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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文学的交流互润》真实而又全面地记录了各种各样的、渊源流长的跨文化交流经历，尤其
是内在的精神、观念和感情交流的经历，所以它们往往比纯粹的历史记录更能引发后人的共鸣和思考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外文学的交流互润>>

作者简介

　　袁荻涌，男，大学本科毕业，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贵州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
　　已出版《鲁迅与世界文学》、《20世纪初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新文学的发展与外来影响》
等专著三部；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套四卷；在《中国翻译》、《中国比较文学》、《鲁迅研究月
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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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中，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是三个人：老子、孔子和孟子。
托尔斯泰对老子非常推崇，他曾多次细心阅读和研究老子的《道德经》。
1893年9～12月，他与波波夫一道把德文本的《道德经》译成俄文。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出老子的思想，他曾请教汉学家斯塔索夫德译本是否正确，并托人寻找《道德
经》的英译本，以便随时参照。
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托尔斯泰写道：“我和波波夫在反复阅读和校订思想极为深刻的作家老子的著
作和译文，我每一次都是怀着欢乐和紧张的心情专注地思考和竭尽全力去翻译。
”1909年11月，托尔斯泰亲自精选和翻译的《中国哲人老子言论集》出版，内收老子语录64条，书前
附有托尔斯泰写的前言《论老子学说的真髓》。
托尔斯泰认为老子的学说是一种伟大的宗教学说。
老子认为人可以为肉体而活着，但这样的生活是痛苦的，因为肉体会生病并死亡；人也可以为灵魂而
活着，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因为灵魂不会生病和死亡。
在老子的著作中，最吸引托尔斯泰的是关于“道”和“无为”的思想。
托尔斯泰从老子的“道”中，看到了与自己的“道德自我完善”相类似的思想；“无为”呢，则将它
与自己的“勿以暴力抗恶”等同起来。
此外，他对老子哲学思想中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朴素辩证法也十分赞赏。
他在日记中写道：“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它会停下
来；堤坝缺了口，它会再向前流去。
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
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　　托尔斯泰没有翻译过孔子的著作，他曾建议契尔特可夫翻译孔子和孟子的书，由他自己写序言
，但未能实现。
托尔斯泰对孔子的学说同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884年3月30日，他读了孔子的书后，在日记中写道：“应当把这变成公共的财富。
”在1900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则说：“钻研孔子，其他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1908年10月底，他收到了中国人辜鸿铭送的书《普遍的秩序或修身·孔夫子教义问答》和《大学》
的英译本，阅读之后，认为这些书“迫使人思考问题”。
就在他逝世前不久，他还对布朗编辑的《孔子生平及其学说》-书作了仔细校订，并为该书写了一篇题
为《中国圣贤学说概略》的序言。
托尔斯泰对孔子的许多思想都很赞赏，从孔子学说中，他也找到了同自己相近的思想。
比如他认为所谓“修身”，就是不断改善自己，即自我完善；至于“中庸”，则是遵循自然运动规律
，以求得内心的平衡与和谐，对于人世的罪恶，不能以暴力去消除它，而要用善行和博爱精神去改造
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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