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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看我一生（稿本）》

流沙河著

中华书局出版

定价：78 元

该书有故事有知识，是根

据国人一生遇到的文字来解

读汉字。 作者流沙河先生通晓

小学，善于破译文字密码，对古

代的生活又非常熟悉，所以对

文字的解释独具慧眼。比如，什
么是文和字，作者认为独体是

文，合体是字，比如“生”，其上

面是草，下面是土，所以就是

字。比如母和妈，作者考释了古

代读音的转变，认为在唐之前

母妈同音。 再比如，家和嫁，女
就男是家，男就女是嫁。书稿中

除了对五百多个汉字作了专

门的解释，还对近千个古字偏

旁作了分析。
作者在解释文字的同时，

还对私塾生活、 新年风俗、时
令节日等作了介绍，让人在具

体的环境中去理解汉字。加上

是手稿形式，忠实呈现了作者

的行文过程，方格楷书，工整

秀丽，见字如晤，赏心悦目。

欧美主动译介对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陈月红

汉译外 ： “我想让你

知道的 ”不等于 “你想知

道的”

自 1995 年中国政府启动“大
中华文库”重大翻译工程以来，在
过去的二十余年间， “中国图书

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

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

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

译项目” 等一批由国家层面大力

推动的对外出版翻译工程陆续实

施。 “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一项

国家战略，成为塑造中国形象、提
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由此也受到了学术界乃至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在翻译领域，与之

相关的讨论不断深入， 从最开始

以原语文本为导向的 “怎么译”，
逐渐发展为关注目的语读者的接

受问题。 但总体而言，目前“中国

文化走出去” 的译介效果并不令

人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
们在进行文化外译选题时， 往往

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做决定, 并没

有充分了解目的语国家对翻译的

社会需求。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

范军认为， 对外出版译介工作中

存在的一大问题是：“一些译著者

和出版者对境外受众缺乏深刻的

理解和认识，常常把‘我想让你知

道的’等同于‘你想知道的’，导致

部分作品‘自说自话’，缺乏吸引

力和感染力。 ”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评 审 李 雪 涛 指 出 ：“在 选 题 方

面， 目前主要以我们的主观判断

来决定方向， 我们认为重要的中

国文化典籍和研究著作就被翻译

成外文， 很多的选题对于译入国

的读者来讲没有什么吸引力。 目

前的模式基本上是由我们单方面

判定各个国家（如日本、德国、法

国等）读者的阅读兴趣。 ”由于中

国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等诸多方

面存在的差异， 以宣传原语文化

为目的的翻译活动往往达不到预

期效果。
而 历 史 上 的 汉 译 外 翻 译 活

动， 主要是目的语国家为了满足

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

而进行的一种主动译介活动。 纵

观 二 十 一 世 纪 之 前 的 汉 译 外 历

史， 主要表现为目的语国家对我

国文化的主动译介。 在十八世纪

的中西文化交流中， 以伏尔泰为

首的欧洲启蒙家们主动译介儒家

思想， 以帮助他们完成挣脱神性

束缚、树立理性传统的历史使命。
中国第一部戏剧《赵氏孤儿》的西

渐过程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即 使 是 在 中 国 文 化 处 于 相

对弱势的二十世纪，也有以美国

为 首 的 西 方 国 家 主 动 译 介 了 不

少中国文化元素，借此达到改良

文学、文化及社会的目的。 比如，
美 国 意 象 派 诗 人 庞 德 引 领 了 对

中国古典诗歌的创译范式，借以

改良腐朽的维多利亚诗学。 以美

国 为 首 的 西 方 对 中 国 的 译 介 更

鲜 明 地 体 现 在 对 中 国 古 典 生 态

智慧的译介。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对蕴含了丰富生态价

值的道家思想的广泛译介；二是

对 充 分 浸 染 在 “天 人 合 一 ”生 态

思想中的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

山水诗歌的大量译介。
这些主动译介均足以证明 ：

只要中国文化中有能为目的语国

家服务的元素， 总会被目的语国

家主动引介，正所谓“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因此，研究历史上及

现阶段目的语国家对我国文化主

动译介的动机及内容，对优化“中
国文化走出去” 的翻译选题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

《道德经》 在西方成

为除 《圣经 》外被翻译得

最多的文本

二十世纪， 道家地位在西方

逐渐上升， 是与其蕴含的生态价

值息息相关的。自古以来，儒家文

化和道家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础， 两者在很多方面既相

辅相成， 又相互对立。 但比较而

言， 由于儒家思想能够更好地为

统治阶级服务， 一直以来比道家

思想更受尊崇。 第一批来到中国

进行文化交流的欧洲传教士们对

道家思想是怀有偏见的， 此态度

显然受到中国朝廷的影响，因此，
儒家思想最先被西方接受， 并对

十八世纪欧洲产生了深刻影响。
而道家则被视为旁门左道， 不登

大雅之堂。到了二十世纪，西方才

真 正 发 现 了 道 家 思 想 的 宝 贵 价

值，特别是其生态价值，由此对道

家 思 想 的 接 受 比 儒 家 要 热 烈 得

多。艾伦·瓦茨、李约瑟、卡普拉等

对道家生态价值的挖掘作出了重

要贡献。
德国的卜松山曾撰文详细分

析了道家生态思想在西方逐渐被接

受的过程及背后的原因。 认为“首
先是文化和文明批判之投向……
对文明的批判在新近时期表现为

生态保护运动的一个重点， 这是

卢 梭 ‘回 归 自 然 ’口 号 的 现 代 翻

版。 这里， 道家人与自然一体的

观念便闯入了西方敞开的大门。
对 西 方 很 多 人 来 说 ，‘现 代 的 困

扰 ’， 已蔓延到现代生活世界的

其他领域 , 比如技术和经济效益

挂 帅 把 现 代 人 束 缚 于 ‘目 的 理

性’ 思维的 ‘刚硬外壳’(韦伯)，
所以，道家文明批判观点可以对

今 天 厌 倦 现 代 文 明 的 欧 美 人 发

挥影响”。
在现代西方，道家思想比儒

家思想显然更受追捧。 《道德经》
在 西 方 成 为 除 《圣 经 》外 被 翻 译

得 最 多 的 文 本 。 Tao （道 ）、Yin
（阴）、Yang（阳）早已成为英语世

界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其使

用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 建立在

道家思想基础上的“太极拳和风

水，它们是一种人和自然的共生

关系，这些东西很早就在西方被

包容、移植和发展了。 ”（克拉克）
道 家 思 想 甚 至 对 西 方 社 会 的 生

活 方 式 产 生 了 改 变 ： 过 极 简 生

活、“少即是多”等生态思想都能

在道家思想中找到源泉。
（下转第二版）

由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国家重点学科主办，上海市外国

文学学会文学翻译研究委员会等协办

的 “首届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新

思路青年学者峰会”近日在上海师范

大学举行。 此次大会设立了“文学走

出去的学理反思”“本土视角与批评自

觉”“域外汉学家的译介研究”等议题，
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克鲁、朱

振武，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虞
建华，浙江大学教授许钧，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陈建华等 专 家 进 行 了 现 场 研

讨， 旨在探讨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翻

译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为中国文学

“走出去”找到正确路径。 与会的三峡

大学副教授陈月红梳理了历史上欧美

主动译介中国古籍经典的过程， 探讨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出路。
各种版本的外译《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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