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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文本视角下的安乐哲«论语»英译本研究

易红波ꎬ靳元丽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ꎬ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２)

摘　 要:副文本是译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ꎬ对源文本思想内涵的有效传递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ꎮ 安乐哲«论语»英译本中运用了丰富的副文本:正文本译文前的副

文本提供了与源文本内涵理解相关的历史、语言和哲学背景信息ꎻ正文本译文中的

夹注体现了译者自觉性诠释的翻译策略ꎻ正文本译文后的评注、附录和参考文献则

进一步增强了译本的学术性ꎮ 基于副文本的功能提出了中国典籍外译中副文本运

用的 ５ 条建议ꎬ以期藉此推动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ꎮ
关键词:副文本ꎻ«论语»ꎻ安乐哲ꎻ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引用格式:易红波ꎬ靳元丽. 副文本视角下的安乐哲«论语»英译本研究[ Ｊ] . 沈阳建

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２４ꎬ２６(６):６１８ － ６２３.

　 　 作为儒家经典ꎬ«论语»跨越时空和语言

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重要典

籍文献之一ꎮ 自 １５９３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

窦(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首次翻译“四书”的拉丁语

译本以来ꎬ «论语» 迄今已有 ６０ 多个英译

本[１]ꎬ译者包括西方传教士、海外汉学家、华
裔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者及少数国内译者ꎮ
«论语»西传经历了神学诠释、以西释中、原
典回归、中西融通 ４ 个阶段[２]ꎬ受个人背景及

其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等的影响ꎬ译者

从不同视角对«论语»进行了跨语言诠释ꎬ其
中影响较大的有理雅各( 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辜鸿

铭、韦利(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庞德(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
刘殿爵等ꎮ 其间美国汉学家安乐哲(Ｒｏｇｅｒ
Ｔ. Ａｍｅｓ)与罗思文(Ｈｅｎｒｙ Ｒｏｓｅｍｏｎｔ)合译的

« 论 语 » (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以多种副文本的精

妙组合ꎬ凸显了源文本的哲学性及其蕴含的

中国文化特质ꎬ摒弃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哲学

的偏见ꎬ对中国哲学的国际传播产生了重大

影响ꎮ
目前国内的«论语»英译研究多集中于

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译本ꎬ对安乐哲的译本则

关注不足ꎮ 从研究内容而言ꎬ安乐哲«论语»
单译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孔子形象塑造[１]ꎬ儒
学思想对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现代价

值[３]ꎬ译者的语言观、翻译观[４] 等ꎮ 从研究

对象而言ꎬ研究者偏重对安乐哲«论语»正文

本译文的探讨ꎬ而忽视了对译本其他部分的

关照ꎬ且鲜见副文本视角下的译本研究ꎮ 故

笔者拟以正文本译文为参照ꎬ考察安乐哲

«论语»译本中副文本的构成及其功能ꎬ旨在

进一步深化«论语»译本研究ꎬ同时为中国典

籍翻译中副文本的运用提供借鉴ꎮ

一、翻译中的副文本简述

副文本(ｐａｒａｔｅｘｔ)概念由法国文论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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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Ｇé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５] )提出ꎬ指存在于正文

本周围ꎬ用以协调正文本与读者间关系的语

言或非语言的辅助性文本ꎮ 根据其位置ꎬ可
分为 内 副 文 本 ( ｐｅｒｉｔｅｘｔ ) 和 外 副 文 本

(ｅｐｉｔｅｘｔ)ꎬ前者包括封面、前言、注释、附录

等ꎬ后者为文本之外的内容ꎬ包括评论、访谈、
出版报道等[５]ꎮ 文本在跨语言传播中受语

言、文化等因素的制约ꎬ必然出现信息的亏损

或空缺ꎮ 作为重要的翻译补偿手段ꎬ副文本

为译者最大限度地阐释源文本内涵提供了充

足的空间ꎬ让读者沉浸于译者构建的多重语

境中ꎬ为源文本的域外传播与接受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ꎮ 安乐哲«论语»译本中的副文本

分别出现在正文本译文前、中、后等处ꎬ笔者

拟从正文本译文前的副文本解读文本阅读背

景ꎬ从译文中的副文本分析译者独特的翻译

策略ꎬ从译文后的副文本探究译本学术性的

延展ꎬ以期为中国典籍的跨语言诠释提供

参考ꎮ

二、安乐哲«论语»译本中的副文本及

其功能

１.正文本译文前的副文本:背景解读

安乐哲«论语»正文本译文前的副文本

有序言、致谢、导言及其后的 ５２ 条注释ꎬ其中

最重要的是导言ꎬ译者通过导言为读者更好

地理解正文本译文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语言

和哲学背景信息ꎮ
(１)历史背景

任何文本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ꎬ只有

将译文置于其产生时的历史语境才能让读者

更好地理解文本内涵[６]ꎮ 与正文本译文相

关的历史背景包括孔子生平、弟子简介及

«论语»的发展历史ꎮ 东周末年ꎬ王权旁落ꎬ
诸侯争霸ꎬ礼崩乐坏ꎬ急需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和规范ꎮ 面临当时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ꎬ孔
子广招弟子并带领其周游列国ꎬ以期实现自

己的政治抱负ꎮ 孔子门下最出色的弟子有颜

回、子路、子贡等ꎬ通过对弟子的简介ꎬ译者向

读者勾勒出了复杂多面的孔子形象:严厉、温
和、谦逊、富有同情心和幽默感[７]ꎮ «论语»

引用了«尚书»和«诗经»中的诸多语句ꎬ«周
礼»«礼记»«仪礼»等对其编撰也产生了重大

影响ꎮ 后世学者对«论语»进行了多视角解

读ꎬ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南宋的理学家朱熹ꎬ其
«论语集注»是研习«论语»的必备文献ꎮ 通

过对孔子、其弟子及«论语»相关历史背景的

介绍ꎬ读者对孔子生活的历史环境和个人形

象有了更清晰的认知ꎬ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思想学说也有了基本了解ꎬ为其理解«论语»
内涵奠定了历史基础ꎮ

(２)语言背景

翻译中国哲学文本要求译者必须具备扎

实的语义学基础[８]ꎬ意即译者在译文中有必

要向读者提供必需的语言背景信息ꎬ以帮助

读者深入理解正文本译文ꎮ 译者在导言中讨

论了中英文的差异ꎬ以及«论语»所用文言文

的特质ꎮ 首先ꎬ英语重实体ꎬ旨在反映事物的

本质ꎻ古汉语重动作ꎬ强调事物的变化ꎮ 其

次ꎬ文言文既不同于现代汉语的书面语ꎬ也非

口语的简单转写ꎬ其语义和语法功能很大程

度上依赖语境和语序ꎮ 最后ꎬ文言文具有歧

义性和模糊性ꎬ只有反复研读才能对其进行

正确的阐释ꎮ 译者详述了中英文的差异和文

言文的特点ꎬ为读者更好地理解«论语»译文

和领悟其内涵奠定了语言基础ꎮ
(３)哲学背景

中国哲学在西方世界先被“基督教化”ꎬ
后被“东方化”ꎬ被视为一种神秘的、超自然

的、宗教的世界观[８]ꎬ这种跨语言阐释不仅

扭曲了中国哲学的真正内涵ꎬ也贬低了其在

世界哲学中的地位ꎮ 为了凸显«论语»源文

本和译文的哲学特质ꎬ译者概述了中西方哲

学的差异ꎮ 西方哲学着重探讨事物的本质ꎬ
而中国古典哲学更关注事物的变化ꎬ这种变

化贯穿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ꎮ 此

外ꎬ中国早期思想家重视事物间的联系ꎬ而且

这种联系会随着时间的变更不断变化ꎮ 总

之ꎬ中国哲学倾向于探究事物的过程性、动态

性和关联性ꎮ
既然中西方哲学存在差异ꎬ采用西方哲

学范畴翻译中国哲学文本显然难以揭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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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真正内涵ꎮ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

«论语»文本中的哲学术语ꎬ译者在导言的术

语释义一节中对主要术语的英译进行了详细

的哲学解读ꎮ 例如ꎬ安乐哲[７] 对术语“信”的
解读: “信” 被译为 “ｍａｋ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ｏｎ ｏｎｅ′ ｓ
ｗｏｒｄｓ”ꎬ而非常见的“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ꎬ强调话者

须对话语内容承担责任ꎬ听者须对话者心存

信任ꎬ体现了两者间的互动性ꎬ突显了术语英

译中隐含的中国哲学特征ꎬ即关联性ꎮ
基于中西方哲学的比较ꎬ译者阐释了中

国哲学的特质ꎬ并对«论语»文本中的术语英

译进行了细致的哲学解读ꎬ加之对孔子及其

弟子的简介和«论语»文本发展历史的简述ꎬ
以及中英文差异基础上的文言文特征阐述ꎬ
为读者理解«论语»译文和感悟其蕴含的中

国文化提供了充足的历史、语言和哲学背景

信息ꎮ 同时ꎬ导言后的注释引用了诸多中外

名家的相关著作ꎬ为译者的哲学背景解读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ꎬ极大地增强了说服力ꎮ
２.正文本译文中的副文本:翻译策略

正文本译文中的副文本指«论语»源文

本译文中位于关键术语英译后、以圆括号形

式出现的夹注ꎬ注释标明了与术语英译对应

的拼音和汉字ꎬ体现了译者独特的中国哲学

翻译策略ꎮ 例如ꎬ安乐哲[７] 将“信近于义ꎬ言
可复也” 译为: Ｔｈａｔ ｍａｋ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ｏｎ ｏｎｅ′ ｓ
ｗｏｒｄ ( ｘｉｎ 信 ) ｇｅｔｓ ｏｎ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ｙｉ 义)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ｎ ｗｈａｔ ｏｎｅ
ｓａｙｓ ｗｉｌｌ ｂｅａｒ 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 而辜鸿铭[９] 将其译

为:Ｉｆ ｙｏｕ ｍａｋ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ｗｈａｔ ｉｓ ｒｉｇｈｔꎬ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ｋｅｅｐ ｙｏｕｒ
ｗｏｒｄ. 两相比较ꎬ很显然ꎬ辜鸿铭仅英译了该

句的意思ꎬ并未体现出中国哲学的异质性ꎮ
安乐哲[７]认为ꎬ１９ 世纪中国哲学对西方

哲学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ꎬ原因有二:一是西

方哲学界无包容之心ꎻ二是译者惯以西方哲

学术语翻译中国哲学ꎬ以致其被误认为是西

方哲学的附庸ꎮ 为了彰显«论语»文本的中

国哲学特质ꎬ安乐哲在正文本译文中每个关

键哲学术语英译后都添加了与之对应的拼音

和汉字ꎬ一方面让读者更直观地将英译术语

和中国哲学术语及其读音相关联ꎬ另一方面

可使读者对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有清晰的感

知ꎮ 基于导言中的哲学背景解读ꎬ在正文本

译文中添加与术语英译对应的拼音和汉字ꎬ
安乐哲[１０]将这种哲学翻译策略称为“自觉性

诠释” (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ꎮ 他认

为ꎬ只有采用自觉性诠释的翻译策略才能消

除文本在跨语言诠释中的文化偏见ꎬ尽显译

文的中国哲学本质ꎮ
在哲学背景解读的铺垫下ꎬ译者利用自

觉性诠释的翻译策略时刻提醒读者«论语»
译文的中国哲学特质ꎬ使其沉浸在他者文化

的阅读语境中ꎮ 同时ꎬ这种翻译策略也充分

体现了中西方哲学的差异ꎬ让译文回归至源

文本诞生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ꎬ真正做到了

创造性地忠于源文本ꎬ实现了如实地跨语言

诠释«论语»哲学内涵的翻译目的ꎮ
３.正文本译文后的副文本:学术性延展

正文本译文后的副文本包括译文后的

３３５ 条注释、两则附录和其后的 ３５ 条注释以

及 １１４ 条参考文献ꎬ充分展现了译者严谨的

学术研究品格ꎬ无论是与正文本译文相关的

论述还是源文本的跨语言诠释ꎬ均有据可查、
有理可依ꎮ 作为正文本译文后的文本信息ꎬ
该部分副文本进一步强化了安乐哲«论语»
译本的学术性ꎮ

(１)正文本译文后的注释:译评结合

中国哲学典籍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

色ꎬ文本中涉及的人物、历史事件、习俗、词义

等都给异域读者理解译文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１１]ꎮ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并洞悉

儒家哲学真谛ꎬ正文本译文后的注释提供了

理解译文所需的语言、文化、历史等背景信

息ꎬ体现了译者对源文本的深入研究ꎬ进一步

彰显了译本的学术性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正文

本译文后还有一种注释———评价性注释ꎮ 例

如ꎬ安乐哲[７]将“不有祝鮀之佞ꎬ而有宋朝之

美ꎬ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译为: Ｉｆ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 ｍｅｉ 美 ) ｏｆ
Ｓ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ｒｅｎ 仁) ｏｆ Ｐｒｉｅｓｔ Ｔｕｏꎬ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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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ｓｃａｔ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ｏｄａｙ. 译文注释[７]首

先说明中文文本采用了传世本ꎬ但译文沿用了

新发现的定州«论语»(１９７３ 年河北定州八角

廊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ꎬ是目前能够见

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原件)ꎻ其次根据译者

对«左传定公四年»的考证ꎬ祝鮀因口才好

而出名ꎬ故此处的“佞”似乎应有“口齿伶俐”
之义ꎻ最后译者考察了«论语»源文本其他处

出现的“佞”的语境ꎬ最终确定“佞”非指褒义

的口才好ꎬ而应指“花言巧语”或“油腔滑调”ꎮ
译者采用评价性注释对源文本中的内容

或解读提出自己的疑问ꎬ并通过文献研究提

出自己的见解ꎮ 翻译或多或少都带有译者的

主观偏见ꎬ但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更显客观

和权威ꎮ 译者在正文本译文后通过评价性注

释将译文和评价有机结合ꎬ不仅有助于加深

读者对译文的理解ꎬ也强化了译本的学术性ꎮ
(２)两则附录:译后反思

附录一概述了定州«论语»的发现、保护

和整理过程ꎬ同时简述了其与其他文本间的

差异ꎬ为后期文本的编辑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附录二是译者完成正文本英译后对语言、翻
译和诠释的进一步思考ꎮ 译者认为ꎬ源文本

的翻译和其思想内涵的表达同等重要ꎬ作为

儒家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ꎬ«论语»的翻译必

须体现中国哲学的动态性和关联性特征ꎮ 基

于汉语及其书面语的演变发展历史ꎬ译者认

为ꎬ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并非口语的简单转

写ꎬ而是由历代文人传承并使用的深邃的、雅
致的语言ꎬ其发展受到了语言和非语言因素

的影响ꎮ 从语法的角度而言ꎬ文言文属于分

析型语言ꎬ无固定语序和词类ꎬ其解读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字形和语境ꎮ 从哲学的角度而

言ꎬ文言文的语法特点反映了中国人认识世

界的方式ꎮ 文言文解读的难点在于无固定词

类的词汇ꎬ但词与词一旦共现就会形成相互

制约的关系ꎬ反映了中国哲学对事物动态性

和关联性的重视ꎮ
两则附录不仅加深了读者对«论语»文

本的理解ꎬ也重申了译者一以贯之的翻译原

则:中国哲学文本的跨语言诠释必须在理解

文本内涵的基础上通过译入语彰显源文本的

哲学特质[７]ꎮ 附录是译者站在译文消费者

的角度对源文本翻译的反思ꎬ既能引发读者

深思ꎬ也提升了译本的学术性ꎮ
(３)参考文献:翻译中的跨学科研究

安乐哲«论语»英译本的参考文献长达 ８
页ꎬ共计 １１４ 条ꎬ根据文献内容大致可分为以

下 １０ 类:①«论语»注疏类ꎬ如杨伯峻的«论
语译注»ꎻ②«论语»英译和研究类ꎬ如韦利的

«论语»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ꎬ白牧之

(Ｂｒｕｃｅ Ｂｒｏｏｋｓ)、白妙子(Ｔａｅｋｏ Ｂｒｏｏｋｓ)夫妇

的«论语辨»(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ꎻ③孔子

研究类ꎬ如芬格莱特(Ｈｅｒｂｅｒｔ Ｆｉｎｇａｒｅｔｔｅ) 的

«孔子:即凡而圣»(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ａｓ
Ｓａｃｒｅｄ)ꎻ④儒学研究类ꎬ如杜维明的«东亚现

代性中的儒家传统»(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ꎻ⑤其他儒家典籍英译

或研究类ꎬ如庞德的«诗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Ｏｄｅｓ)、诺布洛克 (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ｂｌｏｃｋ) 的 «‹荀

子› 全译与研究» (Ｘｕｎｚｉ: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ꎻ⑥其他诸子百

家典籍英译或研究类ꎬ如安乐哲的«孙子:战
争的艺术» (Ｓｕｎ￣ｔｚｕ: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葛
瑞汉 (Ａｎｇｕ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ｒａｈａｍ) 的 «论道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ｏ)ꎻ⑦其他释典训诂类ꎬ
如刘殿爵和陈风清的«‹说苑›词汇索引» (Ａ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ｕｏｙｕａｎ)ꎻ⑧中国古代

思想研究类ꎬ如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ꎻ⑨中国古代历史

研究类ꎬ如司马迁的«史记»ꎻ⑩中外语言研

究类ꎬ如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的«汉文

典» (Ｇｒａｍｍａ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Ｒｅｃｅｎｓａ)、乔姆斯基

(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 的 « 语 言 与 思 维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等ꎮ

由以上 １０ 类参考文献分析可知:安乐哲

在翻译«论语»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

料ꎬ涉及训诂学、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中国古

代思想和历史研究、语言研究等ꎬ建构了完备

的中国典籍翻译知识体系ꎬ且具有鲜明的跨

学科研究特点ꎮ 张雪等[１２]认为ꎬ参考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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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性越强ꎬ论著的学术影响力越大ꎮ 跨

学科知识融合的参考文献不仅凸显了译者渊

博的学术知识和严谨的学术品格ꎬ更进一步

彰显了其译本的学术性ꎮ
译者以译文消费者的身份对译文内容进

行评价ꎬ并通过附录反思源文本跨语言诠释

的全过程ꎬ加之跨学科研究特点显著的参考

文献ꎬ三者的绝佳融合使安乐哲«论语»译本

的学术性愈发凸显ꎮ

三、对中国典籍外译中副文本运用的

启示

　 　 安乐哲«论语»译本中副文本的运用已

成为其中国典籍英译的典型风格ꎬ对中国典

籍外译中副文本的运用有以下几点重要

启示:
(１)悉心布局导言ꎮ 导言应包括源文本

作者生平介绍ꎬ以及读者理解源文本所需的

历史、语言、文化等背景信息ꎬ以帮助读者深

入理解源文本的思想内涵ꎮ
(２)谨慎选择术语ꎮ 中国典籍包含众多

哲学、文学、科技等术语ꎬ但并非所有术语均

需进行详细阐释ꎬ应重点关注对源文本理解

有较大影响的术语ꎬ对其他术语可采用注释

进行简要说明ꎮ
(３)合理运用评注ꎮ 译文后添加译者评

注既能引发读者深思ꎬ也能为其深度阅读指

明方向ꎬ但评注过多会给读者阅读带来困扰ꎬ
应着重评注源文本的核心观点或翻译释要ꎮ

(４)巧妙使用不同类型的注释ꎮ 从注释

的位置而言ꎬ安乐哲«论语»译本仅有文中夹

注和尾注两种ꎮ 但有些尾注用词较少ꎬ若采

用脚注就可免去读者前后翻阅的麻烦ꎬ继而

提高阅读速度ꎮ
(５)坚持奉行读者本位理念ꎮ 副文本的

运用要有明确的读者意识ꎬ本着为读者服务

的理念精心组织副文本ꎮ 例如ꎬ正文本译文

前的术语释义可以索引的形式再现于参考文

献之前或之后ꎬ以便于读者查阅ꎮ

四、结　 语

安乐哲«论语»译本中的副文本(共 １７５

页)占了译本(共 ３２６ 页)一半以上的篇幅ꎬ
基于源文本的注疏和最新考古发现ꎬ译者广

泛吸收了中外儒家思想研究成果ꎬ通过内容

丰富的副文本与正文本译文的相互补充ꎬ造
就了翻译准确、语言通达、哲学韵味十足的安

乐哲«论语»译本ꎮ 由此可见ꎬ中国典籍外译

既需地道、流畅的源文本译文ꎬ也需与其相得

益彰的副文本ꎬ两者巧妙结合方能有效推动

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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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ａｒａｔｅｘｔꎻ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ꎻＲｏｇｅｒ Ｔ. Ａｍｅｓꎻ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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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Ｙｕｅｆｕ Ｐｏｅ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ＳＵＮ ＹｕｅｃｈｕａｎꎬＬＩ Ｌ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５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ｔｈｅ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ꎬ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ꎬ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ꎬｗｈｏｓ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ｖ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ｃｏｇｎｉ￣
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ꎬ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ꎬ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Ｙｕｅｆｕ Ｐｏｅｔｒｙ′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ꎬ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ｍ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ꎬ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ꎬ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ꎬ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ꎬ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ꎻＹｕｅｆｕ Ｐｏｅｔｒｙꎻ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ｖｅｒ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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