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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变译语料库的严复译名观研究
———以«原富»译本为例

王会伟１,任炯铭２,张智勇３,张德让１

(１．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０;２．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２１００９４;３．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４３００００)

　　摘　要:近年来严复译名观一直受到各方学者的持续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多暴露出研究案例经典化、语料收集

不足、术语筛选标准缺失以及研究结果重复等问题.以严译«原富»为例,自建«原富»全译文变译语料库,以经济学术

语为切入点,重新考察了严复的译名观.研究发现,儒家孝悌观对严复选择和创制术语有一定的影响,而佛教术语

也为严复的译名创制提供了便利.此外,译名词频的变化说明严复具备统一译名的进化性语言观,但译名同时也是

他宣泄主观情感的又一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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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在翻译实践中首创性地将大量学科术语译

名为西方新学,虽然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但这些严氏译名并没能得到学界充分的

关注.早期翻译界以严复译名为切入点,试图从中

探究严复的译名观,认为严复在翻译术语时遵循其

“信达雅”翻译标准,会从汉语固有词汇中汲取译名,
必要时则会自造新词[１Ｇ５].然而,此类研究时常陷入

讨论对象经典化的窘境,诸如liberty、economy等术

语的翻译被反复讨论,研究结果呈现出雷同的现象.
介于此,本文将以严译«原富»为例,重新挖掘严复的

译名思想,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还原严复创制译

名的历史全貌.

一、语料库与严复译名

黄忠廉[６]是最早将语料库与严译结合的学者,
他提倡将翻译平行语料库进一步划分为全译和变译

两类,并以严译«天演论»为语料,自建«天演论»变译

语料库,证明了该分类方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但并

未涉及研究层面的操作.随后,韩洪江[７]自建了严

译«群学肆言»语料库,他发现严复时常以中国传统

学术(如儒家思想等)中的单音节词(如“仁”)翻译社

会学术语,并将此方法命名为“关键词法”.此外,黄
立波与朱志瑜[８]在充分收集«国富论»不同译本的基

础上,自建严复«原富»,郭大力、王亚楠«国富论»和
杨敬年«国富论»三译本平行语料库.他们以严译经

济学术语为突破口,考察了同一术语在三个不同历

史时期的译名情况,最终发现,严复多从中国古籍中

找寻术语译名,且某一具体术语的译名并非完全统

一,有时为了句式的对偶甚至翻译成一个小句.黄、
朱二人打破了研究对象经典化的束缚,把关注点放

在前人尚未讨论过的译名上,并以大量统计数据为

依托,较为客观地论述了严复术语翻译的情况.但

是严复译名多呈现出一语多译的现象,而该研究仅

截取«原富部甲»前五章作为研究对象,并未创建

«原富»全译本的平行语料库,因此其研究结果可能

出现些许偏差.此外,黄、朱与韩氏的研究均采用



全译平行语料库,力求在对齐源语和译语语料的

过程中实现句级对齐.这种做法在追求译文忠实

对等的现代翻译市场中并无不妥,但若将其应用

于以中体西用和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的晚清翻译

实践研究中,就出现解构历史语境的危险.因此,
在自建严译语料库时应以变译语料库原则为转

移,在尽可能保留译文语境的情况下,考察严复的

译名情况.

二、«原富»全译文变译语料库

设计与术语提取

　　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翻译致使严复采用变译

翻译策略,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不一定与原文对

等.因此,不宜将严译置于全译语料库句级层面的

研究框架下,而应从变译语料库角度进行考察.变

译语料库是以原文的篇章结构为蓝本,将变译文本

与原句、段、节、章/篇、书逐项平行对照的语料库[６],
有助于严复变译实践的观察和描写.①

严复话语是古代性和现代性的奇异组合[９]２４,
即便是他没有改动的地方,其行文通常也和上下文

构成前后指涉关系(如对仗句的使用等).为了能够

尽可能地保留生成语料的语境,«原富»语料对齐过

程中并未设置固定的对齐单位,而是以严译行文为

转移,将语料划分成不同层级的单位.若某一单句

的文章学功能仅为总结上文的论述,那么在对齐时

就可以实现句级对齐;若某一单句和前文存在论述

上的逻辑关系,亦或是严复改动较大,译文仅深层结

构相同时,则考虑在段或篇章层面对齐语料.对于

明显译述他家之言和不译程度较大的地方,则以

“Addition”“删去未译”等标识在语料中标注,并最

终完成对齐工作,导出为术语提取和检索做准备.
据 Wordsmith生成的词汇表显示,亚当斯密

(AdamSmith)TheWealthof Nations 共有９１２９
个单词,以何种标准划分和筛选这些词汇是术语提

取的关键.黄、朱二人的研究以独立小词为基础,着
重考察了零语境下的术语翻译情况.从现在术语翻

译的单独对应性角度看,这固然可取.然而严复[１０]５１８

则认为译名“在己能达,在人能喻,足矣”,所以他所

创的部分译名没用固定的表层结构.此外,术语符

号不仅包括单词符号,还包括短语集合,一个词汇符

号往往能够和其他单词符号生成新的短语型术语符

号.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本文在筛选术语时,首
先确定单词型经济学术语,之后以这些单词型术

语为节点词做反向检索,从而在其前后跨距为４

的范围内提取出短语型经济学术语,以便全面描

述严译经济学术语的翻译情况.以 bank一词为

例,它和其他单词相互搭配,构成众多短语型术语

(见表１).
表１　bank短语型术语译名(部分)

搭配 严复译名 现今通行译名

TheBankofEngland 英伦版克 英国银行

Thedirectorsofthebank 说告版克者 银行董事

Bankmoney 通行常币 银行票据

Bankbills 版克钞 银行汇票

Royalbank 赖耶版克 皇家/贵族银行

Publicbank 钞业 公共银行

　　bank一词的译名随该词前后搭配的变化而变

化,而 绝 非 以 “版 克”音 译 就 能 完 全 概 括 的.

Baker[１１]把词汇的意义划分为四类,其中命题意义

(prepositionalmeaning)是最为术语翻译研究者热

议,从而忽略了词汇本身的预设意义(presuposed
meaning).严复译名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唯有在全

语境的关照下,才能够全面客观地描述严复的译名

活动和译名思想,语料库自带的节点词检索功能恰

好为此提供了便利.下文就以全语境«原富»语料库

为基础,在力求客观还原严复译名活动的前提下,继
续挖掘严复的译名思想.

三、«原富»经济术语与严复译名观

(一)译名与严复宗教观

capital/stock(资本)和interest/profit(利润)是
一组意义上相互指涉的概念术语,任何一方的缺失

都会导致另一方意义的缺损.此外,它们还是描

述和解释其他一切经济现象的基础,贯穿于斯密

原著的始终,所以二者的译名处理尤为重要.在

BFSUParaconc平 行 语 料 库② 的帮助下,capital/

stock与interest/profit的严复译名得以全面展现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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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原富»capital/stock与profit/interest
译名一览表

原词 严复译名

capital/stock

财;国财;鬻财;出财;役财;母;母复;母

本;新母;母财之用;本群之母者;视母财

为广狭;所斥之母财;母财常分于二邦;用
其母财;以使母财之用近;其所斥之母财;

母财不增;国之母财;母财之多寡;制造母

财;田者之母财;母财日多;农业之母本;

母财之日充;径者之母;复其母;全母之

复;母财且缘此而不进;新母之所赡;裕母

财;母财非徒得也

profit/interest

利;赢利;计利;自然之利;利厚;费之 子

钱;子钱自多;悉取子钱;赍货子钱;民赍

货子钱愈益重;子钱之重;法禁子钱;子钱

息率;仰子钱之家众也;民贫而后子钱加;

子钱不收;赍贷之子钱者;每岁收子钱;付
之以届期之子;常法子钱;子钱之所从出也

由表２可以看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严复分别以

“母财”和“子钱”翻译stock和profit,当二者共同出

现时甚至简译为“母子”.严复以道德伦理关系转

译经济现象的做法或与其宗教观有一定的联系.
他曾在«保教余义»中对宗教的起源做了明确的论

述:
民皆未开,物理未明,视天地万物之繁然淆然而

有条理秩然,思之而不得其故,遂做鬼神之说以推

之,此无文化之人公例矣.[１０]８５

在严复看来,宗教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万事万

物的思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随着群体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逐渐趋于明晰化和

专业化,人类开始从科学的角度理解世界.随后,严
复指出:“盖学术任何进步,而世间必有不可知者存.
不可知者长存,则宗教终不废.”无论科学如何进步

与发展,自然界终将存有科学难以解释的事物与现

象,而这就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所以严复进一

步认为“宗教之起点,即科学之尽处”.除上述愚昧

起源说之外,严复还借斯宾塞尔之言补充自己的观

点:
初民之信鬼始于人身,身死而幽魂为变实,而尚

于人间之事,如是名曰精气观念animism.乃从而

奉事之,亲媚之,以析人事之福利.惟先位此而后推

之为鬽,为天神,而宗教是说乃兴.[１０]３１８

严复认为宗教首先起源于无知,并以“精气”
之说为发展基础,逐渐在人类社会站稳脚跟.宗

教的社会供能是严复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他
曾在«支那教案论»的按语中对基督教的社会功效

大加赞赏,认为中国百姓自出生以来,很少有人能

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因而容易受到邪说异端的蛊

惑.但基督教东传,其教义教导人们应当“存于相

爱而不欺”,这对于百姓启蒙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很

大,使得严复直呼“此于教化,其曰小补”.随后严

复认识到,宗教的社会规范作用是具有普遍性的,
他说:

合一群之人,建国于地球之面.人身,有形之物

也,凡百器用与其规制,均有形之事也.然莫不共奉

一空理,以为之宗主.此空理者,视之而不见,听之

而不闻,思之而不测.而一群之人,政刑之大,起居

之细,乃无一事不以此空理而行.[１０]８３

在严复的观念中,但凡有人群生活的地方就有

宗教的身影.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个体,不论

其出身与职业为何,都会共同遵奉同一“空理”,它并

非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存在,而是以“信仰”的感

知形式在无形中制约着社会成员的行为.从百姓的

日常生活起居到君主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都或

多或少地受到宗教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宗教通过

“信仰”把不同利益代表的阶层在一定组织范围内通

过教义等方式进行整合与调控,进而实现不同利益

矛盾冲突下遵守一个共同的社会规范[１２].基于上

述两点,严复将宗教定义为:
故凡世间所立而称教者,则必有鬼神之事,祷祠

之文,又必有所持守约束,而联之以为宗门徒党之

众.异夫此者,则非今西人所称为教也.[１０]９１０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严复认为凡属于宗教范

畴的事物应当满足三方面要求:鬼神说、约束和宗徒

之众.据此,严复回应了“外人常疑中国真教之所

在”的问题,认为儒家的“孝悌”思想实为“中国之真

教”.严复[１０]１０１６说:“季札之葬子也,曰:体魂则归于

地,魂气则无不之,未闻仲尼以其言为妄诞也.”他以

季子嬴博葬子的故事说明,孔教中存在和斯宾塞“精
气观念”相类似的“游魂”思想,这体现了孔教的神性

特征;其次,严复[１０]８５０把孔教之孝看作是“百行之

原”,认为“远之以事君则为忠,迩之以事长则为悌”,
这强调了孝在社会行为规范中的作用;最后,严复认

为孔教并不缺少信徒,他说:“然中国孝子不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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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其亲,方正学移孝作忠,至于湛十族不反顾,使西

人见此,其诧为大奇者,又当如何?”[１]８５１这足以见得

孔教影响之深远,能够使得其思想时代相传而“不反

顾”.严复不厌其烦地论述宗教的起源于特征,就是

为了说明中国宗教的存在,为了说明孔教之孝就是

宗教[１５].
作为严复翻译前结构的一部分,“孔教之孝乃中

国之真教”的观念影响了严译的解释活动和译名的

创制与选择过程.在stock与profit的案例中,经
商之人需首先投下资本,而后才有获得利润的可能.
这种资本生利息的经济学原则恰好与儒家思想中女

性责任观存在相似性.«女论语训男女»有云言: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以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

权,亦在于母.”[１５]７４Ｇ７５古时男性或征战沙场,或忙于

农耕,亦或中举做官,养育和教导儿女的重任自然落

到了母亲身上,更有“母以子显,子以母贤”[１５]６８之说

法.严复以目的域(儒家思想)中母生子,母养子,母
育子观念映射始发概念域(经济学)中先资本后利润

的现象,在形式和意义双重层面上构成了单向指涉

关系.
实际上,儒家孝悌观强调的是一种双向责任,除

规范了母亲在养育儿女方面的责任外,还要求后辈

在“敬”的基础上,孝顺父女,报答其养育之恩.资本

和利润也具备同样的双向关系.斯密曾在论述利润

时指出,商人在获利之后往往会把部分利润以资本

的形式再次投入到商业活动中,以期获得更大的利

润,并在无形中构成了从利润到资本的反向指涉关

系.严复译名中的“子”“母”词素在伦理语境下也具

备相似的逆指涉关系.«尚书酒诰»一篇言曰:“殷
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１６]１８２ 可见

“孝”思想自古以来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孔子更是把

“孝”看作“仁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１６]１９

严复以孝思想中儿女反哺父母的伦理关系映射了利

润再生资本的深层结构,如此译名虽有背于今日术

语翻译所要求的零翻译性,但在当时却足以使对经

济学一无所知的士大夫读者仅从字面上皆可以推断

术语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除儒家孝悌语义场外,佛教语义

场也是严复翻译的被用词库之一.他在翻译时虽

“于辞义间,无所颠倒附益”,但却时常借佛教术语来

生成自己的译名系统.如capital除自身为经济术

语外,还与其他词汇构成短语型术语,其译名统计如

表３所示.

表３　«原富»capital短语型术语译名

搭配 严复译名

capitalstock 母财;国财

fixedcapital 常住;常住母财

circulatingcapital 循环;循环母财

　　其中fixedcapital今译为“固定资本”,意指以

厂房、机器设备等不变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本,严复则

译为“常住母财”,有时甚至简译为“常住”.“常住”
一词来自佛学术语,本指“绵恒过去、现在、未来三

世,恒常存在,永不生灭变易”,在佛经中多指佛祖法

身不变,甚至就有“常住钱”之说.严复或许是受该

表达式启发,取“常住”和“母财”构成偏正结构译名,
其语义和现今译名并无二致.

由此可以认为,严复在翻译过程中逐渐认识到,
译名的选择和创制具有更新国民思想的重要价值.
由于中西方发展上的差异和思想上的不同,西学概

念的翻译终究不能止步于语词层面,所以严复在“用
吾古以翕收以成吾大”观念的指导下,以儒家和佛教

等在中国影响甚远的思想译介术语.儒家孝悌观帮

助严复构建术语的内在意指网络,把译名相互串联

起来,体现了严复“治异国语言之至乐”的学术精神;
佛教则凭借其丰富的佛学术语为严复创制术语提供

了便利.① 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正是严复受到的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使 他 形 成 了 非 进 化 性 的 语 言

观[９]４１.但事实并非如此,严复创制译名实则是一

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许多译名并非已经确立之后便

一直沿用,而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怀疑中反复修

订.下面就以 monopoly译名在«原富»五部中的变

化说明上述观点.
(二)monopoly译名变化与严复语言观

“monopoly”今译为“垄断”,意指大型企业或者

集团对相应部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的独占和联合

控制.严复在译文中多以“辜榷”(亦作“辜”“辜较”
等语)和“专利”(或以“专”和“利”构成“专其利”“专
之利”等动宾结构)翻译该词,这两种译名的使用

频率在«原富»五分部的变化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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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似的例子还有以佛教术语“赖耶”音译“royal”一词,以佛

教中“渐顿二教”修行时间之长短,得道速度之快慢,增词总结斯密提

出的两种国家征收税费的方法等.钱钟书评价支谦的«法句经序»时
曾说:“严复译天演论并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见此矣.”严
复本人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到鸠摩罗什时,也尊称他为“罗法

师”.佛教对严复及其翻译思想的影响可见一斑,而目前鲜有文章论

及此处,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值得专论.



图３　“辜榷”“专利”使用频率变化

斯密在«国富论»前三卷中主要论述分工对人类

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及劳动工资、租金、利润三者之间

的关系,因此 monopoly在该部分中出现的次数相

对较少.严复在这一阶段多选择以“辜榷”作为该词

的译名,其使用频率为２５．０％,而“专利”译名虽有

所使用,但此时的使用频率仅为６．２％.此后,随着

斯密论述话题的焦点逐渐转向外属殖民地、国家债

务和重商主义等方面,monopoly出现的次数逐渐增

多,此时“专利”成了该词的首选译名,使用频率高达

５９．７％,而“辜榷”则低至３．７％.然而在部戊中,二
者则趋于一致,分别为２５％和３２．１％.

“辜榷”和“专利”使用频率变化之大说明,严复

在不同的翻译阶段对同一术语的译名厘定可能持有

不同的考量标准.根据皮后锋[１７]的研究,严复自

１８９６年１０月着手«原富»的翻译工作,并于１９０１年

１月译毕,前后共耗时五年.翻译是译者此在的解

释[１８],严复的此在在这期间随着同时结构(即翻译

过程对 monopoly认知的变化和翻译观念的更替)
的生成而不断改变,而译名正是这一变化的载体,其
早期以某一具体译名为主的术语翻译策略是严复译

名统一思想之所在.“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

之学,古籍当有专名”,所以译者在创制译名时,若要

做到“深阔与原名相副”,沿用故名是最恰当的方法.
但是当时的译者往往面临着“其理虽为中国所旧有,
而其学为中国所无的困境”,他们只能“自有法想”,
创制“在己能喻”的译名.严复认为,所有创制的译

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均需经过“亲治其学通澈

首尾者”考核查实后才能使用.因此,严复曾多次在

信件中表达了“译名通用,以期一律”的需求,并将其

写入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
法于开译一书时,分译之人另具以册,将一切专

名按西国字母次序开列,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

已译名目,俟呈总译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人、
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请奏准颁行,以期划一.[１０]１２８

可见,严复已经认识到了术语和术语译名统一

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有组织

地编写术语一名表,并主动在其译文中践行译名统

一的思想.根据韩江洪[７]的统计,严复在«群学肆

言»中多次以“仁”翻译“right”“ethnics”“sympathy”
等术语,这种一个译名对应多个术语的现象和«原
富»中以“辜榷”或者“专利”作为“monopoly”不同阶

段主导译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严复在“专
名乃译事之权舆”思想的指导下,在翻译术语的过程

中亦步亦趋,发现专业性和单译性实乃术语翻译之

关键所在,从而摒弃了自己之前一词多译的做法,据
此可以认为,严复的语言观是随翻译的深入不断进

化的,而非韩文所言,是“非进化性”的.
除上述两个译名外,严复在翻译 monopoly时

还采取了另外三种策略:a)译为“垄断”;b)以“辜榷

专利”“垄断专利”等组合形式出现;c)以小句形式描

述该词的含义,如“外货之廉平者不来,则本国工贾

之货独销”等.这三种译名的使用率虽然不高,但是

可以视为严复寻求译名创新的尝试,尤其是“垄断”
译名,已经和现今译名相同.有趣的是,随着部戊中

“辜榷”和“专利”的使用频率逐渐趋于一致,组合译

名的使用频率则呈现出上升趋势,这或许说明直到

«原富»译毕时,严复仍在修订译名,甚至陷入了难以

取舍的困境,译名厘定的艰辛可见一斑.
(三)译名情感化

译笔情感化实非科学著作翻译之正法,但张德

让研究发现,严复八大名译从序言、正文到按语,情
感化随处可见[１９],他将严译的情感化手法总结两

类:a)句首句末语气词和各句式的并用;b)通过文内

添加、文后按语的形式附以己见.严复借助这两种

方法表达主观情感时,多是与原作思想产生共鸣,或
赞同宣扬该思想,或对中国固受旧法的现状表示焦

虑,但从 monopoly一词前后的语词搭配可以看出,
严复在翻译某一术语时,会将其本人对该术语的主

观评价融入译名中.

monopoly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释义为:a)the
completecontroloftradeinparticulargoodsorthe
supplyofaparticularservice;b)Thetypeofgoods
orservicescontrolledinthisway．该释义中出现的

描述性词汇几乎均为中性词汇,唯有“complete”稍
显消极,可见 monopoly在现代英语话语体系中词

性较为中立.在TheWealthofNations的全语境

环境下,monopoly与其他描述性词汇共现,统计结

果如表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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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monopoly在TheWealthofNations中搭配词的语义韵分布

词性及
频率

消极语义韵 中性语义韵 积极语义韵

描述性
词汇

breakdown;enemy;encroach;
against; wretched spirit;
notcontentedwith;notvery
probable;the consequence
of;hasforced;subjectto;
hurtfuleffects;badeffects;
depress;hinders;discourage;
retard;hurts;absurd;strict
andoppressive;improper

establish(established/establishment);naturally;no;
give;sell at;home market;trade;procure;had;
sugars;secure;bymeansof;by;extensive;exercised;
co mmerce; assume to; establishment; continually
drawing;colonytrade;established;hasnot;turn．．．
into;hasdrawn;homeandcolony markets;purpose;
without;establishing;inspiteof;effect;alter;render;
hasproved;proved;procures;custom;maintenance;
support;exemptfrom;obtain;ingenuity;occasions;
afford;moreorlessstrict;real;EnglishCo mmerce;
temporary;anewmachine;perpetual;grant

Greatest advantage;
increase;strengthen;
enjoy; contributed;
keeps up; raises;
principalbadge

频率 ２５．６％ ６４．６％ ９．７％

　　表３的数据显示,monopoly在亚当斯密话语

体系中的前后搭配结构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类:首
先是具有消极含义的词,如depress,hurtfuleffects
等,这类词项在所有搭配结构中的频率为２５．６％;
其次是语义中立的词类,该类词项在搭配结构中数

量最多,比重约为６４．６％;最后一类是具有积极特

点的搭配词,占总搭配结构的９．７％.由此可以认

为,monopoly在斯密的话语系统中呈现出一种复杂

的语义特点,即以中性为主,消极次之,甚至略显积

极的语义韵特征.严复对三类搭配结构的翻译如表

４所示 (局部),并与郭大力、王亚楠的翻译进行

对比.

表５　monopoly在TheWealthofNations中搭配词的语义韵分布

消极搭配

原文 严译 郭王译

中性搭配

原文 严译 郭王译

积极搭配

原文 严译 郭王译

oppressive
monopoly

阴靳其权利
以之朘利

垄断事业
侵犯一般
自由

establishareal
monopoly

相朋党为
奸利

树立了一种
独占的场面

the monopoly
indeedraises
profit

然则专利之
政,所独利
者赢矣

独占提高商
业利润率

thebad
effectsof
monopoly

虽有专利之
为害有以
权其害而大
有余

独占的恶
影响

amonopoly
againstthe
sheepfarmers

牧者之羊
毳亦悬甚
厉之禁

取得了一种
妨害牧羊者
及羊毛生产
者的独占

no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canraise
thatvalue

奖其出,禁
其入,其值
不以之增

国内市场独
占,都 不 能
提高谷物的
真实价值.

　　通过比对可以发现,现当代译者在翻译 monopoly
时,往往忠实于客观事实,不对术语和原文做任何情

感层面的升华.严复翻译至此,多以小句为主观情

感的表达载体,在译文增加诸如“奸”“甚厉”等消极

情感符号,变中性搭配为消极含义,把内心对垄断阻

碍国家经济发展的愤懑注入译文中.除不同语义韵

之间的相互转换之外,严复还通过在同一译名小句

中添加多个消极符号(如将“oppressive”拆分为“阴”
“朘”两个消极符号)的方法,进一步深化原文的消极

思想.严复将译名情感化,其目的或许在于借助语

言的导向性和遮蔽性特征,增强或改变某术语在目

标读者此在的折射,进而引导读者完成译者预设的

解释过程.如在 monopoly的案例中,严复以消极

符号的形式,从文体和意义的双重层面强化了“垄
断”在读者内心的负面影响,从而使士大夫读者认识

到独占的危害,引导他们发动经济改革.严复此举

在今日的翻译语境下尤为不妥,完全置术语的客观

性于不顾,而这或许也是严译术语逐渐消亡的内部

动因之一.

四、结束语

符号学家安东尼皮姆(AnthonyPym)认为,
翻译的过程是理论化的过程,译者在此过程中会面

临诸多的选择,而当他把自己如何做出选择的过程

与他人分享时,便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论[２０].目前

大多数严复译名研究过分关注了他的分享过程,而
对其理论化过程的关注则略显不足.基于变译语料

库的«原富»经济学术语研究为探究严复翻译的理论

化过程提供了途径.严复在认知经济学思想和处理

经济学术语翻译时,会将中国儒家的某些思想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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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其中,同时从佛教术语中寻找相似结构,逐步形

成了以中释西,跨域翻译的译名体系.随着翻译的

深入,严复迫切统一译名的愿望和译名抉择的愁苦

愈发明显,这是严复进步语言观的完美体现.此外,
译名也是严复宣泄译者主观情感的场所之一,但是

这种做法与现今术语翻译所追求的透明性背道而

驰.需要指出的是,严复创制的译名数量之大,内涵

之丰富,因此,其译名观也绝非一部«原富»所能穷尽

的,要完全探析各种关系,还需结合另外七部严复译

著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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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anFu’sthoughtsofterminologytranslationhavebeenthehottopicinacademiccircle,but
existingstudiesmostlyshowsuchproblemsasthecanonizationofresearchexamples,theshortageof
corporacollection,thedeficiencyofscreeningcriteriaandtheoverlapofresearchresults．TakingYuanFu
translatedbyYanFuforexample,thispapertriestobuildthetranslationvariationcorporaforYuanFu
fulltranslationversion．Bytakingterminologyofeconomicsastheentrypoint,YanFu’sthoughtsof
terminologyaredelvedintoagain．ThestudydemonstratesthatthethoughtofConfucianschoolonfilial
pietyhascertaininfrequenceonYanFuwhenselectingandgeneratingterms,whiletermsofBuddhism
alsoofferconvenienceforYanFutocreatetranslations．Besides,thefluctuationoftherateoftermsmeans
YanFuownsanevolutionallanguagebeliefofunifyingtranslations,butthetermshecreatedareanother
placewhereheexpresseshissubjective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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