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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作品在“权力”视角的解读
布伦斯在一篇关于经典和权力的文章中曾经说过，

“所谓经典，并不是属于文学的范畴，它是一种属于权力的
东西。”［1］这种权力体现在中西文化传播的不平等上。西
方对于《道德经》的不同价值判断始终贯穿在《道德经》
翻译和研究的全过程，通过对《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一
个多世纪行旅的匆匆巡礼，我们不难发现，《道德经》这
座大桥，紧紧连接了两个文化、两种文明。［2］《道德经》被
视为连接和诠释两种文明的媒介，承载着两种文明的历史
意义与对应国所具有的“权力”，其部分文本不得不被漏
译或曲解，缺少一定的独立性。研究发现，在翻译前期及
中期，《道德经》的异国译者对我国文化持有文化俯视的
态度。由于话语“权力”的影响，外国译者常抱有较强的
文化固守情怀，并基于本国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将《道德经》
殖民化，将其文化背景及相关理解归结为本土文化及宗教
信仰的产物。
二、基于特定历史时期对外来文化的解读
对于异国文学的翻译通常并不是两国之间文化的平

等对话，而是目标语国家自身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文化传
播的全过程是在传统的支配下进行的，对传统有着较大程
度的依赖。因此，每一个时代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历
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并试图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理解自
身。译者在将原文转成目标语时，文学作品具有“一种
精神性保持和流传的功能。因此，把它隐匿的历史带进了
每一个现实之中。”［3］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文本中的
价值观和认知范畴可能会被纳入不同的认知框架。20世
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理性文化的终结
和机器文明的崩溃。面对战争的到来，宗教组织瘫痪，人
们无从脱离战争的阴云。劫后余生，很多学者对西方文化
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对西方文明深感绝望。因此，便也引
发了学者们对于老子文化的探讨与研究。他们在东方文
化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中，寻找到一种植根于自然本
能、追求和谐、遵循宇宙规律的理想状态，基于对“反战”
与和谐思想的文化固守产生了对老学文化的极大认可，认
为只有这种内向用力、十分含蓄的文化才是解救欧洲危机
的良药。［4］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诸如能源危
机，生态恶化等问题，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信仰危机，诸多特
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使得人们希望在东方智慧典籍中
寻找解脱。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向《道德经》中寻求治
理国家的智慧，他曾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是美
国舆论界掀起了研究老子的热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也曾引用老子的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
争”，表示要将先贤的智慧应用到工作中，与各国一起共同
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三、基于宗教角度的解读 

宗教通常是文化的集中体现，西方所有的有用的文化
价值经过蒸馏，［5］都在宗教的位置上沉淀下来，对西方而
言，固守文化的有效方式便是固守宗教信仰，而西方的军
事扩张和殖民扩张通常也是盖着宗教的面纱。1823年法
兰西首位汉学教授雷缪萨首次用法文翻译了《道德经》，
在论述中将《道德经》第十四章中牵强地“夷”（i）“希”

（hsi）“微”（we）按照音译翻译成“耶和华”（Jehovah），
即上帝。德国译介道家经典时，把《道德经》原文变为读
者熟悉的，富有基督教情调的民族语言，把宣讲自然无为
的道家哲学变成灵智主义的有神论，把“道”当作“神”，
认为“道”的概念几乎完全符合神的精神。早期传教士
对于《道德经》的关注和切入方式，体现了西方人对于中
国文化的强势接触，对于《道德经》的吸纳是为其《圣经》
的输出服务的，［6］其终极目标是在中国传播福音，是中国
基督教化。

时下虽面临着中国文化传统受到西方价值和理论质
疑的困境，但以《道德经》为首的中国经典古籍的外译对
我们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推广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方面，
其能够帮助中国文化顺利进入英语话语圈，使中华文明在
异域强势文化中获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并使得汉文化
在进入话语圈后能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另一方面，以《道
德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古籍的跨文化传播能使我们增
强自身对文化的认同感，也能使外国读者认清汉语文化特
色，使我国古典名著在世界舞台上创建自己的话语权力和
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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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中期及以前，对于《道德经》一直处于西方垄断的话语独白时段，随着汉学家及中国学者不
断加入翻译行列，这些多元化的译介尚存在诸多跨文化传播中的语义歧义和理解偏差，体现出西方出于宗教和历
史等因素所产生的文化固守。本文通过西方社会历史背景、宗教的角度分析了《道德经》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
在西方译介中的异国想象，揭示了古汉语本身译介过程中的局限性，进而阐释中华文化因近代多难等原因所造成
的话语弱势以及现当代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发展趋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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