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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feminism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Ursula Le Guin’s English version of Tao 
Te Ching, a book about the way and the power of the way. It argues that through explanation and 
rewriting, the translator presents us with an unfaithful version, and yet pumps a new life into the 
translate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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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出发，分析了娥苏拉勒瑰恩的《道德经》英译本，文章认为娥苏拉勒瑰恩从女

性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对原文的阐释和重写和译者身份重塑两个方面对《道德经》进行了翻译，译作的

实际呈现与原作相比有不忠的部分，也因此使译作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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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德经是我国古代伟大哲学家、思想家老子的传世著作，承载着中国深厚的传统哲学文化。同时道

德经也是中国译介到国外出版版次最多的一本名著。国内研究道德经英译本的角度不断推陈出新，涉及

语言、哲学、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道德经共 81 章，分《道经》和《德经》，主要从论道、治国、修

身三个方面来阐述老子的思想体系。 
道德经所用的词句简练却所含万象，语义含糊使得每一个版本的翻译都有自己的阐释空间。老子用

诗韵的语言，睿智的哲学探讨了宇宙的形成，君子的品德和治国齐家修身的策略。《道德经》中使用了

丰富的女性主义意象，如“玄牝”“谷神”等，提出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重要哲学观点。

刘静(2009) [1]指出《道德经》的英译经历了三个高峰：16 世纪理雅各以归化为主，旨在将《道德经》与

西方文化相融合，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道路；后期亚瑟·韦利传播中国文化以攻克西方宗教中的漏洞与

弊端，极大程度地保留《道德经》原文的意思，不惜牺牲其本来的诗；第三次翻译高峰中以林语堂为代

表，兼顾诗学和内容。而在第三次翻译高峰中，冯家富与其妻简·英格里希翻译的《道德经》首次有女

性译者参与。随后开始有女性译者独立翻译《道德经》，如陈张婉辛(Ellen Marie Chen)、娥苏拉·勒瑰

恩(Ursula Le Guin)等[2]。本文旨在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的角度，从对原文的阐释和重写以及译者身份重塑

两个方面分析勒瑰恩《道德经》英译本，进而探寻《道德经》英译本在误读和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前提下

的重生之路。 

2. 译者简介 

娥苏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是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其作品《黑暗的左手》 (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与《一无所有》 (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均获得了雨果奖与星云奖。《黑暗的左

手》中娥苏拉描述了一个没有性别之分的星球，人人皆可受孕，也就没有了男权主义和俄狄浦斯神话。强/
弱、支配/服从，主宰/奴役等等西方的二元对立现象，都通过娥苏拉巧妙的性别解构而弱化甚至改变[3]。 

娥苏拉在其英译《道德经》的序言里写道她的父亲，美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

勃(Alfred Kroeber)经常阅读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的《道德经》译本，并常常为自己喜欢的章节备注，

希望在自己的葬礼上纪念诵读。《道德经》对娥苏拉的影响在其作品中有非常明确的体现，比如在《黑

暗的左手》中艾斯文(Estraven)直接使用了“阴”和“阳”的概念做了一首诗，里面写到“光明与黑暗，

互为左右手，生存与死亡，本来就同源”；《地海传奇》系列中“无为而治”的大魔法师；科幻小说《倾

诉》中的女主人公通过道家的“对话性思想”，与警官这一“他者”的形象进行沟通，才克服偏见，走

向成熟[4]。其他的作品中都多次使用道家思想。 
《道德经》中虽然有较大篇幅的对女性和生殖崇拜的描写，老子有意使用“雌性”隐喻解释宇宙的

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运行，表明这些隐喻不仅具有描述性意义，也有规范性意义[5]。因此《道德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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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性”隐喻与性别的二元对立无关，只是为了使老子的哲学更加形象和圆润。然而归根结底，《道德

经》的写作对象始终是针对掌权者，也就是男人，只是老子使用“雌性”的隐喻使自己的哲学更容易被

接受[6]。 
《道德经》并不是一个女性文本，却因为娥苏拉积极主动的阐释而有了新生。这也是娥苏拉对“道”

的追求，而她对“道”的追求与她的女性主义理念息息相关。娥苏拉的《道德经》英译本在美国取得了

巨大的反响，笔者认为用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其《道德经》的英译本可以更深刻理解其翻译思想和创作

理念，同时勒瑰恩的误读与创造也为“道”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得其在西方以及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3.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中心论和二元论，因此一直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都认为译者应该是

中立隐身的。译本是原作的附属物，同女性一样被推到低等、贬斥的边缘地位。女权主义本身是政治行

为，是女性为争取政治、社会、文化上的平等而发起的连续的历史活动。它激烈地批评已存的写作方式

和使用语言，使用新词，新隐喻和新排版、注解等远离原本的男性主义文本。 
女性主义对翻译也持同样的立场，认为如果重复讲男人故事，使用男权中心的语言，那么女性依旧

是他者，女性的语言依旧是边缘化的。传统译论中，译者由原作之“源”所决定，所以译者是依附性而

非创造性的。译者在传统女性角色中获得了自己的反照，同时女性也在译者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对应。

[7]相对的概念因此产生，并且造成了固话的意象。 
现代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更大程度的强调差异性，以及彰显女性作为译者的主体性。解构大师德里

达曾经创造一个词“延异” (differance)，包含“相异”与“延迟”两个意思。“相异”是空间概念，表

示符号的差别和分裂；“延迟”是时间概念，表示符号的替代被无限制的推后。语言是符号，而符号的

不断变化运动导致中心论的稳定性遭到质疑，不同的中心持续替换取代，延异则是一种阐释替代另一种

阐释的动态过程。该词对原本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的解构，深刻动摇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确定。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此为基础，倡导差异哲学，通过强调差异，否定单一权威和权力中心，重新构建性

别[8]。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目的在于(1)消除原文乃至译文中对女性和女性译者的贬低。(2)重新定义译作和

原作的关系。根据互文理论，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本，译文和原文相辅相成，包括原文都不是绝对的原

创[9]。译文和原文地位平等，译文绝非附属，而是原文生命的跨时空延续[10]。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通过翻译重塑女性形象，对传统的“忠实”定义进行解构，以积极姿态对文

本进行干预，挪用、操纵甚至重写。译者凌驾于原文之上，对原文使用篡改手段。旨在提高女性社会地

位和女性意识。“重写”或“劫持” (hijacking)虽然是最富争议的翻译手法，也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极

力倡导的翻译策略，因为其对“忠实”的理解与结构主义不同，它解构了意义，认为意义本身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需要考虑到译者的主观意识，可以进行再创造。 

4. 娥苏拉勒瑰恩女性主义在道德经中的彰显 

作为女性作家且深受《道德经》哲学思想的影响，娥苏拉在其作品中总是融入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和

道家思想。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在其开启了生态女性批评与实践的

集大成之作《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与批评》中极力赞扬了娥苏拉的女性主义作品。并在其访谈

中指出娥苏拉的《一无所有》中所倡导的“对话”的方法也是他所强调的。因为在对话之中，“支点”

在不断的变化，和以往的二元对立完全相反。在《道德经》的翻译中，娥苏拉增添了大量的副文本，凸

显了其女性译员的主体性，并对译本进行有意识的删减添加，创造性地使用诗的语言形式，并巧妙地变

换主观意义，使得其《道德经》的译本成为具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新生文本。娥苏拉女性主义理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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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的《道德经》译本解构了传统译论中对“忠实”的定义，也是对现代翻译标准的革新，这种革新在

其译本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4.1. 打破翻译的从属地位——对原文进行重塑 

香港教授刘笑敢曾经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道德经》是一部用男性语言写给男人看的书。然

而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娥苏拉等女性译者包括部分男性译者如史蒂芬·米歇尔(Stephen 
Mitchel)开始使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这一新的视角来阐释《道德经》。现代阐释学认为人文科学必然具有

历史局限性和差异性，不同的作者或者译者由于历史时代不同和角度不同，所理解的文本意义也不尽相

同。娥苏拉在《道德经》译本中以其父钟爱的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的译本为底本，并参考了数十种

英译本[11]。娥苏拉本人并不通中文，也在开篇说自己的这一译本其实并不是翻译，而是摹写(rendition)。
受个人女性主义思想的以及多种译本的影响，娥苏拉在摹写的过程中，大胆的对原文进行了阐释、重写，

这样的例子在文中句法、语义和文本中均有体现，可归纳如下： 

4.1.1. 译本内容的阐释和重写——消除二元对立 
不同于其他译者，娥苏拉在每一章《道德经》的译文中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命名，有些章节的命名是

对译文的概括总结，比如第三章为“安静(hushing) ”；而有些章节的命名给出了作者的解释，比如第十

九章“素绸与朴木(Raw Silk and Uncut Wood)”，娥苏拉在脚注中说“素与朴通常指的是简单与自然。”

除了对章节进行创作型的命名之外，娥苏拉在部分章节中也进行了阐释和重写，如第 61 章，原文意思是：

大国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以女性的雌柔对小国包容，因为雌柔就是因为其安定且柔弱，屈于雄强之下，

才能胜过雄强。大国对小国怀柔，则能控制小国；而小国对大国附耳顺从，则能为大国所容。大国不要

过分想统治，小国也不要过分顺从，两国各取所需，最好还是大国对小国包容。 
从《道德经》原文可以看出，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和平反战的，因此老子对掌权者的规劝都是希望他

们能有女性的温柔。然而在娥苏拉的译本中，她明确在引言中说明尽管大部分学术性译者的译本都强调

“圣人”的权威和男性力量，将道德经作为统治者的行为准则，自己却希望自己的译本更适用于现代，

适用于并不聪明，并没有掌权也不是男性的读者，她不追求内行的秘密，只寻找灵魂的声音。娥苏拉认

为《道德经》可爱迷人，热诚且让人感觉新鲜，所以在第 61 章具有明显治国理念的章节中，娥苏拉选择

了删减和增补，除了第一节用了政体(polity)，第三节使用了两次“country”，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国家

的明确字眼。而最后一节老子对于执政的总结，认为两种类型的国家各取所长，而大国应该包容小国为

佳，被娥苏拉直接删除，直接阐释为“居下流者为高位，处高位者居下流(lie low to be on top, be on top by 
lying low)”。娥苏拉对原作的阐释和重写使得这一章节不像是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劝谏方，而是适用于每

个人的处事原则。 
娥苏拉在其《道德经》的译本中打破了原有的翻译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两性关系的二元论是女性主

义的重要议题之一，娥苏拉曾在其小说《倾诉》中打破性别登记，勾画了一个没有特别性别要求，强调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阿卡星。可以看出娥苏拉认为万物平等，传统的二元对立价值观会导致冲突和不平

等。因此在《道德经》的译文中，娥苏拉通过阐释和重写，巧妙的转移了原文固定的“男性”或主导意

象，展现了其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即承认差异并在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和谐与平等。 

4.1.2. 译本语言形式的模仿和突破——娥苏拉的整体论思想 
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的哲学就是“知雄守雌”的整体观，而西方的女性生态主义与老子的哲学

的最高追求是一致的。女性主义在批判二元对立之外，强调从整体出发，认为世界是“宇宙之链”，一

个平等多元且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需要每一个环节的和谐统一，因此在这个“宇宙之链”中每一环节

都直接或间接地紧密联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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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苏拉在自己所参考的十多种《道德经》译本中发现，《道德经》部分是散文，部分是诗节。大部

分她所阅读的译本都只有《道德经》的内容和意义，却流失了诗的美。英语译者由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或

宗教目的，将《道德经》的意义截取并按自身需求塑造西方的《道德经》思想，以求通过老子的精神来

解释或解决西方文化或宗教中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译本往往不会注意到中文本身的语言美，从而也就丢

失了《道德经》中重要的诗学。然而对于诗来说，美不是装饰，而是核心，也是《道德经》思想的重要

一部分。同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的史蒂芬·米歇尔(Stephan Mitchell) 评论《道德经》言辞优美，

是世界一大奇迹。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来说，传播其哲学思想的最好方式就是以诗一般的语言。刘小枫

在《诗化哲学》上指出，中国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诗化哲学。在此的诗化哲学并不只是孔孟老庄的

哲学中的诗意，更是诗文中的哲学思考，哲学应该和诗一样，赐予有限生命中最重要的特征。 
娥苏拉也认为诗学并不只是韵律、音步或者语言的特定紧密组成形式，而是综合统一在一起的所有

即是诗学。因此她在《道德经》的译本中，充分发挥女性译者的主体性，重新定义忠实。女性主义翻译

理论认为译者的理解是原文的延伸，因此解构了对原文忠诚的一元论。然而娥苏拉参照的底本—保罗·卡

鲁斯的译本却极度忠实，完全直译，甚至不考虑英语写作的习惯，并且在汉字旁注明英语对应词与注音

和解释。卡鲁斯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因此译本及注解也充满了浓重的宗教情怀。娥苏拉的译本模

仿与突破交织，形成了自己译本风格的统一，以第 62章为例，娥苏拉命名为“道的礼物(The gift of the way)”，
在其中娥苏拉采用诗的形式进行分节，并且用了“对话”的方法解构了原文中“二元对立”的男权语言。

原文本意为“天子加冕，设置三公的时候，有拱璧在前驷马在后的献礼仪式，还不如把‘道’献给他们”，

而娥苏拉巧妙地使用了第二人称，并将焦点集中在第二人称，坐进此道的男性形象，被解构成了不如献

道给天子的，不分雌雄的形象。且在最后“有罪以免”中没有使用男性语言，如“罪”或“逃”，而是

以另一个视角，选择使用“庇护(shelter)”。 
原章节 42 个字，英译版 43 个词，紧密贴合原文的同时也做了自己的调整和修改，对仗工整，有咏

叹一般的诗感。娥苏拉通过紧密贴合原文的诗学并巧妙创造自己的诗韵，展现了其女性主义的整体观。 

4.1.3. 意义可变——使用中性语言解构男性形象 
女性主义认为“原文和译文都是不同的能指符号”，原文是译文的延伸，因此也不同的译者有不同

的阐释方法，老子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时期，当时战乱频频，老子看着生灵涂炭，悲天悯人，于是塑造出

一种理想化的完美人格——“圣人”《道德经》总共 81 章，共出现过 32 次圣人，大部分情况代指统治

者，也是老子实施教化的对象，只不过老子使用大量的雌性隐喻以期统治者能够怀柔，减少战乱。娥苏

拉所参照的保罗的译本以及亚瑟·韦利的译本都认为《道德经》是西方世界基督教的填补，因此在他们

的译文中多次将“圣人”译为 sage、the holy man、the saint 等等具有明确基督教意象的词。对此在开篇

娥苏拉即指出 sage 不是她所理解的圣人，她也不想强调圣人的男性化以及统治权力。因此在娥苏拉的译

本中，主要使用了中性的语言，将 sage 翻译成 the wise soul，或者 the wise，部分章节还翻译成复数，从

而解构了圣人独一无二的形象，变得亲切而大众。在第七十二章中尤为明显：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

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译文：“When we don’t fear what we should fear, we are in fearful danger. We ought not to live in narrow 

houses, we ought not to do stupid work. If we don’t accept stupidity, we won’t act stupidly. So, wise souls know 
but don’t show themselves, look after but don’t prize themselves, letting the one go, keeping the other.” 

老子撰写《道德经》其实是给掌权者阐述自己的理念，这里在描述“民”和“圣人”的时候明显用

了区别化的处理，所指的圣人也是男性，体现了当权者无可置疑的地位。娥苏拉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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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译为 we，圣人则用了复数“wise souls”，不带任何性别和权力中心论的意味。除此之外，娥苏

拉还使用了劫持(Hijacking)的手法，原文指的是如果逼迫人民不得安居乐业，压迫人民，会导致他们反抗

统治者，而在此处娥苏拉使用第一人称，以人民自己的口吻表达需要安居乐业的愿望。“夫唯不厌，是

以不厌”更是翻译成如果不接受愚蠢行为，那我们也不会做蠢事。娥苏拉操控语言，将原本劝诫掌权者

怀仁的男性语句翻译为强势的女性语句，圣人不再是独一无二且具有唯一权力的形象，而是具有自知之

明，毫不自夸的评价对象，这样强烈的女性主义用语在娥苏拉的《道德经》中比比皆是。 
娥苏拉在其《黑暗的左手》中描述了一个没有性别的星球，同样生态女性主义也认为女性应该寻找

新的信仰，而不是一昧依赖传统的对“父权制”宗教。因此部分女性主义学者致力于研究母系或女神宗

教，使用女神来追求人与世界的和谐。比如在史蒂芬·米歇尔的译文中，往往直接将“圣人”翻译为“she”。
而娥苏拉则认为男性和女性本不是对立，因此她使用中性的语言强调自己的思想，并且将“圣人”的形

象具体化，解构为大众的一部分，弘扬天然联系。 

4.2. 对身份的重塑——彰显译者的形象 

传统社会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从圣经开始就描述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形

象总与“依靠”、“柔弱”、“贤惠”等挂钩。美国文学理论大师和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做过类似的

隐喻，以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将翻译的过程比作“信任” (trust)、“攻占” (aggression)、“融合” 
(incorporation)和“恢复” (restitution) [13]。而娥苏拉在翻译道德经的时候，大刀阔斧地进行了阐释和重

写，并采用了“劫持”等翻译手法，打破了男性中心论和一元权力中心语言，在全译本中获得了和作者

同等的话语权力，译者的主体性充分显现，译本也因此获得了新生。娥苏拉作为译者，没有躲在原文背

后“隐身”，而是与作者比肩。 

4.2.1. 正副文本交融 
娥苏拉的道德经译本中除了八十一章的翻译，还有大篇幅的简介、标题命名、注释以及对自己译作

的评价。副文本的概念来自于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erard Genette)，指的是正文本之外，图书之内的文

本形式[14]。译者通过副文本来展示原作的创作背景，同时也对自己的翻译思想、他人译本进行说明和评

价，副文本中注释是最常见的表达方式，目的在于方便读者理解，同时也建构了“译者形象”[15]。 
《道德经》共计 81 篇，而娥苏拉加注释的就有 53 篇，作为女性译者，娥苏拉在注释中阐述了自己

的翻译方法，参考的译本甚至主观抒发了自己对部分篇章的理解。如第五十三章，原文讽刺了统治者骄

奢淫逸，不顾百姓。而娥苏拉在译文中却将统治者也译为人民，表现了人民不思进取，只顾享乐的腐朽

场景，是典型的的资本主义国家小说中会勾勒的场景。最后在注释中写上“资本主义到此为止(So much for 
capitalism)”娥苏拉这样的误读再加上作家本身的神来之笔，让整个译本焕发新生。 

娥苏拉在译文中加入丰富的译注、前言和注释等，站在了和原作者同等的高度。而其译注并没有将

过多的将笔墨放在翻译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法上，而是着重描写了翻译中自己对《道德经》的感觉，

且未做任何标记表明是“译注”，让读者觉得其译注仿佛为类正文本一样。通过这样的策略，娥苏拉将

译者从传统意义上的“隐身”中解放出来。读者不仅对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有个清晰的印象，对其作为

译者的女性形象也有充分了解。娥苏拉认为翻译是一种“合作”，是一种“生产”而不是“再生产”。

译者在自己的性别意识下，选择文本和翻译策略，而女性译者通过副文本和“类正文本”彰显自己的译

者形象。 

4.2.2. 互文性强 
娥苏拉除了在副文本中直白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让译者的身份与作者并驾齐驱，还在注释中她还

多次提到了其他译者、哲学家和作家，于是她作为译者的形象更加生动。我们可以在她的译本中看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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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平时看的书、对其他译者的评价以及自己翻译的评价。如第一章的注释中她写到：“我不认为这一章

节会有一个完美的译本，对我来说这一张如同博尔赫斯的‘阿莱夫’一样，所言万物”。阿根廷作家博

尔赫斯的“阿莱夫”来源于他的短篇小说，阿莱夫是包含一切的一个空间上的点。这样的注释比较随意，

却丰富了译者形象。 
女性主义译者不仅对文本的生成积极干涉，还充分利用派生文本。娥苏拉的译文中强调了其在翻译

中，性别、喜好等个人特征都会影像文本的生成——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16]。女性主义不仅在理论

上挑战传统译论的忠实观，还在实践上积极构建女性身份。 

5. 结语 

女性翻译主义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其目的在于彰显女性的身份，扩大女性的话语

权。因此译作和原作互相依靠且互相成就，译作与原作的差异使其摆脱原作，成为有新的意义的文学作

品[17]。娥苏拉的《道德经》译本具有极大的颠覆和创造性，不仅对原文进行自己的阐释和重写，大胆地

对原文的诗学进行重塑，且通过正副文本交融和互文性，充分彰显自己作为译者的身份和形象。女性主

义重新解构了“忠实”以及译者的隐身，忠实不再是译作的唯一追求，承认差异，重塑文本并加上自己

的见解，使娥苏拉的《道德经》在西方大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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