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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 2020年先秦两汉典籍英译本——出版趋势和质量保证 
傅君恺（Carl Gene Fordham）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 
 

先秦两汉文献是中国作为世界上 古老的连续文明之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年至 2020年，史无前例数量的先秦两汉典籍英译本先后出版，涉及哲学、军事、
历史、医学、出土文献等类典籍。本文收集这些译本，确定其价值、出版方式和 常

译的文献类型。笔者还分析该时期容易被忽略或未经翻译的典籍，并探讨这些译本的

翻译目的、文献依据、结构特征、阐释方法和关键词译法。 后，本文附录列出 2010
年至 2020年时出版的先秦两汉典籍英译本，方便研究者找到该时期的典籍英译本的出
版信息。 
 
关键词：中国典籍、汉英翻译、典籍翻译、出版趋势、质量保证 
 
 
一、引言 
 

2010 年至 2020 年，中国典籍翻译领域见证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在此期间之内，

世界上已出版了 100 多部先秦两汉2典籍英译本。本文旨在回顾这些译本的出版趋势，

以及考察如何保证中国典籍翻译项目的总体质量，以期协助典籍译者创作出优质的中

国典籍译本，以及让他们能够了解到中国典籍翻译这一国际领域的现状。 
 
（一） 该调查所收集的译本 
 

仅先秦两汉英译本3，笔者就收集了 145部已出版的译本，包括 24部首次英文全
译本4，详细如下： 

• 哲学类典籍译本，包括《焦氏易林》、《尸子》、《鹖冠子》和《尹文子》。 
• 历史类典籍译本，包括《春秋三传5》、《晏子春秋》、《越绝书》和《烈女

传》。 
• 政治哲学类典籍译本，包括《淮南子》、《新语》、《春秋繁露》和《法言》。 
• 医学类典籍译本，包括《金匮要略》和《神农本草经》。 
• 出土文献类译本，包括《郭店楚简》、《清华简》、《殷墟甲骨》、《岳麓秦
简》和《张家山汉简》。 

 
1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典籍翻译作为翻译成果。有关“典籍翻译”作为过程以及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请参
阅 Fordham 2020。 
2 该时期涵盖了直到公元 220 年汉朝灭亡之前的中国古代历史。在西方学术界中，它又称为“中国古代
早期”（Early China）。 
3 汉后典籍英文翻译本也在不断地被发表，如佛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为了简洁起见，本
文只考察以图书形式（单行本）发表的中国先秦两汉典籍英译本，不收集期刊文章或选集。有关西文出

版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几乎所有材料的清单，请参阅Goldin（2020）的详细书目，其最新更新时间是 2020
年 6月 10日。 
4 “首次英文全译本”。这个词并不完全排除在某个地区已经出版过完整的英文翻译的可能性。对于任
何可能的遗漏，笔者提前致歉。 
5 即《春秋左氏传》（《左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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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类典籍译本《考工记》。 
 

该目录还包括 121部新英译本，包括以下典籍的多版本译本： 
 

• 哲学类典籍，如《论语》、《孟子》、《易经》（《周易》）、《周易参同
契》、《老子道德经》、《庄子》和《墨子》。 

• 军事类典籍，如《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 
• 历史类典籍，如《尚书》，以及《史记》和《汉书》节译本。 
• 政治哲学类典籍，如《商君书》和《鬼谷子》。 
• 医学类典籍《黄帝内经灵枢》。 
• 文学类典籍《诗经》全译本和节译本。 
 
以及以下典籍的唯一译本： 

 
• 哲学类典籍，包括《大学》《中庸》合译本、《荀子》、《礼记》、《皇庭
经》、《列子》和《慎子逸文》。 

• 军事类典籍，包括《武经七书6》和《淮南子兵略训》。 
• 历史类典籍，包括《国语》节译本7和《逸周书》。 
• 政治哲学类典籍，包括《吕氏春秋》和《管子》节译本。 
• 医学类典籍，包括《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和《伤寒论》。 
• 文学类典籍，包括《楚辞》《离骚》各部译本和《山海经》。 

 
若想详细了解这些译本的出版信息，请见附录《A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xts from the Pre-Qin through Han Period, 2010–2020》。 
 
 
二、中国典籍翻译的出版趋势 
 

有了这些丰富的书目数据，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这些翻译的重要性、出版方式

和 常见的主题，以及任何可能被学者忽略甚至完全未被翻译的典籍。 
 
（一） 译本的价值 
 

回顾这些 145部 2010年至 2020年出版的先秦两汉典籍英译本，显然新英译本占
多数（121 部出版物，或 83%），而首次英文全译本占少数（24 部出版物，或 17%）。
如下图 1很直观地显示了两者的比例： 
 

 
6 其实，《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丛书，但是因为它包含几部先秦两汉重要的军事类典
籍，所以笔者就将其包括在这项研究中。有关本研究所收集的这些典籍的英译本详细，请见附录中的

《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刘涛》等各项。 
7 注：我们也正在等待艾瑞克·亨利（Eric Henry）即将出版的《国语》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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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0年至 2020年先秦两汉典籍英译本的价值 

这证明了两个事实。首先，译者愿意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已有译本的典籍基础

上创作出新的翻译。其次，随着典籍翻译领域的迅速发展，我们已经很少看到有先秦

两汉典籍缺乏现有的英译本。一旦我们回顾了先秦两汉早期典籍翻译的整个背景，这

一点将变得更加清晰。 
 
（二） 发表途径 
 
关于这些英译本的出版方式，该调查总结了 5大发表途径： 
 
一、 除中国内地之外的大学出版社（36部出版物，或 25%） 
二、 除中国内地之外的小型出版商（32部出版物，或 22%） 
三、 除中国内地之外的大型出版商（31部出版物，或 21%） 
四、 除中国内地之外的自行出版8（23部出版物，或 16%） 
五、 中国内地出版商（23部出版物，或 16%） 

 
请见图 2： 

 

 
8 本文没有对独立出版和自行出版进行严格的区分。此外，除了博客等平台之外，中国内地实际上没有
自行出版行业，因此这项研究无法收集此类的数据。 

新英译本
83%

⾸次英⽂全译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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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0年至 2020年先秦两汉典籍英译本的发表途径 

 该图显示，目前来看，绝大部分（84%）中国典籍英译本在中国内地之外出版
发表。虽然这个数目似乎令人吃惊，但值得一提的是，1995 年在《大中华文库》
（Baidu Baike 2020）落实之前，这个数目接近 100%。本文接下来会探讨这个题目。 
 

数据表明，学术和商业出版商仍然是典籍译本出版的领导者，占译本总量的

68％，或如果包括中国出版商，则占 84％。 然而，尽管传统的出版渠道取得了成功，
但近年来它们受到来自小型出版商和自行出版平台日益激烈的竞争。更为复杂的是，

小型或独立出版商与自行出版者之间的界线并非十分明确，因为作者通常会建立自己

的小型出版社来出版自己和同行的译本。 
 
 独立出版平台让翻译者可以以很低的价格或几乎没有成本的方式来发表自己的

译本，通常也包括电子出版这一途径，因此也比较容易被普通读者获取。此外，一些

自行出版平台允许作者对现有出版物进行编辑，比如独立学者克里斯托弗·盖特
（Christopher Gait）在发表《焦氏易林》英译本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功能（Gait 2016: 
Conventions）。由此可见，这种出版方式特别适合典籍翻译——中国古典文献经常因
学术界的阐释变动而更新。 
 

关于自行出版典籍译本的质量、其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及其如何影响到

典籍的整体出版状况，学术界较少关注。尽管目前来看独立发表的出版物仅占典籍英

译本的 16％，但如果考虑到汉后典籍英译本，这一数字可能会更高。 
 
（三） 出版系列的角色 
 

关于典籍翻译的传播，在此值得指出四大典籍译本系列，这些系列一直发表出

大量的优质译本，详细如下： 
 

除中国内地之外的
⼤学出版社
25%

除中国内地之外的
⼩型出版商
22%除中国内地之外的

⼤型出版商
21%

除中国内地之外的⾃
⾏出版
16%

中国内地出版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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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亚洲经典译著”（Translations from the Asian 
Classics）系列，如苏古柏（Gopal Sukhu）2017年《楚辞》英译本和尤锐
（Yuri Pines）2017年《商君书》英译本。 

二、 华盛顿大学“中国思想经典”（Classics of Chinese Thought）系列，如杜
润德（Stephen Durrant）等 2016 年《左传》英译本和戴梅可（Michael 
Nylan）2013年《法言》英译本。 

三、 博睿学术出版社“莱顿中国学”（Sinica Leidensia）系列，如米欧敏
（Olivia Milburn）2016年《晏子春秋》英译本和劳武利（Ulrich Lau）等
2016年《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英译本。 

四、 “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系列，如金安平（Annping Chin）2014年
《论语》英译本和彭马田（Martin Palmer）2014年《尚书》英译本。 

 
这四大系列是在向国际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以及其他国家传统文化方面取得

的巨大成就。其他系列丛书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包括“普林斯顿亚洲译著丛书”

（Princeton Library of Asian Translations）、“纽约州立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SUNY Se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和“香巴拉龙版本”（Shambhala 
Dragon Editions）。除此之外，还有牛津大学即将推出的“徐唐中国古典文学文库9”

（Hsu-Tang Libra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Denecke 2019），旨在发表中国古
代早期至 1911年古典文献的英文译本。 
 
（四） 译本主题 
 
关于该调查所收集的译本，相关数据的初步分析表明，译本主题有： 

 
• 哲学类 76部（52%） 
• 军事类 17部（12%） 
• 历史类 17部（12%） 
• 政治哲学类 11部（7%） 
• 医学类 9部（6%） 
• 文学类 7部（5%） 
• 出土文献类 7部（5%） 
• 科技类 1部（1%） 

 
图 3显示这些数据的比例分布：  

 

 
9 这是非官⽅方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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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0年至 2020年先秦两汉典籍英译本的主题 

这些类别仅供参考，旨在提供大致印象。实际上，很多中国古典文献难以按照

西方文学类别（文、史、哲等）进行分类。例如，用“政治哲学”这个词来形容《春秋
繁露》、《法言》、《鬼谷子》、《淮南子》、《新语》等文献只是一种暂定的标签

而已；《山海经》可以当做文学作品，又可以当做古代传说和地理的重要资料；虽然

《诗经》属于文学类，但是因为汉代以后它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所以它又属于哲学

类；诸如此类在此不再一一列举。无论如何，这些数据多少有些体现先秦两汉典籍的

性质和特色，以及读者的需求和译者的偏好。 
 
 该调查表明， 常见的典籍译本有《老子道德经》（共有 20部英译本）、《论
语》（17部）、《易经》（12部）、《孙子兵法》（10部）和《庄子》（6部）。为
了达到本研究的目的，这些作品被归类为哲学作品，而且，出版商确实经常以哲学的

名义“包装”并发表此类作品。显然，由于中国哲学类典籍在数量上远多于其它典籍

类别，由此导致该类的译本数量也大于其他类别的典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典

籍为海外读者提供的 大的价值是它们作为灌输智慧的载体。 
 
 就篇幅而言，历史类典籍通常长于哲学类典籍10——《国语》共有 7 万多字，
《战国策》有近 19万字，《史记》有 50多万字，《汉书》有 80多万字。到目前为止，
只有《左传》和《战国策》有英文全译本。就《二十四史》而言，其中一部也没有英

文全译本。有幸的是，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主编的《史记》英文全译
本系列还在进行中（Nienhauser 2010, 2016, 2019）。 
 

对于中国出土文献英译，大部分还是以期刊文章或选集的形式来出版，能出书

的翻译比较少。例如米欧敏（Olivia Milburn）（2010-2011）和史达（Thies Staack）
（2010）分别在期刊上发表了《张家山汉简盖庐》和《孔子诗论》英文译注版，又如
陈力强（Charles Sanft）（2008）发表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英文翻译。由于本研

 
10 《吕氏春秋》篇幅 20多万字，属于重要的例外。 

哲学类
52%

军事类
12%

历史类
12%

政治哲学类
7%

医学类
6%

⽂学类
5%

出⼟⽂献类
5%

科技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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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收集以这种形式发表的翻译，读者可以参考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2019）发表的一部关于在西方学术界发表的中国出土文献研究的专著11。 
 
 后有必要讨论“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就先秦两汉文献而言，现代读
者很难找到一部能满足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概念，如诗歌（poetry）或小说（novel）。
如果该调查可以扩充到汉后形成的文献，如中国“四大名著”，那我们所谓的“文学

类”典籍译本会占更大的比例。可是，基本上先秦两汉任何文献都可以当做广义的

“文学”作品，因为它们都是以专门题目而写的、有持久价值的著作，也都在数千年

的传播中幸存下来，以供当代读者阅读。 
 
（五） 受到忽略或未被翻译的典籍 
 

2010年至 2020年，虽然几乎所有中国先秦两汉重要文献都至少有一次被翻译成
英文，但是仍然有十个显著的例外值得一提： 
 
一. 《竹书纪年》 
二. 《孝经》 
三. 《韩非子》 
四. 《战国策》 
五. 《仪礼》 
六. 《周礼》 
七. 《孔子家语12》 
八. 《乐记》 
九. 《管子13》 
十. 《逸周书14》 

 
我们先简单介绍这十大例外典籍的翻译史。1865 年，著名传教士和汉学家理雅

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出版了一部《竹书纪年》英译本，但是它有其局限性
15。后来，理雅各还发表了一部《孝经》英译本（1879）16。在 20 世纪，《韩非子》、
《战国策》、《仪礼》和《管子》英译本分别被廖文魁（W. K. Liao）（1939）、柯润
璞（James Irving Crump, Jr.）（1970）、约翰·斯蒂尔（John Steele）（1917）和李克
（W. Allyn Rickett）（1998）17发表。可是，直到今天，《周礼》、《孔子家语》和

《乐记18》都没有被翻译成全英文单行本。此外，近年发表的《管子》（Reid 2017）
和《逸周书》（McNeal 2012）英文翻译，只不过是节译本。 
 

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先秦两汉文献经常被忽略，但仍然值得回顾。截至 2020年
7月，作者统计了 18篇文本似乎从未完整地以书本形式翻译成英文： 
 

 
11 或见上述的详细书目（Goldin 2020）。 
12 艾利克斯·麦克劳德（Alexus McLeod）计划出版《孔子家喻》首次英文全译本。 
13 中医师兼译者丹·里德（Dan G. Reid）发表过《管子》英文节译本（2017），但它仅涵盖《白心》、
《心术》和《内业》三篇章。 
14 罗斌（Robin McNeal）（2012）出版过《逸周书》英文节译本，但它仅涵盖有关军事的篇章。 
15 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指出它里面的一些年代测定是不准确的（Nivison 1993）。 
16  随后还会发表许多其他的英文全译单行本，如伊万·陈（Chen 1908）、玛丽·利利亚·马克拉
（Makra 1961）和安乐哲（Ames 2009）英译本。 
17 或见更新的《管子》英译本（Zhai 2005）。  
18 只有以期刊文章形式出版的英文翻译（Scot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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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越春秋》 
二. 《列仙传》 
三. 《风俗通义》 
四. 《申子》（《申不害》） 
五. 《白虎通德论》 
六. 《潜夫论》 
七. 《穆天子传》 
八. 《新书》 
九. 《新序》 
十. 《独断》 
十一. 《蔡中郎集》 
十二. 《汉纪》 
十三. 《忠经19》 
十四. 《东观汉记》 
十五. 《文始真经》 
十六. 《吴子》（《吴起兵法》） 
十七. 《邓析子》 
十八. 《说苑20》 

 
当然，其中一些文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是有原因的。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存

在可供参考的节译版；在另一些情况下，文献原文的某些内容丢失、损坏或碎片化，

或者说，学者或读者对某些文献没有兴趣。 
 
 另外，没有任何翻译可以说是真正的“完整”或“完美”。旧的翻译容易过时，

随着新文本被发现或有新的研究成果发布，就越来越有必要出新的翻译。更令人担忧

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旧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难以阅读。考虑到这些问题，笔者提供

了另外十三部典籍，这些典籍虽然先前已被翻译成英文，但是现在值得重新审视了： 
 

一. 《孔丛子》（Ariel 1989） 
二. 《中论》（Makeham 2002） 
三. 《新论》（Pokora 1975） 
四. 《公孙龙子》（Perleberg 1952） 
五. 《文子》（Cleary 1992） 
六. 《盐铁论》（Gale 1931） 
七. 《韩诗外传》（Hightower 1952） 
八. 《太玄经》（Nylan 1993） 
九. 《九章算术》（Shen 1999） 
十. 《周髀算经》（Cullen 1996） 
十一. 《筭数书》（Cullen 2004） 
十二. 《申鉴》（Ch’en 1980） 
十三. 《论衡》（Forke 1907, 1962）21 

 

 
19 注：《忠经》属于汉代还是宋代作品，学者们还没有达成共识。 
20 预计艾瑞克·亨利（Eric Henry）将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发表《说苑》首次英文全译本。 
21 又注：我们正在等待戴梅可（Michael Nylan）即将出版的《论衡》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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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关于《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先秦两汉字书，

尽管它们是极为重要的文献，但尚未出版英译本。这可能是因为它们不适合翻译，至

少不太可能发表全译本。但是，似乎没有学者以书本形式发表过这些典籍的节译本，

类似的例子如 1984 年比利时传教士和汉学家司礼义（Paul Leo-Mary Serruys，1912-
1999 年）发表的一篇《说文解字》部首英文翻译的文章。此类的入门书可能会在古代
汉语学生中找到市场。 
 
 
三、中国典籍译本的质量保证 
 

在对收集的译本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五个方面可以对典籍翻译的质

量保证进行初步讨论及加以考察。这五个方面是：译本的目的、译者的文献依据、译

本的结构特征、译者的阐释方法，以及关键词的处理方法。现在我们就谈一谈中国古

典文献的优质英译本是如何照顾到这五个方面的了。 
 
（一） 译本目的 
 
 总的来说，中国典籍译者——或翻译团队——在开始翻译前就已经弄清楚翻译
的具体目的22。例如，桂思卓（Sarah A. Queen）与马绛（John S. Major）《春秋繁露》
首次英文全译本（2016）的目的既明确又精确：即创作一部完整的、准确的、较可读
的英译本。译者也表示，他们希望能够保留原文的韵律和修辞特征，并且从宏观和微

观的角度考虑到典籍的整体结构和组织（30）。笔者认为，这一框架可以当做典籍译
者的基本出发点。 
 
 新出土的文献或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影响到典籍译者的目的。例如，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在他创作的《易经》英译本（2014）中显示，他的目的是介
绍与文本有关的 近发现的考古证据（xix）。又如米欧敏（Olivia Milburn）《晏子春
秋》开拓性英译本旨在利用 新的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的分析来证明译者所选择的文

本并非伪造（2016: xxii）。 
 
 意向读者也可以当做翻译功能的一部分。例如，何艾克（Eric L. Hutton）
（2016）在他创作的《荀子》英译本中表示：“与任何翻译一样，我一直非常关注准
确性，但是由于我的目标读者是本科生，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荀子》的写作风

格十分高深，我试图在译文中体现这个特色。但是，为了让译本可供本科生使用，我

还尽力使它易于阅读。这样一来，现代读者一方面会觉得译文读起来比较高雅，另一

方面不会嫌它死板”（Introduction）。 
 
 经过这一粗略的考察，很明显，典籍翻译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语言相关的目

的，有文本相关的目的，又有受众相关的目的。无论如何，译者有责任公开声明自己

的目的，并尽力创作一部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译著。 
 
（二） 译本的文献依据 
 
 在《先秦两汉典籍——参考文献指南》（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 
Guide）中，许多学者指出，如果典籍译者对文献学相关事宜不够严谨，则很容易降低

 
22 笔者意识到，“目的”在翻译研究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术语，在此仅因缺乏更好的词而被使用，读者
也可以考虑用“功能”、“目标”等词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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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的质量和实用性。例如，已故的荷兰汉学家何四维（A. F. P. Hulsewé）（1993）
将华兹生（Burton Watson）《史记》英文节译本描述为“一部可读性强的译本，但缺
乏详细注释，又没有评论资料”（410）。对于德效骞（Homer H. Dubs）1928 年的
《荀子》英译本，剑桥大学名誉中国学讲师鲁惟一（Michael Loewe）（1993）表示：
“注释很少，它们涉及到专门术语和名称，未谈论到校勘相关的问题”（187）。这两
个评论反映了一个经常发生在典籍译者身上的问题，即其译本的可读性较高，但因为

译者不愿意让读者了解到他的翻译是怎么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很难再现他们的阐释和

译法。 
 
 同样，巴雷特（Timothy H. Barrett）（1993）论证本尼迪克特 ·格林帕斯
（Benedykt Grynpas）在他创作的《列子》1961年法译本中“对《列子》的年代测定采
取一种过于保守的态度，并且以一个身份不明的重印本为翻译底本……更糟糕的是，
它被指控对文本进行了任意的重新排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依赖于戴遂良
（Léon Wieger）的过时法文翻译”（307）。因此，学者们希望能看到的是，译者至
少试图解决年代测定、文本结构、第二手资料等文献相关的常见问题。 
 
 本质上，评论资料的目的在于，考察原文的各种版本及其传播史，以及相关的

注疏和出土文献。这些资料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引申开来，典籍翻
译也应该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翻译的内容很少是一个人一次在一个地方写的一个文本，

而是一组文本或片段，这些文本或片段是由多个人以口头方式或书面形式传播的，其

过程可能跨越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 
 
（三） 译本的结构特点 
 

本节讨论中国典籍的实用性和必要性特征如何在译文结构中呈现。从序言开始，

对原文的形成过程、文本结构、年代测定、接收反响和传播历史都有详细的说明。译

者还提供译本内容的简要介绍，然后解释翻译的必要性、它的受众（如一般读者或专

业读者）、其文献依据（如传世本、出土文献、注疏等）、读者所需具备的历史知识

和典籍纵观历史的重要性和影响。 
 

接下来是翻译本身。在这一过程当中，文本结构和组织相关的问题都会出现。

一般来说，译者会选择至少一个版本——通常是传世本。可是，在 理想的情况下，

译者在进行翻译前会参考多种版本，并将其合成一个完整的原文文本。比较负责任的

译者会在译文中的某个地方说明该过程的步骤，否则可能会引起学者的批评。鲁惟一

（ Michael Loewe）（1993）在描述《盐铁论》的一部英译本时，感叹道：“恐怕（这
部译本译有）一些错误和不准确的译法。该书分为 42章，与原始文本的划分不符，又
不标注不同篇的翻译在（书中）何处。虽译者表示该书并非全译，却未向读者表明省

略之处在哪里。” 
 
 译文格式也至关重要。译者可以提供章节或段落编号，方便读者参考。在 理

想的情况下，译文会排在原文旁边，以便对照。当然，原译对照本的出版成本较高，

排版也很耗时间。但是，考虑到杜润德（Stephen Durrant）等（2016）翻译 18 万字
《左传》都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效果良好——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要求。 
 
 似乎所有的典籍译本都不可避免地要用脚注。脚注分为两种：一种解释原文中

的歧义之处，另一种说明文献相关的问题。译者 好要将两者分别作为脚注和尾注来

处理，这样读者不容易混为一谈，例如任博克（Brook Ziporyn）《庄子》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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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部分脚注也可以被括号中的备注所替代，例如尤锐（Yuri Pines）《商君书》
（2017）。 
 
 译本的附录也可以补充一些能够解读文本之意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可能会受读

者欢迎。例如： 
 

• 中国古代史年代表格 
• 历史地图 
• 原文所提及的文化、哲学或历史相关的关键词列表 
• 原文所提及的人物之列表 
• 地名表 
• 天文或日历相关的关键词列表 

 
当然，译本 后会附加参考文献， 好要包括各种各样的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例

如原文的各种版本、注疏、相关专著和期刊文章、其他西文译本23（或白话文本24，或

其他外文本）和工具书。 后，除中国内地之外的大型出版社在译本的末尾中加上索

引已经算是常见做法了。 
 
（四）译者的阐释方法 
 
 从根本上讲，所有翻译都是一种阐释。但是，笔者认为，在典籍翻译实践中，

我们应该将单词层面的翻译和文本的思想因素分开阐述。在本研究所收集的一些译本

中，有些附加的序文简单介绍了文本的篇章，并说明其历史和思想背景。 
 
 译者自己的阐释方法，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来源组成。例如，金安平（Annping 
Chin）在她所创作的《论语》英译本（2014）序文中，说明她的目的是“再现孔子所
说的一些歧义之处和深层之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金安平回顾了跨越几个世纪的

各种自相矛盾的阐释方法，而不是仅仅依靠 12世纪的朱熹思想。如果译者过度解释自
己对原文的了解，读者自己的了解过程容易受影响——金安平的开放式译法可以降低
这种风险。又如白光华（Charles Le Blanc）（1993）将莫安仁（Evan Morgan）1933年
《淮南子》英译本描述为：“被神学成见和过度意译所破坏的开拓性努力”（193）。 
 
 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将阐释性内容从译文中移至书中的独立的篇章，或者

将其移至完全不同的平台。例如，任博克（Brook A. Ziporyn）在他创作的《庄子》英
译本中，将“作为哲学家的庄子”（Zhuangzi as a Philosopher）这篇导读文上传到出版
社官网上，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到任博克自己对《庄子》的阐释（xxviii）。 
 
（五）译本如何处理关键词 
 
 译者该如何翻译原文中的关键词——即具有文化、历史或哲学意义的重点词语
——一直颇有争议。译者应该是模仿者，还是创新者？译者应该与现有的译法保持一

 
23 译者也可以说明他所参考的西文译本是如何被应用到译文中的，就像赫令喆（Eirik Lang Harris）在他
创作的《慎子逸文》（2016）英译本中一样。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侵权，而且还可以为读者澄清译本从现
有翻译中借用或创新的程度。 
24 目前，先秦两汉大部分文献都有白话文版出版，供普通读者和专家参考。不过，因为译者有可能在解
读经文时过度地受它们的影响，所以译者是否应该参考白话文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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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还是与其持有批判性的态度？译者该续用常见的、却带有瑕疵的译法，还是应该

为了准确性而坚持使用一套新译法，以期有一天这些译法能进入译入语的白话中？ 
 

中文“龙”字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虽然现在英文翻译一般会将其译成 dragon，
但曾经 loong这个译法是比较受欢迎的。当时，译者的想法是，因为中国人眼里的“龙”
与欧洲人眼里的 dragon差异很大，所以用 dragon这个词不准确，甚至会使人产生误解。 
 
 中文“儒”字是一个与本研究相关的例子。一般来说，译者将其译成 Confucian，
可是有些学者比较喜欢用 Ruist这个词。在汉学界中，越来越多学者，为了避免暗指所
有儒士都是孔子的信徒，喜欢将“儒”译成 ru、classicist或 literati。桂思卓（Sarah A. 
Queen）与马绛（John S. Major）在他们的《春秋繁露》英译本（2016）中，坚持使用
Confucian这个译法。他们指出：“现在有些学者认为用 Confucianism这个词来表示汉
朝儒家是不正确的。可是，换成新译法太迂腐了，也不一定会促进读者的了解；反之，

它可能会给读者带来困惑”（12）。他们推断英文 Confucian这个词是“一个宽广的、
有点宽松的（意义不确切的）术语，类似于 Christianity（基督教）或 Marxism（马克
思主义）”（13）。换句话说，一个合理的人不太可能会假定所有的基督教徒（或马
克思主义者）都有一模一样的看法，Confucian 也是这个道理。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必
要以“儒”字作出新译法。 
 
 又如古代注解、阐述经文的著作“传”。司马安（Anne Behnke Kinney）在她开
拓性的《烈女传》英译本序言（2014）中指出，取决于史料的目的，“传”的译法有
traditions、 transmissions、account、commentary 等。司马安又称，“传”通常译为
biography，但这个英文词容易与英文文学“传记”产生联想，而这个体裁的特色与中
文“传”有些出入。然而，虽然 biography这个译法具有一定的争议， 后司马安还是

选定它（xxxvi），正是像桂思卓与马绛对“儒”字的处理一样。 
 
 我们不可能在这篇简短的研究中解决文化和历史相关键词翻译的争议。典籍译

者从多种角度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翻译某部中国典籍之前，一

定要先考察其中各个关键词的翻译史。在 理想的情况下，译者在序言中详细阐述他

所采用的译法的理由，或在附录中加上关键词表，以及每个译法的浅谈。 
 
 
四、结束语 
 

2010年至 2020年可以说是中国典籍英译的黄金时期，确实很难想象 2020年代
会有更多的译本出版。尽管发表的译本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但这些译本的整体质量有

待探究，这也是一个超出本研究范围的问题。典籍翻译给学者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又让普通读者得以一览异时异地的文化。然而，这些译本属于一个不断进化的文本主

体——汉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翻译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时充分利用它们，并在

必要时发表评论。随着学术界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理解发生变化，译者会继续从事典籍

翻译，以期对已发表的译本进行改进。至于那些尚待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如果这个

领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那么将来可能会有一天几乎没有任何先秦两汉典籍

缺乏英文翻译了。与此同时，根据这项研究的结果，笔者希望译者们对中国典籍英译

本的出版途径和成功因素有所了解。 
 
 
  



 13 

参考文献 
（先秦两汉英译本书目请见附录） 
 
Ames, Roger T. and Henry Rosemont, Jr. (2009) The Chinese Classic of Family Reverence: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of the Xiaoj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riel, Yoav (1989) K’ung-ts’ung-tzu: The K’ung Family Master’s Anthology, New Jersey, 

Princeton Library of Asian Translations. 
Baidu Baike “Da Zhonghua Wenku 大中华文库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UR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8%AD%E5%8D%8E%E6%96%
87%E5%BA%93 (accessed 25 July 2020). 

Barrett, Timothy H. (1993) “Lieh tzu”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 Guide, Michael 
Loewe (ed),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298–308. 

Ch'en, Ch'i-yün (1980) Hsün Yüeh and the Mind of Late Han China: A Translation of the Shen-
chien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Library of Asian 
Translations. 

Chin, Annping (2014) Confucius: The Analect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Chen, Ivan (1908)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London, J. Murray, New York, E.P. Dutton & Co. 
Cleary, Thomas (1992) Wen-Tzu: Understanding the Mysteries, Boulder: Shambhala. 
Cullen, Christopher (2004) The Suàn shù shū 筭數書 “Writings on Reckoning”: A Translation 

of a Chinese Mathematical Collection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 with Explanatory 
Commentary,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1, Cambridg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Cullen, Christopher (1996)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The Zhou Bi Suan 
J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ump, J. I., Jr. (1970) Chan-kuo ts'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enecke, Wiebke (2019) “Call For Manuscripts: The Hsu-Tang Libra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URL: https://networks.h-net.org/node/22055/discussions/5529668/call-
manuscripts-hsu-tang-library-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 (accessed 25 July 2020). 

Durrant, Stephen, Wai-yee Li, and David Schaberg (2016) Zuo Tradition / Zuozhuan: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Fordham, Carl Gene (2020) “Introducing Premodern Text Translation: A New Field at the 
Crossroads of Sin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PA Newsletter, vol. 19, no. 2, 25–
35. 

Forke, Alfred (1962) Lun-hêng, Part 2. Miscellaneous Essays of Wang Ch'ung, New York, 
Paragon Book Gallery. 

Forke, Alfred (1907) Lun-hêng, Part 1. Philosophical Essays of Wang Ch'ung, Leipzig: 
Harrassowitz. 

Gait, Christopher (2016) The Forest of Changes: A Han Dynasty Extrapolation of the I Ching,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Gale, Esson M. (1931)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A Debate on State Contro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Ancient China, Chapters I-XIX, Leyden, E. J. Brill Ltd, rpt. Taipei, 
Ch'engwen, 1967. 

Goldin, Paul. R (2020)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Bibliography of Materials in Western 
Languages”, URL: 
https://www.academia.edu/37490636/Ancient_Chinese_Civilization_Bibliography_of
_Materials_in_Western_Languages (accessed 25 July 2020). 

Goldin, Paul R. (2017) “Principal Translations of the Thirteen Classics into Western 
Languages”, URL: 
https://www.academia.edu/37490659/Principal_Translations_of_the_Thirteen_Classi
cs_into_Western_Languages (accessed 25 July 2020). 



 14 

Harris, Eirik Lang (2016) The Shenzi Fragments: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ightower, James R. (1952) Han-shih wai-chuan, Han Ying's illustrations of the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ulsewé, A. F. P. (1993) “Shih chi”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 Guide, Michael 
Loewe (ed),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405–414. 

Hutton, Eric L. (2016) Xunzi: The Complete Tex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rn, Martin (1999) "A Note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Ideology of Shih-Chi 24, The Book on 

Music",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9, no. 4. 
Kinney, Anne Behnke (2014) Exemplary Women of Early China: The Lienü zhuan of Liu X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u, Ulrich, and Thies Staack (2016) Legal Practice in the Formative Stages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Exemplary Qin Criminal Cases from the 
Yuelu Academy Collection, Leiden, Brill. 

Le Blanc, Charles (1993) “Huai nan tzu”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 Guide, 
Michael Loewe (ed),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189–195. 

Legge, James (1879) The Hsiâo King, in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I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gge, James (1865) "The Annals of the Bamboo Books" in "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ume 3, part 1, rpt. 196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05–
18. 

Liao, W. K. (1939) The complete works of Han fei-tzu,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vol. I, rpt. 
(1959), vol II, rpt. (2015) Da Zhonghua Wenku: Han Feizi (Han-Ying Duizhao),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oewe, Michael (1993) “Hsün tzu”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 Guide, Michael 
Loewe (ed),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178–188. 

Loewe, Michael (1993) “Yen t’ieh lun”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 Guide, 
Michael Loewe (ed),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477–482. 

Makeham, John (2002) Balanced discours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kra, Mary Lelia (1961) The Hsiao Ching, Paul K. T. Sih (ed),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McNeal, Robin (2012) Conquer and Govern: Early Chinese Military Texts from the Yizhou 

Sh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ilburn, Olivia (2016)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Master Yan, Leiden, Brill. 
Milburn, Olivia (2010-2011) "Gai Lu: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a Yin-Yang Military 

Text Excavated from Tomb M247, Zhangjiashan", Early China, no. 33–34: 101–140. 
Nienhauser, William H., Jr. (ed) (2019)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 XI: The Memoirs 

of Han China, Part IV,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Nienhauser, William H., Jr. (ed) (2016)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 X: The Memoirs 

of Han China, Part II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Nienhauser, William H., Jr. (ed) (2010)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 IX: The Memoirs 

of Han China, Part I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Nivison, David S. (1993) “Chu shu chi nien”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 Guide, 

Michael Loewe (ed),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39–47. 
Nylan, Michael (1993) The Canon of Supreme Mystery: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of the 

T’ai Hsüan Ch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almer, Martin (2014)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London, Penguin. 
Perleberg, Max (1952) The works of Kung-sun Lung tzu, Hong Kong. 
Pines, Yuri (2017) The Book of Lord Shang: Apologetics of State Power in Earl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okora, Timoteus (1975) Hsin-lun (New Treatise) and Other Writings by Huan T'an (43 B.C.-

28 A.D.),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5 

Queen, Sarah A., and John S. Major (2016)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id, Dan G. (2017) The Thread of Dao: Unraveling Early Daoist Oral Traditions in Guan 
Zi’s Purifying the Heart-Mind (Bai Xin), Art of the Heart-Mind (Xin Shu), and Internal 
Cultivation (Nei Ye), Montreal, Center Ring Publishing. 

Rickett, W. Allyn (1998) Guanz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Library of Asian Translations.   

Sanft, Charles (2008) “Edict of Monthly Ordinances for the Four Seasons in Fifty Articles from 
5 C.E.: Introduction to the Wall Inscription Discovered at Xuanquanzhi, with 
Annotated Translation”, Early China, vol. 32, 125–208. 

Scott, Cook (2002) “Yue ji—Record of Music: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Notes, and 
Commentary”, Asian Music, vol 62, no. 2, 1–96. 

Serruys, Paul L.-M. (1984) “On the System of the Pu Shou in the Shuo-wen chieh-tzu”, i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vol. 55, no. 4, 651–754. 

Shaughnessy, Edward L. (2019) Chinese Annals in the Western Observatory: An Outline of 
Western Studies of Chinese Unearthed Document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Shaughnessy, Edward L. (2014) 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 Jing (I Ching) and Related 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hen, Kangshen (1999) The Nine Chapters on the Mathematical 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ack, Thies (2010) “Reconstructing the Kongzi shilun: From the Arrangement of the Bamboo 
Slips to a Tentative Translation”, Asiatische Studien/ Études asiatiques, vol. 64, no. 4, 
857–906. 

Steele, John (1917) The I li, or Boo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London, Probsthain and Co., 
2 vols. 

Zhai, Jiangyue (2005) Da Zhonghua Wenku: Guanzi (Han-Ying Duizhao),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Ziporyn, Brook (2020) Zhuangzi: The Complete Writing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