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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

武志勇，刘子潇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传播中的经典案例。笔者梳理了两百

年时间里，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世界翻译传播的历史，重点介绍了老子著作思想在英语世界、法语世界、俄语世

界、德语世界和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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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典籍，《道德经》进
入西方世界，与西方传教士来华密切相关。据英国
科学家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考证，《道德经》最
早的西方文字译本是１７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
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Ｎｏｅｌ）的拉丁文译本。此后，翻译、研究
《道德经》的外语语种与文献数量逐渐增多，在西方
社会的传播广度和深度也逐渐加大。

时至今日，《道德经》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国
内学者，如丁巍、苏丽湘等人于２１世纪初曾对《道德
经》的海外翻译情况进行统计分析①。美国学者邰
谧侠（Ｍｉｓｈａ　Ｔａｄｄ）于２０１９年发表《〈老子〉译本总
目》。总目涉及７３种语言，１５７６种译本。我们进一
步搜集完善了译本信息，同时汇集了世界主要语种

研究老子及其思想的著作、论文和学术机构信息。

经过梳理与统计，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５月，《道德经》英

语译本５５３种，法语译本９１种，俄语译本６９种，德

语译本２９８种，西班牙语译本９５种。我们拟以上述

资料为基础，探寻和理清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主

要语种，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世界

中传播的历史。

一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道德经》自１８６８年开始进入英语世界，距今已

有１５０多年。一个半世纪里，《道德经》的英译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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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繁多，流传广泛。
（一）１８６８年～２０世纪初，老子思想与基督教义

的相遇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英

语国家愈来愈多地派传教士入华。起初，西方传教

士一心想把《圣经》介绍给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并

无太多重视。文化的隔膜导致其传教过程障碍重

重。为了更好地履行在中国传教的使命，传教士开

始研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他们期望透过对中华文

明的认知和了解，洞察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

精神世界，走近中国人，为教义传播做铺垫。在此期

间，传教士发现老子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在某

些方面能够与基督教思想相契合。因此，《道德经》

便成为其嫁接中华文化和基督教义的一个连接点。

传教士经常将《道德经》与《圣经》相比照，有选择地

对《道德经》进行解读，以求找到“类同性的话语支

持”。据王剑凡对英语世界《老子》早期译本的考证，

自１８６８年到１９０５年的３７年间，英语世界共有１４
个译本问世。这些译本中有８个从基督教立场解读
《老子》，其余６个译本虽然基督教倾向不太明显，但

某些章节依然会看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子。可以发

现，这一时期《道德经》英译工作的宗教特色十分明

显。为了实现传教目的，译者大多根据自身理解对
《道德经》进行翻译，缺乏对《道德经》文本以及背后

所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内涵的观照与探究。

１８６８年，英国布道会传教士湛约翰 （Ｊｏｈｎ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出版第一本《道德经》英译本《老子玄学、

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Ｔｈｅ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ｙ，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Ｏｌ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ｅｒ”，Ｌａｏ－Ｔｓｚｅ）。他对于《道德经》的翻译与解读

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直接将《老子》中的“帝”翻

译为基督教的“Ｇｏｄ”，将《老子》中的“神”翻译为基

督教的众神“Ｓｐｉｒｉｔ”，以基督教词汇对译《老子》。

英国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的

英译本于１８９１年出版。他的翻译工作虽然没有完

全脱离传教的目的，但是比较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典

籍的思想与哲学内涵，详细阐述了老子之“道”与基

督教“上帝”的本质区别。

１８９５年，由亚历山大（Ｇｅｏｒｇｅ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翻译的《道德经》英译本《老子，伟大的思想

家：关于上帝的本质和表现的思想》（Ｌａｏ　Ｔｓｚｅ，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ｈｉｎｋｅｒ：ｗｉｔｈ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ｏｄ）出版。他

丝毫不掩盖自己的观点在译作中的主导作用，直接

将原文的“道”翻译成了“Ｇｏｄ”或“Ｃｒｅａｔｏｒ”，还以

“ｈｉｓ”这个第三人称代词来做翻译指涉。这样一来，

《道德经》被翻译成了与基督教教义相关的文本，语

言更为通俗易懂，深受西方国家读者的欢迎。

保罗·卡鲁斯（Ｐａｕｌ　Ｃａｒｕｓ）的译本《老子〈道德

经〉》（Ｌａｏ－Ｔｓｚｅ＇ｓ　Ｔａｏ　Ｔｅｈ　Ｋｉｎｇ）于１８９８年出版。

这是第一个由美国人翻译的《道德经》译本。该书详

细介绍了老子以及《道德经》，并将中文原文与英文

译文逐字对照，还对每个汉字做了注音。保罗·卡

鲁斯的译本在美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众多美国

学者研究老学和翻译《道德经》的范本。

除此之外，１８８４年，巴尔福（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Ｈｅｎｒｙ

Ｂａｌｆｏｕｒ）的《道书：伦理的、政治的、思辨的文本》

（Ｔａｏｉｓｔ　Ｔｅｘｔｓ：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出版。１８８６年，翟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　Ｇｉｌｅｓ）发表

了《老子遗集》（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Ｌａｏ　Ｔｚｕ）。１９０３
年，海森格（Ｉ．ｗ　Ｈｅｙｓｉｎｇｅｒ）出版《中国之光：老子之

道》（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Ｔａｏ　Ｔｅｈ　Ｋ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ｏ

Ｔｓｚｅ）。

（二）１９１９年～１９７２年，寻求老子思想对于西方

现代文明的启示意义

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上帝

和理性文化的终结。面对战争，学术机构、宗教组织

瘫痪，学者和宗教领袖根本无力把人们从战争的阴

云中拯救出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冲

击与挑战。灾难过后，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文明

的缺陷。另一方面，西方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完成，

社会生产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生

活水平得到提高。然而，在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

益处之后，人们面对的是资本剥削所带来的失业、贫

困等一系列问题，社会思潮因此而复杂多变。英国

的“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①、美国以“垮掉的一代”

６１

① “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在创作上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同情中下层人民，想要改变社会但又对社会弊病的根源认
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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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为代表的反正统文化潮流①，正是这一时期的

代表。在对自身文化和价值观感到失望与迷茫的同

时，西方一些学者开始接受非理性和存在主义，肯定

人的直觉能力，主张用人的存在来解释现实世界，关

注个人的生存境遇，追求人性的复归。这种思潮本

质上和老子“不出户知天下”“少私寡欲”“为天下谷，

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

老子所主张的“万物和谐”“无为而治”“以德治国”思

想与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西方社会的反战情绪产

生共鸣。老子著作与思想对于现代文明的启示意

义，被发掘和凸显出来。

反思、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潮，以及社会思想

的多元化，为老子学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提供了契

机，第二次英译高潮由此出现。这一时期《道德经》

英译本的数量达到５４种。

１９３４年，亚瑟·韦利出版了《道与德：〈道德经〉

及其在中国思潮中的地位》（Ｔｈｅ　Ｗａ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ｗ－
ｅｒ，Ｌａｏ　Ｔｚｕ＇ｓ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此译本注重对《道德经》原文、原意的探

讨，致力于传递文本中的思想内核。他指出译介《老

子》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细节的准确性给出源文本的

意思”。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了《道

德经》的英译工作。１９３６年，胡子霖英译的《道德

经》出版。这是中国人英译的第一个《道德经》译本。

１９３７年，初大告的《道德经》英译本在伦敦出版。

１９３９年，吴经熊的《老子〈道德经〉》（Ｌａｏ　Ｔｚｕ．Ｔａｏ

Ｔｅｈ　Ｋｉｎｇ）问世。１９４８年，林语堂的《老子的智慧》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Ｌａｏ　Ｔｚｕ）出版，并在英语世界产生

广泛影响。中国学者在翻译中尽可能地保留文化特

性、语言特征和表达方式，以源文化为底蕴，向英语

读者呈现中国古代的智慧和哲学。他们的加入，为
《道德经》英译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１９７３年至今，强调学术性的老子著作和思

想传播

经由考古发现和改革开放，中西方文化交流进

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时期，能源短缺、生态环

境恶化等问题威胁着世界。垄断资本主义拉大了贫

富差距，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英语世界学者对自身

所处的国家、社会所信奉的价值观产生怀疑，发起批

评。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道德经》与老子思想，期

望从中寻找到解困的途径。

１９７３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汉墓帛书《道德

经》，掀起了世界老学研究热潮。从此，《道德经》进

入第三次英译高潮，并一直延续至今。据统计，此时

期《道德经》英译本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提升，译

本的数量高达４８５种。

韩禄伯（Ｒｏｂｅｒｔ　Ｇ．Ｈｅｎｒｉｃｋｓ）的《老子道德经：

新出马王堆本的注译与评论》（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Ａｎ－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ａ　Ｗａｎｇ　Ｄｕｉ

Ｂｅｎ）、刘殿爵（Ｄ．Ｃ．Ｌａｕ）的《老子：〈道德经〉》（Ｌａｏ

Ｔｚｕ：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老子〈道德经〉：据马王堆本

翻译》（Ｌａｏ　Ｔｚｕ“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　Ｗａｎｇ　Ｔｕｉ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以及梅维恒（Ｖｉｃ－

ｔｏｒ　Ｈ．Ｍａｉｒ）的《〈道德经〉老子》（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　Ｌａｏ

Ｔｚｕ），均是这一时期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书《道德

经》的重要英译本。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出

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深入探析《道德经》文本中所富

含的哲学智慧。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也不再用单纯

的文献考证、文本解读等方法，而是采用西方哲学的

概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对《老子》进行解析。

这一阶段，英语世界研究老子思想的著作不断

涌现。１９８５年，约瑟夫（Ｈａｉ－Ｎｇｕｙｅｎ，Ｊｏｓｅｐｈ　Ｑ．）在

《老子哲学中“无”的作用》（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ｏ　Ｔｚｕ）中论述了老子

的“无名”“无为”“无欲”。１９８９年，葛瑞汉（Ａ．Ｃ．

Ｇｒａｈａｍ）在《道家之争：中国古代的哲学论证》（Ｄｉｓ－

ｐｕ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中以“天人关系”为主线，视“道”为中

国哲学的中心范畴，对老子思想进行了评述。安乐

哲（Ｒｏｇｅｒ　Ｔ．Ａｍｅｓ）的译本《道不远人———比较哲

学视域中的〈老子〉》（Ｔｈｅ　Ｔａｏ　ｉｓ　ｎｏｔ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Ｌａｏ　Ｚｉ”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在

比较哲学的视域下对《老子》进行解读，尝试依照中

国思想文化本有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哲学，诠释中国

哲学经典。他的成果，在英语世界老学发展史上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出现过三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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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传教士在第一次英译高潮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于传教的目的，以基督

教义解读《道德经》，是这一时期英译本的典型特征。

两次世界大战促使《道德经》第二次英译高潮出现。

英语世界的学者开始发掘老子思想对于现代文明的

启示意义。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化，第三次英

译高潮中的学者，运用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对老子著

作及其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

二　《道德经》在法语世界的传播

法国作为中国文化向欧洲传播的桥头堡，相较

于其他西方国家，《道德经》的翻译与研究起步较早。

１８３８年，由耶稣会传教士波迪（Ｐｏｄｉ）翻译的
《道德经》法译本出版。这是法语世界首个《道德经》

法文全译本，也是《道德经》在欧洲的第一个法文全

译本。老子著作与思想在法语世界的传播历程大致

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１９世纪～２０世纪中期、二战

后至今。

（一）１９世纪～２０世纪中期，“东学西渐”潮流中
《道德经》在法国的传播

１７世纪，法国传教士进入中国，接触到了儒家

文化。在宗教与儒家文化交流中，以《论语》为代表

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 “东学西渐”路程。１８世纪

以后，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更加活跃，为中国

传统文化传入法国创造了良好条件。与此同时，法

国专业汉学机构的创立与发展，也促进了《道德经》

的法译。１８１４年，法兰西学院创建汉语与满语语言

文学教席，学院制汉学诞生。对于汉学家来讲，翻译

中国典籍是一项主要工作。

雷慕沙（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Ａｂｅｌ－Ｒéｍｕｓａｔ）、鲍狄埃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Ｐａｕｔｈｉｅｒ）、儒莲（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　Ｊｕｌｉｅｎ）是这

一时期的代表性译者。雷慕沙是法兰西学院汉语与

满语语言文学教席的首任教授。１８２３年，雷慕沙的

论文《论老子的生平与学说》（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ａ　ｖｉｅ　ｅｔ

ｌｅ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ｏ－Ｔｓｅｕ）翻译了《道德经》部分章

节的内容，开启了法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

读工作。鲍狄埃在１８３１年～１８４２年间所写的７篇

文章，如论文《论道教源流与传播》（Ｍéｍｏｉｒｅ　ｓｕｒ　ｌ’

ｏｒｉｇｉｎｅ　ｅｔ　ｌａ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ｄｕ　Ｔａｏ）

（１８３１）、《论印度哲学》（Ｓｕｒ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ｉｎｄｉｅｎｎｅ）

（１８３３），均或多或少地涉及《道德经》不同章节的翻

译。儒莲于１８４２年出版的《道德经》法译本《老子道

德经：道路与道德之书》（ＬＡＯ　ＴＳＥＵ　ＴＡＯ　ＴＥ

ＫＩＮＧ　Ｌｅ　ｌｉｖｒｅ　ｄｅ　ｌａ　ｖｏｉｅ　ｅｔ　ｄｅ　ｌａ　ｖｅｒｔｕ）是目前为止

在法国影响最广、再版次数最多的译本。

这一时期，法国的一些著名学人和作家受到老

子思想影响。谢阁兰（Ｖｉｃｔｏｒ　Ｓｅｇａｌｅｎ）在学习老子

思想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醉态视觉”，即与物相溶

的原始本质目光。他在《致克娄岱尔书》（Ｌｅｔｔｒｅà

Ｃｌｅｄａｌｅ）中提到：“透过沉重和繁杂，它使人看到事

物的正反面，在稍纵即逝的表象中妙不可言地品

美。”诗人亨利·米修（Ｈｅｎｒｉ　Ｍｉｃｈａｕｘ）十分崇拜老

子。他的诗歌中经常会引用或转译《道德经》中的诗

句。例如，《趋于宁静》（Ｔｅｎｄａｎｃｅàｌａ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ｉｔé）

（１９３４）便对“不出户知天下”（《道德经》第四十七章）

进行了转译。

（二）二战后至今，戴高乐主义对老子思想在法

语世界传播的推进

２０世纪中叶，法国在外交上推行戴高乐主义，

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这一外交政策为法国

汉学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法国汉学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在法国汉学家的努力下，中国传统文化的

生命力与魅力被充分挖掘，《道德经》的译介和研究

空前活跃。

１９６７年，刘家槐的译本《道家哲学，第一辑：老

子、庄子、列子》（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ｓ　ｔａｏｓｔｅｓ，Ｉ，Ｌａｏ－Ｔｓｅｕ，

Ｔｃｈｏｕａｎｇ－Ｔｓｅｕ，Ｌｉｅ－Ｔｓｅｕ）出版。之后，其所译的
《老子：道德经》（Ｌａｏｚｉ：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分别于１９８５
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多次出版。２０１５年，吉·马萨
（Ｇｕｙ　Ｍａｓｓａｔ）、亚瑟·席瓦斯（Ａｒｔｈｕｒ　Ｒｉｖａｓ）合译
《道德经》，对其中的核心概念进行全新的翻译。

学者克丽斯特娃（Ｋｒｉｓｔｅｖａ）注重研究和阐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思想。

１９６７年，图尔尼耶（Ｍｉｃｈｅｌ　Ｔｏｕｒｎｉｅｒ）的长篇小说
《礼拜五：太平洋的飘渺之境》（Ｖｅｎｄｒｅｄｉ　ｏｕ　ｌｅｓ

ｌｉｍｂｅｓ　ｄｕ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发表，其中表现了老子“小国寡

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的思想。帕梅拉·Ｊ·鲍

尔（ＰＡＭＥＬＡ　ＢＡＬＬ）《“道”之本》（Ｌ’Ｅｓｓｅｎｃｅ　ｄｕ

Ｔａｏ）（２００７）、迈克尔·普埃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ｕｅｔｔ）与克

里斯蒂娜（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合著的《“道”：中国哲

学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思考》（“Ｔａｏ”：Ｃｏｍｍｅｎｔ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ｎｏｕｓ　ａｉｄｅàｒｅｐｅｎｓｅｒ）（２０１９）等

著作也相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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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工作从最初选取部

分章节进行节译，到逐渐扩大为全文翻译，并对法国

的哲学和文学活动产生影响。“东学西渐”浪潮和戴

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都对老子著作与思想在法语世

界的传播产生了推动力量。

三　《道德经》在俄语世界的传播

《道德经》是俄罗斯众多文化典籍中复译本最多

的经典。《道德经》在俄语世界的传播可划分为三个

阶段，即１８世纪初～２０世纪初、２０世纪初～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

（一）１８世纪初～２０世纪初，东正教布道团推动
《道德经》俄译工作起步

１６世纪起，中西方交流逐渐频繁。俄国出于商

业利益的考量，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积极参与到这

一潮流之中。１６０８年，沙皇下令寻找通往中国的道

路。１６１８年，俄国向明王朝派遣使者，中俄两国进

入交往的初级阶段。

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对《道德经》在俄语世界的传

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俄国早期的汉学研究属于官方

控制下的学术行为。东正教布道团的主要任务是传

教，同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等情况进行了解，搜集

信息和情报。因而，沙俄的汉学家起初并不重视老

子的著作与思想。直到１８１８年，亚历山大二世发出

谕令，要求驳斥道家学说，《道德经》才开始受到重

视。１８２８年，宗教使团的司祭西维洛夫（Д．П．

Сивиллов）完成了《道德经》首个俄译本《道中之德

抑或老子之道德哲学》（ДобродетельвДаоили

МоральнаяФилософияЛаоцзы）。

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在《道德经》俄译的起步阶段作出了贡献。

１８７８年，托尔斯泰开始着手《道德经》的翻译工作。

１９１３年，其从法语转译的《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

（Ｌａｏｚｉ　ＤａｏｄｅｊｉｎｇилиКнигаМорали）出版。托尔

斯泰深入研究道家哲学，以“道”和“无为”为探讨重

点，写作了《中国圣贤老子撰写的道和真理之书》

（Книга Даои Истины，написанная китайским

святым）（１８８４）、《中 国 圣 贤 老 子 的 名 言 》

（Изре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мудреца Лао－Тзе，

избранныеЛ．Н．Толстым）（１９１０）。

（二）２０世纪初～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马克思列宁

主义语境下的《道德经》传播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

命，十月革命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促成中苏两国站

在社会主义同一阵营，两国的文化交流愈加广泛

密切。

十月革命重新塑造了俄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汉

学家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改造俄国汉学，致力

于建设全新的苏联汉学。１９４８年，学者杨顺兴完成

了《道德经》的俄译本。他在《道德经》的俄译工作中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出发点，将中国传统文化

以及典籍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传达给读者。

（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译介视角丰富多元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

俄两国政治互信逐渐提高，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方

的交流更为深入。俄罗斯民众学习汉语的热情高

涨，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此一时期，

俄罗斯汉学家从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来译介、审视

老子思想。

１９９０年，俄国诗人佩列列申（В．Ф．Перелешин）

翻译的《道德经》发表在《远东问题》上。卢基扬诺夫
（Ａ．Ｅ．Лукьянов）撰写的《道之本源：中国古代世

界》（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Дао：древнийкитайскиймир）

于１９９２年出版。２００９年，马良文（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Ｖ．Ｍａ－
ｌｉａｖｉｎ）与李英男共同翻译的《大中华文库·老子》

（ＬＡＯ　ＺＩ）采取归异化结合的翻译策略，让读者在最

大程度上感受原文的语言特色与哲理内涵。还有一

些译者，如萨夫卢辛 （Ｓａｖｌｕｓｉｎ）、鲍鲁什科 （О．

Барушк）等则尝试采用诗歌体对《道德经》进行翻

译。

《道德经》在俄语世界的传播历程，是中俄两国

文化交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８世纪初，俄国东

正教布道团启动了《道德经》俄译工作。苏联时期的

学者则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出发点，对
《道德经》进行翻译与研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汉

学界试图从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来介绍、研析老子

思想。《道德经》俄译本数量虽远不及英译本，但对

东欧国家影响深远，推动了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

等国的《道德经》翻译和研究事业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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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传播

《道德经》是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和影响最大的

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大致可

以分为：１８世纪～２０世纪初、２０世纪上半叶，以及

１９４５年以后三个阶段。

（一）１８世纪～２０世纪初：宗教色彩浓厚的《道

德经》德译本

１８世纪初，以白晋（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ｕｖｅｔ）和马若瑟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Ｐｒéｍａｒｅ）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入华。

白晋等人运用《旧约》的索隐式注释方法来研究包括
《道德经》在内的中国典籍，《道德经》由此在德语世

界现身。

首个《道德经》德译本《〈道德经〉———美德之路》

（Ｔáｏ－ｔě－ｋｉｎｇ———Ｄｅｒ　Ｗｅｇ　ｚｕｒ　Ｔｕｇｅｎｄ）于１８７０年

出版，译者为波莱恩克那教士（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ｖｏｎ　Ｐｌａｅ－
ｎｃｋｎｅｒ）。同年，史陶斯（Ｖｉｃｔｏｒ　ｖｏｎ　Ｓｔｒａｕｓｓ）的德译

本《老子的道德经》（ＬＡＯ　ＴＳＥ＇Ｓ　ＴＡＯ　ＴＥ　ＫＩＮＧ）

出版。他认为“道”与《约翰福音》中所说的“太初有

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神”十分接近。１９１０年，

由朱利叶斯·葛理渥（Ｊｕｌｉｕｓ　Ｇｒｉｌｌ）主笔的译本《最

高本质和最善的老子之书〈道德经〉》（Ｌａｏ－ｔｓｚｅｓ

Ｂｕｃｈ　ｖｏｍ　ｈｃｈｓｔｅｎ　Ｗｅｓｅｎ　ｕｎｄ　ｖｏｍ　ｈｃｈｓｔｅｎ　Ｇｕｔ）

出版。他希望在《道德经》和《新约》之间，找到老子

的哲学思想与耶稣的宗教思想之间的联系。

１８世纪，老子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德国哲学家。

最早接触老子学说的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

茨（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他通过学习《道德

经》中所阐述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康德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认为老子思想和学说堪称“自我

意识下的哲学”。黑格尔（Ｇ．Ｗ．Ｆ．Ｈｅｇｅｌ）肯定了
《道德经》中的哲学内涵，并赞同老子所说的“三生万

物”的观点。

（二）２０世纪上半叶，《道德经》深度影响德语

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给德国带来了深痛打

击，社会出现剧烈动荡，浓重的悲伤与消极情绪蔓

延。人民饱受战争折磨，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作

为战败国，德国损失惨重并且面临价值观与文化危

机。一些德国学者希望在东方文化中找寻解决方

法。《道德经》中“顺应天道与自然”等思想引起了德

国学者的共鸣。据统计，此阶段《道德经》德译本数

量多达４６本。其中，卫礼贤（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翻

译的《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

（Ｌａｏｔｓｅ，Ｔａｏ　Ｔｅ　Ｋｉｎｇ，Ｄａｓ　Ｂｕｃｈ　ｄｅｓ　Ａｌｔｅｎ　ｖｏｍ

Ｓｉｎｎ　ｕｎｄ　Ｌｅｂｅｎ）一直被奉为《道德经》德译本的

典范。

这一时期，老子思想深度地影响到德国文学界。

１９１５年，德布林发表小说《王伦三跃》（Ｄｉｅ　ｄｒｅｉ　Ｓｐｒｉ－
ｉｎｇｅ　ｄｅｓ　Ｗａｎｇ－ｌｕｎ），成为首位以文学方式诠释《道

德经》的德国学者。该小说的出版推动了《道德经》

在德语文学界的传播进程。布莱希特（Ｂｅｒｔｏｌｔ

Ｂｒｅｃｈｔ）将老子“无为”“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思想融

入《伽利略传》（Ｌｅｂｅｎ　ｄｅｓ　Ｇａｌｉｌｅｉ）和《大胆妈妈和她

的孩子们》（Ｍｕｔｔｅｒ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ｕｎｄ　ｉｈｒｅ　Ｋｉｎｄｅｒ）中。

黑塞（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ｅｓｓｅ）的作品《在轮下》（Ｕｎｔｅｒｍ

Ｒａｄ）（１９０６）、《荒原狼》（Ｄｅｒ　Ｓｔｅｐｐｅｎｗｏｌｆ）（１９２７）也

体现着老子的“两极”思想，通篇充满刚与柔、实与虚

的张力。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上台，汉学研究在第三帝国时

期成为政治的工具。《道德经》德译本的数量和质量

均有所下降。

（三）１９４５年至今，返璞归真的《道德经》译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面临更为严重的精神

危机。东方的“道”和“禅宗”引发“垮掉的一代”、“披

头士一代”和“后现代主义一代”的深切呼应。此时，

汉学在德国重新发展与兴盛。汉学杂志、书籍的增

加和学术机构的建立，也带动了汉语典籍翻译和研

究质量的提升。

这一时期的译者立足源文本，开始关注“道”的

内涵。１９６１年，施密特（Ｋａｒｌ　Ｏｔｔｏ　Ｓｃｈｍｉｄｔ）的《老

子道德经：走向现实的道路指南》（Ｌａｏ－Ｔｓｅ　Ｔａｏ－
Ｔｅｈ－Ｋｉｎｇ：Ｗｅｇ－Ｗｅｉｓｕｎｇ　ｚｕｒ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出版。

他赞成采用“零翻译”手法在译本中保留“道”，把释
“道”的 空 间留 给 读者。君 特 · 德 博 （Ｇüｎｔｈｅｒ

Ｄｅｂｏｎ）的《老子道德经》（Ｌａｏ－Ｔｓｅ　Ｔａｏ－Ｔｅ－Ｋｉｎｇ）

（１９８１）、扬·菲利普·雷姆茨玛（Ｊ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Ｒｅ－
ｅｍｔｓｍａ）的《道德经：智慧与美德之道》（Ｄａｏｄｅｊｉｎｇ：

Ｄｅｒ　Ｗｅｇ　ｄｅｒ　Ｗｅｉｓｈｅｉｔ　ｕｎｄ　ｄｅｒ　Ｔｕｇｅｎｄ）（２０１７）等译

本也丰富了德语世界的老学研究。

哲学与文学界有关老子思想的著作也日渐多

样。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在

其著作中多次直接引用老子名言，他的哲学思想与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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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振。在《形而上学的

基本概念》（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ｄｅｒ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中，

其对于“无”的论述与老子思想不谋而合。文学性书

籍《老子的思想世界》（Ｌａｏｔｓｅｓ　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ｗｅｌｔ）

（１９５７）、《给道德经的信》（Ｂｒｉｅｆ　ａｎ　Ｄａｏｄｅｊｉｎｇ）

（２００５）等的相继出版进一步扩大了老子思想在德语

世界的影响。

总之，１８世纪初，《道德经》德译本中包含有大

量的神学和宗教因素。２０世纪上半叶，《道德经》深

度影响了德国文学。１９４５年以来，德国学者对《道

德经》的译介返璞归真，也更加哲学化。

五　《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

与西方其他语种相比，西班牙语世界对《道德

经》的翻译起步较晚。１９１６年，首个《道德经》西语

译本在阿根廷出版，这是目前能够考证到的最早的

西语译本。《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可分

为两个阶段，即２０世纪初～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至今。

（一）２０世纪初～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建立在间接

译本基础上的《道德经》传播
《道德经》在西语世界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到

法国的影响。２０世纪的前７０年，《道德经》西语译

本数量是１１本。《道德经》西语翻译都建立在间接

译本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其翻译的源语言并不是

汉语，而是法语和英语。

１９１６年，由乌拉圭作家艾蒙多·蒙特雷（Ｅｄ－
ｍｕｎｄｏ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翻译的《道德经》（Ｅｌ　ｌｉｂｒｏ　ｄｅｌ

ｓｅｎｄｅｒｏ　ｙ　ｄｅ　ｌａ　ｌíｎｅａ－ｒｅｃｔａ）在阿根廷出版。此译本

是由法国汉学家亚历山大·乌拉（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Ｕｌａ）

的法语译本转译而来。１９５１年，根据林语堂的英译

本转译而来的西语译本《老子的智慧》（Ｌａ　ｓａｂｉｄｕｒíａ

ｄｅ　Ｌａｏｔｓé）在阿根廷出版。１９６１年，在马德里出版

了由初大告的英译本（１９３７）转译而来的《道德经》。

值得关注的是，《道德经的真知》（Ｌａ　ｇｎｏｓｉｓ　ｔａｏíｓｔａ

ｄｅｌ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成为西语世界的首个直译本。该

书由西班牙汉学家、传教士杜善牧（Ｃａｒｍｅｌｏ　Ｅｌｏｒ－
ｄｕｙ）翻译，１９６１年出版。

（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道德经》在西班牙

语世界的“国民认知度”提高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道德经》，将西语

世界的老学研究引至一个新层面。这一阶段《道德

经》西语译本的数量达到８４本，不论从数量还是质

量上来讲，都较前一时期有明显进步。

１９７８年，由伊纳基·普雷西亚多·伊多埃
（Ｉａｋｉ　Ｐｒｅｃｉａｄｏ　Ｉｄｏｅｔａ）翻译的《道之书》（Ｅｌ　Ｌｉｂｒｏ

ｄｅｌ　Ｔａｏ）出版。此译本在翻译的专业性与准确度上

有所提高。曾若镜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德卡斯

特罗（ｎｇｅｌ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合作翻译的《老

子道德经：道与德之书，评论》（Ｅｌ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　ｄｅ

Ｌａｏ－Ｔｚｅ：Ｅｌ　ｌｉｂｒｏ　ｄｅｌ　Ｔａｏ　ｙ　ｌａ　Ｖｉｒｔｕｄ，ｃｏｍｅｎｔａｄｏ）

于２００３年出版。该书的出版意味着《道德经》的西

译群体已逐渐从汉学家、东方学研究者等“内行”延

伸到了中国文化爱好者等“外行”，《道德经》在西语

国家的“国民认知度”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道

德经：在永远有可能的道路上》（Ｔａｏｔｅｊｉｎｇ：Ｅｎ　ｅｌ

ｃａｍｉｎｏ　ｄｅ　ｌｏ　ｓｉｅｍｐｒｅ　ｐｏｓｉｂｌｅ）（１９８７）、《道德经：道

之书》（Ｔａｏ　Ｔｅ　Ｋｉｎｇ：Ｅｌ　ｌｉｂｒｏ　ｄｅｌ　Ｔａｏ）（１９９７）、《道

之书：伟大的思想》（Ｅｌ　ｌｉｂｒｏ　ｄｅｌ　Ｔａｏ：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ａｓ）

（２０１２）等译本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

此期间，研究老子思想的著作也趋向多样化。

１９９４年，格雷格·约翰逊（Ｇｒｅｇ　Ｊｏｈａｎｓｏｎ）、荣·克

尔兹（Ｒｏｎ　Ｋｕｒｔｚ）的《恩典的启示：道德经精神的心

理治疗》（Ｒｅｖｅｌ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ｇｒａｃｉａ：Ｐｓｉｃｏｔｅｒａｐｉａ　ｅｎ　ｅｌ

ｅｓｐíｒｉｔｕ　ｄｅｌ　ｔａｏ－ｔｅ　ｋｉｎｇ）出版。此书把《道德经》与

当代心理治疗的实践联系在一起。１９９８年，由伊纳

基·普雷西亚多·伊多埃（Ｊｕａｎ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Ｐｒｅｃｉａｄｏ）

主笔的《老子的教导》（Ｌａｓ　ｅｎｓｅａｎｚａｓ　ｄｅ　Ｌａｏ　Ｚｉ）出

版。书中揭示了道家圣贤生活的奥秘，并且清晰地

阐述了道家智慧。此外，《老子与道》（Ｌａｏ　ｚｉ　ｙ　ｅｌ

Ｔａｏ）（１９９９）、《智慧的典范：从老子和佛陀到蒙田和

尼采》（Ｅｌ　ｉｄｅａｌ　ｄｅ　ｌａ　ｓａｂｉｄｕｒíａ：Ｄｅ　Ｌａｏ－ｚｉ　ｙ　ｅｌ　Ｂｕｄ－
ｄｈａ　ａ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　ｙ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２０１１）等均对《道德

经》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详细阐发。

除杜善牧所翻译的《道德经的真知》外，早期的

西语译本皆为转译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本

的准确性。此后数十年，西语世界对老子著作与思

想表现出较高热情，“国民认知度”升高。

六　结　语

综上所述，两百年来，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世

界的传播，呈现如下特点：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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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西传，具有强烈宗教

热情和执着布道精神的传教士是重要的传播媒介。

英语世界、法语世界、俄语世界、德语世界等最早的
《道德经》译本和相关研究著作，皆出于传教士之手。

致力于基督教“东渐”的宗教人士，对于中国文化经

典和思想向西方传播，起着重要的启动和推进作用。

第二，西方民众的精神创痛或疑惑，无法被西方

宗教和哲学思想抚慰指引时，具有道德价值、崇尚自

然的中华文明，就拥有了西传的良好历史窗口。一

战、二战之后，老子著作和思想出现西传的高潮，就

是明证。

第三，强势语种的译介，可以间接推动其他语种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比如，早期西班牙语的

老子著作，皆间接从法语、英语文本译出，法语、英语

文化对于西班牙语的影响，助力了中国文化在西班

牙语世界的流传。

第四，中国学者的参与，可以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对外传播增添活力。在《道德经》的英译和俄译过程

中，中国学者的贡献功不可没。

第五，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向

西方传播的重要纽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相当长时期内与苏联之间的亲密关系，极大地促进

了老子著作与思想在俄语世界的传播。这是一个很

好的例证。法国奉行戴高乐主义政策时期，也是

如此。

第六，中国的强大是中华文化向西方传播的物

质和精神基础。国家和民族强盛是文化魅力的体

现。改革开放以来老子著作与思想在西方更受关

注，中国的开放、文明、繁荣、强盛，是重要的凭借和

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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