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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语,作为中华典籍的代表作品之一!迄今出版的英译本多达几十种$读者作为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

消费群体对译本有着最终的审美评价和判断!译本是否为广大译入语读者所接受!是译本质量的重要评判价值标

准$通过对亚马逊网站上+论语,各译本的数据采样分析研究!整理归纳出在海外阅读市场中!为广大海外读者所关

注的
$"

种+论语,英译本!并通过分析其译本的读者阅读评论得出!不同的+论语,英译本有着不同的阅读群体!在典

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论语,%生态翻译%读者

中图分类号!

O!$%>D

!!!

文献标志码!

J

(

!

引
!

言

翻译活动是文化资本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我

国最早的翻译活动见诸于佛经翻译%即将外来的佛

教典籍译为中文%称为/译入0%而作为翻译这一双向

性文化资本传播活动%/译出0则是到了
$B

'

$D

世纪%

随着一些西方传教士的进入%才开始逐渐将一些中

国的传统典籍译为其他语言%向西方文化及世界传

播&这期间不乏一些如辜鸿铭'赵元任等大家和西

方汉学家及传教士如理雅各'苏慧廉等翻译的中华

典籍&

近二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国力

不断增强%国家'政府'知识界乃至学术界人士都纷

纷意识到!在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成就的时候也要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这其中就包括中华文化的对外传

播&如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列入国家规划的重大

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由中国人民大

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出版的,百部中国京剧经

典剧目英译系列丛书-第
$

期等%均反映出我国政府

及文化界对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中华典籍的决

心与信心&

从翻译的生态环境而言%典籍英译本的读者

是典籍英译的重要建构者之一(

$

)

%同时也是翻译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典籍英译的根本目的

是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海外读者则

构成了中华典籍的主要阅读市场&对中华典籍的

海外阅读市场进行调研%了解海外读者市场的阅

读情况%为中华典籍的翻译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设

性意见及启示&

!

!

中华典籍的翻译生态研究

翻译与翻译研究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相生相

惜&翻译研究以翻译为对象%翻译活动则以翻译研

究的标准为参照&当前%无论是对中华文化典籍的

翻译实践%还是对其翻译策略的理论探讨都处于方

兴未艾之时&从/等值观0到/读者中心论0%再从翻

译的/文化中介论0到翻译的/文化转向0%无一不透

露出我们对翻译这一实践活动的非单向的'多维度



的全面思考&中华文化典籍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我们民族所固有的/文化资

本0

(

#

)

&而其中的,论语-作为记载先贤孔子言语行

事的典籍%有一定的传统文化代表性&

翻译生态学主要研究翻译本体与翻译环境之间

的关系%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影响翻译活动的翻译

生态环境以及翻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

!

)

&具

体地说%就是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将

翻译及其生态环境相联系%并以其相关关系机理为

研究对象进行探究%从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和

翻译研究%力求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阐

释(

Q

)

&鉴于此%我们不再单一地视翻译为译者主观

的解码+转码活动%而是将译者的翻译活动纳入到

翻译生态系统这一大的宏观条件下%全方位'多维度

地审视翻译活动&

翻译生态学采用类比'隐喻的方式将纷繁复杂

的翻译活动具体化%条理化&生物的生存'活动'繁

殖需要一定的空间'物质与能量&生物在长期进化

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周围环境某些物理条件和化学

成分%如空气'光照'水分'热量和无机盐类等的特殊

需要&各种生物所需要的物质'能量以及它们所适

应的理化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称为物种的生态

特性&而作为翻译活动中的源语文本则是翻译生态

系统中最基本的因子%没有源语文本%则整个翻译生

态系统不复存在&翻译生态系统的内在功能是/生

产0&这一目的是通过翻译生态系统中的
!

大功能

团%即生产者"译者#'消费者"译语读者或听者#和分

解者"翻译研究者#的运转和相互作用%从而使能量

流'物质流'信息流得到传输和转化%使价值流'知识

流'能力流得到富集递增%进而实现/生产0的目

的(

Q

)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无可厚非%

但一个译作的好坏%不能单以译者的评判作为标

准&译作一旦问世%就像商品进入了消费领域%因

此还需接受消费者%即译语读者的检验(

%

)

&对中

华典籍翻译的目的是向世界传递中华优秀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文化资本的流通&因此%笔者

从对翻译生态系统消费者的角度来审视中华典籍

英译的读者接受度的研究%通过对具体采样数据

的分析得出结论%期望能对今后中华典籍翻译起

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

!

'论语(英译本海外读者市场调查

#>$

!

,论语-英译本的读者评论调查

,论语-是中华众多典籍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作为记载先贤孔子言语行事的经典书籍%在国内外

喜爱中华传统文化的读者群中深受推崇&其英译本

的读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国内的英语学者及

英语学习者%他们多是对英译本进行译本翻译技巧

及译本间的比较研究%或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阅

读,论语-的英译本%其阅读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

译本提供借鉴意见%提高译本在消费者中的接受度&

第二类则是海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他们通

过阅读,论语-来了解中华传统经典文化%了解中国%

了解中华文化&近
$"

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

注到,论语-的翻译%尤其是,论语-不同英译本的翻

译对比研究&这类研究大多是从译者角度对译作进

行的一种翻译价值判断&而从翻译生态系统的角度

来看%译作这一生产产品其能量价值是否能得到传

输和转化%使之价值流'知识流得以富集递增%归根

到底取决于这一产品是否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译

作的评价最终要靠读者来完成&全球最大的图书销

售网之一的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的全球年访问量至少

达
T$

亿次(

$

)

%因此对亚马逊网站上中华典籍,论语-

英译本的调查研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论语-

在国外阅读市场的情况&

笔者以
#"$#

年
$"

月
#

日亚马逊网站上的数据

为对象%以
J*+,05;:

为关键词%按相关度排序%得到

搜索结果为简装本"

N

+

N

0)\+5a

#

$QBT

$精装本"

/+)H6

5'90)

#

!Q$

$影音版"

+(H2\,0+(H2'0H2;2'*

#

#

$

O76

@b%

&亚马逊以每
$#

个搜索结果为一页%有读者关

注度的译本主要集中在前
!"

项%排序越靠后%其读

者关注度则逐渐减少%笔者依次搜索了前
$""

项&

从整个搜索的结果来看!

+

#论语英译本数量众多%不同译者的译本多达

二三十种%在前
$""

项搜索结果中还包括一本法译

本和一本日译本$

\

#译者以国内哲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学者专

家和国外汉学家为主(

T

)

$

5

#搜索结果中不仅包含对论语原著的译本%也

包括中华典籍合集'相关研究论文合集%以及论语的

节选本和精选本等不同出版物$

H

#在约前
!"

项搜索项中出现的译本都有不同

数量的读者评论&

从以上搜索结果可以看出%中华典籍,论语-

在海外有着一定的读者受众和阅读市场&在此次

搜索结果的基础上%笔者按读者关注度高的前
$"

种论语英译本进行了归纳整理%并按降序排列%结

果如表
$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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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读者参与评论最多的前
!(

'论语(英译本

序号
译者

"英文名#

译者

"中文名#

译本出版

年份

读者

评论

$ 42U'*b0

<

:

西蒙.利斯
$DDR $R

# J);/() +̀,0

<

亚瑟.威利
$D!B $Q

!

V'

3

0)7>JU0:+*H

O0*)

<

V':0U'*;&)>

安乐哲%

罗思文
$DDD $!

Q X>I>b+(

刘殿爵
$DRD $$

%

2̀,,2+UMHE+)H

4'';/2,,

苏慧廉
$D$" B

T &+U0:b0

33

0

理雅各
$BD! B

R MHE+)H4,2*

3

0),+*H

森舸澜
#""! %

B X+92HO2*;'*

大卫.辛顿
$DDB %

D I/25/(*

3

O(+*

3

黄继中"音译#

$DDR %

$" X+92HO>b2

李大卫
$DDD Q

!!

备注!"

$

#读者评论数量一致%按搜索先后顺序排列$"

#

#同一译

者的英译本由于出版年份'版次'简装或精装本'纸本或音像制品的

不同%可能出现多次%统计数据以读者评论实际数据为准$"

!

#论语英

译本中较有影响的如
Y();'* +̀;:'*

译本%

V+

<

U'*HX+E:'*

译本$

M>Y)(50Y)''a:+*HJ>7+0a'>Y)''a:

译本等%均未进入前
$"

排

名$"

Q

#所用数据均来自亚马逊网站论语英译本搜索网址(

Pb

)!

/;6

;

N

!**

EEE>+U+G'*>5'U

*

:

*

)0-h*\

2

:\

2

*'::

9

(),h:0+)5/A+,2+:S

!X:;)2

N

\''a:k-20,HAa0

<

E')H:h+*+,05;:

&

#>#

!

样本读者评论分析

本次数据收集共读者评论
D"

份&亚马逊网站

采取五级制评分标准!五星和四星为好评$三星及以

下为差评&通过归纳整理这
D"

份读者评论!其中正

面评论为
TR

份%负面评论为
#!

份%正面评论达到了

RQS

&

正面评论主要集中在!

+

#译文通顺%措辞准确%

特别是,论语-中涉及了一些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

词%如仁%礼%义等&对这些文化负载深厚词句的准

确翻译%使读者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原文所传达的

含义&归结起来%译文易懂%读者选择理解译本的可

能性就小&信息的易懂性降低了理解成本(

R

)

%接近

大众阅读审美倾向的译文更容易受到海外读者的青

睐&

\

#备受读者关注的论语译本均对,论语-产生

的年代'孔子的生平以及,论语-在中国传统价值和

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详尽的介绍&此类介绍为

海外读者进入译文正文阅读提供了背景支持和铺

垫%而不是单一地对原文进行翻译&可见%涉及典籍

翻译%对其译本的文化关注必不可少&

5

#在译文中

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人物'历史背景'历史事件等均有

详尽的备注及索引%有助于海外读者全面'详尽地了

解中国历史及文化&

H

#由于每个译者翻译的角度

不同%针对的潜在读者群不同%因此而呈现出的翻译

风格则会迥异&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亚瑟.威利的

,论语-英译本较为一般初读,论语-的读者所接受和

认可%而从哲学角度解读,论语-的安乐哲%罗思文版

本则受到有着更高阅读需求的读者的青睐&因此%

不能用单一的翻译评判标准来衡量不同的典籍英译

本%而是意识到由于典籍本身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

蕴%其本身就存在多个层次的解读和诠释%从不同读

者阅读需求出发%对同一典籍进行不同角度的翻译%

本身亦是无可厚非的&

同时%从
#!

份三星及三星以下的读者评论中也

可以看出现有的前
$"

本备受读者关注的译本所存

在的不足%主要涉及!

+

#由于译本年代久远%在语言

及措辞上略显陈旧&负面评价可大致分为
!

类!译

文和译者
$!

份$印刷装裱
!

份$涉及内容价值评判

R

份&由于印刷装裱为客观因素%对内容价值的判

断是由文化差异所造成%暂不纳入翻译评价的范畴&

在余下的
$!

份读者评价中%认为由译者或译者的翻

译活动所造成的人为因素中%主要涉及到!翻译句

法$译文过于突出译者主观价值评判%这在西蒙.利

斯译本中尤为突出%如下例!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90

"

$

#

7',0+)*:'U0;/2*

3

*0E+*H;/0*;'

N

(;2;

2*;'

N

)+5;250+;;/0)2

3

/;;2U0

!

2:;/2:*';+

1

'

<

9

"

\

<

b0

<

#

试比较!

"

#

#

O+92*

3

:;(H20H

%

;';/0*)0

N

0+;0H,

<

+

NN

,

<

E/+;

<

'(/+90,0+)*0H62:;/2:*';+:'()50'-

N

,0+:6

()0

9 "

\

<

JU0:kV':0U0*;

#

"

!

#

W:2;*';

N

,0+:()0;',0+)*E2;/+5'*:;+*;

N

0):090)+*50+*H+

NN

,25+;2'*

9 "

\

<

b0

33

0

#

在"

$

#示例中%西蒙"

b0

<

#过度依赖主观判断对

原文进行了自我解读%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的困惑&

相比较而言%"

#

#示例较为忠实于原文$"

!

#示例中也

对原文进行了一定自我解读&

\

#缺乏历史'文化'背景等的介绍%使海外读者

在阅读过程中造成一定的理解困难%如苏慧廉的,论

语-译本&其译本中对一些有争议之处的翻译没有

做出适当的诠释和备注%亦缺乏对孔子的生平介绍%

,论语-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价值&

#>!

!

代表译本的出版历史维度考察

根据译本出版时间%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

是在
#"

世纪初叶%以理雅各为代表的西方"英美#传

教士对中华传统典籍,论语-进行的翻译%有
!

部$另

是当代以西蒙.利斯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对,论

语-进行的翻译%共
R

部&从出版时间不难看出!对

#$Q

!!!!!!!!!!!!!!

浙
!

江
!

理
!

工
!

大
!

学
!

学
!

报
#"$!

年
!

第
!"

卷



中华传统典籍,论语-的翻译热潮集中在两个较为有

鲜明历史时代特点的年代%其根本原因是与这两个

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经济大背景密不可分的&

第一阶段%即
#"

世纪初叶%我国经历了两次鸦

片战争%承受着战败的巨大创伤%无论在经济'政治'

文化上%均处于内弱外强的国际形势中&传统文化

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入侵%在文化上属于

输入的状态&当时的西方列强在经济上掠夺'政治

上挟持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从而在思想

文化上控制中国%纷纷开始了解中国及其文化%,大

清律例-的翻译就是最好的例子&于是一些西方传

教士开始翻译中华传统典籍%这其中有以理雅各及

苏慧廉为代表翻译的,论语-英译本&在第一阶段的

,论语-英译本的集大成者无疑是亚瑟.威利的译

本%时至今日%威译,论语-依然在海外读者群中享有

较高的声誉&

第二阶段%即
#"

世纪末
#$

世纪初%伴随着我国

经济的崛起%中华文化开始面向国际传播%开始步入

到文化输出的%向文化强国迈进的转型阶段&从国

内而言%这期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则是由中国人民

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出版的,百部中国京剧

经典剧目英译系列丛书-第
$

期$由新闻出版总署批

准的列入国家规划的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

"汉英对照#等&从世界范围来看%海外的汉学家也

开始着力于中华传统典籍的翻译&表
$

中有
R

部

,论语-英译本都是属于第二阶段的翻译作品%排名

第一的就是这一时期西蒙.利斯的译本%获得了较

高的读者关注度&出版时间距今最近的英译本为加

拿大汉学家森舸澜翻译的%其译本最为显著的特点

是在所有的读者评价中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在这一

大好形势下%海外汉学家及翻译家对中华典籍及文

化的关注%都充分说明了我国的传统典籍的文化输

出蓄势待发&

#>Q

!

代表译者的文化共性与差异

从受到读者青睐的排名前
$"

的译者来看%有
R

位译者为西方翻译家或汉学家%

!

位为中国人%而其

中两位是香港人%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另一位则是长

期旅居在国外的中国学者&总体来看%译者都有着

深厚的汉学研究基础%了解'熟悉西方读者及其阅读

审美情趣%掌握西方读者的话语习惯等才能使其译

作广泛地被海外读者所接受&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考虑到了读者受众的选择性理解现象(

R

)

%降低了海

外读者的理解成本&在排名第三的安乐哲译本中%

一些具有东方哲学概念的术语%如/天0%被直接用拼

音
!"#$

翻译%这也正印证了西方翻译家在中华典籍

翻译中的/东方情调化翻译倾向0

(

B

)

%使翻译成为对

汉字的直述%成为原文的镜像(

D

)

&这一异化方式成

就了海外读者对外来文化的猎奇心理%感受到了东

方文化情调%满足了读者对异族文化的审美&从译

者的角度来讲%改变了过去以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为

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尊重了异族的文化价值观'信

仰和语言表达方式&这也是我国翻译者在今后典籍

翻译中可以借鉴之处&

$

!

结
!

语

中华典籍翻译是一项举世浩大'功德千秋的文

化工程&通过对全球最大的亚马逊购书网站上备受

读者亲睐的,论语-英译本的数据采样及分析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中华典籍,论语-在海外有一定的读

者市场%这与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国际影响力'以

及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持续关注是密不可分的%

而这一趋势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势必会更加欣

欣向荣&与此同时%这也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多'

更高的要求&

通过对亚马逊网站上,论语-英译本的调查研究

结果%得出如下启示!不同的,论语-英译本有着不同

的阅读群体%在典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针对不同

的读者群体%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在翻译生态体

系中%读者作为翻译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对其消费

产品+++译文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译文是否能被

其消费市场+++读者群所接受是评定一本译作很重

要的价值标准&由于典籍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进行文

化传播%翻译的内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认可%以达

到儒学西传的目的&一种译本%无论译者本人或是

译评家评价多高%如果得不到消费群体的认同%也就

没有达到翻译最本质的传播功能&所以%在典籍翻

译中%译者作为翻译生态群体中的生产者%要想其能

量在生态系统中得以循环%就要其产品顺利进入到

下一个生态消费系统中%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生态系

统的良好循环&中华典籍的翻译也应充分考虑到读

者受众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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