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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研究 

———以“天下”一词为例

温军超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

［摘　要］作为译坛权威之作的刘殿爵《道德经》英译，契合了国人与英语国家人士的思想。以“天下”一词为突破口对译文

进行梳理分析，既能凸显出道家（教）思想对“天下”观念的构建功效，同时也有助于勾勒出刘殿爵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幕后的

改写因素。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平衡是刘殿爵的翻译策略。凸显中华文化魅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赞助人的企鹅出版

集团以及《道德经》本身的诗学元素都成为了《道德经》改写的幕后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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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经》（汉以前称为《老子》）译文迄今已达
２８种之多，其中现存世英文版本亦有差不多 ２００
种。我们以往总是重视西方人对《道德经》的译介，

对西方人《道德经》译介的研究是很重要，因为他们

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外围的策略来看待和《道德经》

关联的所有的一切。但是作为文化交流的研究应

该是双向的，国人对道德经的西文译介也需要给予

更多的重视，尤其是国人英译《道德经》的研究更要

提倡（目前国人外文译本主要是英译本）。因此本

文通过梳理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个案，尤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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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概念为例来建构国人英译《道德经》的目的与

意图，勾勒国人为与英语国家人士思想契合所做出

的努力，同时梳理出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的翻译

策略及背后的操控因素。

　　一　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简介

刘殿爵（Ｄ．Ｃ．Ｌａｕ）（１９２１－２０１０）早岁肄业于
香港大学中文系，１９４６年赴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
读西洋哲学。１９５０年起任教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
院，随后八年任伦敦大学中文讲座教授。１９７８年获
中山大学礼聘出任中文系讲座教授，尔后屡掌要

职，包括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主编、

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主任等，在宏扬中国文化

方面功不可没。刘教授精研哲学及语言学，治学严

谨，翻译中国古籍，准确精练，其中《道德经》《孟

子》《论语》三书英译，为西方学者研治中国哲学必

读之经典，誉为译坛权威之作。

刘殿爵译本在１９６３年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十
年之后，长沙马王堆 ３号汉墓出土了帛书本《老
子》，认为《德经》要在《道经》之前，相应地刘殿爵

也对此进行了翻译，之后和原来的译文组合在一块

就构成了他的另外一本书《中国经典：道德经》（英

文版），［１］考虑到企鹅版译本的流行性及可接受性，

本文主要对该译本进行分析。

企鹅版译本的原文作为传世本一直按世人接

受的顺序分为上下两卷（部分），上卷为道篇，共三

十七章，下卷为德篇，共四十四章。２０世纪六七十
年代，有许多英国学者拿ＶｉｃｔｏｒＨ．Ｍａｉｒ的译本与刘
殿爵译本进行对比，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虽然他们

没有发现太多的差异，但他们意识到该译本的两个

特点已使得刘殿爵译本更突出。［２］２４而且“西方不少

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亦多以他的译作为研究入

门书，影响甚巨”。国内学者李贻荫，金百林认为，

“参较多种译本，仍觉以１９６３年企鹅丛书版的 Ｄ．
Ｃ．Ｌａｕ译ＬａｏＴｚｕ：ＴａｏＴｅＣｈｉｎｇ为佳”。［３］４２

作为行走在中西文化之间的一个学者，为了使

《道德经》被西方人接受，刘殿爵在翻译中遵循了从

信（作为最高思想道德的标准典范，神圣不可侵

犯），从美（简洁、长短句穿插和韵律）和从严的翻

译准则。因此以“天下”一词为例，通过对刘殿爵译

本的文本分析，既可以梳理出“天下”一词在中国古

代文化中所具有的独特意蕴，又有助于勾勒出译本

背后译者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作者具体的翻译策略，

更能有利于挖掘出影响刘殿爵作出这一翻译行为

背后的改写因素。

　　二　刘殿爵《道德经》译本中的“天下”译文

“天下”观念在中华民族的过往历史和精神生

活中位置极其重要，它既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

提供了普世价值的借鉴，也为中华民族个体的人生

奋斗目标提供了精神寄托。“天下”观念的出现在

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文化的影响，在它的形成中作为

国家面向的“儒家文化作用不可替代”。［４］２３３但是作

为个人面向的道家（教）文化在其中的型塑功能也

不可忽视。在《道德经》传世本中“天”字共出现９２
次，“天下”一词共出现５９次。《说文解字》释义：
“天者。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天下”一词

的意义都是从“天”字衍生出来的，比如“身为天

下”，“抱一为天下式”等等。《诗·小雅·北山》所

载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为“天下”的起源。

自古及今“天下”观念“是中华帝国两千多年来治

理国家和理解自己的关键”，［５］２９因此“天下”一词

的翻译在译本中的地位特别重要，通过分析该词的

翻译我们能形塑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剖解出背后的

改写因素。

周朝创生的新天道观，历经春秋战国诸子的发

展与融合，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这个

体系里面的“天”“既不是自然的或者说物理的天，

也不只是具有超凡法力、对人间能作威作福的天神

及其居所”。［６］１１５相应地“天下”一词在在现代汉语

词典中一般也只会涵盖以下几种定义：１．古时多指
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史记·五帝本纪》：“天

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

未尝宁居。”《东周列国志》第一百零八回：“时六国

悉并于秦，天下一统。”２．人世间，社会上；３．全世
界，所有的人；４．国家或国家的统治权；５．自然
界，天地间。在《道德经》传世本中“天下”一词涉

及第一、第三和第四种释义。《道德经》所提倡的道

德论断基本上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涉及具体的层

面，第二层涉及抽象的层面。所以《道德经》的以

德、道治天下，既涵盖当时的战乱诸国之治，又构建

了一种更宏大的愿望即“所有的人”大治。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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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殿爵译本中，天下也只有两种翻译，第一种被译

为“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共有 ４１次，第二种被译为“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共有１８次。

（一）“天下”译为“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
《道德经》原名为《老子“五千言”》、《老子》，

“其时间可上溯至战国中早期”，“《老子》明确分

章也才始于西汉末年”，［７］３３再者，历史上周天子分

封天下，各诸侯、士、大夫等均有封地，被称为一个

一个的小国，所以刘殿爵用“ｅｍｐｉｒｅ”一词来翻译
“天下”一词，具体指向被《老子》所推崇的圣人所

统治的区域和世人再恰当不过了。英文中“ｅｍ
ｐｉｒｅ”一词是通过逆构词（ｂａｃｋ－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方式
由拉丁语ｉｍｐｅｒａｒｅ或 ｉｍｐｅｒｉｕｍ衍生出来的，在《牛
津高阶现代双语词典》（第七版）中共有两种释义：

１．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

ｏｎｅｒｕｌｅｒ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帝国）；２．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ｏｎｅｐｅｒｓｏｎｏｒｃｏｍ
ｐａｎｙ（大企业，企业集团）。两种释义中前者更具有
古代历史中的意义，刘殿爵所理解的“天下”存在于

这种释义中，具体意义为老子这个人身边被王侯统

治的国家与国人。他既未使用“ｋｉｎｇｄｏｍ”一词，因
为“ｋｉｎｇｄｏｍ”指的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国家形态；也
未使用“ｓｔａｔｅ”一词，因为“ｓｔａｔｅ”是指占有领土的主
权国家，强调由政治团体组成的国家或者联邦，它

是一种现代国家组织形式；更未使用“ｕｎｄｅｒＨｅａｖ
ｅｎ”一词，因为“ｕｎｄｅｒＨｅａｖｅｎ”直接指涉的是至高
无上的神，宗教意味太强。“ｅｍｐｉｒｅ”一词既有世俗
的意味，又沾染有宗教的色彩，所以 ｅｍｐｉｒｅ一词更
符合《老子》的多义指称，译例如下：

原文 译文（仅选几例）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３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

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Ｈｅｎｃｅｈｅｗｈｏｖａｌｕｅｓｈｉｓｂｏｄ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ｄｏｍｉｎ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ｃａｎｂｅ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

Ｈｅｗｈｏｌｏｖｅｓｈｉｓｂｏｄ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ｄｏｍｉｎ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ｃａｎｂｅ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ｃｕｓｔｏｄｙｏｆ

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２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ａｇｅｅｍｂｒａｃｅｓｔｈｅＯｎｅａｎｄｉｓ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６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

天下？

“Ｈｏｗ，ｔｈｅｎ，ｓｈｏｕｌｄａｒｕｌｅｒｏｆ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ｉｏｔｓ

Ｍａｋ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ｈｉｓｏｗｎｐｅｒｓ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ｙ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８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

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

婴儿。

“Ｋｎｏｗｔｈｅｍａｌｅ

Ｂｕｔｋｅｅｐｔｏ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ｂｅａｒａｖｉｎｅｔｏ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

Ｉｆｙｏｕａｒｅａｒａｖｉｎｅｔｏ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ｉｒｔｕｅｗｉｌｌｎｏｔｄｅｓｅｒｔｙｏｕ

Ａｎｄｙｏｕｗｉｌｌａｇａｉｎ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ｂｅｉｎｇａｂａｂｅ．”［８］

　　（二）“天下”译为“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相对于用“ｅｍｐｉｒｅ”一词来指代被统治国、被统

治区域，“ｗｏｒｌｄ”的意义范围会表现得更为宽泛，它
既可以泛指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也可以泛称我们世

人。“Ｗｏｒｌｄ”一词的多种意义是通过古英语词汇
“ｗｏｒｕｌｄ，ｗｏｒｏｌｄ”，古撒克逊语词汇“ｗｅｒｏｌｄ”，古弗
里斯语词汇“ｗａｒｌｄ”，荷兰语词汇“ｗｅｒｅｌｄ”，古诺尔
斯语词汇“ｖｅｒｏｌｄ”，古高地德语词汇“ｗｅｒａｌｔ”，德语
词汇“Ｗｅｌｔ”和原始日耳曼语“ｗｅｒ（ｍａｎ）＋ａｌｄ
（ａｇｅ）”词义的叠加与整合形成的。在《牛津高阶现
代双语词典》（第七版）中目前共有九种释义：１．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ｗｉｔｈａｌｌｉｔ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世界，地球，天下）；２．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ａｒｔｏｆ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ｔｈａｔｐｅｒｉ
ｏｄ（某地域的人类社会，世界）；３．ａｐｌａｎｅｔｌｉｋｅ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星球，天体）；４．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ｔｈｉｎｇ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ｇｒｏｕｐｏ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ｊｏｂ，ｅｔｃ（按性质划分的类，界别，界）；５．ｅｖｅ
ｒｙ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ｅｘｉｓｔｓｏｆ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ｋｉｎｄ；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ｋｉｎｄｏｆｌｉｆｅｏｒ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某领域的一切事物，自然
界）；６．ａｐｅｒｓｏ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ｆｒｉｅｎ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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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ｅｔｃ（生活环境，阅历，生活圈子）；７．ｏｕ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ｙｐｅｏｐｌｅｌｉｖｅ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ｅ（社会，世
情，世故，世人）；８．ａｗａｙｏｆｌｉｆｅｗｈｅｒ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ｓｐｉｒ
ｉ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ｍｏｎｋｓａｎｄｎｕｎｓｒｅｎｏｕ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尘
世，世俗，世实，世情）；９．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ｅｘｉｓｔ
ｅｎｃｅ（人世，今世，来世）。

在刘殿爵译本里采取的是第一种、第二种和第

七种释义，这三种释义扩充了具体指称意义的范

围，它的指向大于“ｅｍｐｉｒｅ”，指称《老子》作者想象
中的世界及生活其中的世人。儒家思想有言“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说，《老子》亦有言：修之

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

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

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

以天下观天下。刘殿爵译例如下：

原文 译文（仅选几例）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ａｓ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ｙｅｔｔｈｉｓｉ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ｕｇｌｙ；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ｔｈｅｇｏｏｄａｓｔｈｅｇｏｏｄ，ｙｅｔｔｈｉｓｉ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ｂａｄ．”［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２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

莫能臣。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

江海。

“Ｔｈｅｗａｙｉｓｆｏｒｅｖｅｒｎａｍｅｌｅｓ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ｕｎｃａｒｖｅｄｂｌｏｃｋｉｓｓｍａｌｌ

Ｎｏ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ｄａｒｅｃｌａｉｍｉｔｓ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Ｔｈｅｗａｙｉｓ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ｓｔｈｅ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ａｒｅｔｏｒｉｖｕｌｅｔ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ｓ．”［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４０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

于无。

“Ｔｈｅｍｙｒｉａｄ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ｒｅｂｏｒｎｆｒｏｍ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ｆｒｏｍＮｏｔｈｉｎｇ．”［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５２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ａｄａ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ｔｈｉｓ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ｃ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６１　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

天下之牝。

“Ａｌａｒｇｅｓｔａｔｅｉ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ａ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ｗｈｅｒｅａｌｌ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ｕｎｉｔｅ．”［８］

　　三　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与改
写因素

　　在古代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国家观念存
在，有的仅仅是天下观，所以刘殿爵在《道德经》译

本中用“ｅｍｐｉｒｅ”和“ｗｏｒｌｄ”来指代“天下”一词。这
既与刘殿爵本人的翻译策略紧密相关，又与一些隐

形的改写因素密不可分。

（一）刘殿爵英译本的翻译策略

在刘殿爵看来，“自从语和文分了家以后，所有

写文章的人都是在做翻译”。［９］２２７但是西方汉学对

中国传统的贡献与中国思想家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两方面都交了白卷”，但是为了进行良好的文化沟

通，“就思想的介绍而言，自然科学不需要移植，哲

学则往往需要移植”，［９］２２７因此刘殿爵以平衡的策

略在中英文及其文化中游走，他的“移植”即为掌握

好归化与异化策略之间关系的平衡。

翻译理论家 Ｖｅｎｕｔｉ１９９５年提出了归化（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和异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两类翻译策
略。Ｖｅｎｕｔｉ为归化主导了英美的翻译界这种现象
痛心，因为这种策略“根据种族主义中心思想，迫使

外语文本符合（英美）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１１］２０

这种策略要求翻译必须以透明流畅和隐形的方式

进行，把译文的异质性元素降低到最少，但是这又

通常以隐匿的方式进行。刘殿爵译本中处处体现

了归化的因素，比如结构和句法上向英语靠齐、通

过增加信息适应英语辞格表达等等。比如第２７章
原句为“善闭者无关钥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绳约

而不可解也”，刘译本为：Ｏｎｅｗｈｏｉｓｇｏｏｄａｔｓｈｕｔｔｉｎｇ
ｕｓｅｓｎｅｉｔｈｅｒｂｏｌｔｎｏｒｌｏｃｋｙｅｔｗｈａｔｈｅｈａｓｓｈｕｔ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ｏｐｅｎｅｄ；Ｏｎｅｗｈｏｉｓｇｏｏｄａｔｔｙｉｎｇｕｓｅｓｎｏｃｏｒｄｓｙｅｔ
ｗｈａｔｈｅｈａｓｔｉｅｄ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ｕｎｄｏｎｅ．在这里，善闭者和
善结者都被译为符合英语习惯的定语结构，而对偶

也为了适应英语句式通过填补信息的方式达到了

形似。这种现象特别多，比如第二章、第七章、第十

一章等等中类似译文比比皆是。另外在英文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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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选择上，刘殿爵更是煞费苦心，上文中提到的

４１个“ｅｍｐｉｒｅ”和１８个“ｗｏｒｌｄ”即为明证。所谓的
异化，在Ｖｅｎｕｔｉ看来，它要求选择一种外语文本，并
采用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翻译方法。这种

策略需要作者“按兵不动”，读者必须主动接近作

者，对抵制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暴力极为有效，因

为这种外围不流畅疏远的翻译风格凸显了原文的

异质性身份，保护其不受译入语文化的控制，彰显

译者的存在。这种翻译法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

与语篇规范，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

的文体，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

中的古词语，令人欣慰的是，“采用异化法的译者一

般都态度鲜明，而不是隐隐匿匿”。［１１］３４在刘殿爵译

本中，题目为“ＬａｏＴｚｕ：ＴｈｅＴａｏＴｅＣｈｉｎｇ”，虽然形
式上是英文，但仍只是汉语的拼音读法。在某种程

度上保留了异质性成分。至于文中第四十一章中

的“建言有之”被直译为“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ｈｉｅｎｙｅｎｈａｓ
ｉｔ”，另外第四十二章中的阴阳皆为汉语拼音“Ｙｉｎ”
和“Ｙａｎｇ”。此外由于《道德经》多为三言、四言韵
句，处处充满排比对偶，为保持原文的形式与韵律

美，刘殿爵让英语屈从了汉语古文的形式，这也使

得《道德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典籍文本保留了

自己的异域文化特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许多英国学者拿Ｖｉｃｔｏｒ
Ｈ．Ｍａｉｒ的译本与刘殿爵译本进行对比，经过长时
间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两个特点让刘殿爵

译本更突出，其一是“他们感觉刘殿爵译本的翻译

价值在于他不像是一个真正的道教徒”。［２］２４其二是

刘先生“对盎格鲁撒克逊英语词汇有着不寻常的偏

好，更能进入具体的语言之内（“ａ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ｉｔｈｉｎ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语言在语言”。这一特点“使
该译本超越了英国学术散文的清晰与理智与北美

对应表达的有时大胆，有时迟钝随心所欲模式的文

体差异”。［２］２５很明显这两个特征即为刘殿爵为平衡

异化和规化策略所做出努力的结果。

（二）刘殿爵译本的幕后改写因素

为什么刘殿爵译本要对“天下”一词进行如上

的翻译？为什么刘殿爵要采取如上的翻译策略？

这些都由背后的操控因素决定的。

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认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本的
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意图如何都反映了特

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１１］７改写之后与源头的

各种信息都会有出入，这些变化，“有些具有个人诗

学特征，一些从属于意识形态层次，一些则落入了

赞助人的领域”。［１０］６毫无例外，刘殿爵《道德经》英

译本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受到赞助人系统

和诗学的操控。

所谓意识形态（ｉｄｅｏｌｏｇｙ），是与一定社会的经
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

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

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

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

治关系的反映。它涵盖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所谓

的“社会”层面即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一层面是个

人层面，即被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刘殿爵译本中

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体现在刘殿爵对原本

版本的选择上。虽然当时企鹅出版社给他推荐了

缅甸语本《道德经》但是他并不接受，同时虽然当时

已有王弼本、景龙本等版本，但是刘殿爵只选取了

传世本。对于从缅甸语或者是拉丁法德语等语言

翻译为英语，那是绕道之旅，既体现了英语国家强

势文化的优越感，也同时显示了“他们”对《道德

经》的无知。虽然当时刘殿爵居住在英国，但是当

时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凸显中华文化的魅力，解

除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封锁，因此，出于文化交流

的需要，刘殿爵只能选取传世本进行翻译。同时为

了保证与英语读者对话的顺利进行刘殿爵常常有

意识的运用周边文本信息操纵他们的接受取向，比

如对序言的细致勾勒、注释的标注以及标题的

选择。

所谓赞助人（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主要是指“能够促进
或者是阻碍文学文本阅读、写作和改写的权力

体”，［１０］１５它们的代表通常是政府（党）、科研机构、

出版商和大众传媒机构等组织或其中的个人。在

刘殿爵《道德经》英文版本的翻译整个过程中，企鹅

出版社（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的地位异常重要。首先，是
企鹅出版社促使刘殿爵对《道德经》进行翻译，翻译

之后，又由其出版发行，之后刘殿爵花七年时间翻

译出的《孟子》英文版，以及花近十年时间翻译出的

《论语》英文版，也都由企鹅图书出版。创立于

１９３５年的企鹅出版集团（后被朗文集团买下），是
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主流出版商，其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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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的版式、纯正的色彩以及对平装书无限潜力的运

用迄今很大程度上引领着大众的阅读市场，更重要

的是它的“保护出版自由”理念也使得刘殿爵《道

德经》英文版本受益良多。再加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英美世界复杂文化运动的高潮迭起以及《道德经》

文本本身的多义性，刘殿爵《道德经》英文版本愈来

愈备受推崇。

所谓诗学（Ｐｏｅｔｉｃ），主要是指“在特定社会里文
学应该是什么、可以成为什么的这一特定的（主导）

观念”。［１０］２６它包含两个要件：其一是一张文学技

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清单；另

一个是关于文学在一个社会体系里如何存在的观

念。诗学方面的改写，在刘殿爵译本里最明显的

就是对《道德经》进行归化与异化的平衡。虽然他

要使译本在语言上接近英语语言表达，但是在一些

他认为不可译的部分里要加入中国特色的元素。

《道德经》应该是什么？是诗歌还是散文？是闲言

碎语还是经文？这些问题都要在刘殿爵的脑海里

过滤。经过思索精美的语言和深邃的思想成为他

对《道德经》的定位：《老子》是被翻译得最频繁的

中国典籍，但遗憾的是，许多译者没有使读者意识

到中国思想的博大和语言的美，只是满足了一些人

了解东方玄秘思想的需求。因此，“直至１９６３年，
刘殿爵《道德经》译本才让英美读者感受到中国典

籍的文体之美。”［１１］３４０而企鹅公司给它的评价是

“语言明晰，诗意盎然”。

作为国人翻译《道德经》的第五个英文译本

（胡子霖，１９３６；初大告，１９３７；林语堂，１９４８；陈荣
捷，１９６３），刘殿爵翻译成《道德经》英文版时，西方
刚好兴起嬉皮文化，因此《道德经》提倡“道法自

然”的思想正好透过他的译作进一步向西方传播。

“天下”作为构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词，通过对

“天下”一词译文的梳理既能凸显出道家（教）思想

对“天下”观念的构建功效，同时也能初步勾勒出刘

殿爵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幕后的改写因素。只不过

遗憾的是，老子这个人已死，《道德经》的语言与现

代不同，离现在有两千多年，刘殿爵已死，当时的英

语与现代不同，离现在也已有５０多年，因此我们只
能尝试梳理我们古人作出的努力以及现代人为向

全球传递他们的文化观念所做的努力。更何况，

１９８２年出版了出了帛书本刘殿爵《道德经》英译
本，而且在他之后又有十多人进行了英译如冯家福

（富）（ＦｅｎｇＧｉａ－ｆｕ）、陈鼓应、汪榕培、任继愈、王
柯平、许渊冲、顾丹柯、汉佳、辜正坤、马德五、陈路

林、陈乃扬等，因此对这些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挖

掘势必成为未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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