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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蔡元培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而且也是一位翻译家。他在 20世纪初的有关译论,涉及

译学概念等重要问题,并提出 横译!、 纵译!与 一译!、 再译!等极有价值的观点, 见解独到, 但较少涉及有关译学

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他还翻译过多部外国哲学、伦理学著作,如∀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伦理学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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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被誉为  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 !。作为近

代中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世人对其知之甚

多。而作为翻译家,人们对其知之甚少,相关研究除

陈福康 ∀蔡元培的译学论述 #[ 1]
以及黄勤 ∀蔡元培翻

译观的认识论诠释 #[ 2]
之外, 似乎再无人提及。笔

者经过查阅与考证, 发现蔡元培论及译学方面的文

章一共有 5篇, 分别是: ∀译学 #、∀国文学讲义 ∃序

言 #、∀译学馆校友会祝词 #、∀译名表 #、∀京师译学

馆校友录#。这些论文皆收录在 ∀蔡元培全集 #中。

此外, 他还翻译过多部外国哲学、伦理学著作, 如

∀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 #、∀伦理学原理#等。为

此,笔者就其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

一

 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 孑民始涉猎译本

书。!蔡元培也自此学习西学。[ 3]
他以顽强的毅力先

后学习了日、英、德、法、意等语言。 1898年, 蔡元培

始习日文,并着手翻译:  夜译 ∀俄土战史 #数页。有

文从字顺之乐。! [ 4 ]
刚涉足译事, 蔡元培就注意到当

时翻译界任意篡改原作的现象, 并表示出反感。同

年 9月,他阅览日本森本藤吉的 ∀大东合邦论 #时,

经与上海大同译书局中译本 ∀大东合邦新义 #比较,

发现  挖改数处 !。蔡元培对此十分愤怒, 特撰读书

笔记一篇,对该中译本进行驳斥。这是蔡元培对待

翻译标准问题的最初反应。

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 蔡元培日益认识到翻译

工作的重要性, 开始形成对译学的见解。 1900至

1901年间,蔡元培在绍兴及上海搜集国内外资料,

对各级学校的课程进行研究, 撰写出 ∀学堂教科论 #

一书。该书中列有  译学 !这一科目。 1901年他任

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并开始筹划 ∀外交报#时, 撰有

一文专论译学。该文当时没有发表,后人据其手稿,

加以 ∀译学 #之题, 收载于 ∀蔡元培全集 #第一卷中。

1906年秋,蔡元培在北京办理赴德留学事, 兼在北

京译学馆任教,讲授国文学。在其 ∀国文学讲义#序

言中,再度论述了他对译学独到的见解。综观蔡元

培对翻译理论问题的阐述,主要为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地界定  译学 !概念。蔡元培认为:

 译学二别:一政界之事,一学界之事。![ 5] 154
所谓政

界的译学:自周时,  有夷蛮戎狄之号, 即有象寄译

鞮之学,以任象胥掌客舌人之官。! [ 5] 154
其后历代都

有政界之事, 特别是清代,  开国即有俄罗斯之约,

道咸以后,海口通商, 交涉频繁, 立总理事务衙门董

其事,迭简出使大臣以驻于各国, 而设同文馆于京师

以储译材。! [ 5] 154
进入 20世纪,  公法大明!,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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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  苟其保自主之权, 申善邻之义, 国无大小, 号

日对等。! [ 5] 154
因此,  交涉上文野之程度, 即为其国

安危之所系。而我国职外交者,或通语言而昧政策,

或究政策而绌语言, 蛩駏相依, 事多隔阂, 此译学所

以亟也。! [ 5] 154
由此可见, 蔡元培所谓  政界之译

学 !,是指与外交有关的翻译工作,即将翻译与外交

相结合的广义的译学。他认为,外事翻译工作者必

须既通语言又明政策,融会贯通。他还强调,政界之

译学事关国家安危,因此是  译学所以亟也 !。所谓

学界之译学,则是指学术性的翻译。

蔡元培还进一步指出, 在学习西学时  吾既习

惯于吾国之文,则于读书听讲之际,不知不觉常间接

于国文,而后领会, 此其所以为译也。! [ 5] 390
此外,即

使是国文,也不管它是科学、文学,只要一作翻译,便

不能一字不易,只要一作记录, 也不能一字不易,尤

其是我国的古文与口语也不一样,  是亦译

也 !。[ 5] 390
可见,蔡元培不仅对译学作了广义的理解

与论述,而且充分发挥了我国自唐代以来  译即易,

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的思想。

第二, 提出  横译 !、 纵译 !与  一译 !、 再译 !

之说。蔡元培认为,  外国语之为译学也, 以此译

彼,以地者也, 谓之横译。国文之为译学也, 以今译

古,以时者也, 谓之纵译。!  由意识而为语言, 一译

也,此中外之所同也。由语言而为文字, 再译也,此

我国之所独也。![ 5] 391
在此, 蔡元培称异域语言的翻

译为  横译!,古今语言的翻译为  纵译!,并认为由

意识而发为语言, 也是一种翻译。这一思想充满哲

理,发前人所未发。而他称为中国独有的  再译 !与

其  纵译 !的说法相近, 是指当时我国言文不统一。

这一观点,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重要

依据。

第三, 指出我国外语教育和翻译人才培养方面

存在的问题。  全国士流, 能读和文书者, 尚百不得

一,能读西文书者,且千不得一, 我国译学犹稚焉。!

 我国学者, 类习英文, 近则日文渐盛。其余国语。

精者鲜矣。! [ 5] 155
一个  稚 !字,点出了当时中国翻译

界的现状。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 蔡元培又根据国

家当时的实力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政界之事,

既与各国交通,非分习各国语不可。! [ 5] 155
学界之事,

则在习日文的同时按需要兼习其它语言。而  府县

诸学, 姑以英、日为界,亦因地而制宜者也。! [ 5] 155

综上所述,蔡元培在 20世纪初的有关译论,涉

及了译学概念等问题,并提出了  横译 !、 纵译 !等

极有价值的观点, 其见解无疑是十分独到的。但也

应该看到,蔡元培的翻译理论还较多地限于对概念

的发挥,以及针对当时翻译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提

出建设性的见解, 而较少涉及到有关译学的一些重

大理论问题。这是其翻译理论的不足。

二

蔡元培不仅对翻译理论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身

体力行,翻译出版了多部外国哲学、伦理学专著。

1902年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主持

西方文化典籍的编辑翻译工作。 1903年蔡元培把

德国科培尔∀哲学要领#的日译本译成中文,交商务

印书馆出版。此书分为  哲学之总念 !、 哲学之类

别!、 哲学之方法!、 哲学之系统! 4章,  皆以最近

哲学大家康德、黑格尔、哈尔妥门诸家之言为基本,

非特惟物、惟心两派之折衷而已。! [ 5] 176
这是蔡元培

从事翻译的处女作,堪称当时中国哲学教科书的先

驱。

∀妖怪学讲义 #是蔡元培翻译哲学著作的又一

力作。该书是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的一部破除

封建迷信的重要专著。在蔡译本之前,已有何琪的

∀妖怪百谈 #、徐渭臣的 ∀哲学妖怪百谈 #等几种译

本, 但蔡译本流传最广。蔡元培译此书, 最初以∀妖

怪学讲义 #为题, 刊载在黄摩西主办的 ∀雁来红丛

报#1906年的第 l至第 7期上。以后由亚泉学馆购

印。但译稿遭火灾; 5册中仅余  总论 ! 1册。后由

商务印书馆于同年 8月印行。该书在中国近代西方

哲学传播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张东荪认为, 中国输

入西洋哲学可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用蔡

元培先生所翻译的井上圆了 ∀妖怪学 #为代

表。![ 5] 628
这∀妖怪学 # 代表日本人初期接受西洋哲

学的态度与反应,而蔡先生把它翻译到中国来,却亦

是代表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哲学的态度。这是西方

哲学初到东方来的应有的现象。! [ 5 ] 628

蔡元培还于 1909年翻译了德国鲍尔生所著的

∀伦理学原理 #。此书以日本蟹江义丸的日译本为

蓝本,参考原著译成,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伦

理学原理 #中的伦理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 在哲学

上代表了康德的心物二元论。蔡元培译此书时,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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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处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要求中国对西方文

化深入了解的时候。因此,该书出版后,对思想界产

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还被国内一些学校采用为伦

理学教科书。据湖南第一师范 ∀校志#记载, 杨昌济

在该校教伦理学时,就把此书译本作为修身课教材。

当时正在该校求学的毛泽东极爱此书, 在这本约 10

万字的译著中作了 12000字左右的批注。多年后,

毛泽东仍高度评价:  它 (指 ∀伦理学原理 #使我对于

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

助。! [ 6]
蔡元培译著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伦理

学原理#先后 8次重版, 1940年商务印书馆又再度

重版, 编入  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

在从事具体的翻译著述时, 蔡元培的态度是严

谨认真的。 1903年译 ∀哲学要领 #时, 他因  苏报

案 !避走青岛。  其时无参考书, 又心绪不甚宁, 所

译人名多诘屈。而一时笔误,竟以空间为宙,时间为

宇 !。所以, 蔡元培时刻耿耿于怀,  常欲于再版时

修正之。! [ 7]

蔡元培还力图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译名统一

问题。首先,尽量避免使用新译语。  本书译语,务

取最习用者。习用者不可得, 始立新语。为译语志

要,附于书后, 以备检核。! [ 8]
其次, 创立 ∀译名表#。

该表是蔡元培于 1916年秋在法国与李煜瀛合作完

成的, 分功用与方法两部分。  功用 !部分简要分析

了新旧译名法的利弊,指出  向用之译名法!的弊病

主要是:不能划一名词,人人而殊,时时而殊;不能使

读者由中文推求西文之原字。而新译名法不仅有效

地解决了译名统一的问题, 而且使读者能推求西文

之原字。  方法 !部分则介绍了译名表的使用方法。

蔡元培敏锐地洞察到当时中国翻译界存在的问

题, 并就译学理论问题作了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

独到论述。在全面学习西方文化, 追求西方文明底

蕴的同时,将西学中的哲学、伦理学及美学理论等学

术思想作为重点内容予以特别考察和研究。他的翻

译实践为此目的服务, 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

不失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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