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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外交之目的，或分析促成和 

阻礙外交目的實現之因素。自百年

前馬士（Hosea B. Morse）發表《中華

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至

2022年王宏志發表《龍與獅的對話： 

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以下簡

稱《龍與獅》，引用只註頁碼），代

代學人均嘗試對上述問題給出答

案，這些答案的次第出現展現出中

英外交史研究從「實利—外交」範式

向「知識—權力」範式的轉變。

所謂「實利—外交」範式，是

指學者從實際利益求索的角度討論

中英外交，「商貿—外交」為典型代

表。在該範式下，學者多從英國擴

張商業利益的角度，就商業利益與

對華外交的互動展開論述。1910年， 

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又在中國 

海關長期任職的馬士依託東印度 

公司、英國外交部和海關檔案，勾

勒了中英貿易中散商群體的崛起，

以及其對中英壟斷性貿易管理體

制——英國東印度公司和中國構

建的廣州貿易體制的挑戰和外交影

早期中英外交的翻譯實踐
——評王宏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
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

●鄭彬彬

王宏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

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

一　研究範式嬗變與 
翻譯史視角

一般而言，中英外交史研究大

致循兩類問題意識展開，或討論 

中英外交史研究大致

循兩類問題意識展

開，或討論兩國外交

之目的，或分析促成

和阻礙外交目的實現

之因素。代代學人均

嘗試對上述問題給出

答案，展現出中英外

交史研究從「實利—	

外交」範式向「知識—	

權力」範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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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2。以馬士研究為起點，基於 

英方資料較清政府檔案更早面世，

中外學界分別對英商和英國政府兩

大群體展開細緻分析。經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吳義雄等學者

的努力，英商群體呈現「東印度公

司—私商—以怡和洋行為代表的大

洋行—在地化洋商群體」的變遷3， 

為探討英國對華政策之演變提供重

要線索。

如果說關於英商的研究展現 

了英國對華外交的商業動機，那麼

對英國政府的討論，則聚焦促成和

阻礙對華外交目的實現之因素。英

國對外擴張是外交、軍事、商業等

部門競爭與合作的結果，意味着英

國決策對華事務的多部門參與4。

由於英國外交部在決策對華事務 

中位居關鍵，自然成為學界最為關

注的部門。在蔣廷黻、馬士的指導

下，日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深

刻影響的費正清在深入發掘英國外

交部檔案的同時，也注重蒐集和解

讀清政府檔案5。至此，中英關係

史研究迎來重大突破，即不僅在材

料上彌補了倚重英文檔案、忽視中

方一手檔案的重大缺陷，而且在視

野上擴展中方因素，試圖實現中英

視角的均衡。

中英雙方檔案資料的不斷發

掘，在使「商貿—外交」研究範式

不斷完善的同時，也將研究的視野

逐漸從「商貿—外交」導向「知識—

權力」範式。畢竟，「商貿—外交」

範式隱含的商業利益訴求與外交 

索取的因果鏈條，簡化了歷史的複

雜性。事實上，在因與果的歷史轉

換中，存在一個被忽視的中間環

節——中英外交中各自利益的跨

文化表達。換言之，商業利益自然

是英國對華外交的重要動機，武力

優勢是實現商業訴求的手段。可

是，商業動機與武力優勢轉化為對

華特權，必須經過外交折衝，以條

約文本的形式「合法化」。在中英雙

方彼此了解有限的十九世紀，如何

確保英方利益訴求被中方準確理

解、寫入條約並得到忠實執行？

因此，費正清將研究視野從中

英政府、商人群體、精英人物轉移

至外交場域中的另一重要維度—— 

翻譯。費正清發現1843年《中英五

口通商章程》談判期間中英文本的

主要差異和據此而來的中英衝突；

在此基礎上，他通過考察譯員在外

交談判和英領事日常履職中的作

用，指出「譯員是關鍵一環，離開

譯員，所有的條約、規章只可能是

領事腦袋中的空中樓閣」6。由此， 

譯員這一長期處於失語狀態的群體

開始浮出水面。同時，受英美學界

「帝國史」研究的語言學和後殖民轉

向的影響，聚焦於作為中外「接觸

地帶」（contact zone）之譯員及其翻

譯活動的翻譯史研究，為日漸沒落

的中英關係史注入了新的活力。

外交中的翻譯活動涉及譯者及

其翻譯活動兩個層面：譯者所處的

社會文化結構、知識積累、信仰、

職業素養等形塑着翻譯活動，翻譯

活動及其外交影響又反作用於譯者

的生活和職業發展。畢竟，在知識

即權力的外交現實中，作為溝通兩

個異質文明媒介的譯者及其翻譯活

動，並非單純的語言文字的技術性

對等轉化，而是涉及到相關國家對

交涉對手在文字、文化和歷史、文

明上的系統性知識的積累和運用。

費正清將研究視野轉

移至外交場域中的重

要維度——翻譯，譯

員這一長期處於失語

狀態的群體開始浮出

水面。聚焦於作為中

外「接觸地帶」之譯員	

及其翻譯活動的翻譯

史研究，為日漸沒落

的中英關係史注入了

新的活力。

c201-202307012.indd   149c201-202307012.indd   149 2/2/2024   下午4:212/2/2024   下午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