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方家喻户晓的荷马和
他的两部史诗 !伊利亚特"!奥
德赛"#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才
经由传教士介绍到中国$ 在他
和他的作品传入中国的过程
中# 他的名字先后被翻译成和
马%马和%侯美尔%贺梅尔%和美
耳%河满%何满德%诃美洛思%何
美洛思 %鄂谟尔 %鄂谟 %和马洛
斯%荷马种种$这些不同的中文
名字究竟从何而来& 不同汉字
的选取#究竟是音译%字义的差
别#抑或别有原因&中国人对荷
马的认知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在古希腊语中# 荷马的名
字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写 法 '

!!"#$%&

和
!'"($%)

$ 它们分
别来自两种古希腊的方言 #以
前者更为流行$ 盖因文献不足
征# 后人对于荷马的生平和历
史上的具体活动不乏揣想 #这
也体现在对他名字含义的多重
解读上$

!'"*$%)

一词在希腊
语中 #可以解释为 (跟随 )%(人
质)和(盲人)三个含义#人们便
根据这三个含义分别把荷马解
释成了(追随领袖的人)%(作人
质的贵族)和(盲诗人)$但他到
底是不是贵族#眼睛盲不盲#没
有人能说得清楚$

荷马的名字版本# 比他的
生平版本更多 $

'"*$%)

在拉
丁语中作

!"#"$%&

$ 在属于拉
丁语族的法语% 西班牙语和意
大利语中# 它被拼作

!"'"$(

%

!"'($"

和
)'($"

# 在发音时省
去了开头的 (

*

)和结尾的 (

&

)*

在同属日耳曼语族的英语和德
语里#它则被拼成了

+"'($

#省
去了后两个音节$ 荷兰语中的
这个词#发音最接近希腊语#拼
作

!"'($%&

$ 虽然上述诸种形
近而音异# 但总体来说尚属正
常现象$泰西语言种类繁多#发
音规则各异# 古老的词汇一旦
开始流传# 便会因着不同的传
播次序%文化差异和语言变化#

衍生出不同的形式$因此#当这
位诗人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时 #

他的中文名字也是五花八门 #

译者之间少有共识$

荷马的名字在中文出版物
中#首见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
传"+下简称!东西洋考",$该刊
在道光丁酉+

!"#$

,正月的一篇
名为 !诗 "的文章中 #称荷马是
(欧罗巴)(诸诗之魁)# 译名选
用了(和马)二字$ !东西洋考"

初刊于
,-..

年
-

月#是来华西
人在中国境内主办的第一本中
文期刊$刊上文章皆不署名#参
与编纂者主要有郭实猎 +

/0$1

2$3(4$35* 6%7%&8 9#8:10;;

,%裨治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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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他们大多是以英语为母
语的新教传教士$其中#郭实猎
来自普鲁士# 但他常年用英文
写作*且郭氏虽是!东西洋考每
月统记传" 的创办者# 却不是
,-.D

年以后的主要作者#该文
恐非郭氏手笔$鸦片战争以前#

来华西人多在广州附近活动 #

所习汉语方言大多为粤语 #裨

治文和麦都思便皆长于粤方
言$ 在粤语中#(和) 字发(

*"

)

音 # 与英文的发音基本一致 #

(和马)二字正是来自于英文的
+"'($

$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
几位编者# 在新教传教士中的
地位极高# 其翻译的影响力自
然不可小觑$鸦片战争以后#梁
廷枏编纂!海国四说"#称(希腊
人马和)#译名来源正是前述的
(和马)# 只是不知何故将两字
位置调换 $

,-EF

年 #!六合丛
谈" 在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
刊印$ 艾约瑟+

G"&(H* <4I3?&

,

在上面发表 !希腊为西国文学
之祖"!和马传"等文#用的也是
(和马)$艾氏称#(和马者#不知
何许人也)$又称其(所作二诗#

一名 !以利亚诗 "#赋希腊诸国
攻特罗呀十年破其城事$ 一名
!阿陀塞亚诗"# 赋阿陀苏游行
海中#历久归国事#诗各二十四
卷#非一人手笔)$ 向中国读者
大致介绍了!荷马史诗"的相关
知识$ 自

,-.F

年初见于!东西
洋考每月统记传"#(和马)这个
译名至少被人们使用了

JK

年$

不过 #艾约瑟对于 (和马 )

这一音译似乎不甚满意$

L--E

年 #艾氏在编译 !西学略述 "一
书时# 便将荷马的译名改成了
(和美耳)$ 大约到中法战争前
后#西学不再是一种禁忌#传播
西方知识的著作逐年增多$ 除
了艾约瑟的 !西学略述 "之外 #

诸如谢卫楼的 !万国通鉴 "

+

%""&

,%丁韪良的 !西学考略 "

+

%""'

,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
表$在!万国通鉴"中#荷马被译
作(侯美尔)*!西学考略"中#则
译称(贺梅尔)#用的都是与(和
美耳) 相近的译名$ 在这一时
期#学用官话的传教士渐多#他
们在音译时# 也大多会对照官
话的发音来选字 $ (和美耳 )%

(侯美尔 )和 (贺梅尔 )#不但在
官话中的发音非常接近# 而且
这也正是

+"'($

在英语和德语
中的另一种读法---

M*!'"N#O

的音译$ 它听起来很像希腊语
的发音# 只是缺少最后的尾音
(

&

)$ 从偏好上看#以艾约瑟为
代表的一大批传教士# 对于希
腊的原典似乎有特殊的执念$

早在
L-FP

年代#一些身处
欧洲的中国人注意到了这个身
世成谜的诗人$ 彼时郭嵩焘正
奉命出使英国#他在日记里#曾
两次提到荷马$ 第一次是光绪
三年 +

%"$$

,七月初三日 #他在
日记中写道'(何满得所著诗二
种#一曰谛雅得#一曰阿锡得$ )

即!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之谓
也$第二次是十月二十一日#他
在日记中写道 (希腊文学盛于
西土# 如诗人河满及谛窝奢尔
斯# 皆有高世之行# 而安贫乐
道#遗弃一世#有类古高士之所
为)$ 和晚清不少士大夫一样#

郭嵩焘在记录译名时也相对随
意#在他的日记中#一个西名有
时能找到多个不同的译名$ 虽
然后人点校郭嵩焘日记时 #将
(何满得)%(河满) 二名皆注为
(荷马)#但事实上#这两个词的
音节长度不同# 西文的来源也
不同$ (河满)无疑来自

+"'($

#

(何满得) 则来自
+"'($34&

#后
者一般翻译为(荷马氏族)%(荷
马门徒)或(荷马的子孙)$在西
方#!荷马史诗" 的成书过程存
在 较 大 的 争 议 # 郭 嵩 焘 称
+"'($34&

乃史诗作者# 亦不排
除他关注过荷马身份的争议 #

知道!荷马史诗"(非一人手笔)

的可能$

QR

世纪初#荷马的译名又
发生了变化$

,RKS

年#王国维
在 !教育世界 "上发表 !教育偶
感"一文#感叹(生百政治家#不
如生一大文学家)$ 因(古今之
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
遗泽且及于前百世而未沫)#如
(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
有唐旦也# 英吉利之有狭斯丕
尔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 王
国维是浙江海宁人#鄂谟尔%唐
旦%狭斯丕尔%格代这些略显古
怪的名字# 很可能是他在音译

荷马% 但丁% 莎士比亚和歌德
时#受到海宁方言的影响$在海
宁方言中#(鄂) 字的发音类似
普通话的 (我 )$ 在法语中
+"'"$(

的发音#就几乎与海宁
方言的 (鄂谟尔 )一模一样 *而
在日语中#尽管(.)发(

*"

)音#

但.ー/ー带有长音# 读起来
与(鄂谟尔)亦有些相近$因此#

王国维的 (荷马 )译名 #有可能
来 自 罗 曼 语 族 的

+"'"$(

%

)'($"

#但亦不排除来自他所熟
悉的日语的可能$

或许是因为王国维的光
环# 或是因为同样生于浙江且
留学日本# 鲁迅对王国维的翻
译颇为认可$他曾撰文!不懂的
翻译"#专门引述过王国维翻译
的译名$在译指荷马的场合#鲁
迅也采用了(鄂谟)的译名$ 这
一译名甚至影响到了曾经留学
英国的福建人严复$ 在严复的
文章中#同样也用(鄂谟)或(鄂
谟尔)来指代荷马#尽管这个发
音与他所熟悉的闽方言% 英文
或官话都相去甚远$

不过# 大概因为王国维的
音译仍有些生僻# 一般读者还
是更青睐那些简易直白的译
名$ 所以#同时期的作品中#由
和马(改良)而来的(荷马)便成
为主流 #其使用频率比 (鄂谟 )

要高得多 $

,RKT

年梁启超在
!饮冰室诗话 "中就发出过 (希
腊诗人荷马#旧译作和美耳#古
代第一文豪也)的感叹$尽管在
,R,D

年的!叒社丛刊"上#周作
人仍然固守着希腊语的发音 #

坚称 (希腊诃美洛思# 旧译荷
马)+亦有人引作何美洛思,#等
到

,R.D

年 #钱天起在编 !学生
国文学类书 "时 #就只说 (荷马
或称荷马洛斯)了$待到抗战结
束#(荷马)这一译名遂成共识$

从 (和马 )到 (荷马 )的
,.

个不同的译名# 尽管源自于荷
马一词在西语中各式各样的发
音#其背后暗含的#却是西方学
界对这位诗人身份的困惑和争
议$这些译名的变迁#构成了这
一西来文化符号从出现到混
淆% 经过反复竞争并最终定型
的过程# 几乎就是一部缩微的
中西文化交流史$ 只可惜#(史
书)出则(史料)亡#那些被淘汰
的译名# 以及它们所蕴含的信
息也随之湮没了$ 我们很难从
仅剩的 (荷马 )二字 #去寻觅西
学东渐中的嬗变和美感$ 现在
人们仍然记得的# 可能只剩下
他奇伟隽永的作品和迷离的身
世了$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助理研究员,

$

!东西洋考每月

统记传"中的#和马$

王国维在!教育

偶感"译作%鄂谟尔&

艾约瑟在 !西学

略述"译作%和美耳&

视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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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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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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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的 ,.个中文名字
胡译之

梁启超在!饮冰

室诗话"译作%荷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