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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许渊冲的《论语》英译研究 

周 倩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成都 

【摘要】中国古文文化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翻译活动自古以来在文化对外传

播的过程中弥足轻重，我国百年译者许渊冲就是古文译界中的卓越代表。生态翻译作为一种适应转换理论，

对当代社会研究古文翻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论语》的英译中得到了充分应用。本文从生态翻译角度

出发，基于其翻译生态环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这三大理论，对许渊冲的《论语》英译本进行研究，

旨在为《论语》英译提供更多研究思路，使儒家思想更好地传达其跨越古今的价值。 
【关键词】生态翻译；许渊冲；《论语》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y Xu Yuanchong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Qian Zhou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Chinese ancient pros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world 
civilizatio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Xu Yuanchong, a Centennial translator in China,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prose translation. Eco-translation, as a theory of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and has been fully appli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ased on the three theories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daptation and choice, and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Xu 
Yuanchong'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iming at providing more research idea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making Confucianism better convey its value across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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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语》是记载儒家学派思想的权威之作。其

内涵深远而切实，既彰显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实

际的生活指导意义，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在当

代，随着全球化进程与文化多样性的深入发展，《论

语》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其“走

出去”的趋势已势不可挡。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说过：“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

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历史来由

的一个重要途径。”《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在学

术界、传播界及海外文化圈享有盛誉，是“中华文化

典籍传播”的标志。因此，翻译活动文化传播进程中

扮演的角色不明觉厉。 
《论语》自 17 世纪传入欧洲以来，中外诸多译

者对其进行了译作，如西方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苏慧廉（Edward Soothill）、威利（Arthur 
Waley）等。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外籍学者语言表达

更接近目的读者，但在某些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与本

土学者有较大差异，存在如特定文化负载词缺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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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阐释等现象。华人译者例如辜鸿铭、林语堂等，

语言表达得体，文化蕴涵传达到位，但由于存在时

间跨越，其中某些晦涩的古文式表达对于当代读者

略显吃力。因此，为了达到中华典籍的对外传播效

应，对《论语》的翻译也应当与时俱进。而论及文

学造诣与语言功底，我国当代译者许渊冲先生首当

其冲，其《论语》翻译被称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崔怡清， 2018），即能从一

般规则之中化出新的意境，从豪放风格之外寄托奥

妙道理，许老的翻译实在独树一帜，因此，许老的

《论语》译本具有重大研究价值。 
2 生态翻译概述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即从生态角度对

翻译的总体面貌形成一个综合视角，它是“运用生

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

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

究领域”，（胡庚申，2004）在英语翻译当中应用

率极高。翻译生态学的产生就源自生态学与翻译学

之间的理论融合，研究者将生态学中的适应与选择、

适者生存等生态概念引入翻译学当中，构建出了一

个以研究译者和翻译生态环境关系为主的翻译学理

论。 
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具体阐述了“翻译适应选

择论”对翻译文本的解释功能，一是翻译过程：译

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二是翻译原则：

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三是翻译方法：

“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转换；四是评价标

准：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目前，

该理论共涉及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即生态范

式、关联序链、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

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事后追惩。 
3 生态翻译学三大理论与许译《论语》 
许先生更多推崇的是一种“意译”，注重文本

思想价值的传达与美学价值。而《论语》的英译，

不只是对文言文的文本进行解释，更重要的是传达

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体现孔子的儒学思想，这与

许老的翻译理念不谋而合。生态翻译学也刚好表明，

翻译是一个“适应与选择”的过程，强调翻译的灵

活性与对环境的适用性。因此，针对《论语》这类

论述型古文文本，笔者认为，将其与生态翻译学进

行结合，能够恰到好处地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使

得略显“晦涩”的文本充分彰显出其内在意义。基

于此，本文主要运用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生态环境、

适应选择和“三维”转换这三大理论对许渊冲先生的

《论语》翻译实践进行研究。 
3.1 翻译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指影响人类与各类生物生存和发展

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因此，翻译生态环境是译

者和译文及其生存状态在内的总体环境，范围极其

广泛，包含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

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04：174)
即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与“翻译群落”及精神和

物质构成的集合体。可以说，译者以外的一切都可

以看作翻译的生态环境。 
3.2 适应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过程的实质就是“适应”

与“选择”，而这也是译者的本能。译者不仅要适

应生态环境，而且要以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文进

行选择。适应的目的是生存，适应的手段是选择；

而选择的法则是“优胜劣汰”。从这个角度说，翻译

可以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

程。 
（1）译者自身的适应选择 
在原文、译文和译者三者中，仅译者是主体，

且具有创造力，在译者经过适应和选择后即产生了

译文，所以，唯一具有适应和选择能力的就是译者。

当然，许渊冲的双语能力毋庸置疑。另外，作为精

通古文的学者，许渊冲先生比西方汉学家更能准确

的英译《论语》，更能适应译者一角。 
（2）译者对读者的适应选择 
另外，由于读者是判断译文水平的重要参与者，

读者的需求 (如审美需求、信息需求等) 是译者在翻

译过程中不能忽略的因素，所以译者需根据不同文

化背景、不同层次的读者而选择相适应的翻译策略，

以更好地传达文本的意思。面对不同的译文，读者

与译者就要进行不同的适应和选择，比如，如果译

文读者了解中国文化，译者可采取归化和异化的翻

译方法；如果读者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甚至可采

用改写的翻译策略。 
3.3 “三维”转换 
“三维”转换指的是语言维转换、文化维转换

和交际维转换。语言维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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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言形式的适应与选择。文化维转换就是译者关

注两种语言中不同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避免文

化鸿沟。交际维转换则是指译者除了完成语言信息

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外，还要侧重交际层面，

看能否实现交际意义。由此可见，生态翻译“三维

转换”是建立在翻译实操上的，对翻译行为具有切

实指导意义。 
（1）语言维转换 
语言维度的适应性转换是指翻译过程中对文本

的语言形式进行转换。翻译源文本时，译者应当根

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词汇、修辞、句法、语言风格

等的转换。语言是翻译生态环境的最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译者在选择与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时，首先要

实现语言层面的生态平衡，最终译本归功于译者对

翻译生态环境及其自身能力的适应。下面对语言维

的词汇、修辞、句法三个方面进行举例说明。 
①词汇转换 
《论语》是一部古文白话集，记录了孔子的言

说和思想，语言简练、含义丰富，口语特征明显。

虽说是白话，但由于古文遵循简洁的原则，一个词

可以具有多层意思，相较于当代白话，依然存在巨

大差异。有学者曾整理出“仁”字在《论语》中出现

过 110 次。因此在翻译该字时，根据不同的语境，

许渊冲先生就提供了不同的翻译，如：“altruism”

“virtue”“authoritative conduct”“benevolence”
“charity”“character”“compassion”“good”“kernel”
“generosity”“human-heartedness”“sensitive”
“kindness”“love”“magnanimity”“perfect virtue”
“true mankind”等等。《论语》中包含大量古汉语

词，许渊冲先生古文功底深厚，对源文理解深入且

透彻，因此他才能巧妙地运用一词多译的方式对《论

语》当中的词汇进行良好阐释，恰到好处地实现了

两种语言之间的词汇转换。 
②修辞手法，如比喻、对比、重复、平行等。 
例 1： 
原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篇》) 
译文：A prince，said the Master，should rule his 

state by virtue as the polar star which keeps its place 
among the stars turning around it. 

这句话是说，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

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

此句译文中，许渊冲先生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遵

循原文，把“德”比作“北辰”，尊重我国古代文化意

象，体现出了在治国理政中“德”字蕴含的高尚含

义。 
③句法转换，在句法、句式方面，许渊冲先生

也体现出了他独特的语言韵味。 
例 2： 
原文：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 
译文：The wise，said the Master，delight in water 

while the good delight in mountains.The wise love 
mobility while the good love tranquility.The wise live 
happy while the good live long. 

此处，原文四言句式和三言句式结合，读起来

对仗上口。再看许译，同样毫不逊色，三个短句完

全顺应原文的对仗和音律。原文第一句为四言,后两

句为三言，译文中也体现得十分精细：“delight in”
比“love”和“live”多了一个介词。动词短语和动词的

巧妙结合，使得译文也跟原文一样的对仗，具有语

言韵律。 
国人阅读《论语》，可以感受一种轻松豁达的

氛围，但由于历史因素，其中依然有许多难以理解

之处，更别说进行完全准确的翻译。因此，在《论

语》的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把握词句的理解，

更加要注意体现原文的语言特征，体现语言魅力，

使译本更加地道和易于传播。 
（2）文化维转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二者关系尤为密切，因此

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生态翻译学中文

化维的转换要求译者在语言表达到位基础之上，准

确传递和阐释文化信息，不可错译，使读者正确理

解原语的语言和文化意义。译者要有身份认同感与

责任感，避免翻译不对等的状况，遵从译语生态，

根据读者状况采用翻译策略，转换原文语言和文化

意义，从而实现文化维转换。 
例 3： 
原文：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论语·子罕篇》 
译文：No prodigious phoenix would appear，said 

the Master，nor would the picturesque portent em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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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ver. What could I do? 
孔子原义是说：“凤凰不来了，黄河中也不出

现图画了，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在我国古代神

话中，凤凰是一种神鸟，代表高贵祥和，出现了凤

凰则表示天下太平，预示时代兴盛、事业成功。而

在西方文化生态中表示“不死、重生”，多暗含不

好的事物。孔子发出这句感叹，其实是将凤鸟和河

图的再现看作是圣王出现的象征，其实是借此感慨

当时天下无清明之望。鉴于这种文化差异，许渊冲

先生在翻译时就关注到了语言文化生态，使用褒义

词“prodigious”，使“凤凰”这一意象带有正面形

象。如果仅根据字面使用 phoenix 一词，则词性色

彩不明朗，表达不出孔子对圣明君主迟迟不至的慨

叹”。 
例 4： 
原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篇》  

译文：How good Yan Hui was，said the Master，
living in a humble lane with only a handful of rice to 
eat and a gourdful of water to drink! Others could not 
bear such a wretched life，but Yan Hui was as happy as 
ever. How good Yan Hui was! 

原义是：“颜回多么贤能！只有一竹筐的饭，

一瓜瓢的水，还居住于小巷，这是他人难以忍受的

穷苦与忧伤，颜回却忠于自己，不想改变自身的乐

趣，实在是贤能！”这里的箪（dān），指古代盛饭

的圆形竹器。笔者注意到,有许多译本将 “一箪食，

一瓢饮”做了缩略与简化翻译，译为“barely enough to 
eat and drink”字面上的确更方便理解,而许译中则添

加了量词与形容词，译为 “a handful of rice to eat and 
a gourdful of water to drink”,这就更加形象具体地表

现了颜回生活的朴素与艰难,如此切实的翻译也使

外国读者对中国古代的饮食餐具文化有所了解,做
到了文化维度的转换。 

（3）交际维转换 
交际维的转换，是指在生态翻译学中，在语言

和文化维的转换基础上，译者还要注重译文的呈现

效果，即译文生态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得以体现，译

文读者是否能够准确把握与理解原文的隐含信息，

达到可意会的一种交际目的。 

例 5： 
原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论语·述而篇》) 
译文：Hearing the music of succession in Qi，the 

Master did not know the taste of meat for three 
months，saying，“I did not realize that music could 
have been so delicious.” 

原文是说：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之后

有很长时间都不能尝出肉的滋味，他说：“想不到

《韶》乐的美如此使人沉迷。”“韶”字是古代乐曲

名，舜时的乐舞，作为形容词意思是“美好的”。

许渊冲教授没有拘泥于其乐曲名本身，而将《韶》

完整意译为了“the music of succession”。巧妙使用了

通感这一手法，用“delicious”这一形容口味的词来说

明音乐动听，呼应“三月不知肉味”。音乐带给人的

感受堪比肉之鲜美，实在妙不可言。许渊冲先生妙

笔生花，使目标读者和源语读者产生了几乎相同的

阅读感受，实现了交际目的。 
可见，《论语》的语言简洁干练，有大量留白

之处，这些空白就需要译者基于对原著思想的深入

理解，进行补充，增译出表面上没有而内涵丰富的

涵义，也就是孔子的言外之意。在《论语》的翻译

中，许渊冲先生充分把握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做到

了对翻译环境的适应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翻

译的生态平衡。 
4 结论 
优秀的《论语》译本不仅能促进本国典籍走出

去，也可以使本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赏析《论语》。

因此，优秀的译者在促进中华典籍对外传播的过程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百年译者许渊冲先生

虽已逝世，但研究其译作对促进我国译界和翻译学

科的发展尤为重要。研究许译《论语》，既能品味

经典，学习孔子的治学为政之道，又能领略译界大

师的翻译风采，学以致用。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研究

许译《论语》，不仅是对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深入

挖掘，而且对于相关理论的发展与中华典籍的“走

出去”战略具有重要建树。将中华古代文化精华加

以利用，在当代体现其更高的文化价值，深入挖掘

《论语》中蕴含的孔子思想和儒学，才能使儒学为

我们当今社会所学习利用。这也正体现了翻译研究

活动的价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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