的神

秘感ꎬ但译者的这番苦心经营却是为了这朵来自异

域的奇葩能够为国人所接受、所容纳ꎬ在当时的文化

氛围中亦无可厚非ꎮ
此外ꎬ为了迎合中国读者根深蒂固的审美趣味ꎬ

张坤德对于原作的倒叙手法也进行了改变ꎮ 我们知

道ꎬ从中间开始讲故事的传统ꎬ在西方小说中早已有

之ꎬ而侦探小说对故事的叙述时序则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ꎮ 由于侦探往往是在案件发生之后ꎬ要经过抽

丝剥茧的缜密推理ꎬ才能一步步解开悬念ꎬ确定元

凶ꎬ因此倒装叙述是侦探小说经常运用的方法ꎮ 因

为倒叙ꎬ不仅可以制造悬疑的氛围ꎬ布置纷繁的盲

点ꎬ延宕侦探的推理过程ꎬ而且能够藉此调动起读者

的好奇心理和阅读兴趣ꎮ 然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倒

叙手法却极少出现ꎬ习以为常的却是陈陈相因、千篇

一律的顺叙手法ꎬ显而易见的是使故事发展四平八

稳、缺少波澜、强调前因后果的连贯叙事传统ꎮ 为了

不使西方侦探小说这种新奇的倒叙叙事技巧与中国

惯常的顺序叙事常规发生激烈冲突ꎬ译者翻译时采

取了调和的办法ꎬ就是将原作本土化ꎬ把原文的倒叙

完全调整为顺叙ꎮ 比如张坤德所译的«英包探勘盗

密约案»ꎬ开头先介绍案件受害人的生平ꎬ再叙述他

如何丢失了一份重要的海军协定ꎬ以致忧思卧病ꎻ之
后ꎬ写他忆及旧同学滑震ꎬ遂写信向滑震求助ꎻ最后ꎬ
写呵尔唔斯与滑震勘探破案的经过ꎮ 事实上ꎬ这与

柯南道尔笔下的叙述顺序完全背道而驰ꎮ 柯南
道尔的原作是这样开头的:华生某日突然接到一封

昔日同学菲尔普斯的来信ꎬ信中诉说自己遭遇变故

萎靡不振ꎬ华生遂偕福尔摩斯前往探访ꎬ菲尔普斯才

道出自己丢失文书的经过ꎬ接着写福尔摩斯如何勘

察断案ꎮ 显然ꎬ张坤德译作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原生

态时间进行叙述ꎬ将小说原作运用的倒叙手法变换

为顺叙ꎬ虽缓和了小说原作叙述故事的紧迫感ꎬ故事

不象原作那样九曲回肠、引人入胜ꎬ但满足了中国读

者传统的审美需求与阅读期待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张
坤德译作的叙述手法并非一成不变ꎬ«英包探勘盗

密约案»的叙述者固然对故事的来龙去脉早已明察

秋毫ꎬ采用按事件发生的自然时序连贯地讲述故事ꎬ
但后两篇侦探小说译作«继父诳女破案»和«呵尔唔

斯缉案被戕»因为采用了滑震的第一人称限知视

角ꎬ因而也相应出现了倒装叙述手法的尝试ꎮ 在

«时务报»之后ꎬ随着域外侦探小说的大量译介ꎬ倒
装叙述也越来越为作家和读者所熟悉ꎮ 据陈平原统

计ꎬ清末四大小说杂志共刊登采用倒叙方法的译著

小说 ５１ 篇ꎬ其中侦探小说或含侦探小说要素的就有

４２ 篇[１７]ꎮ 比如 １９０８ 年林纾翻译«歇洛克奇案开

场»时已经对倒叙手法评价得相当到位:“文先言杀

人者之败露ꎬ下卷始叙其由ꎬ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

后ꎬ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ꎬ待结穴处ꎬ是一一点清其

发觉之故ꎬ令读者恍然ꎬ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堵’
也ꎮ” [１８]可以说ꎬ侦探小说带给中国近现代小说创作

的最大影响ꎬ便是使倒叙手法得到大量运用ꎬ使倒叙

手法为读者普遍接受ꎮ
实质上ꎬ张坤德译作对于传统文学审美习惯的

遵循是表ꎬ而突破与超越的潜流却在骨子里奔涌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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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新技巧与旧趣味正面冲突的基础上ꎬ巧妙地促

使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ꎬ虽然

这仅仅只是转变的表征和开始ꎬ但却表现出了耐人

寻味的文化内涵ꎮ 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叙述视角的转

换方面ꎮ 除第 １ 篇«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外ꎬ
«时务报»上张坤德翻译的其它 ４ 篇侦探小说ꎬ均译

自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系列

小说集ꎬ这一系列小说的叙述者均由华生———“我”
担任叙述者ꎬ即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述其好友福

尔摩斯的探案故事ꎮ 张坤德在处理这 ４ 篇小说时ꎬ
借用了笔记小说作者叙事多不用第一人称代词ꎬ而
直接使用自己名字的惯例ꎬ照顾到了中国小说采用

全知视角进行叙事的传统ꎬ但依然在巧妙地输入侦

探小说叙事方法上具有新质ꎬ因为第一人称这样全

知视角的无所不知ꎬ并不适合悬念迭起、到文末才揭

晓谜底让人恍然大悟的侦探小说ꎮ 比如«记伛者复

仇事»(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ꎬ此书滑震所撰)一
则开篇译为“滑震又记歇洛克之事云:滑震新婚后

数月ꎬ一日夜间ꎬ方做炉旁ꎬ览小说”ꎮ 这里“滑
震又记”的安排ꎬ其实给了读者两种阅读理解的选

择ꎬ一是可以将“云”字前后两个滑震看作均是撰书

人自称而将小说理解为一以贯之的第一人称限知叙

述ꎻ二可以理解为撰书人滑震以“歇洛克呵尔唔斯

笔记”的形式记录了故事当中的滑震ꎬ前一个滑震

是叙述者ꎬ后一个滑震是被叙述的对象ꎮ 那么按照

后一种理解ꎬ故事自“云”字之后又顺理成章地回归

到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ꎮ
而将译作的署名依次替换为“译歇洛克呵尔唔

斯笔记”“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ꎬ此书滑震所撰”
“滑震笔记”“译滑震笔记”ꎬ实质上是将小说叙述人

称标识由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即主人公呵尔唔斯(抹
掉原小说叙述者滑震)转换到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即

小说叙述者滑震的过程ꎬ循序渐进地向读者灌输西

方侦探小说第三人称叙述所展示的新世界ꎮ 虽然这

个过程中依然隐去了真正的作者柯南道尔ꎬ但叙

述视角终于从呵尔唔斯回到了滑震ꎬ终于与原作保

持了一致ꎮ 随着视角的调整ꎬ４ 篇翻译小说的叙述

人称也悄然发生改变ꎮ 在«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中ꎬ
张坤德将原作中的叙述者华生变成故事中的一个次

要人物ꎬ改原文的限知视角为全知视角ꎬ于是也相应

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ꎬ照顾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ꎮ
到了后两篇译作ꎬ译者将故事的视角回归到滑震ꎬ因
而人称上也回到了滑震的第一人称叙述ꎬ并且在译

作中译出了第一人称代词“余”ꎮ 不过ꎬ张坤德在译

文中引入的第一人称ꎬ与西方小说的第一人称限知

叙述仍有本质的不同ꎬ西方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作品

中的叙述者未必是作者本人ꎬ也可以是作者虚构的

一个人物ꎬ但这个问题张译小说一直没有得到厘清ꎬ
张坤德译作始终没有译出原作的真实作者柯南道

尔ꎬ而是把呵尔唔斯或者把滑震当作撰书人ꎬ把译作

的叙述者和作者统一为同一个人ꎬ故而无法完全呈

现福尔摩斯系列小说最独特的写作手法ꎮ 对此ꎬ译
者自己也始终找不到最终的解决办法ꎬ故而在最后

一篇译作«呵尔唔斯缉案被戕»的文首有这样一段

话:“余友呵尔唔斯ꎬ夙具伟才ꎬ余已备志简端ꎬ惜措

辞猥芜ꎬ未合撰述体例ꎮ”“未合体例”似乎是对译作

未能完全忠实于原文的遗憾和反思ꎮ
正是因为张坤德对于西方刚刚兴起的侦探小说

采取了较为巧妙地翻译手段ꎬ在西方陌生的叙事技

巧与中国叙事传统之间不断的平衡ꎬ终于使得西方

侦探小说向中国作家和读者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文学

领域ꎬ继而冲击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ꎮ 正是

在这个基础上ꎬ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创作热潮才得

以形成ꎮ

注释:
①郭延礼认为张坤德乃“字小溏”ꎬ恐有误ꎮ 参见郭延

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Ｍ]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１４１.

②虽然学界有人指出«时务报»上刊载的柯南道尔这 ４
篇作品的译者并非一人所译ꎬ但其他译者的姓名则待考ꎮ 因

此ꎬ本文仍遵循学界传统ꎬ认为译者均为张坤德ꎮ
③在«时务报»全帙 ６９ 册总计 １７０６ 篇译稿中ꎬ单论一国

(地区)的译稿为 １３３４ 篇ꎬ涉及世界各国彼此交涉讯息的译

稿 ２２７ 篇ꎬ其他科学知识等方面的译稿 １４５ 篇ꎮ
④潘光哲.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

研究[Ｊ] .史林ꎬ２００６(５)ꎮ 该引文下面文中所列的两个表ꎬ系
根据潘光哲文制ꎬ但有一些改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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