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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马礼逊《大学》英译本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覃柳环　冯菡紫云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530004）

摘要：罗伯特·马礼逊是我国古代儒学典籍英译工作的先驱

者。《大学》在我国儒学思想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马氏译本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东学西传作出重要贡献。本文从跨文化的视角，

研究马礼逊《大学》英译本（1812）中的文化负载词之翻译，分

析其文化态度和翻译策略，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同时，借由

儒经翻译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作用，探索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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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19 世纪前儒家经典西方译介略史与《大学》翻译

史

儒家经典的西译始于 1581 年外译的《大学》和《孟子》（岳

峰，王丽斌 2019）。意大利会士殷铎泽和比利时会士柏应理、鲁

日满以及奥地利会士恩理格 1687 年合作编辑出版了拉丁文《中国

哲学家孔子》一书，第一次在欧洲引起人们对于孔子智慧的热情，

其影响持续了近百年之久。此书中文名称为“西文四书直解”，

其实只有《大学》《中庸》《论语》，缺少《孟子》。其中《大学》

一节的译者是郭纳爵（李新德 2011（01）：98-107）。这些译介

作品使西方世界更加广泛地了解中国的儒家学说与历史。19 世纪

之后，英国的殖民版图不断向外扩张，汉英互译工作逐步开展，

推动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与传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812 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翻译并出版《大学》英译本（袁晓亮 2015（10）：

43-45）。

二、译者：马礼逊、《译文集》、文化态度及翻译理念概说

罗伯特·马礼逊于 1807 年抵达广州，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包

括学习中文、编撰汉语语言学辞书及著作。1809 年，马礼逊任东

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汉文翻译。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

在翻译活动方面，马礼逊率先把一批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翻译

成了英文。其中既有以《京报》为代表的官方文件，也有国学经典。

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 1812 年的《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

在华期间，马礼逊从事了大量汉语言研究、汉语文献翻译等

工作，积累了翻译理念和策略的经验。《译文集》是马礼逊第一

部关于中国的英文著作（孙岩 2014（1）：123-126），反映了马

礼逊最初对中国文学、思想文化的见解和心得。

该译文集收录《三字经》、儒家经典《大学》《四书合讲》

节录等，都是儒学教育的必修内容，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体系。另外两篇分别是《戒食牛肉歌》和文人书信选。这本译

作涵盖范围较宽，大致包含了中国文学、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

英文读者可以从中一窥中国文化的基础性内容（孙岩 2014（1）：

123-126）。

马礼逊来到中国之前，曾研读了大量法国汉学书籍。他重视

对中国文学特点的研究，由此获得的大量汉学知识成为他认识中

文的重要基石。作为多元文化理论家，他充分肯定中国传统伦理

文化的价值，主张中国应与各文明保持自然界限（钱灵杰，操萍

2017（1）：76-79）。为唤起西方读者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兴趣，

马礼逊将这种肯定付诸儒学经典的编译过程。

在《大学》英译本导言中，马礼逊认为英译应以直译为主要

手段，以坦诚地表述原著内容为前提，既翻译其基本观点，又翻

译其风格与形式，实现源语文化与民族特色的真实呈现；译文力

求遵循原文，并尽可能避免过多注解，以免因内容有误、过于冗

杂而误导读者。因此，马礼逊的英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

世界对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异质文化观的认可。马礼逊寻求

忠于原著的意象和内涵，为西方读者呈现原生态的中国文学内容，

以展现文化的异质性，这是马礼逊使用异化策略编译主文本的一

个重要原因。

三、译本：《大学》马礼逊译本及其文化负载词翻译探析举

隅

译者按照朱熹（2018）的体例，把《大学》全本分成经一章

和传十章。译本包括朱熹格致补传和各章节小结，而马礼逊仅增

加四条注解，介绍了朱熹的一部分观点，专业术语及难词则未加

注疏，对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普通英文读者来说，理解过程有一

定难度。

《大学》语汇文化特色浓郁，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国情、社

会习俗和思想观念都会给翻译工作带来困难（方美珍 2011（10）：

133-134）。为使译文能够准确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情趣，

必须考虑到语言结构及表达方式上的特点；同时，还要注重译入

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文的通顺流畅。译者既

要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又要充分考虑翻译过程中达意性和可读

性之间的平衡。

我们首先来看马礼逊对“三纲”的翻译。

原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

2018）。

“大学之道”，马氏译作“伟大的科学”。“大学”一词在

中国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博学”的意思；二是指相对于基础

礼节和文化知识而言的“大人之学”。“道”的本义是道路，引

申为规律、原则。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政治学里，其内涵丰富而深刻，

是一个包含世界观、认识论、政治观、思想体系及价值体系的总

括性概念。所谓“大学之道”，指的是正心穷理、修己治人的根

本原则，并不是自然科学，译为“科学”与原意偏差较大。

“明明德”，马礼逊将第一个动词“明”转译为名词“阐释”。

对于“明德”，马氏译为“光辉的道德”。但是在朱熹看来，“明德”

是一个涵括“心”与“性”两方面的整体性概念（王硕 2012（1）：

79-87）。直译与原文文化内涵相背离，“光辉的道德”所包含的

人性角度的德行心性并没有呈现出来。

“亲民”，就是“新民”，使民自新，马氏选用“更新”来

表示“亲”，表现出了“亲”的革新含义；“民”译为“人民”，

较为准确。

“止于至善”，意为“处于善的最高境界”之状态，也就是将“明

明德”与“亲民”做到最完善的程度。马氏译为“如何达到善的

极致”。原文仅对“至善”的标准作以说明，马氏增译“如何”，

有解释其方法途径的含义。

从结构上看，原文三个“在”的并列介词结构没有在译文中

体现出来，而是使用了名词、介词与从句平行的模式，并加入解

释性文字“三件事”，与导言中所说的采取直译策略、保留原文

形式有所不符。

接下来是“八目”的翻译。

“治国”“齐家”“平天下”渗透着“内圣外王”“家国同

构而异质”的儒家政治观和社会观。“国”，马氏译作“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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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国家是一个整体；“齐家”，就是治家，使家庭成员和睦共处，

“齐”具有治理之意，马氏译为“管理”，显得言简意赅。

“修身”的“修”，马氏解释为“用品德修饰”，用“修饰”

这个词说明马礼逊忽视了“修”有学习的含义；“正心”，就是

端正自己的意识，“修正”有纠正之意，表达了对个人心性的审

视反思；“诚意”的“意”，本指意念，但马礼逊译为“动机”。

“格物致知”的“物”本指客观的世间万物、与“心”“理”

相对的外部事物，马氏译为“事物的本质”。将“致知在格物”

译为“知识的对象是事物的本质”，许是因为朱熹在《大学章句》

中补充的释义：“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至吾之知，在即物，

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这段注释阐明了朱熹理学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观点。要格物，必须

穷理。这个“理”包括道德性理和对外物的理解两个方面（郝山

山 2020：14）。“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一

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这肯定了思辨在穷理中的功能，

并强调人获取知识和理解外部事物的意义，与西方认识论兴起的

理论背景有差异。

文言在句式上具有简洁紧凑、强调音韵和谐的特点，较多运

用排比、对偶、重复等修辞手法。马礼逊在引言中提及其英译既

能准确地传递原文含义，又保持了句式结构的特征。本文选择个

别译句做分析。

原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熹 2018）。

该句中“日”与“新”的反复出现，旨在强调精神维度不断

自我革新的动态过程；在音韵节奏、句式结构等方面也符合古代

汉语审美标准。从对原文的功能来看，汉英翻译对重复有不同的

处理。如果是为了语篇衔接，可采用代词替换、近义替换、合并

和省略等形式；如果用作强调手段，为了准确达意和确保原文风

格，则还需保留译文中的重复（王立弟，张立云 2002（5）：15-

18）。马氏译文重复“日”与“更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强调作用，

但没有保留原文三字一句的句式结构，译文较冗长，信息密度降低，

且失去了音韵美感，传达不出原文的语势。

四、因果：马礼逊儒经翻译的文化动因与启示

《大学》对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理念、原则和方法进行了充

分概括与全面阐述。马礼逊深知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必须

在了解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理解中国人的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钱

灵杰，操萍 2016（12）：71-74）。这决定了他翻译的主要目的

是襄助传教；他把体现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儒家经典《大学》英译

成篇，也是自己传教活动的先导。

马礼逊的一生，是动荡不安且变化极大的，因此他的文化身

份也几经转变。首先，他在英国出生、长大，自然带有西式思维，

并且深受教义影响。随后，开始在英国学习中文，对中国文化有

一些了解，进而来到中国从事传教事业。之后在澳门和广州寻得

中文老师的帮助，学习了更多中国典籍，中文水平得到提升。他

也在与许多中国人的实际交往中，更了解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

再之后，他担任东印度公司译员，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正是由于

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其翻译及沟通工作获得双方的高度

赞扬。因此，马礼逊身上体现出复杂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取舍，这

种复杂性和包容性亦体现在其所译的《大学》之中。整体来看，

马礼逊认为“忠实原文”非常重要，但西方文化视域中的传播形

式又决定了该译本并非儒家文化的真实写照（钱灵杰，操萍 2016

（12）：71-74）。来看一个反映译者翻译态度的例子：

原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马氏的译文语焉不详，“知”“定”“虑”“得”之间的逻

辑关系、在具体语境下的落脚点，都没有翻译出来；马礼逊借由

直译，将这些问题推给原文，并让西方读者在自身文化背景下，

理解这些表达和语句。“直译”或是“意译”，这一选择本身，

就是马礼逊的文化态度之体现。在这个例子中，马礼逊尝试采用

直译的方式，意在保留中华文化色彩，允许读者进行多元解读，

类似于东方文化中“留白”的艺术手法，能够吸引更多西方读者

品读典籍并了解中国。

从马礼逊的《大学》英译本中可以看到，文化翻译对国家形

象的建构作用是有其两面性的，既可能增进不同国家文化间的尊

重和理解，也可能带来反面效应。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译者

视角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译者的文化身份，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其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一味地追求直译，或一味

地追求意译，都会显得片面。在真正的翻译工作中，必须适当的

结合不同的翻译手法，对译文作恰当处理，才能更好地传递文化

信息。

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大量的中国典籍将会

借由翻译被推向世界。现在已经不只是中文译成英文，而是译成

几十种不同国家的文字，在不同的国家出版。以马礼逊的《大学》

译本为例，从事典籍翻译的译员，必须抓住文化翻译这个重要环节，

在翻译策略选择、风格内涵把握以及文化负载词处理方式上做到

求同存异，才能客观有效地传递中国文化信息，向世界展示一个

完整真实的东方。

五、结语

本文通过举例分析的方法，就马礼逊《大学》英译本中文化

负载词的翻译做研究，主要从直译策略的使用出发，分析了马礼

逊的翻译效果；结合东学西传的背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阐释了

以《大学》为例的中国典籍翻译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从文化翻译

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作用出发，探索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具体路径，

指出翻译典籍的工作中，需要注重文化信息的传递。

马礼逊作为英国汉学研究的先驱人物，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和

重要性自不待言。他的早期中国典籍译介工作，启发了后期众多

西方学者对汉学典籍的学习与翻译。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较偏重对马礼逊译本的批判性解读，而行文思路中较少涉及对

译本贡献和进步性的深入阐述。今后，将进一步对马氏翻译的文

化动因与影响作深入研究，并扩展马氏译作的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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