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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的法律演变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是因为这个时期标志着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治理
模式的断裂和终结、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诞生。
虽然在以往的历史中，我们的制度演进也并非像某些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完全自生自长，但从来的外部
影响都没有像清末以来那般剧烈而广泛。
20世纪初，请廷下诏变法。
最初这种变革似乎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最终却导致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觉选择，老大帝国的政治法
律制度开始由西方式制度取而代之。
来自西方的法律规范、原则、理论、概念在中土不断传播，它们表现为一系列语词,但又不仅仅是语词
，通过不断的引进，通过阅读、记忆以及现代传媒的大量复制，通过现代型的法律教育，它们已成为
我们自己的知识。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连对自家历史的原初记忆也丧失了，例如今天的历史学家对中国法律史的解
说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些外来的语词及其背后的各种概念、原则等等。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观察，一个民族对另一个异文化的语词的翻译和接受的过程可以视为一种文化
的移入。
翻译，首先是语言符号的转换。
在转换的过程中，很明显，翻译者要面临着如何极尽所能将原文的意义以及风格加以完整准确表达的
问题。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钱锺书先生用旅行作比喻：“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
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因此，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
”(《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0页)这样的困难不仅表现在文学翻译上，法律文
本的翻译也不能避免。
而且，“遗失”和“损伤”也许只是消极面上的缺失，翻译过程中更可以出现积极面上的增加；译词
添加了原词所不具有的意义，仿佛古罗马法律语词所谓“添附”(accessio)。
    不过，我们可以将这里的问题再深化一步，把本书的书名由一个正面的陈述句式变成疑问句式：人
们是否能够通过翻译“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我们平常用惯了各种双语词典，见到外文文本里的
—个生词，总要通过查词典去理解。
这让我们发生一种感觉或者幻觉，即不同语言之间永远会存在着对等的同义词。
博尔赫斯说：“词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显然未经过验证的假设——语言是由对等的同义词
组成的。
”然而，这样的对应关系能否在翻译中加以验证呢?从尼采到福柯，一直到更晚近的把“翻译的政治”
作为专题研究的衮衮诸公(参看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都对此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质疑。
在本书展现的近代以来法律语词的翻译个案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佐证。
简单地说，西方法律词汇表渗透着西方的文化精神，它们的汉译过程正可以说是西方法律理念对使用
者的控制过程。
    我们被控制了?听起来这种说法似乎相当刺耳——更刺耳的说法是“被殖民”了。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不被控制呢?在这样的词汇表无从摆脱的时候，即使不是翻译，而是写作，可那种
写作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翻译相区别呢?当然，在极个别——往往是在形而上的论题方面——的情况
下，我们还见得到用文言写作的事例，可是，那种刻意避免西方词汇“污染”的写作姿态分明表示着
作者格外地受到外来词汇的控制。
退一步说，即使是不受外来语词控制，用文言写作又意味着受到什么样的词汇及其背后的文化权力的
控制呢?    本书尽管侧重考据，在理论分析方面常点到为止，但对我们今天习焉不察的各种法律语词的
来源进行的细致梳理却是极具学术意义的，也可以启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

在阅读过程中，我突然冒出的一个想法是：再过一百年，我们今天已经接受过来，并且看来十分确定
或固定的这些语词会不会变得面目全非呢?“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可不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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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顺便说一下，为什么丁韪良如此不间断地翻译欧美的各种国际法著作？
丁韪良认为，“公法非一国所能私。
苟遇诸国名家意见如出一辙，即为公法之定例，而无可疑议”，如此，则三家尚未满志，将来必期博
采各家名论撮要而编辑之，用资印证，“则中华士大夫虽未肄习洋文，而于公法之学，亦得悉其梗概
云”。
他在讲翻译布伦国际法书的缘由时说，该书提纲挈领、执简御繁，遇事便于比拟援引。
“经理外政诸大宪多欣赏之，四方译刊，问世者已不胫而走矣”，即这是一部名著。
另外，布伦的书较惠、吴二书晚出，“凡二家之论所未及者，布伦氏皆得详引之”。
在他看来，如果同文馆有朝一日能将世界各国的公法原作陆续译出以资参考，则更觉详备。
　　此外，这或许与同文馆的公法教学以练习翻译为主、翻译和传播公法之学又是丁韪良立身清廷上
层社会之本等种种因素有关。
　　丁韪良主持的国际法著作的翻译，严格地讲还不是那种复印式的翻译，而是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具
体情况有所加工，通过增删或诠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中文译本。
他的翻译工作无疑立基于整部作品，但更接近某种编译的方式。
例如《星轺指掌》系以葛福根的修订本译成，葛氏对马耳顿的原书增加了成案、条例和考订异同这三
方面的注释，这些注释原来均在篇末，而中文译本则“改与正文相间，以便例案互比，间有删而未译
者”。
再如原书下部（中译本第四卷）本为各种外交文件程式，丁韪良认为应注重文式而不必计较其内容，
于是代之以清政府与英美等国的文件程式，此外还补充了有关美国外交规定的事例。
　　由于改动或删节未译而致中译本与原本的章节目有所不一，对此译者在所有变动之处均加以小注
，予以说明。
有些未译的章节也保留篇章格式。
尽管有这许多的改造加工，但丁韪良一再表示，译本“不敢参以己见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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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由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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