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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严复译学思想极具前沿性与先进性，在译学思想百花齐放的今天仍然独树一帜。他以非文学

作品翻译为主，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谓中国译界史上的领军人物。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

为数据来源，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对国内近四十年来严复译学思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旨在讨论国内严

复译学思想研究现状，发现研究结果主要涉及译文解读、译家相比、译论应用三方面。这一研究有利于进

一步加深对翻译内涵及外延的了解，为译界提供一个全面认识严复译学思想的宏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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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回顾中国翻译发展史，可观清朝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严复携其八大译著屹立于时代更替

之中，其译学思想历久弥新。在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众学者对其研究多见于政治、经济、

文化及哲学思想等领域，就其译学思想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少有系统性论述。本文通过

中国知网（CNKI）网络数据库，以“严复翻译”为主题，时间范围设定为“1980 年到 2019

年”，采用“精确”匹配方法对所有期刊进行检索，共计 628 篇文章，大致以 10 年为界，

分 4 个阶段作简要介绍国内严复译学思想研究概况。 

已有研究成果基于不同视角对严复译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成就斐然。为了更全面、

更系统地解读严复译学思想，我们将从 3 个层面对已有成果进行归纳和概括，即严复译文解

读层、译家思想比较层、严复译学思想应用层。本文将涵盖翻译原理、策略、方法的译学本

体归入译文解读这一范畴，将与其他译学名家思想进行比较的内容置于译家比较这一框架，

将涉及翻译的多学科研究部分纳入译论应用这一方面。为了更全面化、系统化地理解严复译

学思想的深层内涵，并为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理论支持，本文从历时的角度，结合时代发展背

景，对国内近 40 年该领域研究进行全面分析，以期在追溯与展望中发现其共性与特性、变

化与发展。   

2 研究趋势 

如图 1 所示，1980—2019 年这 40 年期间，国内期刊上有关严复译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数

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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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9 年十年平均每年发表论文 0.8 篇，总数为 8 篇，该期间对严复译学思想的研

究主要结合其译著特点对“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等方面进行分析，其重心着眼于“信达雅”，

研究方向较为单一，如图 2 所示。这与当时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密不可分——国门正缓缓向世

界打开，国内掀起一股科技翻译热潮。严复作为国内译界的领军人物，尤以西方社会科学著

作为翻译内容，其译学思想影响深远，故此阶段国内学者开始就严复译学思想进行研究。但

由于国内翻译理论及实践皆处于方兴未艾阶段，严复译学思想的研究尚不深入。 

1990—1999 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发表论文 2.3 篇，总数为 23 篇，是前十年间总数的 2.8

倍。该期间对严复译学思想的研究除继续分析其译著和对翻译标准“信达雅”展开探讨外，

还增加了与其他译学名家进行比较的内容。同前十年相比，显然，这期间论文数量渐增，研

究方向有所丰富，如图 3 所示。可见对严复译学思想的研究正逐步跳出“信达雅”这一桎梏，

更多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开发。 

      

而 2000—2009 年期间，平均每年发表论文为 20.3 篇，总数为 203 篇，约是前十年间总

数的 8.8 倍。2001 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交流频繁，翻译市场开始发育，促使应用翻译

研究纵向发展。（方梦之 2013：30）在该阶段涵盖新闻、金融、旅游、法律、公示语等领

域的社科翻译发展迅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严复译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如

图 4 所示，这十年间不仅围绕严复译文对其翻译标准、思想、策略、方法等进行了深入解读，

还从翻译的政治、文化转向、功能翻译理论、交际翻译等方向进行了探讨。这十年与前十年、

前二十年相比，无疑是国内严复译学思想研究迈出的一大步，在这期间除对严复译学思想本

体进行研究外，首次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对严复译学思想进行了别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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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9 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发表论文 39.4 篇，总数为 394 篇，约是前十年间总数的

1.9 倍。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十年我国严复译学思想研究已经建立起基本框架，逐渐走向

体系化，研究视角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饱满。如图 5 所示，对其译著研究范围已不断扩

大，增加了对《群学肆言》及《法意》的研究，并从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翻译理论、翻译

活动、翻译实践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其研究体系。研究视角也向传播学、操纵论、目的论、

译者主体性等领域扩展，同时还结合中西方翻译家如林纾、林语堂、勒非弗尔、泰特勒等进

行对比分析。 

对上述所涉内容进行归类后发现，过去 40 年间，我国严复译学思想研究主要包括对其

译文进行解读，将其翻译思想同中外翻译家进行对比以及将其译论结合其他学科进行应用。

下面就此展开详细阐述。 

3 译文解读，以小见大  

谈及翻译，严复秉持的“信达雅”三字成为众多译者心中的金科玉律，然却苦于无法在

翻译实践中落到实处。国内有众多学者分别对严复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八大译

著进行了研究，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黄忠廉（1998）指出研究译家的翻译思想，只有读其译

著，才可深究真谛。严复翻译思想在《天演论》中已可见一斑，极具代表性，因此本文以《天

演论》为例，简要梳理了国内学者对严复译学思想的研究。 

3.1 变译为本，聚焦在达 

黄忠廉（1998）从历时角度，对 1898 年到 1998 年期间严复译学思想进行了百年回顾与

展望，发现 1996 年前其研究主体是“信达雅”之争，1996 年后开始关注“达旨术”，学界

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克非（1992）指出严复译文与赫胥黎原文形式差异颇大，对严

复《天演论》的基本译法、译名、按语、文体及采用此译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译著中大量

的增删替换或改写已超越“信”的限度，确为达旨式翻译，文循先秦遗风，该特殊的达旨式

翻译实是源于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以及由此而生的特殊翻译动机。该文不仅使读者从形

式风格上对《天演论》有了初步的了解，还使读者对《天演论》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及历史地

位有了认识。尽管这种达旨术是出于特殊目的而译，但在今天它是否是有违翻译标准，仍然

值得思考。 

黄忠廉（2016）通过统计归纳了严译《天演论·上卷》变译与全译使用的频次以及译著

首节首段为“信”的变通策略，具体分析了其译文，指出为达即为信，为雅即为达，阐释了

变、通、达三者之间的联系，认为变是动因，通是手段，达是目的，进而肯定了“达”是严

译思想的轴心，肯定了严复“信达雅”的变译思想。 

由此可见，严复《天演论》的译法确实独树一帜，它开创了近代以来中国变译的先河。

但对当下而言，有哪些适用条件、译者是否还能效仿严复之达旨术运用到未来的翻译中、运

用到哪种翻译中、何时运用、怎么运用以及变的界限在哪里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3.2 中微互通，有策有法 

黄忠廉、陈元飞（2016）就历时角度，结合不同学者对严复达旨术的辩证认识进行了总

结梳理，指出达旨术从难得肯定到初获认同的不易之处，并基于句群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

对严复大刀阔斧的翻译进行了具体的案例分析，建立系统研究。论文给予读者一个更为全面

的视角，由表及里地剖析了严复译学思想，使读者对其来源，发展、应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受严复达旨术启发，黄忠廉又进一步提炼出变译规律，阐述了增、减、编、述、缩、并、

改、仿八种变通手段与这八种变通手段组成的十二种变译方法。这一方法也成为基于中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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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而独树一帜的翻译理论。可见，由翻译实践总结、归纳而得翻译技巧；将翻译技巧集约化、

概念化、范畴化又得中观的翻译策略、模式或框架；再由中观理论抽象、升华为宏观理论。

在翻译实践中，应多对具体案例进行归纳分析，以总结出适合的规律。 

4 译家相比，互通翻译 

国内外译学代表人物各抒己见，在大量翻译实践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与特色。通

过对不同译者的翻译思想进行对比，我们可以从这些翻译思想的异同中进一步体会到译学思

想的深层内涵，在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建立一个动态翻译标准，从而帮助我们在翻译实践中

树立属于自己的法则。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严复与林纾、奈达、纽马克等人翻译思想的异

同展开对比。 

4.1 中外对比，共求达旨 

劳陇（1990）通过翻译实例，分别就严复“信达雅”思想、奈达“功能对等”理论、纽

马克“交流翻译”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得出这三位译学代表人物虽然在翻译思想的表达

上有所不同，但其内在核心却是一致相通的，即针对某一些作品都提倡为使读者更易接受和

理解，可摆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 

张明林（1995）将严复所提倡的“信”“达”“雅”与奈达的“再现原文信息”“自然

原则”进行一一对比，认为奈达的翻译概念与严复的原则在改变形式以保存内容，译文应通

顺等方面具有相同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张明林将达旨的奥义归纳到了“信”的层面。 

4.2 中外对比，和而不同 

张明林（1995）将严复的“信”与奈达“动态对等原则”进行对比时指出，奈达动态对

等的基础是等效原则，即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实质上应等同于原文对原文读者产生的

效果。纽马克则指出译者并不是总能把握原文读者有何种反应或应该有何种反应。梁启超曾

对严复译著《原富》中的文风提出批评：“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

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严复译风好古雅，注重译文语言美的表现形式，

在当时求亡图存，渴望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严复译著的受众群体主要针对一批有学之士。而

奈达以读者为中心，更注重原作信息的有效交际，适合多层次的读者需要。因而，这也从另

一方面说明了特定历史环境与特殊翻译动机对译者翻译过程的影响。 

随着时代发展，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背景下，当今译者

也可能面临着不同的翻译任务，出于一定的翻译目的，选择性地就特定群体、特定文本进行

翻译，例如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外译需求、针对聋哑盲人等群体的特殊翻译，大可从

严复译学思想中借鉴其翻译方法及准则。 

4.3 定观中国，各有千秋 

谢飘云（2002）就林纾与严复译述作品的特色及与这些特色相联系的家世、生平、思想、

性格等方面的异同作了分析与比较。从翻译方式来看，林纾不懂外语翻译，译著几乎全是与

人合译。而严复精通西文，皆为独自翻译。从翻译客体来看，林纾主要从事西洋小说翻译，

严复的译著大多是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等社科内容。但他们两人皆采用文言文

来进行译述，独具特色。 

虽文本取材不同，但选择的译语风格却可相似，非文学类译著也可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

来。不得不说，他们的思想从不同方面都启发着后世译者。对于我们将来的翻译具有极高的

引领性价值。翻译取材的空间是广阔的，译法的形式亦是多样的，我们应在不断探索中找到

自己的偏好，但也不必拘泥于某一领域的陈规，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创新方向。 

比如，刘军平（2002）在探讨叶君健对严复翻译思想的继承和拓新时就考察了叶君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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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信达雅”的反思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独特阐释观。叶君健提出文学译者除了遵循严

复的信达雅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追求人生真谛和充满激情的情怀。这是支持我们

在文学翻译之路上行之弥远的重要因素。译作虽然是对原文思想主旨的传递，但从另一方面

却是译者个性的淋漓体现。 

5 触类旁通，译论应用 

吴淑珍（2011）曾指出翻译的本质属性涉及的主体要素包括作者、译者、读者三者之间

以及原语、译语、两语之间的关系。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在

发生时又是某一社会语境的交际过程，因此翻译的外部要素又涵盖到文化和交际层面。本节

将结合不同学科视阈，探讨国内严复译学思想研究概况。 

5.1 语言学视阈 

语言学视阈即从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视角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包括语音、文字、语法、

词汇等在内的纯语言学研究、结合其他学科的语言学研究、结合语言教学的语言学研究和结

合科技发展的语言学研究。作为构建翻译学的奠基石，从该视阈出发，有利于促进我们对严

复译学思想本质属性的了解。 

赵登明、薛晓梅（2010）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静态意义与动态意义角度出发，通过列举

中西两种语言内容、表达方式、隐喻形象和比喻值的差异，尝试用现代语言科学的研究成果

分析并理解严复及其同时代人在译介西方文化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无奈。文中提及了新概念术

语的创设和移译，分析了文字符号、语音体系、中西句法结构的差异，以及严复时代对隐喻

功能的认识。该论文以严复及同时代人译介西方文化所遇困难为主要探讨内容，但却未能在

语言学框架下列举一些严复译著中的典型例子，有些遗憾。 

语言学发展迅速，由功能语言学衍生出的翻译目的论为国内严复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客

观科学的视角。邓隽（2010）以《天演论》为例分析了严复的翻译目的、翻译要求、翻译策

略和方法。作者认为，严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而有意识地采用了上述翻译方法，使

译文能为自己期待的读者群接受。 

叶玲、唐述宗（2008）首先详细阐释了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及归化异化策略，再就严复

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论述，指出严复把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

身上。作者指出，严复的翻译对象和目的决定了译文再现应使用易被士大夫接受的古文。  

5.2 跨学科视阈 

跨学科视阈即结合语言学科之外的多种交叉学科对严复译学思想进行研究，这一视阈主

要以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心理学、符号学、接受美学、信息论、交际学、媒介学等学

科为研究范畴。 

刘惬文、胡东平（2014）从哲学角度采用历史的观点及矛盾规律对严复“雅”的思想进

行了辩证分析，指出要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看待翻译中的“雅”。  

张永中（2014）从哲学的阐释学角度对严复译文进行了分析，指出合格的变译是在译者、

读者、作者三者平等对话之下，以译者为中心的各主体间的视阈融合结果。 

周楠、谢柯（2018）从传播学视角就严复《天演论》的成功译介进行了分析，希望将传

播学理论用于指导译介活动，为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提供一定启发。 

尽管这一视角下的各学科与本体间关系不如语言学相关学科与本体之间那样紧密与直

接，但却扩展了对翻译动因、翻译过程、翻译结果及其影响的研究，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

原文，而走向更为动态化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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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文化视阈 

文化视阈主要包括翻译的文化研究和翻译技术研究。在这一范畴之下需把翻译研究与政

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全面地联系在一起。国内多从意识形态、操纵

论、生态翻译学角度对严复译学思想进行探究。    

王东风（2003）结合勒弗维尔理论就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佛教中国化的

历史、不同学者对严复“不忠”翻译的评价，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硬性作用对翻译行为带来不

可忽视的影响。 

崔娟、刘军显（2016）结合严复时代背景及在翻译《天演论》过程中对原作书名、结构、

内容的“改写”，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制于源语和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又不愿违背个

人的思想意识，在权衡折中过程中，多种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于译者的思想和行为，形成一种

杂合化的个体意识形态，而正是译者的个体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策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与语言学视阈大为不同，翻译的文化研究着重考察翻译的起因、社会作用。例如裴等华

（2013）就从中国近代社会环境、思想环境入手，对学贯东西的严复进行分析，得出《天演

论》是当时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选择的结果，之后从译者对译文文本、文体、翻译策略、译

学理论和原著思想的选择与操纵，得出《天演论》是译者依据当时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作出

选择和操纵的产物。 

6 结语 

本文通过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方式对 1980—2019 年 40 年间国内严复译学思想研究发

展状况和趋势进行了文献分析。从译文解读、译家相比到结合各学科视阈，国内学者多维度、

多层次地对严复译学思想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严复译

学思想研究发展趋势良好，多元化跨学科研究现象愈发显著。 

万变不离其宗，本文主要以《天演论》为例，梳理总结了各学者对严复“信达雅”思想、

翻译策略及方法的深刻认识。其中力求达旨式的变译方法成为严复译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这

一理念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皆引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成为了译界的一个创举并流

传百年。 

国内结合语言学、哲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各交叉学科与文化学派观点使严复译学思想

研究又上一台阶，不再局限于原文与译文言内之间呈现的差异，将社会、历史、译者主体等

因素一并纳入了考察之中，对严复译法选择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肯定了晚清时代严复为

呼吁变法而采用文雅语体翻译西方社科作品的合理性。无疑，潜藏在翻译其后的意识形态、

译者主体性、翻译活动的赞助人、特定历史条件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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