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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與政治

有關嚴復的翻譯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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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12 月，領導上海左翼文藝界的塵秋白，在一封給魯迅討論翻譯的信襄把

嚴復揪出來痛罵一頓:

嚴幾道的翻譯，不用說了。他是:

譯須信雅達，

文必夏殷周。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J和「達J 0 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

著J '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J !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眾和青年來開玩笑。古

文的文言怎麼能夠譯得「信J '對於現在的將來的大眾讀者，怎麼能夠[達J ! 1 

先不說嚴復的原意是不是要用一個「雅」字來打消「信」和「達J '塵秋白這段話實在很有

問題:他的弊病在於以自己的政治標準加於嚴復身上。我們知道，塵秋白自中共六屆

四中全會( 1931 年 7 月)被王明排斥於黨中央以外後，即把精力放在文藝界，領導「中

國左翼作家聯盟J (簡稱「左聯J) 0 I左聯」這個組織的政治性很強，經常發動反國民黨

政府的活動如遊行示威、i1R發傳單等。在文藝方面，他們最積極推動的是文藝大眾化

運動，就是要為知識水平較低的普羅大眾創造文學。我們這襄不去討論這做法的正確

性，但問題在於我們可不可以向嚴復提出同樣的要求。在十九世紀末動筆翻譯〈天演

論〉的嚴復，不用[古文的文言J '能用些甚麼工具?他下筆的時候，又怎麼可能會考

庸、實IJ三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現在的將來的大眾讀者J? 當時全心全意推動大眾文藝運動

的塵秋白，把幾十年前的嚴復揪出來痛罵，說他沒有「為人民服務J '這跟 1928 年接

杏郁罵魯迅的阿Q早已死去的做法如出一轍， 2 都同樣是把自己的政治標準強加於別

人身上。

當然，我們不是說談翻譯的時候不能談政治。事實上，很多人從事翻譯或討論翻

1 (關於翻譯的通信) ，見〈魯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卷 4 '頁 372 。

2 錢杏郁<1E去了的阿Q時代) ，載{太陽月于Ij)第 3 期;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

究室緝(1革命女學」論爭資料匯編) ，北京:人貝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1 月，頁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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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時都有很強烈的政治動機，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左聯J的成員一一一包括塵秋自自己和

魯迅 在三十年代大量翻譯蘇聯和日本左翼文學家和理論家的作品。嚴復也不例

外，他從事翻譯也是緊緊扣著政治的。在這篇題丈裹，我們會看看嚴復從事翻譯的政

治動機，也會探討一下政治因素對他的翻譯的影響。

儘管人們今天提起嚴復這名字的時候，大都只會想起翻譯家嚴復，而忽略了他作

為一個思想家、政治家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影響和貢獻。其實，在翻譯和出版〈天演論〉

前，他已經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很多重要論文，例如〈論世變之亟〉、〈原強〉、〈原

強續篇〉、〈辟韓〉及〈救亡袂論〉等，都是鼓吹維新變法、救亡圖強的。其後，他曾贊

助梁啟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 ，與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 ，繼續宣揚

維新思想。 1898 年，他要獲光緒召見，詢問對變怯的意見。可見他跟晚清的維新保

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嚴噱〈侯官嚴先生年譜〉說，他開始翻譯〈天演論} ，是在甲午之戰後 (1和議始成，

府君大受刺激，自是專力於翻譯著述J) 0 3 在給友人張元濟的信中，嚴復清楚說出了

從事翻譯的意圖:

又說:

復自客秋以來，仰觀天時，俯察人事，但覺一無可為。然、終謂民智不開，則守

舊、維新，兩無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

與我後生英俊，洞識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則炎黃種類未必遂至淪胥。即不幸

暫被羈靡亡國，亦得有復費生之一日也。所以屏萬緣，惟以譯書自課。 4

復今者勤苦譯書，美無所為，不過閔同國之人於新理過於蒙昧，發願立誓，勉

而為之。極知力徵道遠，生事奪其時日;然使前數書得轉嘆丈，僕死不朽矣。 5

說得很清楚明白，他完全是為了開通民智而從事翻譯的。這樣的翻譯動機，在晚清很

流行，特別是在主張變法自強的維新保人中，便時常強調翻譯的實際作用，例如嚴復

的好朋友梁啟超便說過這樣的話:

泰東西諸國，其盛強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旱，源於希臘;法律政治之

學，源於羅馬。歐洲諸國各以其國之今丈，譯希臘羅馬之古籍;譯成各書，立

於學官，列於科目，學國習之，得以神明其法，損益其制，故丈明之妓，極於

3 嚴臻〈侯官嚴先生年譜). 1921 年鉛印本;錄自李澤厚〈論嚴復〉﹒載〈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2 年 6 月，頁 134 。

4 嚴復給張元濟信，錄自王拭〈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卜同上注，頁 13 。

5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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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彼得躬游列國，盡收其書，譯為俄文，以教其民，俄強至今。今

日本書會，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譯本，故其變法的見本源，一頭即中，遂

成雄國。 6

而他的男一位好友林籽也有類似的說法: í吾謂欲開民智，必立學堂;學堂功緩，不

如立會演說;演說又不易舉，終之唯有譯書。」

這樣的政治動機，對嚴復的翻譯造成幾方面的影響。

首先是翻譯的選材。我們知道，晚清的另一位「翻譯」家林籽，由於不懂外丈，所

以不能自己挑選作品來翻譯(應該指出;其實林籽一直都沒有從事翻譯，他做的只是

筆錄，實際負起翻譯之賣的，是他的口述合作者一一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做的吽「視

譯J) 。但嚴復的情況卻不同，他精通外丈，完全能夠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標準來選擇原

著，例如 1903 年出版他所翻譯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童學肆言> (Study of 

SocioJogy) ， 便是他自己在 1881 年看到這本書後， í輒歎得未曾有」、「以為其書實兼

〈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矣J ' 7 佩服之餘而把

它譯出來的。

在數目而言，嚴復的譯書並不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嚴譯名著叢書> '只收八

種，但他跳選這八種著作來翻，政治的動機十分明顯，原因是這八種著作對當時的維

新自強運動都很有幫助。即以最早出版的〈原富〉為例，他便說過翻譯這本書的原因，

在於「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J '又說

里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典章，多所暴引，足資考鏡J 0 8 至於那著名的〈天演論〉的價

值，早在出版的時候吳汝綸便指出:

又說:

蓋謂赫胥黎民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

讀焉者怖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 9

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士之不競，懼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無以自存，而惕惕

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為主丈譎諜之資而

6 梁啟超〈論譯書) ，錄自陳玉剛編〈中國翻譯丈學史稿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89 年 8
月，頁 41 。

7 嚴復〈譯餘贅語卜見〈童學肆言)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1 年，頁 2-3 0 

8 嚴復〈譯事例言) ，見〈原富卜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1 年，頁 2-3 。

9 吳汝綸(<天演論〉序) ，錄自牛仰山、孫鴻霓編〈嚴復研究資料卜福州、1: 海峽文藝出版社， 1990 年
1 月，頁 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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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o 10 

最復在自序里也說了這樣的話:

赫胥黎民此書之旨，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

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為造譯，有以多符空

言，無神實政相禧者，則固不侵所不恤也 o 11 

正如不少論者所說，嚴復的翻譯其實是具備了現實的歷史意義。旺然這樣，他的譯作

是否「成功J '便不在於它們可不可以做到我們今天所說的「忠實」、「通!I頤」或其他甚麼

的標準，而在於能不能夠在維新自強運動中發揮作用，也就是把一些對中國當時的改

革有幫助的訊息帶給那些足以左右維新運動的讀者。

這襄觸及嚴復的讀者對象問題，由此而產生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他的翻譯標準。

其實，上文已指出過，抱有類似的政治動機來從事翻譯的，不只嚴復一人，梁啟

超也強調過翻譯能對中國讀者起啟蒙的作用。可是，提啟超卻批評嚴復的翻譯過於典

雅艱深，讀者不易理解明白。為甚麼會這樣?這就是因為他們二人所預設的讀者對象

不同的緣故。

先看梁啟超對嚴復的批評:

嚴氏於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此書((原富)J復經數年之心力，屢易其

稿，然、後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但吾輩所猶有憾者，其文筆太務淵雅，刻意

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緝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況此

等學理還頤之書，非以流暢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僅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

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積習，吾不能為賢者諱。 12

很明顯，梁啟超譯文的讀者對象是一般國民以至「學偉J '而「非多讀古書之人J '所以

嚴譯行文淵雅，是不適合的。對梁啟超的勸告，嚴復曾經回信答辯，最廣為人徵引的

是以下的一段話:

若徒為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於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

且不債之所從事者，學理還頤之書也，非以齣學值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

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國之古書，而欲牌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

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 o 13 

10 吳法綸{答嚴幼陵丁茵三月初七日卜同上注，頁 250 。

11 同上住，頁 122 0 

12 梁啟超〈紹介新著〈原富冷，同上注，頁 267 。

13 嚴復〈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 .同上庄，頁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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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撥專牽連說能不是不希望f播艾嘴，智、想於園民J '但位聽該釋黨分辨讀者，不可能照顧

每一個不間背景的人:

夫著譯之業，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第其螞名也，功候有海淺，境地有

等蓮，不可混桶一三三位。若要融山不朽之名譽，所不必也。苟要求、為之，

蟻，使其文之行於詩，者孵螃旦暮之己鈍，此報輯之文章，本大難之前諱啦。

故曰:聲之營者不訂閱於眾人之耳，形之獎者不可聽於控措之臣，辭之話者弓之

可由按憲夫之聲。非本欲其囉諸人人毯，勢不可幕。 1是

今天肯定會受到批判，但放在晚濤的政治或思潮璟纜，則不能算是太不

。傲視清墾肯定的說出他從辦翻譯，是為了一班士大夫以至在當時的統治階級。 1日口

大賠不少文章說，巖視畢竟只是!屬於資產階級改頁睬，他是沒有把「普羅大眾J放在心

。正佐其實分析i晶嚴模的擁者對象:

人足以左右大誨，懇、諾在n保守或哇，對外裝藥物有深窮的疑謹;

吹散較外寞之手拭後，才聽強轉向西方，但龍無非是違憲求一種是tJ立妻自解決中

臨的某些實際問難的現效方法而已。 15

還樣的讀者對象，也影響了他的翻譯方法。要將一些可能不是，馬上便可以解決中

闊的一時實際困難的外闊的新思想傳連給這些人，其間攤主是可想而生口的。

眾所調知，嚴復在卡夫織論〉譯1頁j言〉襄提出了 f譚寧主難:信、達、韓J 0 

f往不能否認這踅靈的一句話對中翻翻譯昇產生了多頭大的影饗'但也有很多

。由於聶耨黯係'我們不可能在這里詳總分新數議的意，惠， í呈毫無疑問，

、「達j 、 f雅j三錯字中，最惹人反惑的瞎話是錯f報j芋，上手 i豎秋白的一純話

價是一個個i子。

不能否認，嚴復在{<天j篇論〉譯例雷〉里確曾說過翻鵡時輯用「漢以前字法句法J • 
這樣做月以[達易J '也能站到[雅J的效果。這點今天意寄來是不可思議的'(ê.如果我們

能從聽聽的角度看這儷問髓，便不會覺得有甚塵不鐘之蠟。 正如it蘇儒軒說: r在能

拿恕{天演講〉束語譯的詩{晨，除了 1之乎毒也j的古文以外，誰還能會甚麼7)IJá守文字工

付給這點我們在上面也嚮躍提j誨。談妻Ij古文，在請寄代· r天下文章，其至五模擬

。雖復受業於吳按籬，與改編往往被稱焉桐按最後一餾三大家，嚴復古文深受樹域

。網攝古文義法溯源於唐宋八大家，因此，巖價以「棋以前牢法句法J作翻譯，也

14 階上注。

15 :1三放;更〈黨委復的用，心) .載〈為鍛複與數譯名著) .頁 26 0 

16 沈蘇儒〈說話、達、雅> '收入絡新灣〈翻譯說集〉北京:筒替自3透露章， 198是生1"- 5 舟，頁 9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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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i域古丈義法令鶴，且在當時是一價很普蠢的變求，搜本沒有人感到有聽聽不

上面說過，嚴程從事翻譯婦抱有強烈的股治動機，的心中的讀者對象是寸歧

人，為了能夠取悅講些足以影響維新運動的朝括大駝，他強調用「續以前半怯

法J '強調「韓j的鼓樂，便是很有必要的了。有人曾經以「苦藥j和「糖衣j的比喻來

這問題:

但能〔窮;夏)又認識對這些事對於聽些好在q.l"j:穹的事都喪盡苦麗的人是多聽難以下

姻的苦藥，借此他在上面塗了槽衣，這糖衣就是士女王先們所心柄的樓以闊的古

雅文體。雅，乃是麒俺的招陳衛。 17

冉一方面，魯迅在三卡年代曾為巖贊這個做法作曲一個解釋:

最好璋的自然是〈夫總論〉﹒摘域策，皂十足，據竿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聾髓的

讀起奈，真是威脅揖聽聽，聽人不自覺其頭，泣。 這一點竟憨動了攝誠君是老豆葉子與

汝蟻，不禁;竟是f迪總總饗讀子輯上下j 了。

那塵，能為甚聽聽幹講一手把書長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

氣，社會上犬棍以為商洋人只會做機器一……尤其是自鳴鐘一一一留學生只會講鬼

子話，所以算不了「士J 人的。因此他便來總鏘一下子，體鏘得奧汝綸啦背給你

作序，這﹒序，別的生麓也說辣、標而來了。 I~

松接我們不把魯迅筒說的意j解作甚要要筆錢的事賽，前把這段說話理解為鞍接借助

漂亮的古文來提高自己的培位，立起話提高岳己對維新運動以至整領晚清政糟的影

'這役解釋便很合理了。去牽無縫筒，巖鍾的譯文確是騙得了桶域古文大家與被締的

。在為他的〈天演論〉所寫的序言冀，真汝綸說: r文如棧道，可與古譯毒害矣。 J文

: í棋子一文之，而其嚮瞬驗與晚周諸子相上下。 J 1日這確是很高的評價， t位(賞他

名鵲起。從這個角隨疇，黨委復在翻譯中追求「雅J '也是出於政治的考慮了。

嚴復的觀譯中還羊著一1觀現槃，也可以說是與蝕的有關的，那嘉定是借用中聽傅繞中

獨有的詩句互接念來解釋一些外觀思想中的新觀念，倒部梅曾以{嘉盤}及〈著手軟}來比

蹄蓮喜輯，以「內器法Jf乍歸納告， 1:)J外撞法J1竿護黨蟬按:

內福云者，第其曲研知其全者也，執其籲以會其議者也;外福云者，據合理以

斷眾事者也，設荒數以溫未解、者也。乃f便會組問:有是哉!是固吾〈易H春秋〉

17 王位莫{嚴{吏的用心) .賀詞。

18 魯忍{鵲於翻譯的通信卡萊 380-381 0 

19 學~t宏論(<天演論>Ft卜策 26:~ 。



15 

。還需譯本瞎之額者.外權也;所謂推晃至體者，內續也，其言若詔之

。斗者即窮理之最哥哥途衛艦。 20

類似的做法還有很多，下面再徵引一鬧個例子:

失自舉之最為切實，需執其171]月以御審境者，名、數、賢、力更要者之是要是已。

聞名數以為罷，質力以萬轉，吉古金吉立名之日〈品) 0 21 

K靈學舞言})貫穿鞋{大學只中轉〉構義，誦出之以顯裳 • tJ格致識正為

指觀本裳。 22

會IJ 於斯密，此同好;三首啦。......中國自三古以邊，著〈大學}、若〈周

、著〈管子〉、〈孟子〉、對〈央紀〉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棋盤〉立〈食貨

、桓寬立〈鹽鐵2帥、降張勝立杜信、宋之王安右，雖未立本幹'備條麓

，不得謂於理財之巍無所發阱。犯

的做法，有人解釋馬鞍纜沒有數與忘趨之弊，只是一器fr線路學，一雷發揮聽

故。 24 其實仔貓看來，他草種做法聽完全是出於政治的動機，心中的是念念不忘聽

多讓中盟古書之人，一方師要向諸樣的人解釋一些外圍思想及概念，另一方盡是使

一峙攔間派接受這些新思想。土文所說，這是當時很流行的做法。一位學者在解

釋ri甜的含義時便提出過革樣的論點:

駿鍵時龍的一些問時代的人一樣，認為西方哲學、社會科績，甚至自然科學中

的一接原理，向中驛古人之理皆合，或可互招印證。如始以為牛頓畫意方之舉，

轉胥黎之天演說，皆合〈鑫經〉乾坤之義。自鈍，他自然得出了?構建鑽言，用

i獎以能字法句法，期為i鑫易j的結論。 25

…額的「糖衣j吧。

麒課中最明顯表現它的政j自動機的，就是嚴復經常加入不少被韻，將原著的思想

加以發揮，特別是聯繫到中闊的情況上去。因此，很多人都說過，要理解巖復的息

，一定不能忽聽這些按語。學倒麓，在〈東富譯事俱i當〉中，離便說通:

夫計學者，努吾吾君之'的觀於中題之糞富，遠吉言論之，與繫乎薰種之謹裳，故

不使每見其詩密之言，於器等事有聽合者，或於己免有fiff接纜，輒為案論，了尋更沒

法o 般復〈謬〈天演論〉自序) ，真 121 。

訂閱本法。

22 般俊{譯餘贅語〉﹒見〈軍學鍵設) ，反 2可3 G 

23 嚴復{譯學研j言) ，冕〈原富) .反卜立。

24 豆豆鱗〈黨要後的翻譯) ，事是{論數援學運鍛譯名吾吾〉頁 32 0 

25 沈蘇儒結為信、遠、雅) • r句法絡，豆豆 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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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不自覺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立“

在亞當﹒斯密這部著作的翻譯中，嚴復也下了大量的按語，討論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

前途的問題;在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時，他也說: I其言往往中吾要害，見吾國所

以不振之由，學者不可不留意也」。而他在真面的按語更是深λ探討了中國的法治問

題，批評了中國封建專制統治下的黑暗。 27

自然，我們今天很容易便可以隨手找到很多例子，證明嚴復的翻譯不夠忠實。他

對原苦的大量改動，所作出的種種「經營J '往往過於大膽，時常肆意更故，也有根據

他自己的判斷重新安排章節，而「所引喻設譬，多用己意更易」等，都是不符合我們今

天對「忠實」的要求，也是嚴復的譯作最為人詬病之處。不過，在責備的同時，我們還

應該探討其背後的原因，找出嚴復的動機。簡而言之，這些都是出於照顧讀者的做

法。至於為甚麼他要這樣刻意照顧讀者，那就是因為政治的緣故了。有了政治的動

機，為了符合政治的要求， I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J 0 ~A 

1992 年 2 月

26 嚴復〈譯事例言) ，見〈原富) ，頁 1-2 。

27 參王汝干{嚴復思想試探一一嚴復主翻譯及其思想主初步試探卜同上注，頁 73-80 。

28 嚴復〈譯者自序) ，見〈名學淺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1 年，頁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