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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观照下的 5论语 6中 /仁 0和 /礼 0的英译
)) ) 基于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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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5论语 6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重要著作, 现在流传着不少译本。文章以理雅格和辜鸿铭的两个5论语6

译本为依据, 选取译本中 /仁0和 /礼0两个核心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研究对象, 采用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 旨在揭示翻译目的

对译文语言表达的制约。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翻译目的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译文, 翻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译文语言表

达的选择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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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论语6作为儒家学说的经典之作, 16世纪开始相继被

翻译传播到许多西方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其英译本就有十

几种, 译者包括莱尔 ( L. A. Lya ll)、庞德 ( E zra Pound)、亚瑟

# 威利 ( A rthurW a ley )、托马斯# 柯立瑞 ( Thom as C leary)、

理雅格 ( Jam es Legge)、辜鸿铭、王福林、丁往道、林语堂等, 各

位学者翻译风格迥异。在众多的翻译中,理雅格因其严谨的

翻译态度颇受国外汉学爱好者及其学者的喜爱。辜鸿铭因

其流畅的英文和西式的旁征博引颇对西方人的口味, 广为

流传。

理氏与辜氏二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之间不同

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素养造成了他们对 5论语6的不同理解。

翻译目的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译文的语言表达。

国学大师张岱年 ( 1909~ 2004)认为 /仁0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和精髓。身处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孔子欲以 /礼0来救世,

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礼制社会,因此, /礼0也是孔子思想的

重要内容。本文选取5论语6中 109次 /仁0和 74次 /礼0作

为研究对象, 旨在揭示翻译目的对译文语言表达的制约。

一  翻译目的与目的论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建立在原语文本上的一种人类行为

活动, 而且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根据目的性理论, 翻

译即为在译入语环境下的译文读者制作一个译文以实现某

种目的 [ 1]。从这个意义上说 , 译文可以被看做是各种动机

的产物; 译者根据自己的交流目的选择措辞和文法来实现目

的。自然, 译者作为译文作者有其自身的目的, 这在译文中

体现得极为明显。每个文本都 /是为某个特定的目的而产

生而且应该服务于这个目的0 [ 2]。

根据这一理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产出具有决定性。译

文读者的信息 (关于社会文化背景、期望、敏感度或世界知

识 )对译者极具重要性。因此基于同一原文上的多个译文

会因各自不同的目的而产生巨大的差异。5论语6的翻译也

不例外。

二  理雅格和辜鸿铭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

(一 )理雅格和辜鸿铭的的翻译目的

理雅格在大学求学期间,被当时英国的海外传教事业所

吸引,志愿当传教士。 1839年 7月, 他向伦敦会提出申请,

要求到中国传教。鸦片战争期间, 他到达中国香港, 进行传

教。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的是他反对鸦片贸易、抗议英政府介

入镇压太平天国,不许英政府武力介入教案。在这样的心态

之下,理雅格倾心研究中国文化,热心在华事业。

理雅格一再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 /不要以为自

己花了太多的工夫去熟悉孔子的著作。只有这样在华传教

士方能真正理解他们所要从事的事业。0不仅如此, 理雅格

还认为自己所做的对5中国经典6的译介工作, 既是为传教

士服务的,也是为那些西方读者和思想者、政治家服务的。

作为著名的英国汉学家,理雅格将翻译儒家经典作为其

宗教事业的一部分。他的翻译目的是 /让世界上其他地区

的人们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尤其是, 我们的传教事业

应当得到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引导, 以便确保起长远的效

果0 [3]。

辜鸿铭之所以动手翻译5论语 6, 却是因不满理雅格的



翻译而起的。他译经的意义也正表现在如何对理氏的不足

加以校正。辜在译序中声称: /现在, 哪怕是对汉语一窍不

通的人, 只要翻阅理雅格博士的译文, 都会禁不住感到它是

多么令人不满意。0他认为, 这些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

了儒家经典的原意义,糟蹋了中国文化, 并导致西方人对中

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由此看来,对理雅格及西方

传教士、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的不满意是辜鸿铭翻译5论

语6的直接动因。

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中

日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在政

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追逐西方的浪潮, 而在西方游历多年、

受过西方教育的辜鸿铭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风

俗习惯有着深入的了解, 他认为西方文明有种种弊端,而中

国传统文化 ) ) ) 儒家文化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他在

5论语6译序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 /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

的英国人, 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 能引起对中

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 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

论是个人, 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他希望通过对儒家道德文

化的推介, 改变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及中国文明的蛮横态度,

抛弃欧洲 /枪炮0和 /暴力0文明。

(二 )理雅格和辜鸿铭的翻译策略

就翻译策略而言 ,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之争历来已久。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翻译策略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怀有不

同目的的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基于宣扬源语文化

目的的译者会在翻译中采用归化、意译手法; 反之,张扬异域

文化的风格则多采用异化、直译等手段。

理雅格的主要目的是向即将来华的传教士或国内学者

介绍中国文化和东方哲学,以便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因此

他的 /翻译目的素为忠于原作, 而非崇尚文采0 [ 3]。

辜鸿铭在译序指出: /理雅格译文中所呈现的中国人的

才智和道德风貌,在一般英国人眼里一定是陌生而古怪, 感

到很不习惯, 正如同看中国人穿着袍子马褂的服饰一样。0

为让其5论语6译本为一般英语读者所理解、接受, /努力按

照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 来翻译孔子和其

弟子的讲话, 并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作注释0
[ 4]。因此,辜氏译文的翻译策略是归化、意译。

本文从两个译本中 /仁0和 /礼0的翻译对比角度分析翻

译目的对译文语言表达的制约作用。

三  /仁0的翻译对比分析

从词源学角度分析, 仁的左边一半 /亻 0指人,右边一半

/二0表义,也就是表示至少是两个人作为人类种族中的成

员的互相关联和依赖。实现人生的理想人格, 即可成为仁人

君子,是孔子伦理观的重要内容。孔子对抽象概念不感兴

趣,他主要关心其应用。5论语6对 /仁 0有多种阐释, 如 /孝

悌为仁之本0 (学而:二 ), /克己复礼为仁0 (颜渊: 一 ) , /刚、

毅、木、讷近仁0 (子路: 二十七 ),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生以成仁0 (卫灵公:九 ), /能行五者 (恭、宽、信、敏、慧 )

于天下为仁0 (阳货:六 )。孔子不仅提出了 /仁0所包含的具

体内容,而且指出了实现 /仁 0的方法。孔子说: /己欲立而

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 可谓人之方也已。0 (雍也:

三十 )。孔子认为 /仁0的标准很高, 因此他只承认少数几个

古人可以称为 /仁0,也从不宣称自己为 /仁0: /若圣与仁,则

吾岂敢?0 (述而: 三十四 ),也不轻易以 /仁0许人。

理雅格和辜鸿铭的5论语6译本考虑到 /仁0在不同语境

下的多种含义,其译文也有多种表达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一  理雅格和辜鸿铭译本中 /仁 0的英译对比

理雅格译本 辜鸿铭译本

     仁 数量 频率      仁 数量 频率

true /p erfect virtue 57 52. 3% m oral character 46 42. 2%

perfectly / tru ly virtuous 12 11. 0% ( h igh) m oral l ife 25 22. 9%

V irtuou s 10 9. 2% m oralm an / p eop le 13 11. 9%

enevo len t act ion s / ben evolence 9 B e be m oral / covetou s 8 7. 3%

th em an of virtue 8 7. 3% to live a m oral life 5 4. 6%

th e virtuous 7 6. 4% M orality 5 4. 6%

p ronoun ( so) 2 1. 8% a ( good) m an 2 1. 8%

th e good 1 0. 9% m oral surround ing 1 0. 9%

a m an 1 0. 9% m an of the peop le 1 0. 9%

act virtuou sly 1 0. 9% m en ofm oralw orth 1 0. 9%

m en of p rincip le 1 0. 9% m oralw el-l beings 1 0. 9%

Total 109 100% Total 109 100%

  由上表可见, 理雅格和辜鸿铭对 /仁0的英译用词选择具

有明显差异。理氏倾向于用 v irtue, 这个词很好地体现了作

为儒家思想 /五常0之一的 /仁 0是一种美德, 更好地体现了

理氏忠实于原文的异化翻译策略。辜氏更多用 mora ,l更加

符合忠实于译文读者的规划翻译策略。二者译文选词也有

重合之处, 如二者都选用了 m an来译 /仁0,说明了两个不属

于同一时期的译者对 /仁0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是一致的:即

/完人0的品质。 /仁者先难而后获0说明 /成仁0要经过自身

的艰苦努力才能达到, /立于礼, 成于乐0是实现 /仁 0的过

程。据程钢考证, 理雅格将 /仁0译成 perfect v irtue的义理依

据是宋明理学 ,理氏译文注释多选自朱熹译注 [ 5]。5四书集

注6上说: /仁者, 本心之全德。0 /仁 0乃全德之名, 即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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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之归依乃至人生最高精神境界。所以 v irtue更恰当的对

应词是 /德0, 亦即具体的美德或优秀的品行。 /仁0能通过

自律和修身而后天拥有, /德0则可以是上天所赐或与生俱

来, 每个人都有此潜在的 /德0并能依此成 /仁0。

据5牛津简明英语词典6 ( 2004), benevo lent(善意、慈善 )

的拉丁词根意为 we l-lw ish ing似乎与 /忠恕 0对应, 但是该词

主要指人心地善良、乐善好施, 并不能准确表达 /仁0的真谛,

因为孔子的仁学并不强调行善而更多地突出守礼。Good或

Goodness一词可能会引起误导,在西方文化浸泡下的外国人

也许会对应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观念 /善的理念0

( the Fo rm of the Good)。并且 , G ood一词涵义太广泛也太抽

象, 远没有反映出 /仁0的本质特点和深刻内涵。

辜氏译文将 /仁0人译为 / m oral character 0 或 / m ora l

life0 来自于译者对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 更有益于译文读者

理解。M ora l还更好地阐释了孔子对 /君子0的道德要求 [ 6]。

四  /礼0的英译对比分析

通行本5论语6共二十篇, /礼0字包括 /礼乐 0并言, 在正

文中共出现 74次。李泽厚在5论语今读 6中指出, /礼0一般

译作 /礼制0, 指那套未成文的制度规范。 /礼0包括政治的

等级制度和道德伦理规范。

根据5说文解字6记载, /禮0的左半边 /礻0指神, 右半边

/豊0指祭祀用的器皿, 合起来指代向神灵进贡的行为。5论

语6中所谓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0在等级制度方面强调

的是 /名位0。作为伦理道德的 /礼0, 具体内容包括孝、慈、

恭、顺、敬、和、仁、义等等。具体而言包括君臣之礼、父子之

礼、朋友之礼、为人之礼、祭祀之礼四方面。对 /礼0这一核心

概念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深刻了解孔子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

表二  理雅格和辜鸿铭译本中 /禮 0的英译对比

理雅格译 辜鸿铭译

    禮 数量 频率     禮 数量 频率

ru les of p ropriety 36 48. 6% A rt 18 24. 3%

Prop riety 21 28. 4% judgm en t and taste/ sense / m odesty 11 14. 9%

Cerem ony 12 16. 2% ideal of decency and good sense 6 8. 1%

what is proper 1 1. 4% art and civ ilizat ion / literature 5 6. 8%

Total 74 100% propriety 5 6. 8%

courtesy and good mann ers 5 6. 8%

Judgm ent 4 5. 4%

Taste 4 5. 4%

Om iss ion / pronoun ( so, th em ) 4 5. 4%

correct form s 3 4. 1%

edu cation and good m anners 3 4. 1%

C ivil ization 2 2. 7%

H onor 2 2. 7%

the p rincip le of the rite 1 1. 4%

ru les of et iqu et te and form ality 1 1. 4%

Total 74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理氏对 /礼0的翻译偏于简单,基本围

绕 propriety这一词。据考证, 理氏译文以参照明朝朱熹注解

为主。朱熹在5论语集注6中指出 /礼0一词意为 /事之宜 0,

因此理雅格采用异化策略将这一注解直译为 / what is prop-

e r0。从这一意义上讲, 理氏译文为了向本土的传教士介绍

中国文化, 采用异化策略将 /礼0这一核心概念直译为 / what

is proper0, 忠实于朱熹注解。然而, 辜鸿铭儒家文化底蕴深

厚, 对 /礼0的涵义理解内容丰富,因此采用归化策略, 尽量符

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译文表达更为丰富, 更好地体现

了 /礼0这一核心文化概念在5论语6中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

两方面的涵义。Educa tion and good m anners体现 /朋友之

礼0, courtesy and good manners体现 /君臣之礼 0, co rrect

form s体现 /父子之礼0, the princ ip le o f the r ite体现 /祭祀之

礼0。

据5现代朗文词典 6 ( 1993), propriety指 / correctness of

soc ia l o rm oral behav ior and the accepted rules of correct socia l

behav io r especia lly in Br itish Eng lish0, 因此 propriety这一译文

符合 /礼0的基本涵义。这也是两位翻译风格迥异的翻译家

都使用 / propriety0作为 /礼0这一核心概念译文的原因之一。

虽然是他们使用这一术语的频率不同, 表明了他们的翻译策

略不同, 所使用的翻译技巧也不尽相同。但是两者都能很好

地满足原文的翻译需要,完成各自的翻译任务。

A rt一词在辜氏译文中出现多次, 在英语中, art一词涵

义比较抽象且涵义众多 ,从这点考虑, art作为译文和 /礼0这

一核心概念似乎比较吻合。

同一个核心文化负载词对应多个英文翻译, 充分表明

5论语6这部儒家经典本身涵义丰富。同时也表明随着时代

的变迁, 人们对 /仁0、/礼0等文化概念产生了新的认识。

五  结语

理雅格和辜鸿铭二人译文的翻译目的截然不同, 译文语

言表达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理氏译文为了忠实地再

现原文, 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直译为主, 译文参照朱熹的 5论

语集注6添加了大量注解, 翻译态度严谨, 译文更具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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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读性不强。

辜氏译文为了满足译入语读者需要, 辜氏还选用歌德等

著名作家的文章来解释孔子的哲学思想 , 采用归化翻译策

略, 且以意译为主。辜氏译文流畅,尊重译入语读者的语言

习惯, 更具可读性。对 /仁0和 /礼0的英译,辜氏译文更加注

重符合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 但辜氏译文过度意译 ,删掉了

大量中国特色的人名和地名,造成了译文读者了解中国文化

的障碍。

综上所述, 译者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翻译目的造就

了风格迥异的5论语6译文。翻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译文的语言表达, 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自身的文化水平

也会影响到译文的语言表达。此外,对5论语6这一儒家经典

著作的理解历来是见仁见智,出现风格迥异的译文也就不足

为怪了。同时,笔者坚信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观念的转变,

5论语6译文会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这对中国文化向世界传

播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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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of / Ren0 (仁 ) and / L i0 (礼 ) in Lun Yu ( theAnalects) in the L ight of

Skopos Theory :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wo Versions

LUO Dan, JIA De-jiang

(Univer sity o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Lun Yu, as a great c lassic embody ing insightfu l instructions of Confucius and h is disc ip les, has m any d ifferent ve r-

sions at present. Th is pape r a im s to inc lude the dom inant factors wh ich influence the translato rs. cho ices o f lingu istic express ions fo r

cu lture- loaded words / Ren0 (仁 ) and / L i0 (礼 ) by w ay of a com parison be tw een two fairly influential Eng lish versions o f Lun Yu

rendered respective ly by the famous Scottish sino log ist Jam es Legge and the no ted Ch inese eccentr ic litera tiKuH ung-m ing. The result

o f the study show s that transla tion purpose, to som e extent, influences the correc t choice o f the lingu istic express ions in the two Eng lish

ve rsions.

K ey words:  Lun Yu;  Ren;  L ;i  trans lation purpose;  lingu istic cho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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