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 卷第 1 期 夏　 云:我国儒学经典英译研究(2001—2021) 1　　　　

doi:10. 13960 / j. issn. 2096 238X. 2022. 01. 001 投稿网址:http: / / xb. njit. edu. cn

儒学典籍英译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夏云教授

　 　 主持人语: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的宝贵财富,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何提高文化交

流水平,推动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学典籍走出去,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

义。 儒学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儒家经典的翻译,也是海外儒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儒学经典英译的研究一直

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进入新时期,研究对象、视角和方法也日趋多元化。 本期专栏组稿两篇,探讨儒学典籍的英译问题。 夏云

的论文《我国儒学经典英译研究(2001—2021)》对近 20 年国内儒学经典英译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基于研究的热点和不

足提出了展望。 伊咏、宫宝悦的论文以克莱默斯的《孔子家语》英译文为例,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

统评价模式,对《孔子家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深入探讨。 希望这两篇文章能够引发学界更多关注和思考,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有益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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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国内学界对我国儒学经典英译研究愈加关注。 为分析儒学经典英译研究的现

状、不足和发展趋势,以 2001—2021 年国内关于中国儒学经典英译的重要期刊论文为分析对象,从发文情况和研究

热点等维度展开研究。 基于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方法有待多元化,应将数字人文方法与儒学经典翻译研究相

结合,构建客观、可量化、可操作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检验儒学文化“走出去”的渠道和效果。
关键词:儒学经典;英译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H315. 9

收稿日期:2022 02 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学英译的海外认知与接受研究”(20BYY019)
作者简介:夏云,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语料库翻译学。
E-mail: 364078092@ qq. com
引文格式:夏云. 我国儒学经典英译研究(2001—2021)[J] .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1):1 6.

　 　 儒学经典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瑰宝,以其深邃

的思想引起世界的关注。 自 17 世纪以来,《四书》
《五经》等最具代表性的儒学著作通过转译、编译或

直接翻译等方式,被陆续引介到英语世界,开启了

海外民众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认知历程。 随着儒家

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其传播方式也经历了

从早期的接受方引入过渡到推介方输出的发展过

程[1]。 自 20 世纪以来,本土翻译家大力推进典籍

外译,儒学在全球的发展也逐渐得到关注。 到 20
世纪末,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等学者就宣称,儒学

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将为亚太的经济增长提供新的

意识形态基础[2],而以《论语》为代表的一批儒家经

典新译本的问世,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特征。

随着儒学翻译与对外传播的发展,学界相关研究也

不断加强。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由国内学者主导的

中国典籍英译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翻译研究整体框

架下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3],取得了长足进展。 鉴

于此,有必要对国内儒学经典英译研究现状进行梳

理,分析相关研究的热点和不足,以期为典籍英译

研究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儒家经典的英译传播,不涉及其

他语种的翻译。 本研究以 CNKI 收录的 CSSCI 来源

期刊(含扩展版)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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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学(儒家) + 翻译 /译本” “《四书》 《五经》及

其他儒学典籍名称 + 翻译 /译本”为关键词检索研

究性论文,时间跨度设定为 2001—2021,经人工筛

选,剔除与研究内容无关的论文、书评、会议综述等

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后,最终获得 260 条文献。 数据

获取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20 日。 研究在传统的文献

计量方法基础上,结合质性分析,对近二十年来国

内儒家经典翻译与对外传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进

行分析。

二、研究概况分析

(一)历年发文情况与文献来源分布

为了梳理我国儒家经典英译与对外传播研究

的整体发展脉络,我们对检索到的 260 篇文献进行

了发文量统计(见图 1),结果显示,2001 年至 2021
年,国内相关研究年均发文量为 12. 4 篇,总体上呈

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但也存在一定波动。 2001 年—
2004 年相关研究处于潜伏期,年发文量仅 1 篇,主
要关注《论语》译本介绍或比较分析。 2005 年起发

文量逐渐增多,到 2016 年达到顶峰,年发文量达到

25 篇,真正进入了儒学典籍外译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期。 2008 年—2021 年,发文量虽偶有波动,但每年

的发文量不下 10 篇,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日趋多

元化。

图 1　 2001 年—2021 年国内相关研究发文情况

从文献来源来看,儒家经典英译与对外传播的

260 篇研究论文来自 77 种期刊,发文量在 10 篇及

以上的期刊共 9 种,主要集中于《周易研究》 《孔子

研究》《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学刊》《中国文

化研究》等,共刊载论文 120 篇,占总量的 46． 2% 。
在 77 种期刊中,综合性大学学报种类最多 (31
本),外语类期刊虽然仅 16 种,但发文数量为 117
篇,占发文总量的 45% ,主要发表在《中国翻译》和
《上海翻译》两本翻译类核心期刊上,其中《中国翻

译》发文 18 篇 (6. 9% ),《上海翻译》 发文 16 篇

(6． 2% )。 《周易研究》 《孔子研究》 《国际汉学》等
期刊,在儒学外译传播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呈现出

翻译研究与哲学、史学等领域交叉融合的研究

特色。

表 1　 2001 年—2021 年期刊发文情况

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量 占比 / %

1 周易研究 15 5. 8
2 孔子研究 14 5. 4
3 中国翻译 18 6. 9
4 上海翻译 16 6. 2
5 外语学刊 14 5. 4
6 中国文化研究 13 5. 0
7 中国外语 10 3. 8
8 外国语 10 3. 8
9 国际汉学 10 3. 8

(二)高产作者与机构分析

从作者发文情况来看,发文量在 3 篇及以上的

学者共 24 人,其中,青岛科技大学李玉良发文排名

第一,共发文 10 篇。 李玉良长期从事儒学的翻译

与对外传播研究,其研究不仅涉及《诗经》 《论语》
等典籍的译本批评,也深入探讨了译者翻译行为对

中国哲学思想的阐释与改写。 排名次之的有吴钧、
杨平、李钢等学者,发文量均超过 5 篇,主要关注重

点是《易经》和《论语》等典籍的英译策略与对外

传播。
笔者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发现,发文量在 5 篇

及以上的高校有 15 所,总发文量为 113 篇,占

43% 。 其中,山东大学排名第一,在其所发的 14 篇

论文中,7 篇论文深入探讨了《易经》的英译与传播

问题,体现了山东大学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易学

研究特色,展现出该校在文史哲研究领域,尤其是

儒学研究与传承方面的深厚底蕴。 山东大学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以闻一多、高亨、童书业、庞朴等

为首的一批学者先后在儒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

成就。 近年来,该校出版的系列《国际儒学发展报

告》,已成为国际儒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而《周
易研究》作为国内唯一的易学研究专刊,既注重传

统易学问题的研究,又倡导易学与其他学科的多层

次、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为儒学对外传播研究领

域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
深圳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三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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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紧随其后,均在 10 篇以上。 表 2 展示了名

列前 15 位的研究机构及其发文数量,可以看出,前
15 所高校皆为非外语类院校,这些高校中,比较活

跃的研究者不仅来自外语学科,也有部分来自历

史、哲学、比较文学等领域,其研究带有一定的哲学

与史学特征。 例如,山东大学管恩森以理雅各英译

《周易》为例,探讨了理雅各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
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

及其体现出的“汉学” 特征[4]。 姜燕则对理雅各

《诗经》翻译过程中体现的宗教思想、政治倾向和学

术思想进行了深入阐释[5],认为其宗教观念经历了

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狭隘偏见,到宽容、自由的比

较宗教观的演变,学术思想也从较多地依赖传统和

服务政治,而逐渐走向强调独立意识的学术阐释。

表 2　 发文机构统计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1 山东大学 14
2 深圳大学 11
3 青岛科技大学 10
4 湖南大学 10
5 湖南师范大学 8
6 复旦大学 8
7 南开大学 8
8 华东师范大学 7
9 中山大学 7
10 中南大学 6
11 长沙理工大学 5
12 武汉大学 5
13 四川大学 5
14 中国人民大学 5
15 上海海事大学 5

三、研究热点分析

(一)译本批评

儒家经典译本的批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的

重点,部分研究关注翻译策略与译本得失,主要方

法是基于误译指正的译本准确性与质量评价,带有

规定主义研究的特点。 例如,何刚强对阿瑟·威利

《论语》译本的得失进行了评析,以确立可取的英译

策略。 研究认为,该译本在语义合理性上不尽如人

意,对先秦古文字在理解与解释上出现偏差,但句

法的合理性使得该译本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认

可[6]。 李霜讨论了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得与失,

认为其最大的缺点是过度意译,使得译文缺失了中

国传统文化色彩[7]。
更多研究采用描写主义研究方法,对文本翻译

风格、译者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研究路

径和理论视角日渐多元。 语言学视角的研究层出

不穷,涵盖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修辞学等。 如

鞠玉梅基于评价理论,比较分析了《论语》威利译本

和刘殿爵译本中的判断资源及其修辞功能[8],黄国

文则探讨了《论语》英译本的语域变异、语篇结构变

异、语言变异[9],刘正光从辖域、视角和突显的维度

考察了《论语》英译中各种偏离现象的深层认知

动因[10]。
也有研究者基于哲学诠释学、顺应论、译者主体

性、女性主义翻译等理论视角考察儒学经典的英译

现象及成因,研究的焦点也从翻译的内部因素逐渐

转向了对外部的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的描写与阐

释。 例如,徐珺以理雅各和威利的译文为主要语

料[11],分析了在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下,《论语》译
者自主性的翻译改写与顺应;向平考察了裴松梅《易
经》英译本中的副文本、补充、劫持三种女性主义翻

译方法[12];宋晓春基于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成果,指
出安乐哲《中庸》译本广泛使用了焦点和场域语言,
诉诸注释的类比并摒弃因果性语言,从而彰显了中

国哲学的异质性和独有的言说方式[13]。 杨平基于哲

学诠释学视角讨论了《论语》翻译的诠释性,认为诠

释学的指导意义体现为文本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不确

定性,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的有效性以及诠释

的多元性与孔子形象的多面性[14]。
(二)儒学概念英译

儒学经典英译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儒学核心

概念的翻译。 儒学核心文化概念以其丰富的内涵

和显著的地位,在英译过程中往往得到多样化的诠

释,也是典籍英译的难点之一。 相关研究中,“仁、
天、君子”等概念的英译研究备受青睐。 总体来讲,
如何翻译这些文化概念,使其既能体现丰富的源语

文化内涵,又要符合受众的期待,是研究者关注的

一个焦点。 杨平探讨了《论语》中的“仁”在多个译

本中的英译及其理据,认为大多译法存在以偏概全

的倾向,建议为了忠实传达孔子思想丰富而又深刻

的哲学内涵,最好采用音译[15]。 胡翠娥考察了英

语世界对《论语》 “仁”的翻译,分析了不同译文体

现的对儒学创新性的认识和定位[16]。 边立红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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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儒家典籍作品英译本中有关“君子”的翻译,并就

“君子”内涵的历史演变和各种英译形式的意义进

行了分析,认为译者对“君子”概念的重构体现了不

同的文化视点、审美观念和历史性,同时指出,用阐

释或类比的方法虽有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但不利

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以及各民族文化间的交融和

互补[17]。 韩星、韩秋宇比较分析了理雅各和威利

的《论语》译本,在还原儒家语境中的君子文化的基

础上,认为理雅各的 the superior man 对于概念的把

握比较准确,兼顾了“君子”德性和身份地位的双重

内涵[18]。 还 有 不 少 学 者 分 别 对 “ 天 ” [19 20]、
“礼” [21]、“理” [22]、“诚” [23] 等概念的翻译、误读和

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
(三)译介过程与影响

部分学者从译史或传播史角度关注儒学传播

过程及其影响,关注的译介与传播主体多为理雅

各、翟里斯等早期传教士,史景迁、安乐哲等当代

汉学家,或者辜鸿铭、林语堂等少数华人译者。 此

类研究主要依据史料的挖掘,往往依托翻译家研

究对史实进行梳理和分析。 例如,杨平考察了早

期传教士和汉学家在儒家经典翻译中体现的宗教

取向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以及在早期欧美政治、
思想和文化界引起的巨大反响[24] 。 王琰在分析

西方儒家思想研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讨论了美

国汉学发展与《论语》两种诠释定向,认为其多元

化形态不仅促进了西方儒学研究多元化的形成,
对于促使西方汉学与其他学科以及中国学界的对

话和交流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5] 。 范祥涛描述

了 19 世纪前四部儒家典籍的英语转译情况,考察

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儒学建构产生的积极影

响[26] 。 李伟荣分析了资深汉学家闵福德的主要

汉学成就与翻译《易经》的缘起、他采用的传统注

疏编译方式及其易学思想内涵,并论述了闵福德

的翻译实践对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启发意义和

现实价值[27] 。
(四)儒学经典的海外接受

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稳步推进的

环境下,儒学海外传播研究路径更为多元,开始关

注儒学经典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情况,并尝试将目

的语读者的接受作为检验译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

准之一。 张晓雪统计分析了 《论语》 英译本在

Google Scholar 数据库中的被引情况、亚马逊网站销

售情况以及读者评论,讨论了译者、环境、译本、受
者等要素对译作接受效果的影响[28 29]。 有研究基

于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对《论语》英语多译本的受纳

状况进行多维数据分析,发现大部分翻译文本带有

强烈的“他者”文本特征,难以满足读者的阅读期

待,而儒学核心概念在翻译文本中缺少一致和稳定

的表述,令其难以在目标文化中形成独立的识别度

高的儒学概念[30]。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近二十年来,儒学经典英译研究取得了丰富的

成果。 一方面,研究内容不断丰富。 从语言学视角

的语言转换机制研究,到多视角的翻译批评与阐

释,从推介方视角的传播研究,到近年来基于接受

方视角的译本传播与接受效果研究,研究领域不断

拓宽,学界开始注重了解接收端文化、偏好和价值

取向,以此探察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接受状况。 另一

方面,翻译方法不断成熟。 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

研究方法或文本数据挖掘手段成为重要的研究工

具。 如李广伟、戈玲玲[31] 基于平行语料库对辜鸿

铭《论语》译本中的本源概念英译进行了研究,范
敏[32]借助《论语》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比较和探

讨了《论语》五译本文化高频词的翻译。 但整体而

言,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1)个案研究较多,传统的研究大多依赖基于

译本的个案分析,重视通过翻译文本批评探究翻译

的一般规律,对宏观特征的系统研究较少,量化分

析鲜见,基于大规模数据的研究仍处于探索性数据

挖掘阶段。
(2)研究焦点为早期儒学典籍英译,尤其是《论

语》的翻译。 从研究对象的分布来看,2001 年—
2021 年以 《论语》 为专题进行的相关研究有 120
篇,占发文总量的 46% ,成为儒学英译与对外传播

研究的重中之重,《诗经》 (35 篇)、《易经》 (29 篇)
研究次之,对《大学》 《礼记》以及朱子学等其他经

典英译与传播的研究较少,总体分布不够均衡。
(3)研究内容上,学界重视儒学翻译文本及其

传播研究,但儒学海外传播效果研究相对不足,缺
乏行之有效的评估和监测方法,译本及其传递的

儒家文化在海外接受效应难以得到系统描述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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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未来儒学

经典英译研究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重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

微观分析相结合,扩大现有研究语料,借助文本数

据分析方法高效检索、分类和呈现文化传播数据,
探察儒学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总体状况和影响

因素。
(2)加大儒学英译与传播研究力度。 在关注早

期经典英译的基础上,向当代译本研究均衡发力;
四书、五经以及其他经史子集类典籍的翻译与研究

应同步进行,全面开花;在研究内容上,儒学英译的

内部研究持续加强,而面向文化的传播、出版等因

素的外部研究,或许将成为重要研究热点。
(3) 关注译本的传播效应是典籍翻译探索的

新方向,但传播效应的构成与评估方式尚不明

确[30]。 未来研究应立足目标文化,整合话语分析、
翻译学、哲学和传播学等视角,加强对翻译话语与

海外原创儒学传播话语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借此

考察目标读者对儒学经典的认知与接受状况,了解

接受方的信息需求、偏好以及认知情况;在此基础

上,构建客观、可量化、可操作的传播效果评估体

系,检验儒学文化“走出去”的效果。

五、结语

　 　 儒学文献的国际传播,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

全球战略实施的质量与效果。 近年来,政府大力

推进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翻译研究的内容、方法和

研究成果也在不断丰富和成熟。 本文对近二十年

儒学经典英译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当前研究既

有理论建构,也有实践关注,由关注语言转换过渡

到关注文化接受环境,由个案分析发展到大规模

数据挖掘。 但相对而言,基于推介方视角的研究

数量远超接受方视角的研究。 中国的外向翻译若

要达到理性效果,就需要考虑目标文化的意愿和

规范,文化传播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受

众[33] ,了解目标国的社会因素、意识形态、道德观

念,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真正走出去[34] 。 因

此,聚焦当代儒家思想海外传播的方式和效应,观
察和分析海外受众的期待与需求,有助于系统评

估儒学译本和儒学思想在异域文化中的接受效

果,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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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2001—2021)
XIA Yun

(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薰,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is attracting more atten-
tion from the academia at home.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domestic research from 2001—2021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hotspo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tatus quo of
current studi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esents som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By assessing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studies,
the paper holds that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combining digital humanistic methods and traditional studies to construct
an objective, quantifiable and feasible mechanism to assess the method and effect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Key words: Confucian Classics; English transla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