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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西翻译史上，宗教文本的翻译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 

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翻译文化史的角度说明佛经翻译、圣经翻译的实践和理论的形成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作为各自发展先决条件 

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哲学等方面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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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E=SU~ translation,translation of religious version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the 

future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 se in view of the history of culture in translation that the 

differences arising from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ranseription and the Bible are conditioned by socio~ultur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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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 

化交流的产物，它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 

中西翻译由于涉及彼此不同的语言文化、翻译材料 

和思想体系，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 翻译实践和翻 

译理论上各种各样的差异。本文拟从佛经翻译、圣 

经翻译这两种宗教翻译形式中，探讨由此形成的翻 

译理论的不同。目的是想说明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 

展都受制于与之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文化体系。 

1 中西方社会文化不同，思想哲学不同，因而对于 

各自翻译实践的影响也不同。中西方社会文化环境 

对于翻译的需求，往往成了翻译事业发展与否的决 

定性因素。 

佛经翻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如此。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的佛经翻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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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 

段，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是草创时期；第二阶 

段，从东晋到隋，是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唐代，是全 

盛时期；第四阶段，北宋，是基本结束时期。每一阶 

段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佛经翻译实践的影响 

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归纳起来无外乎：来 自于统治 

阶级；来自于社会环境；来自于人民对于佛教的接 

受及认同。佛经翻译在历程上经过了(1)外国人主 

译期，(2)中外人士共译期，(3)中国人主译期，表 

现出对外域文化由被动到主动吸纳的心态。 

从西汉末年起，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社 

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家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地主豪 

强兼并抢夺，再加上 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生活 

苦不堪言。这样就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 

壤。因为人民大众渴望从宗教中寻找精神慰籍，企 

求神明能救芸芸众生于苦海深渊。 

宗教是麻痹和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统治阶级 

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总是想方设法迷惑人民，磨 

灭他们的斗志。而佛教大肆宣扬人生极苦，涅磐最 

乐，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 “极乐世 

界”：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宣扬人的悲欢离合 

因前世而定。这些教义也符合中国人关于“富贵有 

命”、“生死在天”的人生哲学和传统心态，因此很 

容易为人民接受和认同。 

佛经翻译在唐代达到顶峰也与当时的社会文 

化环境有关。隋朝建国后不到四十年就给农民起义 

的风暴摧跨了。唐朝立国的统治者有了前车之鉴， 

接受了隋朝的教训，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巨大威力， 

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特权，不得不采取措施，一方 

面是稍微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另一方面，也是主要 

方面，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意识的统治，对儒、佛、道 

都加以利用。佛教与儒教、道教和玄学等中国传统 

思想哲学在许多方面彼此相通、相融，而很快完全 

演化成为一门国教，佛经翻译也因此受到广泛重 

视，高潮迭起，经久不衰，于唐宋时期达到顶峰。 

圣经翻译之所以与佛经翻译在所经历的过程、 

形式、特点等方面各不相同是由于作为各自发展先 

决条件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哲学等方面的不同。圣 

经翻译起始的社会文化环境说明了翻译文化的一 

种模式，即翻译是民族、国家发展进步之需推动起 

来的；通过翻译的借鉴和沟通又转而推动了民族的 

发展和进步。 

在西方进入以《圣经》翻译为主的宗教翻译高 

潮之前，其译事活动早已存在。公元前4世纪末，繁 

荣昌盛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帝国从政 

治、军事上取而代之，从原始社会进入到了奴隶社 

会，建立了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罗马与希腊 

彼此为邻，他们看到了古希腊灿烂的文化遗产，为 

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罗马人开始大规模地翻 

译，把希腊文化移植本土，吸取希腊的典籍，模仿继 

承了希腊文化。但是这一时期，他们翻译的主要是 

世俗文学。 

以圣经翻译为主体的宗教翻译始自于公元前3 

世纪的希腊文译本 《圣经．旧约》，因为是由72名犹 

太学者共同合作从希伯来文译出的，故称 《七十二 

子希腊文本》。但是圣经翻译规模的真正扩大是在 

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进入中世纪前夕，罗 

马帝国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挽救濒于覆 

灭的帝国，于是，他们加强对宗教翻译的支持。最初 

的基督教会是反对罗马帝国统治的，因而遭到罗马 

皇帝的残酷镇压，后来基督教慢慢被罗马统治者所 

控制，成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于是把基督教定 

为国教，利用让人忍受苦难的基督教教义来麻痹人 

民。 

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在所经历的过程、形式、 

特点等方面各不相同。圣经翻译历时悠长 ，从 《七 

十二子希腊文本》开始，圣经的翻译就没有停止过， 

直至今日。而中国的佛经翻译到北宋时期基本结 

束。这是因为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形成的社会文化 

渊源不同，佛经翻译起始主要出于宗教信仰，而唐 

宋以后，凡是值得翻译的佛教经文典籍几乎全部有 

了中文译本：另外，佛教早已在华夏安家落户，人们 

更愿诵读由汉语撰写的经文，而无须依赖外文读 

本；这样佛教翻译就随着社会文化环境对其需求的 

萎缩而基本结束。圣经翻译不同，其形成的原因除 

了人们在宗教方面的需求外，主要是西方各国为了 

吸取希腊文化精华，另外，圣经本身就是一部具有 

很高文学价值的文学作品。西方各国、社会各阶层 

都对之高度重视，投入的人员众多。事实上，在把圣 

经译成欧洲各民族语言的过程中，圣经的翻译对这 

些民族的书面语的最终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对这 

些民族来说，圣经译本就是该民族的第一部书面文 

学作品，因此，宗教翻译与欧洲各国民族文学的创 

作与发展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 

以上所要说明的是，翻译事业的发展，无时无 

刻不受制于相关社会文化的需要和发展。为了满足 

人们在文化上向希腊人学习，为了满足人们在宗教 

上的需要，圣经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翻译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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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语言中。 

2 正如中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影响和制约了各自 

的翻译实践，它们也同样影响和制约了各自的翻译 

理论和翻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里所说的社会文 

化影响和制约因素主要是指思想哲学层面对它的 

影响和制约。 

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 

翻译。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 

理论与中古时期的哲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 

系，本身也成为了中古时期哲学、美学理论的一部 

分。《道行般若经》说：“般若无所知，无所见”。这 

种对现象世界持并不肯定的态度，与魏晋玄学的 

“贵无轻有”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受到文人 

们的重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佛学翻译家们在了 

解并接受佛教的同时，就已经在自觉不 自觉的发挥 

与改造了。这种发挥与改造，一方面是由于本国所 

具有的传统文化思想与思维方式的定势作用，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适应本国国情不得不如此。例如：道 

安以玄学之“本无”来解释佛学之 “性空”；僧肇利 

用先秦哲学家们的相对论思维模式；慧远的“三报 

论”所阐述的因果报应理论与儒学的纲常伦理相适 

应。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美学理论 

的结合 ，还表现在中国佛经翻译的理论概念的表 

述、中心议题的讨论等方面。 

从实质上看，翻译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 

译时期，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译者自然而然地 

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 

概念，如用 “本无”翻译 “性空”。又如三国时的译 

经僧人支谦 《法句经序》就借用了老子、孔子的美 

学观点“美而不信，信而不美”，“书不尽言，言不尽 

意”，即是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植根于中国文 

化传统的例证。 

任继愈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 

‘质朴’和 ‘文丽’两派。”即翻译界一直讨论的直 

译与意译。佛经翻译的文质问题主要是讨论文辞与 

经意的关系问题，即在翻译佛经时到底是仅仅以传 

达佛经的内容就算了，还是应该在传达内容的同时 

尽量使文辞更雅。讨论大致可分为三种意见：一种 

主张直译 (偏于质)，道安的翻译理论就是这么主 

张的，他认为，翻译时只需“径达”，或者 “案本而 

传”的“实录”。他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 

原则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一种主张 

意译 (偏于文)如鸠摩罗什，他认为：只要在不违背 
86 

原本经义并且能传达经旨的情况下，对经文字句作 
一

些增加或删减，都是可以的；一种是折中 (主张文 

质相兼)，如慧远。他认为翻译的文辞如果太质朴， 

经义则不能很好地显露，显得深奥而难于理解，语 

言如果太一对一地直译、死译，经旨反而会显得更 

加遥远，不便于把握。 

与中国佛经翻译理论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直 

译、意译之争一样，圣经翻译理论的形成之初，“直 

译”、“意译”两种不同翻译原则之间的争论在罗马 

时期就已开始。并在 日后愈演愈烈，成为西方翻译 

研究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 

斐洛主张直译，他的翻译观点是：通语言，通上 

帝的神学者能从事《圣经》翻译，主张所谓“受上帝 

感召的翻译。”奥古斯丁这位古罗马后期的大翻译 

家支持斐洛的观点，《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 

感召。但是同时，他提出在翻译中应注意根据不同 

的读者，采用“朴素、典雅、庄严”三种不同的风格， 

翻译中应考虑 “所指”、“能指”和译者 “判断”的 

三角关系。因此，他被奉为西方翻译史上语言学的 

鼻祖，对后世的语言和翻译研究，影响深远。 

在圣经翻译过程中，另一位值得一提的翻译家 

是哲罗姆，他提出了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 

译，认为在 《圣经》翻译中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 

要应采用直译，但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 

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意思。 

十六世纪，<圣经》翻译家威廉·雷尔克发表了 

《为忠实英译 (圣经)辩护，他在此的翻译理论观 

是：翻译可与信仰无关。他不同意把神学凌驾于学 

术研究之上，”只要译文符合原作的语言和意思，就不 

能说译者是不忠实原文的异教徒 ；《圣经》翻译必 

须尊重语言习惯。他认为，译者往往可以按人民的 

实际而不按古代的方式来使用语言。与他同时代的 

德国 《圣经》翻译家路德也主张采用人民的语言， 

主张意译。 

3 由此可以看出，佛经翻译理论和圣经翻译理论 

在形成之初就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想 

哲学渊源。其区别主要表现在立论的实用性还是 

理论性、立论表达是神秘性还是非神秘性。这两种 

区别对后世中西译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就立论的实用性和理论性来说，中国佛经翻译 

侧重实用性，即注重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的研究。 

支谦所谓“因循本 旨，不加文饰”，提倡直译的方 

法；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讲究的是具体翻 

译操作中译者遇到的困难和该采取的方法；玄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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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翻”亦是谈论具体的操作方法。 

西方更重视圣经翻译的理论性、抽象性。如：哲 

罗姆提出了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明确 

区分了直译和意译，而奥古斯丁更从语言学的角度 

对翻译进行研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把注意力从底 

层的翻译操作，提升到高层的理论分析和系统总结。 

就立论表达的神秘性和非神秘性而言，佛经翻 

译理论是“非神秘性”的；圣经翻译理论具有“神秘 

性”。这里所谓的“神秘性”是指翻译的宗旨是否只 

为宗教服务。中国的佛经翻译理论只适用于佛经翻 

译，这也是中国佛经翻译到一定时代就结束的原 

因。而西方圣经翻译往往有较强的宗教翻译意识。 

这从 <圣经·七十二子希腊文本》那神秘的传奇色 

彩可以看出，七十二个译者在神的感召下，翻译出 

来的圣经居然一字不差。而斐洛和奥古斯丁所谓的 

“受上帝感召翻译”，其影响更是巨大。 

翻译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圣经翻译实践 

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渊源是各自不同的文化环境、 

思想哲学。这种实践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影响 

各自后世的社会文化。但是，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 

各国文化将趋于融合，我们期待中西方翻译理论上 

的“同化”是不远将来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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