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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国内翻译新西兰文学的主要译

者有文洁若、任荣珍、萧乾和陈家宁四人。文洁若与

荔子合作翻译了曼斯菲尔德小说集《蜜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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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研究范式转换都需要时间缓冲。对此时新西兰

文学研究而言，#&$% 年基本上成了一道分水岭: #&$%
年或 #&$% 年之前的文章在剖析新西兰作家或某部

作品艺术成就时，行文中仍多少残留一些用僵化的

阶级观点进行分析的痕迹。而 #&$% 年之后的论文

基本上割掉了这条小辫子，行文更加注重作家艺术

成就和作品艺术性。
方平是中国著名翻译家，他在 #&$] 年写了一篇

题为《笔端蕴秀，如见其人———谈曼斯菲尔德的写作

艺术》的文章。在分析《莫斯小姐的镜子》时，方平

指出:“女作家巧妙地用镜外人和镜中人的‘对话’
去发掘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看她那种可叹又可笑

的顾影自怜，你就想象得到，在这个冷酷的资本主义

世界 中，她 内 心 深 处 包 藏 着 多 么 可 怕 的 孤 独

感”［#］ ]_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卷第 % 期

‘" 年代以来，新西兰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用英语写

作的优秀毛利作家。有论者甚至宣称，由于毛利作

家的涌现，!" 世纪 ‘" 年代“成了当代文学最令人振

奋的时期。在此期间，新西兰文学在形式、内容和方

向上，都产生了前二三十年所无法预见的巨变”［$］。
任荣珍对新西兰当代毛利作家的创作也给予了一定

关注。在 !" 世纪 ‘" 年代崭露头角的毛利作家中，

任荣珍认为，最为突出的当属霍恩·图法里、威蒂·
伊希玛埃拉、帕特里夏·格雷斯和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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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纷纷举行纪念曼斯菲尔德的活动。借纪念活动的

东风，有关曼斯菲尔德的译评成为这一时期新西兰

文学研究的最大亮点。在 !" 世纪 $" 年代中国出版

有关新西兰文学方面的 $ 部译著中，曼斯菲尔德小

说翻译就有 ] 部。
根据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写作时期和文体风

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