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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间”理论观照下的辜鸿铭儒经英译研究

李磊

(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语系，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辜鸿铭兼具中西方双重文化身份，他以消除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固有成见和蛮横态度

为传播理念，在“第三空间”以杂合的传播策略实现了儒经文化的有效传播。他一方面选择归化翻

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儒经，满足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 另一方面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再

现儒经所认知的世界和所塑造的美。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传播过程就是中西方文化在相交的“第三

空间”转化、交融、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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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是第一位独立、主动翻译儒经，传播中国

文化的中国学者，他打破了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在

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在中西方文化传播史上占有独

特地位，他和理雅各并列，同时成为英译儒经史上两

位里程碑式的先驱人物。辜鸿铭在文化传播中的重

要贡献与当前学术界对其关注度极不相称，这集中

表现在对其文化传播策略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的

考察较为缺乏等方面。［1］本文拟从霍米·巴巴“第

三空间”理论的视角，以文化身份和文化传播理念

与策略为切入点，研究辜鸿铭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疆

域相交的“第三空间”促进儒经有效对外传播的。

一、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及
其在辜译儒经研究中的指导意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领军人物霍米·巴巴在其代表

作《文化的定位》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霍

米·巴巴批判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二元对立的空

间体系，阐释殖民话语旅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指出

“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铸隙性空间’
( interstitial space) 、一种铸隙的时间性，它既反对返

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

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2］( P36) 他

认为不同文化相交的“间隙”( 文化的“疆界”) 形成

了文化交流的“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具有开放性。它包含并超越二元

空间，是一个包容的空间场域，显现文化身份因素，

杂合并呈现文化差异性，不同的文化因素活跃于

“第三空间”，穿越“疆界”回到“此在”。“第三空

间”具有杂合性。霍米·巴巴认为杂合性是“殖民

权力生产力的标志，它表现出了所有存在于被歧视

与被压迫场所中的必然变形和置换”。［2］( P112) 在这一

场域，种族、性别、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等因素互相

混合交织，彼此碰撞交错，在融合交流中产生新的意

义，构建新的“他者”。在异质文化相遇的“第三空

间”，二元对立得以消解，强势文化霸权得以抵抗，

多元想象与对抗策略得以建构，不同文化因素杂合

在一起，冲突的文化差异彼此杂糅、碰撞，“异质性”
在新的文化生态中得以显现。

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对于研究辜译

儒经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霍米·巴巴提出话

语的意义和文化的差异只有在“第三空间”才能得

到应有的诠释。“杂合”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

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

具特色的混合体”。［3］文化交流必然伴随杂合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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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4］翻译就发生在不同文化混杂的“第三空间”，

该空间生成的文化产品具有杂合的特征。辜鸿铭儒

经传播的过程就是中西方文化在相交的“第三空

间”转化、交融、发展的过程。辜鸿铭将两种文化和

语言带到“第三空间”，使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进

行平等的协商、对话，构建非此非彼的新的“他者”。
“第三空间”理论指导我们以开放的心态研究辜鸿

铭英译儒经超越身份的二元对立和文化传播策略的

二元对立，以杂合的眼光审视辜鸿铭“自我”与“他

者”的文化身份以及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辜鸿铭杂合文化身份的形成

文化身份主要体现民族本质特征，尤其是民族

文化本质特征。霍米·巴巴推崇在文化边界相交的

“第三空间”中形成的杂合的双重文化身份。辜鸿

铭是在文化旅行中选择和形成自己杂合的文化身份

的。在中西方文化相交的“第三空间”，“他者”要素

活跃，差异性元素混杂，在文化协商中，辜鸿铭既是

“他者”又是“自我”，形成了杂合的文化身份，在身

份协商的过程中实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辜鸿铭具有西方文化身份。他在青少年时代系

统地接受了西方教育，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

学位，后游学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他精于西学西

政，通晓英、德、法、意大利、拉丁、希腊、马来等多种

语言，洞悉西方文学、宗教、社会民情等，十分了解各

种西方社会思潮。他经常在文章中熟练引用西方著

名作家言论，深度论及西方问题。西方人赞誉他的

英文文 章 可 以 同 维 多 利 亚 时 代 大 文 豪 的 作 品 相

媲美。
中西方文化之间没有特定的界限，在多元文化

碰撞的“第三空间”，辜鸿铭同时彰显着中国文化身

份。留学期间，他师从浪漫主义一派，深受浪漫主义

思想影响。卡莱尔、阿诺德、爱默生、罗斯金等浪漫

主义者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把道德和精神生活

作为思想的关键，倾向于文化民族主义，推崇东方文

明和中国文明。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辜鸿铭对

西方文明的失望激发了他的民族感情和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渴望。归国后，辜鸿铭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文

化，国学大 家 罗 振 玉 称 赞 他 的 中 国 学 问“学 以 大

成”，他被西方认为是孔子学说的权威，其中国文化

大师的身份自然凸显。
辜鸿铭理解中国典籍的深刻内涵，又无法摆脱

早期西方正统教育的影响［5］，因而兼具中西方双重

文化背景，可以在“第三空间”以杂合的文化身份审

视中西文化冲突，具有促进中西文明交流、融二者于

一体的优势。

三、辜鸿铭文化传播理念及其策略

在“西学中渐”成为主流、“中学西渐”亦同时发

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辜鸿铭具有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其英译儒经的传播理念在于

他希望西方读者能够消除对中国文化固有的成见和

蛮横的态度，更好地理解进而认同中国文化，平等地

对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论语》译序中，辜鸿铭

表示他希望译书不仅能使西方修正谬见，“而且改

变其 对 中 国 无 论 是 个 人 还 是 国 际 交 往 的 态

度”。［6］( P76) 他在《中庸》译序中进一步指出他期待该

译书能够帮助欧美人民“形成一种较清晰较深刻的

道德责任感”，“无论是以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

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6］( P76)

在跨文化交流的“第三空间”，他期待超越强势文化

对弱势文化的绝对统治和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消

极抵抗，在“他者”与“自我”的对话和交流中实现中

西方文化转换、传递和融合。
辜鸿铭在其文化传播理念的指导下，采用杂合

的文化传播策略在中西方文化疆域相交的“第三空

间”进行儒经翻译。他采用归化和异化杂合的翻译

策略，把中西方文化和语言带到“第三空间”，让两

种文化就彼此的差异性进行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

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一方面，他选择归

化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儒经，满足了西方读

者的审美期待; 另一方面，他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

可能再现儒经所认知的世界和所塑造的美。
归化翻译策略实现了文化传播中“自我”的话

语权，减少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障碍，更好地彰显了儒

家经典的精神。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说他的翻

译是“努力按照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

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6］( P84) 以儒

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强调道德责任感，他分别用

“the moral law”、“moral order”、“moral sense”、“mor-
al man”传播“道”、“和”、“仁”、“君子”等儒经核心

概念，强调“moral”，凸显中国文化的“道德”特质。
理雅各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将“道”译为“path”，

将“和”译为“the state of harmony”，将“仁”译为“be-
nevolent actions”、“true virtue”、“the good”、“the vir-
tues proper to humanity”等，将“君子”译为“a man of
complete virtue”、“the superior man”、“the scholar”、
“the accomplished scholar”等。理雅各对这些儒经

·701·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2 年

核心文化词汇的翻译忽视了“道德”( moral) 主题，

没有突出中国文化的底蕴。辜鸿铭儒经传播揉合西

方文化元素，大量引用西方文学、哲学、宗教等领域

的箴言为有关经文做注释，辜鸿铭特别注明《论语》
翻译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

的新的特别翻译”。［6］( P89) 王辉［7］研究发现辜鸿铭在

译本中多次直接或间接引用歌德、阿诺德、爱默生、
卡莱尔、弗劳德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观点为

《中庸》做注释。辜鸿铭创造性的文化传播策略增

强了译文的可接受性，便于西方读者了解儒家哲学。
辜鸿铭传播儒经时还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输出儒

经的内涵、展示儒经的风格。例如辜鸿铭将“禘自

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译为“At the service of
the great Ti sacrifice ( the‘Mass’in ancient China) ，I
always make it a point to leave as soon as the pouring
of the libation on the ground is over”。“禘”属于中国

文化专有项，是指“宗庙五年一次的大祭”。辜鸿铭

在直译出其文化内涵“the great sacrifice”的同时，将

“禘”音译为“Ti”。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突出了文

化交流的“异质性”，彰显了中国文化特色。理雅各

将“禘”译为“the great sacrifice”，缺少了“禘”的音

译，没有突出文化差异性。再如辜鸿铭把“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翻译为“Those who
know it are not as those who love it; those who love it
are not as those who find their joy in it”。辜译使用

“those who love it”成功地再现了原文“顶针”的修辞

手法，“辞气相副”，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好地把握儒

经的内涵。理雅各将该句译为“They who know the
truth are not equal to those who love it，and they who
love it are not equal to those who delight in it”。该译

文虽然传递了原文的基本内容，但是由于缺失了原

文的修辞手法，不能准确地显示原文的气韵，在“气

副”方面稍逊于辜译。辜鸿铭的异化翻译策略突出

了中国文化的“他者”性，使西方文化读者充分领略

了儒经的文化精髓。
辜鸿铭英译儒经是中西文化在“第三空间”协

商的产物，兼具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深厚底蕴。
其文化传播的杂合策略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

观，还原文化差异性，化解文化冲突和矛盾，实现

“同”与“异”的统一，对于促进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

意义。

四、结语

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消解了强势文化

霸权和弱势文化抵抗，为审视辜鸿铭儒经传播开辟

了新的视域。在文化协商的“第三空间”，辜鸿铭形

成了中西方文化杂合的译者身份，采用杂合的传播

策略实现了儒经文化的有效传播。在“汉学”潮流

全球化的形势下，辜译儒经经典化对中国文化传播

具有积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我们以译事传播中国

文化，就要努力在中西方文化疆域相交的“第三空

间”构建“自我”和“他者”杂合的双重文化身份，杂

合运用归化和异化的文化传播策略，以实现西方文

化和中国文化的互动和相互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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