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人在讲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

!王权神授 "与 !君权天

授"###有关中西政治文化

传统比较的思考

主讲$孟广林!中国人民大

学历史学院教授"

时间$

!

月
!

日
"#$$

!

!!#%$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

琼楼二层

"

孔子与当代中国

主讲$陈来!清华大学哲学

系教授"

时间$

!

月
%

日
!&#%$

!

!'#%$

地点$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

馆二层启德厅

"

莫理循文库东渡前后的

中国反应

主讲$马军!上海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

!

月
&

日
"#$$

地点$ 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

!"#

"

亡人乐土与佛国世界$丝

绸之路上的河西墓葬与石

窟壁画

主讲$张小刚!敦煌研究院

考古研究所所长"

时间$

!

月
'

日
!%#%$

!

!(#%$

地点$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三层影剧院!龙华东路

$%"

号"

"

暴风骤雨的前夜###

#&

世纪末的俄国

主讲$吴贺!南京大学历史

学院副教授"

时间$

!

月
'

日
!"#$$

!

)!#$$

地点$上海博物馆高清影视

中心

"

尧舜传说的田野民俗志

主讲$陈泳超!北京大学中

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教授"

时间$

!

月
*

日
"#%$

!

!!#%$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

琼楼二层

"

北宋金元时期墓葬壁画

题材和!二十四孝故事"

主讲$董新林!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

!

月
*

日
!%#%$

!

!(#%$

地点$ 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三层影剧院 !龙华东路

&%%

号"

"

儒家经典与%儒藏 &编纂

的价值意义

主讲$安平秋!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

时间$

!

月
!$

日
!&#%$

!

!'#%$

地点$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

馆二层启德厅

专题
!

资讯

先是摄摩腾"竺法兰等#胡僧$的
贡献%继而为汉地僧人参与& 此
后又逐渐有汉地文人学者参与
进来%并在对于译文风格与汉文
学传统之间进行调节%比如谢灵
运#改治$或曰#再治$的'大般涅
槃经(% 其实就是依据法显译本
加以调整润色而成&有些#胡僧$

吃苦翻出的#直译$本%是他们汉
文不够好所致%最后的#据为己
有$%还是要#主方语言$参与进
来%接引译文与汉语文学传统接
通%才会有新发展%而不是径直
把#翻译腔$变成我们的新汉语&

李
奭学前几年的新书%就
把关于晚明至清初的耶

稣会士翻译文学名之曰#译述$&

他用的是高一志的自谦说法%指
一种不忠不信的#夹译夹述$&这
种#不忠不信$%实际上存在着一
种合法性地位)利玛窦"高一志"

金尼阁"汤若望"艾儒略等耶稣
会传教士在用中文传他们宗教
的#道$时%借用了若干古典故事
和中古修辞学的著作%原本就必
须进行改造"重诠%才能合乎他
们自己的证道与传教目的&

而西方汉学早期的翻译%也
是不忠不信的译述&西方世界起
初与中国文学距离太远%无法从
形式上直接摹仿&后来借助于一
些汉人的帮助%先把汉语古文口
译成汉学家听得懂的话*浅近的
中文或是英语"法语等等+%汉学
家再将之润色成他们自己的文
字& 王韬帮助理雅各译四书五
经%是如此%那水平还是高的&可
还有丁敦龄帮助戈蒂埃小姐译
'白玉诗书(%也是如此& 译成法
语本'唐诗(而享有大名的德理
文爵士%张德彝日记中说他从中
国找了个四川人当秘书%想来大
概也是如此&这跟林译小说的翻
译方式%有何本质不同呢, '白玉
诗书(里混着丁敦龄自己的歪诗
之外% 中文的标题多是不通的-

德理文译的唐诗令我们找不出
原作是什么& 但那又如何%克洛
岱尔还不是把掺着丁氏歪诗的
十几首润色重译列入自家诗集,

马勒照样还不是受德理文译唐
诗的启发写出'大地之歌(,而有
的中国学者照样还不是对这些
汉学家们顶礼膜拜,钱锺书曾在
'谈艺录(里讥笑#译诗者而不深
解异国原文$% 则不能审察原作
佳劣的问题%举的就是'白玉诗
书(的例子%但妙的是结尾话锋
一转%居然说)#译者驱使本国文
字% 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
所能及% 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
头地& $

博尔赫斯显然也是主张文
学名著的严肃翻译%可以"甚或
本来就应该是有所创造的%因此
他赞美'一千零一夜(英法译者
敢于承继自家母语文学里的伟

大传统& 他分析了理查德.伯顿
等人的英译本让人觉得与当时
英国文学传统大有关系%预示着
日后这个传统的进一步发扬&马
德鲁斯法译本对原作也多有篡
改%那简直不是在翻译%而是在
#重述$一本书&于是博尔赫斯对
公认最优秀的德译本提出了#异
议$) 认为利特曼的翻译惟一优
点就是#只剩下德国的诚实$%没
有把德国人的优势发挥出来%使
'一千零一夜(作为#一种幻想文
学$而达到巅峰)#阿拉伯故事里
的那些神奇的东西%我乐于见到
它们在德语中重新加以思量& $

目前来看%博尔赫斯所言还
是奢谈& 有意思的是%与#译述$

在中文世界备受冷遇形成鲜明
对照的%是我们在学术翻译中遇
到了越来越密集的#译注$&这也
很好理解) 既然今天普遍看来
#译述$ 的作为被减损至于最低
限度%译者才学的施展似乎就主
要体现于译注了& 过去专门讨
论译注的文章较少% 上世纪五
十年代初期有袁可嘉的 '论译
注和加注的原则( 一文% 有些
内容与今天的学术环境大为不
同% 毋庸再提&

若存一点追本溯源的目的%

我们当然会注意到译注的出现
与注释"注疏的文体传统渊源密
切&各种注家具体会根据自己工
作的性质%采用一些略有不同的
名称& 西方解经学以及古典学%

也有种类很多的注疏&从注释的
功能来看%大致可分为训诂学的
音义注解"考辨文献来源性的标
注和义理评价式的评注这三种&

从某种意义上说%译注里从字句
到文献"从意涵到整个文化语境
的不同层次之阐解%本来就是翻
译本身注定无法以等量文字传
达原作含义后所必然采用的手
段& 佛经的注疏"会解"通义等
等%并非译者所作的& 翻译而有
注的情况% 大抵在清末形成气
候&如严复译'天演论(%有评注"

也有注解&随着现代学术规范的
确立和发展% 翻译要求逐渐提
高%介绍人"地"事"物之专有名
词的标注也多了起来&早期翻译
家在译介西方人文经典著作时%

能将译注的丰富性发挥到极致
的%可举出以下几个代表)

一个是潘光旦译于抗战时
期的霭理士'性心理学(%译注除
了补充西方学界的新近研究和
对此书的意见之外%处处都会联
想到中国古籍中的证据材料%原
作自然对于中国文化所知不多&

于是曾有一个译注占数页篇幅
的%译完意犹未尽%又在附录中
将其中一注发挥成一篇长文&这
样的译本%学术含量不亚于个人
著作% 是非常显示学力之深厚
的% 于是可令译本比原作还要
好&但潘光旦涉猎西方文学尚不
充足%比如解释霭理士引文所云
#马吉利姑娘$*

+,-.,-/0

+言#真

是甜蜜呀$云云%未察此系歌德
'浮士德(中的对白%解释说这是
#一种比较通俗之典称% 唯不审
究出何书耳$& 另一注中将某部
谈论女性贞操观的德语著作的
拉丁文标题

12, 34/250/20567

里的
62,

%误解为人名 %补注还
说 #似可译作 '在忏悔中的婀
娜(% 婀娜似为英诗人斯朋色尔
所作'仙后(中的女主角$&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译介古
希腊罗马经典文学最重要的两
个人物%罗念生和周作人%恰恰
在译注形式与风格上产生过非
常大的分歧&对照罗念生抗战时
期和

)$

世纪
($

年代两次翻译
古希腊悲剧的译注%会发现他几
乎每部重译本都减少了几百个
注释&这在重视古典学之输入的
今天看来%颇为不可思议& 惟可
猜测是罗念生转变治学态度%以
翻译古希腊文学来满足人民大
众的一般需要%因而不需太多学
究气的译注%并以此理直气壮地
批评顽固的周作人为#职业翻译
家$& 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兴
趣比不上罗念生那么专业%反复
重译和译注繁杂%是他心醉于这
个语言文学的表现&译路吉阿诺
斯'论居丧(一篇时%谈到死者尸
首的处理方式%有一句作#印度
人用釉漆$% 这是根据福娄兄弟
英译文% 后来译时读到原文%便
改成#印度人用玻璃包起来$%并
对其中产生误会的关键字含义
做了非常详尽的解释&

张谷若译 '汤姆.琼斯(%比
萧乾译本多出

&$

万字% 完全是
他大篇幅的译注造成的&张氏译
注极为丰富% 于看似不重要之
处%生发出若干议论%而且旁征
博引%常有篇幅占据大半页甚至
跨页的长注& 研究者统计%张译
英国小说五部% 译注共

%$$$

多
个%其中'弃儿汤姆.琼斯史(就
有

!%$$

多&例如第一卷第一章%

对于引亚历山大.蒲柏诗中的
850

一词% 张谷若译作 #语警识
敏$%对此下长注)首先说明蒲柏
诗句的出处& 继而引阿狄生"洛
克" 德莱顿和约翰逊的意见%之
后是#'牛津字典(总括众家$的

定义%其实这一大节内容都是录
自'牛津英语词典( 里该单词第
八个义项- 后面又提到英国文
人这些看法是受法国批评家布
瓦洛的影响% 并引其著作% 这
可能是读蒲柏'论蒲柏( 的注释
本发现的材料&

张谷若晚年在自述翻译生
涯时曾专门提到过译注%反而说
#当然不是字典或词典搬家$%在
他看来%翻译那些经典文本缺少
不了研究%#注释也就是研究工
作的成果$& 但看了他长注的来
源%我觉得我们今天做到这一步
变得一点也不难了& 今天看来%

一般知识性的注解已经毫无必
要&即便是中文世界陌生的人事
典故%大多也可藉由网络信息的
便捷%感兴趣的读者自能检索查
得& 难得的是在容易被忽略之
处的提醒% 以及对于原文起到
纠正"补充的考证性说明& 因此
今后的译注% 必然以学术性为
方向% 势必要考验译者的学力
和见识&

总
体说来% 具有学术内涵
的翻译% 作为新知识思

想的一种迁移和转化%它实现了
在新的语言环境里进行表达的
一种文化实践和知识再生产%这
样子的活动也带动了文体学上
非常大胆的开拓和尝试&严谨的
富有学术探索意味的翻译%必然
是对一部外文重要著作结构完
整" 源流透彻的全面研究和解
释&翻译成果其中透露出翻译者
个人学识品格和语言文字功底%

并在最终形成一部主方语言的
文本时%具有了该语言文学传统
下的某种或某几种文体质素&因
此%我不认为存在着某种形式上
必然的优越性%更重要的还是看
个人才能的表现& 就此而言%译
述也仍大有可为之处%译注却实
在应该做些适当简要精当的#瘦
身$& 学术著述不可能只是科系
制度下规定的某种标准产品%而
是形式多元"内容丰富"思想灵
活"意义恒久的精神创造物&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文系

教师"

!

#

!上接
!

版"

潘光旦译霭

理 士 # 性 心 理

学$%译注常常联

想到中国古籍中

的证据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