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研究新发现 .

力防堵，“夷夏”防线总算没有马上崩溃。直到鸦片

战争之后，伴随着清王朝的急剧衰败乃至灭亡，西学

东渐的大门才被完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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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经典翻译与中国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王晓朝

(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100084)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等耶稣会传

教士进入北京传教，由此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西学

东渐热潮，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

的一页。一般说来，中国历史学者不会将早期耶稣

会进人中国视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而在一些西方

学者的眼中“中国在近代世界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开

始的”;“在欧洲看来，早期耶稣会进人中国，在整个

基督教世界史上，在欧洲全球扩张史上，以及在近代

中国初期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I]( P3)
    随着研究的深人，我们惊叹这场西学东渐范围

之广和程度之深!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科学、宗

教、神学、外交关系和经济交往等方面内容的递次呈

现，令我们对这场文化交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赞叹

不已。前不久，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参

加“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数十篇

研究论文进一步加深了笔者的这一印象。

    那么，在这场最早开始的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

国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自

早期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的西学东渐引发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以及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态度，这就是这场中西文化

交流在中国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中国近现代
理性思维方式的生成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一文化

交流的场景中，早期耶稣会传教士进人中国传教所

带来的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激励要

素，经过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遇与碰

撞，催生了中国近现代理性思维方式。

    翻译与诊释东西方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和饭依

天主教的中国儒生士大夫的一项主要精神劳作。经

典诊释活动对传统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有助于

突破具体传统的局限性。因为任何具体的传统都有

其局限性，“每一传统都体现在某套特殊言语和行

为之中，因而体现在某些特定语言和文化的所有特

殊性之中。概念的发明、阐述和修正(通过这些概

念，那些建立和继承传统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都不

可避免地是在此种而非彼种语言里构想出来的概

念。[ 2 ] ( P485)在诊释和翻译活动中，诊释者和翻译者

要保证活动的成功，需要对其诊释的对象和翻译的

文本有深人的理解。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两种不

同传统的信奉者们把那些传统理解为相互对立和竞

争的传统，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相

互理解。这种理解有时候只有通过一套相关的历史

转化才能达到;两种传统之一或二者为了能够提供

对对方立场某些特点的描述，可能必须要大大丰富

自己，而这一丰富将会牵涉到概念和语言的创新，相

当可能还有社会的创新。�[2](P483)通过对其他传统经
典的翻译和诊释，诊释者既加深了对其他文化传统

的理解，又加深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在思

想上逐渐丰富自己，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

近代理性思维方式，而且也改变着中国人的语言习

惯。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上，西方学术界有所谓

“语言决定论”的观点，即认为思想被语言所决定。

语言决定论者指出，正是人们所能言说的东西，限制

并建构了人们所能思想的东西。语言形式不仅是可

传达性的条件，而且首先是思想之观念化的条件，不

存在任何无语词的纯粹思想。任何超越情绪与感觉

的思想，即任何可以称之为概念和观念之反思的东

西，完全取决于人们碰巧所使用的那种具体语言。

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决定了人们所可能思想的哲学问

题。一个人的思想形式被他无意识的语言文化模式

的无情法则所支配。例如，西方人关于时间的一切

思想都不得不在印欧语言动词的三时态系统中进

行，甚至牛顿式的空间、时间与物质也决非直觉，而

是来自文化与语言。这种语言决定论本身是否正

确，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它提醒我们:语言的特点与

思维方式的特点密切相关。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的

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分析思想和思维模式
                                                            95



河北学刊 2006·6

的特点。

    从比较的眼光看，如果说使用系动词“是”是西

方语言的最大特点，那么，中国传统语言的最大特点

是缺少“是”。这样说并非带有任何褒贬之意，而只

是为了阐明西方语言与古汉语的差异。张东荪曾倡

导在对中西文化作研究时要比较，不要比附。他在

比较了中国古汉语和西方近现代语言之后指出了古

汉语的四个特点:“第一点是因为主语不分明，遂使

中国人没有‘主体’(subject)的观念;第二点是因为

主语不分明，遂使谓语亦不成立;第三点是因没有语

尾，遂致没有时态与语气等语格;第四点是因此遂没

有逻辑上的‘辞句’(proposition),," [ 3 ] c"’他说:“总
之，中国言语构造上有时可以没有动词，而所有动词

又没有可作正式缀词的，以致正式的名学辞句无法

显明成立。因为照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名学讲，缀词

是必要的。”“因此我可敢断言:中国人的心思根本

上是‘非亚里士多德的’。至于白话文上有‘是’字，

或许是后来的进步。+, [ 3 ] (P471,472，通过对明末清初文
献中的“是”字含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

思维方式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本体论思想

的发展。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促使中国人的语言

和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促成了汉语“是”字从用作实

义动词转化为以系动词用法为主的重大转变，为汉

语的变迁和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给中国文化注人了异质的

文化要素，使西方文化的种子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

扎了根。它是中国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

变化的前奏。如果我们把眼光向后延伸到20世纪

初的新文化运动，就可以看到现代汉语(白话文)正

是中方吸取了西方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要素以后生成

的。自20世纪的白话文运动至今又过了近一个世

纪，汉语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现代汉语吸收

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

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

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

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

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

化的翻译文体。"[4〕所以我们说，正是明末清初的西
学东渐，促使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促成了中国人原有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为

古汉语和传统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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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晚清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传统社会。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被迫从封闭走向开放，而西

学东渐则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大量西学

的传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促动国人的思

想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

    首先是知识结构的变化。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

以经史子集为基干，科举考试更是只考儒家的四书

五经。因此，对于传统的士子来说，除了“帖括词

章”之外，就没有其他“学问”了。到了鸦片战争以

后，随着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的设立，人

们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原因在于新式

学校不同于旧式学堂，它除了传统的中学课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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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许多近代西学教育课程，如数学、几何学、化学、

电学、声学、光学、力学、重学、热学、物理学、生物学、

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生理学、解剖

学、农艺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学、

哲学、外语，等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西学

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西学课程在整个教育课程

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逐步形成了完全不同

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西学主导型课程结构。据对上海

已知课程门类的38所新式学堂的研究，有37所学

堂的西学课程门类超过了中学课程门类〔‘0这些
西学课程的教材，或取自西方，直接采用西方原版书

或翻译的书，或由任课的西人教习自编。教育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