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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英译儒经研究:回顾与展望

钱桂容　钟克万

[摘　要] 目前 ,辜鸿铭英译儒经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 ,即对辜鸿铭苦心孤诣之独特译法

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的考察不够充分 ,对辜鸿铭儒经译本 ,特别是《中庸》译本的研究不足 ,

对辜译儒经于中华文化在西方传播中的贡献估价不足 。我们建议对辜鸿铭通过英译儒经传播

中华文化的行动给予重视 ,但不急于给辜鸿铭及其所译儒经上纲定性 ,应切实加强对其译本的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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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在中西文明激烈碰撞 、“西学东渐”已成主流之时 ,致力于“东学西渐” 、向西方

译介中国经典者 ,以辜鸿铭的影响为大。作为一名学贯中西 、驰名中外的学者和翻译家 ,辜鸿铭于 1898

年就以他的《论语》译本 , “作为一个中国人首次独立 、自动和完整地向西方输出中学 ———儒家经典 ,打破

了长期以来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由西方传教士垄断的局面”
[ 1]

(第 73 页)。但是辜鸿铭英译儒经的突出

贡献和他所受到的关注并没有成正比。

另一方面 ,在国家致力于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 、计划推出“五经”英译本的背景下[ 2]

(第 1 页),本文拟对辜鸿铭英译儒经的研究现状做出一些总结 ,并在此基础上对下一步的相关研究提出

几点建议 。

一 、现状与问题

据刘中树的《1978-2008年辜鸿铭研究述评》 ,从 1978年以来“陆续出现的多种辜鸿铭研究资料

中 ,研究涉猎范围颇广 ,专著专论约 20余种 ,其中传记研究专著约 10 种 ,辜鸿铭文集和选集不少于 5

部。散论 、期刊 、报刊论文约 150余篇;博硕士论文 7篇 ,其中博士论文 1篇;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3篇”
[ 3]

(第 80 页)。

然而 ,总览 30年来的辜鸿铭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辜鸿铭英译儒经的相关研究极为缺乏。具体表现

为:

(一)对辜鸿铭苦心孤诣之独特译法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的考察不够充分

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组成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 ,二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辜鸿铭所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成主流 、“东学西渐”亦同时发生 、中国思想文化从近现代向现代转

换的时期 。对于在“西学东渐”中做出特殊贡献的严复 、林纾等 ,累累见诸各种笔墨。相比之下 ,针对“西

学东渐”背景下的 “中学西传” ———即向西方输出中华文化的译者和译品的介绍和评论甚少 ,中华文化

向西方介绍与传播后所产生的影响更是无论
[ 1]

(第 7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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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的个人因素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两点:一是对辜鸿铭个人生平为主的专门

研究 ,二是对辜鸿铭学术思想的专门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相比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的时代背景而言 ,

可谓成果斐然 ,但仍有修正和拓展的空间。

一是关于辜鸿铭个人生平为主的专门研究。《清史稿》 、罗振玉 、赵凤昌 、王森然 、吴宓 、林语堂等都

有对辜鸿铭盛加推崇的文字。从 20世纪 50年代到 80年代 ,中国大陆对辜鸿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

状态 。进入 90年代后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 ,史学领域内的辜鸿铭研究不断升温 ,出现很多有关辜

鸿铭的文章 ,有关书籍也大批出现[ 4]
(第 54-60 页)。这些研究集中于辜鸿铭人生道路的传奇性和人格的

独特性。

二是对辜鸿铭学术思想的专门研究 。目前一般把辜鸿铭定位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主要代表为黄兴

涛[ 5]
(第 354-358 页)、孔庆茂[ 6]

(第 39 页)、乔志航[ 7]
(第 125-132 页)等。此项研究一般结合辜著《中国人的精

神》 、讲演录以及辜鸿铭的个人生平活动和所处文化背景 、时代思潮等来考察辜鸿铭的学术思想 ,相比单

纯的辜鸿铭个人活动史研究有深度上的进展 。

然而 ,综合上述两点 ,我们发现:关于辜鸿铭个人生平为主的专门研究大多是依赖有限的第二手的

旁人对辜鸿铭其人其事的回忆追述资料而加以连缀甚至虚构而成 ,不同著者之间重复较多 ,对辜鸿铭回

国之前的游学活动则所著甚微 。据此 ,目前对于辜鸿铭早年在域外游学的资料的史实考证不足。

而对辜鸿铭学术思想的专门研究 ,尽管有直接的辜著文本和文论思潮支持 ,说服力有所增加 ,但仍

由于对辜鸿铭治学与思想的双向演变的发展轨迹追踪不足 ,窃以为在研究尚未充分深入的情形下把辜

鸿铭定位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有欠审慎。

(二)对辜鸿铭儒经译本 ,特别是《中庸》译本的研究不足

作为当时“西学东渐”大潮下以汉译英先驱者的身份第一个把儒家经典《论语》、《中庸》 、《大学》等翻

译为英文的中国人[ 8]
(第 117 页),辜鸿铭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

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理应受到人们的关注。但人们对翻译家辜鸿铭的研究仍然处于比较

基础的阶段 ,很多工作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特别是对他的《中庸》译本的研究 ,基本处于空白

状态 。

辜鸿铭翻译的儒家经典主要有:1898年上海出版的《论语》(The Discourses of Confucius:A New

S pecial Translation , Illust rated w ith Quotations f rom G 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推出的《中

庸》译本(The U 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和后来翻译了 、但没有正式出版的《大学》(Higher

Education)。

当前关于辜氏译本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结合译者和译作进行的比较研究 ,特别是集中于辜鸿铭的

《论语》译本的比较研究或专题研究 。搜索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学术水平的“万方数据库”(检索条件:

“辜鸿铭” +“论语”),我们会发现针对辜鸿铭的《论语》译本的论文也只有区区 12篇 ,如:王东波的博士

论文《 论语 英译比较研究———以理雅各译本与辜鸿铭译本为案例》(2008)、杨晖的《辜鸿铭翻译文化观

研究 ———以辜译 论语 为例》(2007)、游凤云的《从后殖民视角研究辜鸿铭的 论语 译本》(2008)、黄雪

霞的《 论语 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2006)、邓媛的《 论语 四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敬洪的《五种 论

语 英译本的比较研究》等等 ,其中 50 %(6/12)的论文集中在 2008年。

当然 ,在笔者成文期间 ,万方数据库显示:2009年以《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增加了 9

篇 ,且全部都采取了辜鸿铭的译本 ,比上一年(2008 年)增加了 1 .5 倍(检索条件:“辜鸿铭” +“论语” ,

2009)。窃以为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辜鸿铭儒经研究的升温和将来更有可为的趋势。

另有王勇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和潍坊学院社科研究基金项目(《 论语 英

译历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辜鸿铭及其儒经翻译———从辜鸿铭儒经翻译的动因看其翻译策略》
[ 9]

(第

73-74 页)。该文同样选取《论语》为样本 ,从辜鸿铭进行儒经翻译的动因入手 ,探讨了辜鸿铭的翻译策略。

而关于辜鸿铭英译《中庸》的硕士论文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一篇 ,即王华的 2008年的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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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理论看辜鸿铭 中庸 英译》(此文可从万方数据库上查看和下载)。

目前已发表的对辜鸿铭英译《中庸》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只有区区三篇 ,即王辉的《辜鸿铭英译儒经

的文化用心———兼评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 中庸 后》(2006)[ 10] (第 186-191 页),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

鸿铭 中庸 译本》(2007)[ 11](第 62-68 页),以及美国人倪培民的《从功夫论的角度解读 中庸 ———评安乐

哲与郝大维的 中庸 英译》(2007)
[ 12]

(第 6-12 页)。但尚未见到已发表的把辜鸿铭与其他译者的《中庸》

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的文章 。即使在目前的国学界 ,对《中庸》的研究也比较薄弱 ,远不及对其他经典的

关注 。

因此 ,虽然以上论文和项目紧扣“辜鸿铭语言” ,注重实证 ,是目前较能深入辜氏文本来探讨辜氏翻

译的研究方式 ,但是与辜鸿铭所译对象 、也即国学经典本身的研究结合得不够 ,偏重于对辜鸿铭英文语

言特色的鉴赏 ,而对辜鸿铭苦心孤诣之独特译法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原因的揭示有待加强 。而且 ,以上研

究几乎全部以辜氏《论语》译本为参照 、研究的对象 ,对辜氏的另外一本毫不逊色的《中庸》译本只是实现

了零的突破 ,但仍处于大片空白的状态 。

(三)对辜译儒经于中华文化在西方传播中的贡献估价不足

尽管自鸦片战争以后 ,中外文化交流的总体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是 ,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

并存的基本交流格局并未改变 。“西学东渐”固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主潮 ,然

而 , “东学西渐”也在比鸦片战争以前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开展起来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激起阵

阵涟漪 ,发展势头趋于强劲。“此时 ,无论在媒介 、途径方面 ,还是在内容的数量与质量方面 ,中华文化的

外传都取得远比战前更为重要的进展。”[ 13] (第 152 页)

然而 ,和有关“西学东渐”的译者和译品的大量研究相比 ,有关“东学西渐”背景下的译者和译品的研

究显得相对不足 ,因而造成一种“西方文化向中国单向度传播”的错觉 。据钟兆云的《解读辜鸿铭》[ 14]

(第 47-48页),辜鸿铭不但在国内获得声誉 ,在国外更是所到之处皆掀起“辜鸿铭热” ,影响巨大。相较而

言 ,相关研究大多基于宏观视域下的辜鸿铭之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且所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辜鸿

铭之著书立说和翻译实践两方面的成果 ,缺乏微观角度的个案研究的例子 ,因而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

二 、展　望

从上文关于辜鸿铭英译儒经研究现状及其不足 ,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化与

拓展:

(一)不急于给辜鸿铭及其译经事业定性

近年来 ,对辜鸿铭思想贴上某某主义的标签蔚然成风 。窃以为只有在加强辜鸿铭早年海外留学经

历和海外文化活动的史实考证的基础上 ,结合其中西文化观(涉及“东学西渐” 、“西学东渐” 、辜对西学 、

东学的态度与评价等),以及他翻译中国经典的文化动机(对中国经典的选择 、评价等),我们才能全面分

析辜鸿铭苦心孤诣之独特译法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然后才能客观评价辜鸿铭其人 、其文。调查研究第

一 ,不要急于给辜鸿铭及其译经事业定性。

具体说来 ,以下研究可以在对辜鸿铭早年海外留学经历和海外文化活动的史实考证的基础上加以

重点关注:(1)“西学东渐”大潮下的“东学西渐” 。(2)辜鸿铭关于中国 、西方以及日本的文化观。(3)辜

鸿铭的文化翻译观和翻译文化观。(4)对辜鸿铭的域外活动和作品的收集和考证。

(二)加强对辜氏译本的研究

现有的关于辜氏译本的研究不但只集中在他的《论语》译本 ,而且绝大多数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 ,

要么与译本所代表的国学经典本身理解不足(大多数英语专业的研究者属于这种情况),要么对译本的

特色剖析不透 ,尤其缺乏对其《中庸》译本的单独而深刻的研究。

究其原因 , “海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典籍的英文译本做研究时 ,重视角度和所关注的焦点受到学

科自身的限制。不少历史学者以及宗教哲学学者因受外语的限制而未能深人分析译出语或译入语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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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 ,也未能构架出分析译文语言风格的完整理论体系;语言学者则因背景知识和原始资料的缺乏以

及运用纯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而未能深人分析历史背景或哲学理念对翻译的具体影响 。”
[ 15]

(第 53页)

综上所述 ,关于辜氏译本 ,特别是对其《中庸》译本的研究有待加强 。辜鸿铭的翻译乍看平实无奇 ,

但如果像林语堂一样 ,设身于中西文化摆渡津梁的角度看 ,则有传经传道的文化意义 。一改西方汉学家

拘泥于宋注的传统 ,辜鸿铭对儒家学说有独到的体悟 ,并用苦心孤诣的通达中西文化的译语创造性地译

出。他对核心术语的翻译从不苟且 ,译作务求“最高标准” 。辜氏在翻译《大学》时候耗费了极大心力 ,但

在检讨之后认为它仍不能达到“最高标准” ,所以毁弃了该译本 。《论语》和《中庸》译本是他较满意的两

部 ,所以得以流传。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庸》 ,因为广说人性以及天道的精微 ,历来被各代儒师严加对

待 ,其译本被近代儒师严加挑剔是很自然的事情。国学大师王国维擅长英文 ,对辜氏译本即有一段前倨

后恭的认识过程 ,足见该译本之善前所未有。与目前流行的译经风潮惯用的萃取各本菁华凑合成一个

新译本不同 ,辜鸿铭的译本在达意 、造句和遣词方面体现了全面的创新性 ,形成了辜本风格 ,并达到了风

格上的统一。

基于此 ,我们认为应在以下领域拓展研究:辜鸿铭翻译的“最高标准” ;辜译《中庸》和《论语》的核心

术语及其比较;“辜鸿铭语言”特色的研究;辜鸿铭及其他译人的译经比较 ,如辜译与理雅各 、杜维明以及

郝大维的《中庸》译本的对比研究等 。

(三)重视和估价辜译儒经于中华文化在西方传播中的贡献

目前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文化全球化亦随之发生 ,如何增强我国“软实力” ,并且在保持中华

传统文化的同时 ,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是中国如何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今日之中国的一个重要话

题 ,也是对当今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引发的全球范围内的“汉语热” 、“国学热”的一个积极回应[ 16] (第

122-128 页)。

正因为辜鸿铭英译儒经使中华文化的外传出现了新的局面 ,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绩 ,揭开了中国人

自己向世界介绍祖国文化新的一页 ,“意义非同寻常”[ 13] (第 1 页 , “摘要”部分),我们更应该从以辜鸿铭为

代表的《中庸》译本的文化传播效应的研究出发 ,立足于国内国学大师的翻译作品的研究 ,以达到以点带

面 ,通过个体的辜鸿铭译经研究实现中华典籍英译的标准化和经典化 。

综上所述 ,关于对辜译儒经于中华文化之传播的贡献研究的不足 ,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做一弥补:第

一 ,辜译在西方的出版;第二 ,西方学者对辜译的吸收;第三 ,西方学者对辜译的批评 。

鉴于此 ,有必要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综合以上三点 ,以全面认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 ,合理

估价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 ,并通过总结辜鸿铭英译儒经对中华文化之传播的成

功经验 ,促进翻译对文化输出的巨大张力。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 ,辜鸿铭用译事来求解和彰显中华文化的做法对于我们理解后殖民语境中的东方文化与

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 、强调跨文化传播学对文化输出和文化主动权的指导作用等话题具有一定启

示作用和强烈的指导意义 。而另一方面 ,对其英译儒经的其文 、其人的研究的欠缺提醒我们有必要对当

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经典的译者和译品进行更客观 、更深入的探讨 ,进一步明确和借鉴他们的翻译

行为 ,提高当前经典翻译的科学性和创造性 ,倡导译文的经典化 ,回应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汉学”潮流 ,以

译事传播中华文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 ,辜鸿铭英译儒经研究不但应该有所为 ,而且大有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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