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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语》是儒家著作经典，蕴含了孔子思想的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２５００年来，儒家学说对华夏文明
和世界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的英译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众多中西译者都为《论语》

的英译投入了大量心血。本文选取中西方典型译者的典型译本，结合文化进化的理论———模因论，综合考虑译者的身

份、动机及所处历史阶段，结合具体译文探讨《论语》英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以及《论语》翻译的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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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因及模因论
模因论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观点，解释文化

进化规律的理论。随着近年来翻译研究中出现的

文化转向，模因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模因这

一概念最早由牛津大学教授 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ａｗｋｉｎｓ在
他的著作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ｓｈＧｅｎｅ中提出，由基因（ｇｅｎｅ）
一词仿造而来。他认为，正如基因的复制与竞争

从而促进生物进化一样，文化中也存在这样的单

位，靠模仿和传播生存，将一些思想观念等文化因

素传播开来，从一个个体传播到另一个个体，从一

代人延伸到下一代人，这一单位便是模因。

１９９７年，Ａｎｄｒｅｗ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出版了 Ｍｅｍｅｓ
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第一次将模因论引入翻译研究当
中，他还提倡把翻译研究作为模因论的一个分支，

把翻译本身及翻译理论当作模因。他认为翻译的

历史就是翻译模因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每

个模因都复制并继承了上一模因，同时也经历了

变异，模因的复制因子不是简单复制并转移了原

模因的内容，也会有所增改。

模因的生命周期分为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

四个阶段。首先，模因被个体关注并存储在记忆

之中，这一个体就是宿主，宿主之后将其提取出来

用于表达和交流，使信息内容借助一定的载体得

到进一步的传播，这是一个不断循环，周而复始的

过程。模因论旨在研究文化传播和文化进化，而

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实现两种文化间的交流，

因此模因论和翻译，尤其是和文化翻译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

二、《论语》的影响力及英译状况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经

典，是最具影响力的儒家作品之一，因其平实的语

言以及深刻的寓意而闻名于世。《论语》中的很

多说法都已变成生活中常见的格言警句而广泛流

传，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政治和历史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论语》几乎包含了儒家学说所

有的基本概念，如“仁”“礼”“孝”“德”“义”“道”

“和”“天命”“中庸”“君子”“小人”等。《论语》

面世后的两千五百年间，在塑造中国及周边国家

的传统价值取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语》的

地位无与伦比，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曾说《论语》

就是中国人的“圣经”；即使是在当今中国，《论

语》中蕴含的智慧仍规范着人们在社会治理、人

际交往、文化教育中的行为。自１６世纪末利玛窦
将《论语》译为拉丁文以来，《论语》的翻译和研究



就从未间断。在不同时代，人们对《论语》有着不

同的解读，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身份不同，目的

不同，读者对《论语》也有不同的解读，这就使得

《论语》的译本各具特色。译者身份不一，所处年

代各有特点，他们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动

机，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三、模因论视角下《论语》不同译本的分析

根据模因论，一国的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系列

的模因或是一个模因库。按照这种观点，英语国

家的文化可看作是一个模因库，其中一些模因相

互结合、共同传播，形成了模因复合体，如古希腊

罗马神话、《圣经》故事等。［１］同时，中国传统文化

是另外一个模因库，存在许多模因复合体，如孔子

思想、道教、佛教等，每个模因复合体中都含有许

多模因，如孔子思想中就含有“礼”“德”“天命”

等模因。《论语》是承载着这些模因的载体，这些

模因深深植根在中国宿主的大脑中，通过交流、教

育等手段被传递给下一代。为了感染更多外国宿

主，译者将这些模因译为英文在西方世界传播。

因此，《论语》的英译过程也是儒学模因在西方世

界传播的过程。根据译者身份和动机以及不同的

翻译价值取向，《论语》的英译本主要分为四类：

西方传教士的译本、西方汉学家的译本、海外华人

的译本以及国内译者的译本。下文将从模因的角

度对不同类型的《论语》英译文本进行详细分析。

１．西方传教士的译本
西方传教士是第一批将《论语》介绍到西方

世界的人，儒学模因从此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文

化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基督教义占据统治地位。

西方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论语》包含的儒学模

因对他们来说可谓既新奇又陌生。因此这些模因

能否成功传播主要依赖于模因自身能否受到这些

西方宿主的注意。如果西方宿主不能注意、理解

并接受这些模因，那么这些模因的传播便在同化

阶段就终结了。《圣经》中的基督教文化是西方

宿主认知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模因复合体，儒

家模因必须与基督教或西方哲学中这些占中心位

置的模因结合，组成新的模因复合体，才能感染新

的宿主。［２］这时《论语》英译便成为了传教士传教

的工具，他们试图在传统中国典籍中寻找证据来

证明基督教义中所谓的“普世真理”。这些翻译

动机直接导致了他们在翻译中倾向于使用归化的

策略。

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１８５８年在

英国商人的赞助下开始系统地翻译中国的“四书

五经”。他把翻译《论语》作为自己宗教生涯的一

部分，以此达到传教目的。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

写道：“要向数以百万的中国人民传递基督教义，

要达到这一效果，我必须能够用一种像他们自身

语言的语言说话和写作。”理雅各的《论语》译例

如下：

（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论语·子罕》［３］

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ｓｅｌｄｏｍｓｐｏｋｅ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ｌｓｏｔｈｅ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ｖｉｒｔｕｅ．（Ｌｅｇｇｅ，１９６０：２２０－
２２１）［４］

“命”是儒家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儒家

思想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与“天命”表示“天

赏善罚恶的意志”不同，“命”通常表示承受者必

须面对的无可奈何、不可抗拒的结局，具有无意

志、无目的、无规律、无善恶的特征，是人的有限性

的反映［５］。理雅各把“命”译为“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帝的选择与任命，是
他对人之宿命的理解，属于西方宗教和哲学的范

畴。Ｌｅｇｇｅ用这样的方法使儒学模因和西方宗教
模因联系在一起，弱化了英语读者对其译本的陌

生感，因此这些模因更容易引起潜在宿主的注意

并被他们接受，进而得到复制和传播。

另一位传教士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Ｓｏｏｔｈｉｌｌ的译文也
体现了这一特点。Ｓｏｏｔｈｉｌｌ是一位英国清教徒的
传教士，非常尊重儒家学说，他曾在其《论语》译

作的序言中称道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君子，自己

常常被孔子睿智的话语吸引。同时，他也利用儒

家学说宣传基督教。其译例如下：

（２）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
'

且角，虽欲勿

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３］

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ｏｆＣｈｕｎｇＫｕｎｇｓａｉｄ：“Ｉｆ
ｔｈｅ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ｏｆａｂｒｉｎｄｌｅｄｏｘｂｅｒｕｄｄｙａｎｄｃｌｅａｎ－
ｈｏｒｎｅｄ，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ｍｅｎｍａｙｎｏｔｗｉｓｈｔｏｕｓｅｉｔ，ｗｏｕｌｄ
ｔｈｅｇ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ｌｌｓ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ｍｓｒｅｊｅｃｔｉｔ？”
（Ｓｏｏｔｈｉｌｌ，１９３７：１４５）［６］

这里的“山川”指“山川之神”，Ｓｏｏｔｈｉｌｌ将其
翻译为“ｔｈｅｇ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ｌ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ｓ”。他用
“ｇｏｄｓ”来表述中国文化中的一切精神力量，是将
中国文化西方化的直接体现。在他的翻译中类似

的现象有很多，如把“帝”或“神”译为“ｇｏｄ”，因为
在西方世界中 ｇｏｄ是造物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

４９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



位。Ｓｏｏｔｈｉｌｌ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使新颖又陌生
的儒学模因易被英语读者接受。

２．西方汉学家的译本
２０世纪西方传教士为《论语》英译揭开序幕

后，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汉学家开始翻译《论语》。

与传教士不同的是，汉学家的翻译开始注重《论

语》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文化蕴意。这里主

要讨论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的译文。
２０世纪上半叶，汉学家 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开始将

汉语中蕴含的丰富文化词语引入英语世界，为中

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其译本

中，往往试图保留《论语》的原始内容，所以他更

关注翻译的细节。他的目标读者是不懂汉语的西

方读者，他要让欧洲读者了解《论语》的原貌。其

译例如下：

（３）季路问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３］

Ｔｚｕ－ｌｕａｓｋｅｄｈｏｗｏｎ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ｅｒｖｅｇｈｏｓｔｓ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ｓ．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ｓａｉｄ：“Ｔｉｌｌｙｏｕｈａｖｅｌｅａｒｎｔｔｏ
ｓｅｒｖｅｍｅｎ，ｈｏｗｃａｎｙｏｕｓｅｒｖｅｇｈｏｓｔｓ？”Ｔｚｕ－ｌｕ
ｖｅｎｔｕｒｅｄｕｐｏｎ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ｅａｄ．ＴｈｅＭａｓ
ｔｅｒｓａｉｄ，“Ｔｉｌｌｙｏｕ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ｈｏｗａｒｅ
ｙｏｕｔｏ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ｅａｄ？”［７］

中华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我们

一般将其称为“鬼”或“神”。西方文化中也存在

这种超越一切的使人敬畏的力量，他们称其为

“上帝”。这两种力量的本质是否相同尚未有定

论。Ｗａｌｅｙ把鬼神译为“ｇｈｏｓｔｓ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ｓ”（他还
把“上下神祗”翻译为“ｔｈｅｓｋｙ—ｓｐｉｒｉｔｓａｂｏｖｅａｎｄ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ｐｉｒｉｔｓｂｅｌｏｗ”），而不是直接把鬼神译
为Ｇｏｄ，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力图把儒学
模因“鬼神”传播到西方世界中去。

３．海外华人的译本
近现代以来，受政治、宗教立场以及西方中心

主义影响，一些西方译者在翻译《论语》时，时常

带有某种偏见，使得中国的形象在欧洲被歪曲，引

起了一些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们，尤其是国外留学

生们的不满。［８］为了扭转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捍

卫儒家学说的地位，辜鸿铭进行了将《论语》等儒

家经典译为英文的这一伟大工程，一改《论语》英

译一直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控制的形势。辜鸿

铭是英译《论语》的中华第一人，他出生于马来西

亚，年少时曾游历英、德、法等国，并以优异的成绩

取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故而对西方文

化也有深刻的理解。在辜鸿铭的《论语》译本中，

他几乎删去了所有的地名和除孔子以外的人名，

以此来消除英语读者的陌生感。此外，他还善于

加注，引用在西方世界广为人知的作家及思想家

的话来解释《论语》，增进了读者对儒家学说的理

解。如：

（４）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论语·为政》［３］

Ａ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ｂｌ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ａｂｏｖｅｐｕｔｔｈｅ
ｓａｍ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ｓ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ｄｉｄ，Ｃｏｎｆｕ
ｃｉｕｓａｎｓｗｅｒｅｄ：“ｔｈｉｎｋｈｏｗａｎｘｉｏｕｓｙｏｕ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ｒｅ
ｗｈｅｎｙｏｕａｒｅｓｉｃｋ，ａｎｄｙｏｕｗｉｌｌｋｎｏｗｙｏｕｒｄｕｔｙｔｏ
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ｍ．”［９］

在辜鸿铭的译文中，孟武伯被译为“ａｓｏｎ”，
译者没有向读者介绍孟武伯的相关内容，而是直

接略去这一内容，降低了读者的理解难度。在辜

鸿铭的翻译中，孔子弟子的名字多被翻译为“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ｅ”，读者因此不必为中文名字去纠结。与
英语文化中已经存在的模因相比，这些人名模因

对英语读者并不重要，所以辜鸿铭选择了忽略的

策略。这一做法虽然对一些儒学模因的传播有一

定消极影响，但是从更加全面性的角度来看，这一

做法使得更核心更重要的模因能够更好地传递。

４．２０世纪末以来国内译者的译本
２０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学者开始英

译中国典籍，他们的翻译行为给《论语》翻译注入

了新的血液。这些翻译家大多数在中国出生成

长，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们英语语

言功底深厚，其英译中国典籍的目的就是为了把

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舞台。在这里我们谨选取许渊

冲教授的《论语》译本加以讨论。

许渊冲是北京大学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翻译

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他重译《论语》的

目的就是为了使《论语》在西方世界也能够“飞入

寻常百姓家”，使普通的西方读者能够真正理解

儒家学说，以此来改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偏见。

因此，许渊冲教授常常采用意译和异化相结合的

翻译策略；同时，为了使西方读者理解《论语》原

文的意义和风格，他多选用通俗平实的语言。例

如：

（５）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 ———《论语·八佾》［３］

“Ｉｆａｍａｎｉｓｎｏｔｇｏｏｄ”，ｓａｉｄ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ｗ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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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ｔｈｅｕｓｅｆｏｒｈｉｍ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ｔｈｅｒｉｔｅｓ？Ｉｆａｍａｎｉｓ
ｎｏｔｇｏｏｄ，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ｕｓｅｆｏｒｈｉｍ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ｍｕ
ｓｉｃ？”［１０］

在许渊冲的译本中，我们能发现他的翻译不

仅关注了孔子的思想，也注意到了原文的形式和

文学韵律。译文没有完全照搬原文的句法结构，

而是采用异化和意译相结合的策略，使译文更加

通顺流畅，对目标读者而言显得更加自然。尽管

他对原文的格式进行了一些改变，意思却没有丢

失。作为一个译者，他成功地把语言中的文化模

因传播到了英语世界。

四、结论

自第一个《论语》英译文本于１８０９年问世以
来，２００多年间共出现了５０多个译本。从模因论
的角度来看，《论语》英译实质上是把儒学模因传

播到英语世界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是一个长期的

文化进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模因在不

同时期感染了越来越多的英语文化世界的宿主，

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对以上四类译者的

译文所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学模因必须

和西方文化中已有模因相融合，才能在一个新的

文化环境中得以更好地生存，从而将其文化特征

传播出去。《论语》的翻译和传播经历了不同的

历史阶段，译者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动机，儒学模因

也通过变异不断适应着动态的文化环境。通过对

四类译本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论语》的翻

译策略已经从以归化为主渐渐过渡到以异化为

主，儒学模因的特点在未来会完整地呈现在全世

界读者的眼前。

［参考文献］

［１］杨静．从模因论谈典籍的英译传播图式［Ｊ］．商丘师范
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５：３３－３４．

［２］杨静．模因论视阈下的典籍英译研究
((

以《道德经》

为例［Ｊ］．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４：１３－１５．
［３］杨伯峻．论语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２，１４６，
６９，１６１，４９．

［４］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１９６０．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ｗｉｔｈａ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ｓ，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ａｎｄｃｏ
ｐｉｏｕｓｉｎｄｅｘｅｓ（Ｖｏｌ．１）［Ｍ］．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２０－２２１．

［５］陈代波．儒家命运观是消极宿命论吗［Ｊ］．上海交通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２３－２５．

［６］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ｏｔｈｉｌｌ．Ｔｈｅ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Ｍ］．Ｏｘ
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７．１４５，１２０．

［７］孔子．论语：汉英对照［Ｍ］．威利译．北京：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王文倩．从许译《论语》看许渊冲的翻译思想［Ｊ］．英语
广场，２０１５，４：２２－２５．

［９］ＫｕＨｕｎｇ－ｍ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ｄＳａｙｉｎｇｓｏｆＣｏｎｆｕ
ｃｉｕ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ＫｅｌｌｙａｎｄＷａｌｓｈＬｔｄ，１８９８．２１１，
９．

［１０］许渊冲．论语［Ｍ］．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华书
局，２０１１．

［责任编辑：邦显］

６９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