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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与《论语》《孟子》《大学》并称为四书，对后世影响深远。该书已有

超过三百年的译介史，译本数量颇为丰富。本文选取理雅各和辜鸿铭二人所翻译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译

本，将其置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之下，对比分析两位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以期丰富《中庸》

英译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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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rnerstone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stands alongside “The Ana-
lects,” “Mencius,” and “The Great Learning” in the prestigious quartet known as the Four Books. 
These texts have profoundly shaped the intellectual landscape for centuries. With a translation his-
tory extending over three centuries and a rich tapestry of versions, this study spotlights the trans-
lations by James Legge and Gu Hongming. Employing the translator’s action criticism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intra-textual and extra-textual behaviors. The ob-
jective i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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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ntribute to the translator’s action criticism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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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庸》，作为中国古代的经典之作，深入探讨了道德品质与性情修养，其核心理念“中庸”与“诚”

为理解儒家思想提供了一扇窗口。这部著作共 33 章，每一章均围绕维系社会基础的三大关系：亲子、夫

妻以及统治者与人民间的纽带。朱熹，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对《中庸》推崇备至，认为它“提挈纲

维，开示蕴奥”，在教育、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庸》以其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哲理赢得了全球学者的瞩目。这部作

品的翻译历史已超过三百年，并对西方的教育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早在 17 世纪，

学者们便开始尝试将其翻译成其他语言。至今，《中庸》的英文全译本已有数十种，包括 James Legge 的

1861 年译本、Hung-ming Ku 的 1906 年译本，以及 1963 年陈荣捷的译本等[1]。 
翻译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鉴于传统

典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其翻译和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本研究选取了 James Legge 和

Hung-ming Ku 的《中庸》英译本，基于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个维

度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旨在进一步丰富《中庸》的英文翻译研究以及译者行为批评的学术探讨。 

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周领顺学者在翻译学界经历“文化转向”之后，于 2010 年提出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这一理论以其

独特的“本土化”和“跨学科”特色，在国际和国内翻译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深远影响。该理论强

调，翻译的复杂性不仅源于语言文字的转换，更受到诸多非语言因素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凸显了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2]。此批评模式专注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行为，不仅审视文本本身，也探讨

译者行为与翻译品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追求通过一个综合的批评途径——涵盖过程、主体、行为及文

本——来融合翻译的内部与外部批评，以期对译者行为的合理性进行一个全面且公正的评估[3]。理论中

的核心概念——“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展现了一种动态且连贯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求真”与“务实”作为两端，彼此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求真”着重于译者对原文的深入理解，追求

内容的精确传达；而“务实”则强调译者对目标读者和社会环境的考量，采用多样的策略以满足读者和

社会的期望[4]。译者行为的合理性取决于译者如何在求真与务实之间做出平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

相互制约的动态关系。因此，译者在追求原文忠实度与译文实用性之间的平衡上不懈努力，以期达到最

佳的翻译效果[5]。 
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构成翻译活动的三大主体。其中，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具有思想和

意志的独特个体，因而译文中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译者一定的主观性。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特别强调译者

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审视不同译者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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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的译介与诠释。本文在对理雅各和辜鸿铭二人英译本进行考察时，将两位译者看作具有意志的独

特个体，承认其作为“语言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从“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个维度着手

进行对比分析，结合“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其进行研究。 

3. 《中庸》译者行为比较 

3.1. 译内行为 

周领顺指出，“译内行为”的核心在于“文本求真度”，聚焦的是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关注点主

要放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5]。换言之，译内行为即译者作为“语言人”为实现原文

和译文的对等呈现所做的工作，此时译者追求的是最大程度上再现源语所负载的意义。本文将从词汇、

句法、修辞三个层面对比分析理雅各《中庸》译本和辜鸿铭《中庸》译本的译内行为及其译本效果。 

3.1.1. 词汇层面 
例如，在《中庸》“居易”一章中，作者将君子和小人对待机遇所采取的态度进行了对比，指出君子

心境平静，耐得住寂寞，而鄙俗之人却表现得非常浮躁，总是心存侥幸。辜鸿铭和理雅各两位译者在对

“君子”进行翻译时，所选用的词汇各有特点。原句中的“君子”指的是有良好道德的人。基于这一意

义，辜鸿铭将其译为“the moral man”，辜氏选择的是一种能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中国特色的表达

方式，该词从侧面反映了孔子所强调的德行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与《中庸》全书以及儒家

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理想表达。而理雅各则将“君子”译为“The superior man”，这是对“君子”

内涵的另一种诠释。理雅各作为西方传教士，根据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把中国古代“君子”这

一特殊群体看作是杰出、优秀的代表，这样的理解固然不无道理，但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君子应“以德为

先”“德才兼备”的思想内涵并没有能够传达给读者，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以及意义的对等方面尚缺乏全

面深刻的考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辜鸿铭的译文大多以儒家文化中最深层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入手，重点突出

《中庸》所强调的道德情操和性情修为，将原文中最为本质的内涵传达给了读者，在“求真—务实”译

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中偏向“务实”一端。而理雅各的译文则更侧重于对文本的直接阐释，尽量保留

原文的形式与内容，较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情景，直观简洁是其显著特点，更加重视“求真”。这两种不

同的翻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对原文文本以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的不同理解，同时也体

现出不同译者独特的翻译风格，其个人翻译习惯在译文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3.1.2. 句法层面 
《中庸》一书集中体现了“德”“诚”“仁”等反映儒家特色的价值观念，对君子道德品格和修养展

开了诸多论述。例如，书中提到：君子即使遇到挫折和困难，也能坚持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原

文的大意是：君子不埋怨天命，也不责怪他人。这句话强调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自我修养的精神，

即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不抱怨命运，不责怪他人，而是要自我反省和努力。这反映了儒家所倡导的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提升的思想。原文由两个并列铺排的句子组合而成，各小句字数相同，句式整齐，

节奏分明，具有旋律美。在逻辑语义关系上，呈现方式也较为简单，前后两个小句分别论述了君子在不

同的情况下为人处世的态度，体现了古汉语简练浓缩及重意合的特点。在译文的句式组织上，理雅各将

其译为两个并列句，用“In a high position”首先阐述君子对“上”即上天的行为和态度，然后用“In a low 
position”与前句形成并列结构，指出君子对“下”即普通人的态度，体现了原文两个句子之间的平行关

系及其内在关联，这与原文的句式排列如出一辙，原文与译文之间字与字、词与词的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理解起来相对简单，便于读者把握句子大意。而辜鸿铭则运用“either A nor B”这一结构将原文中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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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句串联起来译为一个独立的句子，即“He complains not against God nor rails against men.”。他在翻译

时直接将目光指向原文中最核心和最本质的内涵和概念，对两个动词“complain”“rail”进行否定，凸

显出君子从不埋怨他人的道德品格。尽管与原文句式结构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翻译方式使得西

方读者能够快速透过表面直接看到原文的核心思想和意蕴，有利于提高译文的思想性以及文化传播的效

果，体现了“务实”的译者行为指向。 
《中庸》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需要译者对其进行充分

挖掘。从译文的句式风格来看，理译本在语义的表达方式上较为保守，希望尽可能做到和原文句式相统

一以呈现出原作的原貌，在对原文的阐释上往往是“点到为止”，力求用最直观的方式来实现最大的“求

真”效果。辜译本更加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对原文的解读更加全面、深刻，多采用意译的翻译

策略，有利于读者把握原文的本质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对于在海外普及中国文化、促进学术交流等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同时这也体现出译者在双语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极高造诣。 

3.1.3. 修辞层面 
修辞因其意象、结构、用词等方面的复杂性而在典籍翻译中具有特殊地位。《中庸》作为中国古代

体现儒家思想的一部重要典籍，善用修辞是其语言的一大特色。例如，在阐述中国古代的祭祀文化时，

原文提到了“鬼神之为德”，表面是在谈“鬼神”，实则是一个大比喻，借祭鬼神之事来说明道理，其中

心谈的是一个“诚”字，旨在向人们强调祭祀鬼神的重要性，体现了中国人对神灵的敬畏和对祭祀活动

的重视。在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不仅是对神灵的敬仰，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团结的一种方式。在对“鬼

神”这一文化意象进行翻译时，理雅各将其译为“spiritual beings”，几乎是一对一的英译，这种翻译方

式和原文结构、句式极为相似，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结构的忠实和对细节的精确表达，表现出很高的“求

真”度，但缺乏对原文中文化意象真实内涵的诠释和再现，即“务实”度较低。辜鸿铭的译文则比较生

动、形象，在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上可谓“出神入化”，不仅点出了原文中“鬼神”的物理特性，即

“spiritual force”，而且还在后面用单独的句子加以解释，告诉读者“鬼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

不在我们身边影响着我们，突出了祭祀时的严肃氛围，让读者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译者在充分理解

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了创造性的加工和表达，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有助于读者获得

流畅的阅读体验，同时也体现了译者充分为读者进行考虑，希望减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阻碍，这是译

者在尽可能保证“求真”的情况下，同时实现“务实”最大化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3.2. 译外行为 

“译外行为”是指译者针对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借译文对原文意义的调适行为，其行为目的是向译

入语社会“务实”[6]，即在最大程度上使译文在译入语社会中得到认可和接受。本文下面将针对文化适

应与转换行为、目标读者考量行为展开讨论。 

3.2.1. 文化适应与转换行为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其本质和特点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文化因素进行考量。译者

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不仅需要进行语言层面的转换，即承担上文所提到的“语言人”角色，而且

承担着“社会人”身份，要关注语言背后独特的文化内涵，进行文化适应与转换，使得译文能够符合读

者的期待和习惯，促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真正的沟通和交流。 
例如，在对“尊为天子”进行翻译时，辜鸿铭将其译为“In dignity of office he was the ruler of the Empire.”，

而理雅各的译文为“his dignity was the imperial throne”。原句中的“天子”是典型的汉语词汇，带有丰富

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文化、宗教文化以及浓厚的社会色彩和政治意义。例如，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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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天子”指的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即君主或皇帝。之所以称为“天子”，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深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皇帝是“天”(即宇宙的最高主宰)选定的统治者。皇帝被认为是“天”的代表，

负责传达和执行“天”的意志。理雅各直接将其译为“the imperial throne”，体现了“天子”在中国古代

的重要地位，但表达比较隐晦，没有能够向读者解释清楚“天子”一词的真正内涵。而辜鸿铭将其译为

“the ruler of the Empire”，“ruler”一词比较清晰地传达出了“天子”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意义，并成

功转换为读者轻松易懂的意象，既做到了“求真”，也体现了译者的“务实”。理雅各由于对中国文化的

理解还存在一些偏差，其译文大多只呈现出了原文意义的一部分。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原文中的汉

语单词改编成相应的英语单词，而没有完全理解原文，解读不够全面和完整，在“求真”和“务实”方面

均有待提高。这个例子充分展示了文化适应与转换行为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译者需要深入了解两种

文化的表征与内涵，适时调整表达方式，灵活处理可能使读者感到困惑的文化因素，进而实现作者和读

者之间顺畅的沟通和交流。 

3.2.2. 目标读者考量行为 
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架构起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一端是作者，另一端是读者。只有

原文作者想要传达的意义成功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才能说译文的质量基本合格。只有受到读者青睐的

译作，才是比较理想的译作。读者因素作为“翻译外”的重要因素，是译者作为“社会人”必须考虑的因

素[7]。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一定要有目标读者意识，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中。译者应对目标读

者的特点，如语言习惯、文化背景、知识水平、阅读需求等加以考量，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和兴趣，以期

达到良好的接受效果，在“求真”的基础上实现着眼于读者和社会的“务实”。 
例如，辜鸿铭和理雅各两位译者在针对原文中“富有四海之内”进行翻译转换时，就体现出他们对

“目标读者”不同程度的考量。辜氏将其译为“In wealth all that the wide world contained belonged to him.”，
而理氏的译文是“his riches were all within the four seas.”。“四海”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里带有极强的文

化色彩，指的是古代中国对国家的泛称，包括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泛指整个国家或整个世界，强调

的是一种极为富有和繁荣的状态。在对上述概念进行处理时，辜鸿铭采用的是意译和归化的翻译策略，

将“四海”译为“the wide world”，力图揭示文化概念后面的深层内涵，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

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这表明译者充分考虑到目标读者的需求，并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帮助读者获得良

好的阅读体验，体现了译者为读者和社会服务的意识，即“求实”的体现。理雅各则直接进行直译，即

“the four seas”，尽管在“求真”度和对原文的忠实度上表现得更好，但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及其背景

的西方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和不解，影响了译文的接受效果，可读性不强，因此“务实”方面存在不足。

上述案例启示我们，关注目标读者的需求和期待对于提高译文的接受度、避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出现理

解上的障碍至关重要。译者必须仔细分析目标读者的认知背景、阅读偏好等相关因素，在翻译中加以综

合考量，生成的译文才能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可。 

4. 结语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基础，依托“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从微观层面即“译

内行为”到宏观层面即“译外行为”，对理雅各英译本和辜鸿铭英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整体来看，两位

译者的译文各具特色，在遣词造句以及意义阐释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与他们各自的身

份背景和文化环境息息相关[8]。理雅各作为西方传教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前往中国进行传教

活动抱有极大的热情。他渴望了解中国，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原文的情景，因而其译本多采用直

译策略，呈现出与原文风格高度一致的特点。而辜鸿铭是一位出生于华侨世家，拥有丰富海外留学经验

的中国学者。他所处的时代恰逢中华民族面临重大危亡之际，因此辜氏希望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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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念展现给西方世界，促进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及中华文化。其译本采用了意译和归化为主的策略，

使得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语言的习惯，易于被西方国家的读者所接受。辜译本在竭力保持原文精髓的同时，

兼有务实性强的特点，在“求真”与“务实”的平衡上表现得略胜一筹。 
两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时而倾向于连续统左端的“求真”，以忠实于原文为基本导向，力图保留

原作的结构特点和语言风格；时而倾向于连续统右端的“务实”，特别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希望译文

能够在读者群体中入脑、入心，实现良好的社会反响。总之，两位译者都通过在追求译文的“合理度”上

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和策略，力求达到“求真”与“务实”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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