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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英译研究》

内容概要

《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的内容全部依据最新的中译本收录，扩大了文献资料
的搜集和选材范围，采用开放式结构，《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行文简洁严谨
。内容丰富全面，具有非常高的阅读价值。全书除前言、结语、参考书目、人名索引、后记，共分五
章。

Page 2



《汉诗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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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韦利还进而指出：“中国思想中的局限也使得中国文学长于反思，而不是理论推断。”他还以自
居易的诗为例，说明那里“确实没有严格的理念和微妙的哲学，但是其中有强烈、坦诚的反思和自我
剖析，而这则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　　也就是说，韦利从西方人的偏见中发现了中国文化、文学
的独特之处，那便是为不同人所常常称道或批评的世俗理念。在他看来，这种貌似平淡·的传统要比
西方的宗教热情（亦即他所说的“迷信”）相对要健康得多。如果说从理雅各到翟理斯，我们已经看
到宗教影响的削弱，那么在韦利身上，这种影响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韦利曾翻译过《道德经》
（The Way and ItsPower，1934）和《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并且著有《中国古代的
三家思想》（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39），但是，在这些译著中，韦利从未将中国
古代思想与基督教进行过系统比较，更没有从基督教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评头论足。我们在第二章中曾
经提到，面对学生“事鬼神”和“敢问死”的问题，孔子做出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及“未
知生，焉知死”的著名回复。理雅各曾对此大为困惑和不满，因为孔子竟然回避生死这一在他看来至
关重要的宗教问题。可是对韦利来说，孔子的回答无非是说，“对君子而言，与涉及生人的问题相比
，那些有关死人如何生存的问题是次要的。”韦利随后还以此为引子，对中国文化的特点做了如下深
刻论述：　　与西方作者们经常想象的不同，[此处]所涉及的并不是生命终极性质这一类抽象的形而
上学问题。[在中国文化中]，上面讨论的两个段落也并不孤立和不同寻常。与此相反，它们正代表了
漠视死者，重视生者，以及漠视鬼神世界，注重日常生活的基本特色。　　在他的汉籍翻译中，韦利
还力图在语言层次上体现中国文化中的非宗教特点。例如在介绍中国古代思想的长文《道德经和它在
中国思想中的地位》（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中，他用“supreme ances-tor”（
至祖）来翻译《诗经》和《尚书》中经常使用的“上帝”一词，因为他认为“帝”指的是“ancestors
”（祖先），“上帝”指的是“第一位祖先”（first“the ancestral line）。由于采用了这样的世俗文字
，韦利也便无须像理雅各那样，去讨论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着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以及上古中国的
“上帝”与基督教中“God”之间的异同。各种迹象表明，他对这种讨论也没有多少兴趣。例如，在
翻译《诗经》时，韦利虽然也使用了“God”来翻译“上帝”，但他只是简要地提到，“在翻译‘帝
’时，我们也可不使用God，而是使用cestor，意思是一位先王的精神。”这里，韦利根本没有提及曾
经在理雅各时代令人刀枪相见的所谓“术语之争”（term debate），即能否用“上帝”或“神”翻译
西文中的“Deus”和“God”，因为在韦利看来，这些宗教方面的争论没有什么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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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英译研究》

精彩短评

1、韦利研究，没有新鲜的资料，总是那几篇文章翻来覆去地炒。其对具体诗歌的具体的分析还是可
以“拿来”的。
2、为我码论文做出了杰出贡献！
3、沒讀完。國外之華裔學者，邏輯之縝密，思路之清晰，語言之流暢，一再叫人暗自敬佩。可作為
了解漢詩英譯之來龍去脈極好的讀物。另，在理論熙攘之際，作者仍然堅守“語言、文學、文化以及
藝術問題”的陣地，也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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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汉诗英译研究》的笔记-第244页

        韦利对“山涤余霭，宇暧微霄”二行的翻译更是基本上改换了原诗中的意象。这两行的本义是“
山峰被余霭所洗涤，天空为微霄所温暖”，所描写的景象包括地下天上。这里作者有个无心之失，把
“暧”字看成“暖”字了，但总体上对“山涤余霭，宇暧微霄”的理解很有见地。“山涤余霭，宇暧
微霄”是倒装句式，远启秦学士的“山抹微云，天粘衰草“。这两句方重《陶渊明诗文选译》中的译
文是：The hills emerge from the dispersing clouds,/While a thin mist hangs over the horizon.韦利译文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New_Corn 严格来说，韦利并未改换原诗的意象，因为这两句有异文，
他所据的版本是“山涤余霭，余霭微消”。之前读完吴伏生、Graham Harthill合译曹植诗，欢喜赞叹
，又找了《汉诗英译研究》来读，果然佳作，尤其是每引英文，必配上中译，这一点最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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