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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
老子》毕竟是2500
年前的古籍，以五千
多字，传达了终极之
道的超越之思，引申
了无数的现实应用的
思 考 。 那 么 ， 跨 文
化语境下，研读《道
德经》还存在哪些问
题？

徐 华 ： 首 先 ，
立 足 于 思 维 方 式 层 面
的 翻 译 和 研 究 还 是 相
对 缺 乏 。 《 道 德 经 》
作 为 道 家 经 典 中 的 元
典 ， 是 儒 释 道 文 化 构
成 的 核 心 部 分 ， 也
是 理 解 中 华 文 明 思 维
方 式 的 钥 匙 。 然 而 ，
现 有 的 译 本 往 往 更 多
局 限 于 章 句 语 义 的 转
译 ， 或 对 文 本 内 部 相
互 联 系 的 解 析 ， 而 缺
乏 思 维 层 面 的 审 视 ；
或 落 入 神 秘 主 义 的 窠
臼 ； 或 让 文 本 旅 行 在
异 域 文 化 的 想 象 话 语
之中。

其 次 ， 在 避 免
对 《 老 子 》 文 本 的 双

重 误 读 和 单 一 化 阅 读
方 面 ， 尚 需 进 一 步
考 量 。 汉 语 是 世 界 语
言 中 独 特 的 存 在 。 《
老 子 》 五 千 言 ， 言 简
义 丰 ， 充 满 诗 意 和 想
象 ， 更 为 其 海 外 传 播
增 加 了 困 难 ， 但 同 时
也 留 下 了 无 穷 的 魅 力
和 巨 大 的 阐 释 空 间 。
双 重 误 读 指 从 古 到 今
语 境 变 迁 的 误 读 ， 如
老 子 所 说 的 “ 道 ” “
德 ” “ 愚 ” “ 柔 ” “
弱 ” “ 无 为 ” 等 都 自
有 其 意 义 ； 这 些 本 有
意 蕴 的 语 词 在 翻 译 过
程 中 难 免 遗 落 本 有 之
意 义 ， 从 而 形 成 双 重
误 读 。 单 一 化 阅 读 则
为 一 词 一 义 的 阅 读 或
偏 于 西 方 语 境 的 阅
读 ， 都 将 对 《 道 德
经》形成重重误读。

还 有 ， 就 是 西
方 学 者 的 《 道 德 经 》
译 本 占 据 了 国 际 书 市
的 主 流 ， 中 国 学 者 真
正 权 威 的 译 本 却 较 少
见 。 西 方 对 《 老 子 》
文 本 的 阐 释 ， 则 更

多 反 映 的 是 西 方 话 语
形 态 下 的 《 老 子 》 面
貌 ， 更 多 集 中 在 少 数
知 识 分 子 圈 中 。 如 何
通 过 中 国 学 者 的 阐
释 ， 让 中 国 文 化 在 走
向 世 界 的 时 候 ， 发 出
自 己 的 声 音 ， 则 是 我
们面临的重大任务。

中 新 社 记 者 ：
《 道 德 经 》 的 传 播 轨
迹 ， 可 以 对 未 来 的 中
西 文 明 互 鉴 提 供 何 种
启示呢？

徐 华 ： 我 们 从
《 道 德 经 》 的 传 播 中
认 识 到 ， 建 好 传 统 经
典 文 本 这 一 中 西 文 明
互 鉴 的 桥 梁 ， 是 可
能 的 ， 也 是 可 行 的 。
我 想 提 供 以 下 几 点 思
路：

一 是 加 强 海 外
汉 学 界 与 中 国 传 统 经
典 研 究 相 关 的 代 表 性
成 果 的 汉 译 ， 知 己 知
彼，才能有的放矢。

二 是 创 新 传 统 经

典 文 本 的 传 播 形 式 ，
可 以 灵 活 采 用 经 典 对
话 录 、 经 典 发 疑 或 者
故 事 会 、 动 漫 演 示 等
形 式 ， 更 好 地 阐 发 经
典之本意。

三 是 组 织 国 内 专
家 组 或 者 中 外 联 合 专
家 组 ， 汇 聚 集 体 的 力
量 ， 形 成 相 对 权 威 的
外 译 本 ， 供 喜 欢 和 研
读 经 典 的 国 外 人 士 参
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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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徐华：《道德经》如何成为
中西文明深层互鉴的成功文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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