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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译者主体性包括能动性受动性两个方面，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众多，译者本人的

内因也在其中。文章以翻译家夏济安和他编选翻译的《美国名家散文选》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

译者的宗教观、女性观、爱情观和悲观主义思想等人生哲学思想对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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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 年 12 月，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美国纽

约去世。在哀悼夏先生之时，不禁会联想到他的兄

长，文学理论家和翻译家夏济安先生(1916-1965)，

夏氏昆仲在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夏济安虽英年早逝，但他的翻译作品至

今仍广为流传。董桥（1991,80）称赞夏济安的译作

“惊为翻译秘笈”，甚至评价“论文采，五四以来

用白话文写批评和翻译的，没有多少人能赶上他”

（陈子善，1999，19-20），夏济安的译本以优美流

畅见长，特点是“尽力让中文跟着英文走而不流失

中文的韵致”（董桥，1991）。既能忠实于源语文

本，又能在译本中保持目标语的韵致，充分体现出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主体

地位也由此得以凸显。 

近年，关于译者的主体性以及如何发挥其作用

的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多有论述（曹明伦，2008，

46-48；许钧，2003,10-13）。译者主体性在理论上

可以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王晓龙，2013），

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作为个体的译者既会对译

本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又会因个人原因对译本有

所制约，如同一个“矛盾统一体”（阮玉慧，2009，

85-89），那么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有哪些呢？“才

俊、气足、学深、习雅”（曹明轮，2008）无疑是

影响译者主体性的要素，而杨武能（2003,10-12）

所提“译家的从业道德、工作心理、社会人格”等

也是影响译者主体性的要素。笔者认为，除以上的

语言能力、学识修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因影

响译者的主体性，即译者的人生哲学。不同的人生

体验影响着个人对生死、情感、价值、宗教等人生

课题的看法和态度，不仅能导致其人生哲学的差异，

也会对其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具体到翻译实践活动

中，译者的人生哲学显然也会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的主体性发挥。 

以夏济安编选翻译《美国名家散文选》为例，

该书是他在台大期间编选并翻译的散文集，称得上

夏译之精粹。他在序言中提到编选该书时特别注意

作家研究和文章的选择，可见对入选作家和作品的

取舍是有倾向性的，这反映了身为编者和译者的夏

济安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对文学、人生的态度，

是译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具体体现。本文从该书

入手，结合夏济安人生经历和性格分析，从译者与

原文语篇及译文语篇的关系来考察译者的人生哲学

在文本选择和翻译中的重要作用，探究译者的人生

哲学是如何影响译者主体性的。 

二、夏济安的宗教情缘 

夏济安和林语堂、冰心等有相似经历，都曾在

教会学校接受长期的西方式教育。夏济安早年就读

于苏州著名的教会学校桃坞中学，与钱钟书是校友，

学校实行全英文教育，所以他的英文功底非常扎实

（沈慧瑛，2010,45-47），也因此从小受基督教思

想熏陶。夏济安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临睡前做祷告以

及到教堂做礼拜的情形，在恋爱受挫时，他多次祈

祷，认为上帝“是我顶好的指导”，是“全知全能”

的，甚至“崇拜上帝甚于爱情”（夏济安，2011，

57），可见基督教的教义已经深入到他的生活中。 

基督教精神不仅融进了夏济安的人格，影响着

他的人生观，还浸润着他的学术研究，影响着他的

文学翻译实践。从《美国名家散文选》的选材上就

能看出夏济安强烈的宗教气质，散文选中多为十八、

十九世纪美国名家之作，这个阶段也是美国文学从

深受清教思想影响到浪漫主义、超验主义兴起的时

代，是美国“文艺复兴”的时代。夏济安所选的作

者及作品多处体现出他的宗教观。清教徒是开垦美

洲的首批移民，“节制、公正、和虔敬”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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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也是美国精神的根源，夏济安认为宗教文学

所代表的清教徒的生活“有许多值得爱慕之处”（爱

默生，2000，515），故他首选的作者即为美国宗教

文学的代表人物──乔纳森.爱德华兹，是“美国宗

教文学的最后一个杰出作家”，其人“律己甚严，

志行高洁，温顺善忍，刻苦勤奋”（爱默生，2000，

351），夏济安选择了爱德华兹 12 岁时所写的短文

《飞蜘蛛》，这篇短小的文章彰显了作者的写作天

赋，不过，夏济安选择此文更重要的目的是向作者

本人致敬。夏济安说“我们选他，一则是因为我们

尊重清教徒在美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再则是因为：

清教徒严肃的态度无形中仍旧是美国民族性里面很

重要的一个因素”（爱默生，515）。实际上，清教

徒严肃克己的生活态度早已照进了夏济安的生活，

他一生中善于自我剖析反省，常常在日记中反思忏

悔自己的疏失，说自己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你（基

督教）的教条”（夏济安，2011，61），这些是与

爱德华兹宣扬的清教徒精神极为契合。 

《美国名家散文选》中还有一位出生牧师家庭、

颇具清教徒精神的作家——爱默生，爱默生从牧师

成长为超验主义的代表，他的思想也反映了美国文

学的演进史，他在文集《论自然》中阐释了自己独

特的自然观，包括了自然与人、神的关系，包含建

立在自然之上的真、善、美的价值维度，夏济安从

中选取《论美》一文放入散文选，其中有“God is the 

all-fair. Truth, and goodness, and beauty, are 

but different faces of the same All.”一句，

是爱默生对上帝和真善美之间关系的诠释。其中 All

一词和 different faces 的翻译，如果不是基督徒

或不了解基督教教义的译者会感到棘手，而在虔诚

的夏济安笔下，这句话译为：“上帝是至美，而真

善美三者，只是一个本体的三个方面的表现而已。”

（爱默生，177）对比另一版本的译文“上帝是最公

正无私的。真、善、美都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侧面”

（吉欧.波尔泰，1993，），夏济安的翻译无疑是正

解，因为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是创造了世界的

永恒圣父，解救了世界的圣子，以及帮助了人类的

圣灵（圣神），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并不意味

着三个不同的神，而是将圣父、圣子、圣灵视为同

一本体（All），所以夏济安并未将“different faces”

译做“不同侧面”，而是补充为“一个本体的三个

方面”。夏济安把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基督教精

神结合到一起，在翻译实践中付诸于笔端，成为他

人生哲学的一个部分。 

夏济安的宗教思想也是多元化的，夏志清说“济

安对各种宗教（释、道、基督教）都感到浓重的兴

趣”（夏志清，2001，216）。佛教对夏济安的影响

不浅，佛经教义繁复深奥，可以归结为苦、集、灭、

道四谛，世间有情皆为苦，夏济安一生受尽恋爱相

思之苦，对于佛教的苦谛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比

较 Kierkegaard 的思想时（夏济安，2011，177），

曾说“我顶强的倾向是 ethical，我的宗教方面是佛

教”，后来又再次重申，如果恋爱不成，“我殆必

走入宗教一路去矣。我的宗教将是佛教——从根本

上解除无明。”在《散文选》的翻译中，不难看到

多处反映夏济安佛教修为的语句，如：出世（229），

皮相（167），三界六合（151），寂灭（153），这

些词用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集中竟然显得十

分妥帖，没有违和感，再次证明了译者深谙东西方

宗教文化，善于驾驭两种文字的高明之处。 

不过，夏济安在宗教信仰上追求的更多的是精

神的契合，而不单纯受教条拘泥，他也有独立思辨

能力，对基督教思想有辩证反思，表现出其理性的

一面，其中一个例证便是散文选中选择了奥利佛·温

德·霍姆斯的一篇《爱德华兹论》，这篇长文对爱

德华兹所代表的加尔文教派进行了抨击。可以想见，

夏济安在选择和翻译霍姆斯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必

定也如霍姆斯所说，用到了理性主义者的眼光，由

此可见夏济安作为学者的严谨理智的治学态度和人

生态度。 

三、追求美的悲观主义者 

单恋中的夏济安在日记中曾自认“我为人悲观

倾向太强，好向根本虚空处着想......”（夏济安，

2011，179）虽然他后来又称自己“因为对悲观哲学

的严肃，才不敢轻易接受悲观”（184），不过，他

又说“悲观人绝不可与世界妥协，只有出家和自杀，

才是悲观人的出路”（183），而他在饱受相思之苦

的时候，的确多次流露出打算脱离尘世甚至自杀的

念头。夏志清对于兄长的性格有深刻的分析：“他

的浪漫主义里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感：济安不仅

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处世态度和哲学也都带

有一种宗教信仰的悲观”（夏济安，2011，17）。 

夏济安推崇王国维，认为自己和他心灵相通（夏

志清，2001，216），而王国维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影响非常深。夏济安曾研究过哲学，从日记中不难

看出叔本华似的悲观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叔本华

的哲学宗旨是探索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问题，

认为“生活之欲”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夏济安在日

记中多次提到对爱情和婚姻的欲望，对金钱的欲望，

甚至开玩笑说“我现在顶大的欲望是要发财......

先求尽量的享受，日后的结果不必考虑”（夏济安，

2011，224），只可惜他的欲望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

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还成为了他悲观主义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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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的印记也烙在了夏济安所翻译的名家

散文中，以《西敏大寺》一文为例，华盛顿.欧文到

西敏寺游览，写下此文来凭吊悲今古，全文弥漫着

阴郁悲哀的情绪，夏济安在翻译此文时能“移情”

作者，达到和作者感同身受的地步，从文章的开篇

便可一见，而这段译文也是为业界所折服称道的： 

“时方晚秋，气象肃穆，略带忧郁，早晨的阴

影和黄昏的阴影，几乎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别，岁

云将暮，终日昏暗......古寺巍巍，森森然似有鬼

气，和阴沉沉的季候正好相符；我跨进大门，觉得

自己好像已经置身远古世界，忘形于昔日的憧憧鬼

影之中了。” 

寥寥数语，便使原文的意象重现，更烘托出阴

沉昏暗的气氛，将读者引入了西敏寺古老阴郁的建

筑中，比较另一译本： 

“正值深秋时节，这种天气让人感觉庄重而抑

郁，早晨的阴影几乎和傍晚的相互连接，给这岁末

的幽情更加笼罩了一层灰蒙蒙的色彩......在这古

老的建筑群中，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刚好与这个季节

的色调相吻合；我跨进门槛，似乎一脚迈进了古老

的年代，将自己融入到那些前人的阴影当中了（徐

翰林，2011，136）。” 

后者显然缺乏夏译中的气场和情感，不能充分

体现原文的风格，归根结底是译者和作者缺少感情

上的共鸣，这是译者气质的区别造成的。读过原文

和译文的读者都有类似感受，夏济安的译文甚至可

以说胜过了欧文的原作，若非夏济安这般既浪漫又

悲观的译者，是难以译出这样的文字的。正如林以

亮（2000，3）评价夏译说“我们如果拿原文和译文

再多读几遍，就会觉得译者和原作者达到了一种心

灵上的契合，这种契合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

打破了种族上和文化上的藩篱”。 

尽管夏济安对世界和人生有悲剧意识，却并不

妨碍他追求生活中的情趣和美。他爱看外国电影，

也欣赏京剧和西洋音乐，对电影和通俗文学亦小有

研究。他在凡俗的物质生活获得的情趣得以升华为

对美的体验，这种体验正如爱默生在《论美》一文

中所述，美可以由最初级、最直观的万物形体之美

到高贵的精神之美，最后到用理智来研究自然之美

进而用艺术来创造美的境界，文中有一段： 

The dawn is my Assyria; the sunset and 

moon-rise my Paphos, and unimaginable realms of 

faerie; broad noon shall be my England of the 

senses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e night shall 

be my Germany of mystic philosophy and dreams. 

夏济安译为： 

“朝霞灿烂如锦，那就是我的亚述帝国；夕阳

西落，明月东升，那就是我的帕福斯和不可思议的

仙子之乡；昊昊阳午，那就是我的英国——常识和

理智的故乡；黑夜就是我的德国——神秘哲学和梦

想的国土。” 

这段译文不仅在文字上契合了爱默生对美的追

求，在精神上也契合了他的思想，将 Paphos 这个被

爱默生视为神秘浪漫的爱与美的结合地补充出“仙

子之乡”，而且整段文字对仗工整，朝霞、夕阳、

阳午和黑夜勾勒出一幅动人的大自然图画，也准确

地挖掘出爱默生原文中隐含之意，这其中不仅是出

自夏济安的翻译功底，更包含了夏济安对美和浪漫

的理解。 

夏济安推崇的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认为，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追求完美，这种

完美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完美。爱默生则是阿诺

德喜爱的作家，夏济安在《美国名家散文选》的序

和作者简介中都提到了阿诺德对爱默生的评价“在

十九世纪，没有任何散文比爱默生的影响更大”（爱

默生，2000，516），夏济安也认为爱默生的作品“已

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溶入了我们不能自觉的思

想背景中”（159）。夏济安选择并翻译爱默生的《论

美》可以看做是隔着遥远的时空对两位前辈的致敬，

惺惺相惜的三人之间的共性便是对美和世界的认

识，以及对美的热爱和创造。 

四、结语 

翻译是译者进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译者作为

翻译活动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受

译本这一客体的制约，也会受到译者自身条件的限

制，译者自己对生命和生活的认识会有意识或无意

识地附加在新生成的翻译文本上，成为译者主体性

的体现。作为一个率真、克己、唯美的翻译家，夏

济安将自己的人生态度融入了《美国名家散文选》，

这本书不仅最能表露他的译才，同时也是他人生哲

学的反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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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or’s life philosophy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 case study of American Pros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si-an Hsia 

SUN Zhang-jing, CHEN Guo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Chen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cludes activity and passivity. Many factors influenc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cluding translator’s internal factors. This paper, taking American Prose which i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si-an 
Hsia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translator’s life philosophy on religion, female, love and pessimism influence the 
translated text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Tsi-an Hsia; American Prose; life philosophy;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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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the public service policy gap on the 
Jing-Jin-J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ENG Shao-hua, TANG Rong-min    
(School of Ecop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Jing-Jin-J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needs setting up a united market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order to realize a freeflow and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capital.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public service policy gap on the loss of 
Hebei manpower capital, and it further affects the level of production skill and the input of industrial capital. It 
discusses the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current government social public service allocation system on Hebei’s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n the national Jing-Jin-J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further 
suggests Hebei should make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the “equ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Kew words: Jing-Jin-J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overnmental public service policy; restriction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