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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terion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he voice of doubt and praise about Yan Fu’s idea of translation has coexisted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 but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huge influence of its translation view-
point are beyond doubt.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his selection of transla-
tion works. His prediction about the progression of language and high expectation of the know-
ledgeable group that should have great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strength make him choose ancient 
Chinese in his translation. This paper will try to take historical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 so as to 
uncover a more objective translator Yan Fu as the historical elements have great impact on his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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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严复的“信达雅”自提出以来便备受关注，质疑之声与赞美之词并行，但其翻译观点的先进性与巨大的

影响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时局所需对严复翻译作品的选择起着巨大的影响，他对语言发展的判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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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代先锋群体的辨别使其在译介国外书籍时选用古文作为翻译语体。历史要素在严复翻译的各个方面

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尝试深入历史背景，一分为二，更为客观地认识翻译家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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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清朝末期属于水深火热的历史动荡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并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严复的翻译思

想既是其作为译者的选择，也是屈从时代的自我选择。当代学者对严复的翻译思想研究多为阐释其思想，

结合中国传统美学或是中国传统哲学追溯其思想来源，又或是结合西方理论想要为其思想注入新意，较

少完全置身于其境，依据历史角度一分为二审度其翻译思想。从历史来看，严复其实是时势所造之人才，

往大了说，历史背后隐藏的便是政治，经济与文化，而严复思想观点的形成便是其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有趣的是当时同时期的学者们对严复的翻译大多持给予称赞，而当代学者则各有所见，因而严复的思想

在碰撞中不断丰满。同期学者与当代学者不同的评价和认识基于相应的学科知识或是历史背景，各异的

出发点其实反映的亦是译者本身不同的翻译追求。两个时期的研究倾向不一，蕴含的是两个时代不同的

认知与智慧，因此从当时学者对严复翻译的评价入手，结合严复所处时代背景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严复的

翻译思想以及其作为译者的本意。 

2. 同时期学者眼中的严复翻译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开头便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随后便在翻译界引起了各方

响应，“信、达、雅”三字一经提出便“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1]。总体而言，同期学者对

严复的赞美之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其翻译思想的认同；二是对其翻译语体的赞同，即以古文

为文字载体；三则是对其译作的肯定，对其传播的思想以及广泛的影响大为称赞。根据罗薪璋在《翻译

论集》中的描述，梁启超对严复的翻译思想亦是十分佩服，曾有“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

[2]的高度评价，此为一认同。作为严复的老师，吴汝纶不佞赞美之词，将其翻译比肩“晚周诸子”，视

其效仿古语是“可久之词”，是能永逸流传后世的大作。柳诒徵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近世译才，

以侯官严复为称首，其译赫哥黎《天演论》标举译例，最中肯綮”[3]，符合其提出的的“信雅达”。吴

汝纶和柳诒徵作为国学大家，对古文的崇敬之意自然溢于言表，严复选择古文进行翻译在他们看来更是

明智之举，如此《天演论》中的平仄讲究就成了“信达雅”的典范，此为二赞同。学者张嘉森则是以其

译作为例，认为译名“物竞”“天择”“名学”“逻辑”为经典之作，已深深融入中国文字，成为其中

的一部分，是为“以我古文家言，译西人哲理之书，名词句调皆出独创”。[4]康有为曾写过一首《琴南

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赠予林纾，开头便是“译才并世数严林”，对于二者的翻译之才大为

赞扬，将二人并列视为当时的译者最高境界。作为译者，其译作被广为流传，并得到广泛的认可，本是

译者获得的最高荣誉，但严复并不止于此，他是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的留学者，有着一股

子爱国热情，因此他的译作里充满的是其想要解放国民思想，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因此，人们对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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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不仅限于其翻译思想和译作，亦涉及到其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当时，其译作被学生，知识分子纷

纷抢购，他成为了“中国西学第一者”，蔡元培亦赞其“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

一”[5]，梁启超虽与严复在翻译用词用句上有所分歧，却也认同严复作为西洋留学生对本国的思想产生

巨大影响，并且是“复其首也”[6]。论及严复之功绩，稻叶君山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天演论》

是“思潮之源头”，当“首屈一指”[4]，其传达的适者生存的法则让读书人如醍醐灌顶，打开了新的视

野。可见，严复之翻译被甚为赞扬，其思想更是影响深远，大有独当一面的形势。 
对于严复的翻译思想及译作，赞美声络绎不绝，但其中也夹杂着些许不同的声音，争议主要在于其

对“雅”的要求，认为其“雅”并非通俗易懂之文字，流传范围有限，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晦涩难懂，并

不能起到开阔其眼界的效果。梁启超就曾对其过分儒雅的文笔提出过异议，“其文笔太务渊稚，刻意模

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所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

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7]梁启超对用古文翻译外来先进思想

的缺陷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一阵见血地地点出了当时译介外来思想的主要目的：将先进思想传播于所有

国民，而非仅限文人。显然，在严复的认识中，翻译应当针对的目标读者群与梁启超坚信的群体相悖而

驰。但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只是对严复译作的文字风格做出了评价和建议，对其内容并没有什么提出质

疑。胡适也有相近的看法，胡适是不提倡用古文进行写作或是翻译的，他评严复是亦赞美和批评参半，

“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

字。”[8]从评论中可见，严复的古文功底非同一般，并且作为译者的工匠精神十足，对其翻译用心的有

倾向性称赞更是从侧面表现出胡适对严复所用“死文字”的不认同，毕竟用古文翻译也只是勉强做到“达”，

换言之，也就是其“雅”有损“达”，“信”在二位的评价中并未呈现，可见他们认为严复的翻译在“信”

方面并没什么问题，或者说“雅”才是其译作的最大问题。 
与前面二位不同，瞿秋白在与鲁迅先生的通信中指出：“他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

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他认为“翻译应当

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

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9]简而言之，瞿秋白先生

认为严复用古文文言翻译，导致其中的“信”和“达”遭到了破坏，并没有将原作的情感和本意完全传

达给中国的读者。瞿秋白先生明确地表明了其认为古文文言有自身的局限性，没办法将西方思想全数转

化过来。鲁迅先生在对瞿秋白的回信中，对瞿先生的说法并不全部认同，他在通信中说:“.......严又陵为

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据我所记得，译得更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
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9]显然，鲁迅先生对严复的翻译是

的评价不是绝对的，对于过于儒雅的《天演论》，只是觉的用词过于“雅”而较为晦涩难懂，也没有提

及失“信”的问题，而严复的《天演论》虽相对较为晦涩，非学僮可以理解，却是谙熟中国传统文字的

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的，甚至觉得他的一些其他作品中反而存在过于“信”而失“达”的问题。贺麟先生

[4]与鲁迅先生有着相同的看法，认为严复的译书风格是变化的。他认为严复的作品应该进行分为三个阶

段，译书初期，严复为了吸引旧文人，让他们能够看得懂，极力追求“雅”，略亏于信；而到了中期，

则更靠近直译，是为译得最好的阶段，属“三善具备”；到了后期则是自由意译，“换例译法”，译得

较为随便。 
在此期间，各学者对严复的称赞居多，其译作在当时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之作，在文人界影响深远，

为他们发奋图强的行为提供了合理的由头，对严复翻译颇有微词的学者也只是对其“雅”有意见，认为

其追求“雅”所用古文使译文晦涩难读，无法普及大众，不利于传播，而应用白话文。但总体而言，褒

大于贬。建国后，学界对严复翻译的评价则出现了褒贬不一的现象，与当时大不相同，对此，严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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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历史背景可以做出一些解释。 

3. 历史因素影响下的严复翻译 

严复所处时代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封建王朝的没落已成定局，清王朝危机四伏，国家危亡成了最

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他 14 岁时进入船政学堂学习，学习内容不止传统文化典籍还有外语，数学，物理，

化学等当时中国薄弱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后远赴英国游学，接收西方的思想文化。深谙国家危急的严复，

身为中国接受新思想的文人，企图通过译书，办报，反对封建专制，拯救国家兴亡，其译著《天演论》

更是引起文人学士蜂拥抢购，成功将“物竞天择”的思想传递给中国的有识之士，其译论更是影响深远，

“信达雅”三字深入人心。在此，将其所受质疑的译论置于其历史背景，更利于深入了解其时代含义和

严复的本意。 

3.1. 经济因素 

觉我曾于 1908 年曾做过一份调查，调查显示当时购买小说者，有百分之九十是旧学界的文人，只有

百分九为普通人，而接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主见的学生只有至多百分一接受新小说[10]。此间比例之

差距大从侧面体现出当时购买书籍进行阅读的人群主要还是旧文人，也决定了翻译作品要引起广泛关注

必然需要运用古文，毕竟畅销小说尚且需要如此，更何况外来的新思想新观点，况且出版所需赞助人也

是看重译作的经济利益的。如此，从外来思想的普及效果和经济效益上来看，严复翻译《天演论》所选

择的古文便有了合适的解释，当时的文人雅士对于小说，译作的行文是有具体要求的，并不是顺畅就可

以达到他们的标准，还需要在字里行间显示出优雅的气质，文章中是否完全忠实原作对于当时的读者并

不是最重要的，林纾的译作便是最好的佐证，因此只有以“雅”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来大批地读者，为

其译作打开在中国的市场，起到传扬西方先进思想的目的。国内读者的要求决定了翻译市场的行文风格，

可以猜测此为严复为了打开市场，获得更多关注，以便其接下来推广更多外来思想而首选古文翻译《天

演论》的原因之一。鲁迅先生[9]就严复在翻译时表达了自己“达诣”的言论进行过一番分析，他认为严

复早料到自己的翻译会因为过“达”而遭到抨击，但他仍然要这么做，因为当时的留学生在社会中并不

是被尊重的，“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需要铿锵一下，以获得吴汝纶作序，

如此来获得经济效益，才能有其他译作可以发表。而吴汝纶对其译作的传播所起的作用之大，闫亮亮，

朱建平于 2013 年所发表的吴汝纶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意识形态赞助一文中已分析得十分透彻，此不

再赘述。 

3.2. 文化因素 

在文化方面，其师吴汝纶对严复的影响是极大的，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他崇尚用古文翻译西方

作品，对白话文不屑一顾，严复曾就翻译时使用的行文风格向吴汝纶请教过，他在回复中十分明确地表

示追求行文“尔雅”，在外来词汇向内输入时可能会因改窜而“失真”，若不如此则会“伤洁”，二者

择其一，宁可“失真”，也不能“伤洁”，因为“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

鄙浅，荐绅所不道”。[7]吴汝纶对古文的坚持是其作为经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志士对传统文化的崇敬

和自豪，认为古文才是最为尔雅且得体的文字，是正规而唯一被认可的表达方式。而严复对于老师的言

论并无质疑，并且以司马迁韩愈之文为“中国文之美者”[11]，紧接着更是毫不避讳地大力推崇使用若司

马迁韩愈所用的大雅之古文：“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

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直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12]在严复看来，中国

学术最为辉煌的时候当属战国隋唐，此时所用文体尚且为古文，如今要救国自然也是古文最为有说服力。

他还以欧洲为例证，直言“欧洲挽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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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12]，力荐使用古文翻译，其理由也很简单：“......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

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收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12]。王佐良曾对严复的译

著所追求的“雅”做了如此评价：‘他(严复)又认识到这些书(译著)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

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

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13]不论是严复亲口所言，或是他人的猜测，这或许都是严复如此翻译的原因，

毕竟严复的最终目的是救国，让西方的思想在中国能够被接受，进而对日渐腐朽的清政府与列强奋起反

击。 

3.3. 政治因素 

政治上，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外强中干的形象彻底暴露在列强面前，政治地位急剧下降，

纷纷挑起战争，第二次战争随即挑起，两次战争清政府均战败，人民生活困苦，各地反抗也随之而来，

内忧外患再加上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清王朝国家岌岌可危，民生艰难，给与中国知识分子以重击，他

们心系国家兴亡，继而奋起，以不同的方式以尽匹夫之责。清政府在政治上的腐败和外交上的失败，让

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信心，极力呼吁变革，于是便有了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先

进技术的重要性，开始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于此同时也激起他们中的一部分清醒地认识

到学习技术并不足以救国的佼佼者开始提倡改良政治。当时严复虽在北洋水师学堂就职担任总教头，但

李鸿章等所行之事皆是为了极力维护清政府统治与严复有所出入，他极力提倡变法维新，甚至攻击封建

专制，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尊崇的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5]，因此难免深感壮志难酬，

期间他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翻译《天演论》时他曾感叹：“进着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之疾，放在

其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与此乎而大可为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

远至亦不过二百年，近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不奋发也耶！”[11]维新思潮逐步发展，严复作为其

中的一员，仕途不畅的他只能依靠翻译来实现救国愿望，他翻译《天演论》并借其中“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的原理，试图说服当时的知识分子奋起直上，学习西方思想理论，挽回亡国的命运。经王栻考究

[14]，严复翻译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完成的，而他的译作可以看出他对外来作品亦是有选择地进行翻

译的，与林纾所译充满浪漫主义的小说不同，严复择社会科学为其翻译的主要任务，用以唤醒国人应对

最危机的外来入侵，而其选译的作品《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说》等都是与当时社会息息相

关的社会科学类书籍，其意图便十分明了了。 

4. 结合今论重新认识翻译家严复 

建国后，严复的翻译思想依旧魅力不减，引起各方学者的广泛关注，而对于严复译作及翻译思想的

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对严复的讨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阵营，一方面进一步探讨“信达雅”的内涵，

更多倾向于肯定严复在翻译界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对其进行批判，指出其中的缺陷，再有便是用西方思

想理论视角试图为其思想进行当代阐释，以丰富其内容。殿兴曾于 1955 年公开表明严复之翻译主张是“很

不完备、很不科学的，充其量也只不过要求用漂亮的中文翻译原作的大意而已……”[15]，“信达雅”的

区分在殿兴眼中是相当勉强的，并坚信严复的“信”指的是“逐字死译”，并非忠实原文，是错误的示

范，否则便不会“顾信矣”，而“不达”了，因为原文必然不会是胡乱组合而成的。追求“雅”则更不

用说了，是分不清写作和翻译而导致的错误行为。黄龙曾为严复出声辩护，在严复所在的时代，汉以前

的字法句法并非是其标新立异而去回归古文的做法，相反当时的文人是习惯于习读此类文章的，因此，

用古文翻译“未可厚非”。用今之标准去衡量其做法，是“以今苛古”[16]，不足服人。笔者看来，其言

行相悖的翻译行为让人不禁猜测严复之“信达雅”虽是其所认为译作之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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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为西方传入之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差距之大，文化上的不对应，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而在

翻译《天演论》时指出“题曰达诣，不云笔译”[17]。随着时代发展，更有袁志广[18]、廖七一[19]、焦

卫红[20]、邵璐[10]等诸多学者分别从建立翻译学理论体系，翻译批评，生态翻译学，以及社会学等多个

角度来分析严复的翻译。 
总体而言，严复的译作特别是《天演论》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他一腔爱国热血以其翻译方式

传达给了他既定的有识之士，即“中国多读古书之人”而非学识尚浅“学僮”，因为在他看来，多读古

书之人是当时接受最高教育，最为有觉悟的一群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危机的国情使严复在震惊之

余急切地向要向外宣传西方先进思想，在当时的阶级体系下，可以猜测严复依然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

革，如此文人们自然才是有足够的认识高度，能够理解他所要传达的思想和理念，并且成为有能力奋起

而救国的国家希望。 
严复的译作其实是为特定的群体服务的，从读者的反应来看，他的译作简直就是无可挑剔。严复当

时可供选择的文字有四种：公正对仗的骈文，科举考试所用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白话文[3]，对于选择

古文的说法不一，黄龙对严复的辩护亦有其道理，笔者认为对古文发自内心的崇敬和认同可能是诸多原

因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不论如何，这个选择都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具有可读性和读者群的，选用古

文对于严复来说文风合宜，符合文人对文笔的要求；还有《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

界生存法则激励国人，《原富》来满足对经济发展的愿望，所译《名学》来介绍逻辑体系，提倡归纳法，

用《群己权界论》来倡导自由的思想等等一系列译作都是当时的时代所需，思想先进，并且还能鼓舞人

心。 
在译文的作用上，梁启超于严复有所争论，梁启超曾对“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进行区分并传

达了自己重启蒙作用的观点[21]，这与严复有了分歧，严复认为梁启超所言过于草率，容易犯错，乃“大

雅之所讳”[11]，而自己所追求的是能够流传后世的佳作。严复认为古文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古代学术之

盛可以为证，欧洲挽近世之书可以为鉴，而熟读古文者是接下来引领国家动向的人才，而白话文是不能

流传后世的。梁启超认为当朝之官思想固步自封，过于拘束的语言不能改变他们的思维，想要以“觉世

之文”的影响力来改变现状。对于变法，他指出当时所谓变法者认识的局限，“其一欲以震古烁今之事，

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人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

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在他眼里，清政府的官吏是“肉食官吏”，腐朽不堪，不足为信。同时他

也具体提出了变法的本质，“变法之本，在于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22]可见梁启超是极重视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的，他的目的是思想启蒙，因此使用白话文进行翻译是最为

易懂，易推广的，是为首选。如此，可以推论对时代发展趋势的语言需要把握不同，是严复与梁启超在

翻译外来作品是选用不同风格的文字的原因。 
从不同的观点中窥探不同视角下的严复，不论是对其翻译思想内涵的阐释，或是对其译著的褒贬不

一，都能反映一个存在的可能是真实的严复。从历史的从今往前看，严复之翻译经济，政治，文化均有

涉猎，在中国影响之大，所涉范围之广，都是不可否认的，只是他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判断有所偏差，对

文人志士期盼过高，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意识到仅依靠知识分子的力量进行改革已经无法改变腐

朽的国情。其翻译观点虽与其译文有所出入，并且至今倍受争议，各有说法，但其地位依旧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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