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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美学翻译思想与实践辨析〔∗〕

———与高金岭先生商榷

○ 朱　墨１,朱　洪２

(１．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２４６１３３;

２．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　２４６１３３)

〔摘　要〕高金岭先生在«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一书中,探讨了朱光潜翻

译西方美学问题,是学界难得的关于朱光潜翻译思想的专门著作,但其书及相关论文中

若干观点和表述,仍然有可商榷之处.如何看朱光潜在“文革”中翻译黑格尔«美学»的

背景、朱光潜的翻译特色、朱光潜的学术路径及翻译中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等问题,需

要进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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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教育家、文学家、出版

家和政治家.作为翻译家,朱光潜翻译了３００万字的作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

注.十余年来,出现了朱光潜美学翻译思想研究的良好势头.其中,高金岭先生

不仅发表了数篇研究朱光潜美学翻译思想的论文,还发表了关于朱光潜的美学

翻译思想的专著«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丰富和深化了朱光潜美学翻

译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些论述或表述,尚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

一、“突破了极左政治的限制”的观点值得商榷

高金岭先生“以朱光潜１９４９年后的学术历程为个案,考察了翻译与其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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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自我改造、建设和

再创造的一种有效手段,翻译是一种学术研究,更是一种话语权利.作为唯心主

义美学向马克思主义美学转型的代表,朱光潜以翻译为手段,突破了极左政治的限

制,译介了大量西方美学经典著作,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美学之间的关

系,不仅延续了其学术生命,而且为中国美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１〕

朱光潜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一度处于被监管的对象,他的职务被拿掉,不能像过

去一样随意写作和发表文章了,大量的工作被安排为讲课.的确,朱光潜一度很

痛苦,因为他本人非常喜欢写作.但能不能说,朱光潜是“以翻译为手段,突破了

极左政治的限制”呢?
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值得推敲.因为１９４９年以后,朱光潜从事的翻译活动

和著述,大都是有关部门和领导安排的,都没“突破极左政治的限制”.如:

１．任亚太和平会议翻译顾问.１９４９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朱光潜因为参加过

国民党,一度被军管.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朱光潜通过了检查.１９５２
年秋天,朱光潜接到通知,让他出席１０月２日—１３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和平会议,任翻译顾问.他所以能出席此次盛会,表明他已通过了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考验,不仅可以继续在北大教书,还可以为新中国做更多工

作.

２．１９６２年翻译西方美学著作.１９６２年,朱光潜为了撰写«西方美学史»,翻
译了一批西方美学名著,目的是为«西方美学史»服务,既补充撰写«西方美学史»
的材料不足,也为了校正已经翻译的著作的准确性.其中包括翻译普洛丁的«九
部书»第六卷、但丁的«论俗语»、达芬奇的«语录»等.朱光潜为什么翻译西方

美学著作? 根本原因是高教部教材委员会这一年年初在杭州会议上决定让朱光

潜编写«西方美学史».可见,他１９６２年翻译西方美学著作,同样没有突破所谓

“极左政治的限制”.

３．“文革”中从事翻译活动.１９７０年,出“牛棚”后的朱光潜已经七十四岁,
年老体弱,不用上班、讲课了.就在这时,北大需要人翻译材料,有人想到了朱光

潜.于是,他到这里继续“接受改造”.１９７３年冬,朱光潜接受任务,参加翻译联

合国安理会文件的工作,这是国务院文教组分配给全国部分大学的任务,打算花

几年译完.朱光潜不仅自己翻译,还要负一部分校改责任.可见,朱光潜这时期

的翻译工作,并非是“突破极左政治的限制”.

４．“文革”中翻译黑格尔«美学».“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抄朱光潜家,将他在

解放后陆续译出的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的«歌德谈

话录»以及黑格尔的«美学»第二卷书稿等,全部抄走了.抄家的确是一种“极左

政治的限制”,朱光潜在“文革”中,继续翻译黑格尔«美学»第二、三卷,是不是突

破了所谓“极左政治的限制”呢? 事实上,他翻译黑格尔的«美学»,是在得到翻译

组负责人的赞成后进行的.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５日,朱光潜给章道衡写信说:“三年

前即正式得到解放了.领导上指示我把黑格尔的«美学»译完.”〔２〕可见,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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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翻译黑格尔«美学»,是在“领导”指示下进行的.

５．１９７６年翻译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１９７６年,朱光潜在翻译好黑格尔

«美学»第二、三卷后,翻译了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这个工作,并非是朱光潜

本人的选择,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西语系给朱光潜的任务.朱光潜

不顾唐山地震的余波,继续翻译这本书,是因为他打算本学期完成翻译工作,作
为自己正式工作的一部分.可见,这项工作也不是“突破极左政治的限制”.

总之,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政治环境是整个生态环境的一部分,
生活在该阶段的知识分子,无论做什么,事实上都是在“改造”自己,去“适应”这
个环境,而不可能去“突破”政治环境,让政治环境去“适应”自己.朱光潜解放初

虽有苦恼,也一度很不适应,但经过一系列的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动,逐渐地适应了新中国的政治环境.换句话说,他自１９４９年到“文革”结束,这
十七年间所从事的全部翻译活动和著述,几乎都得到了领导机关(“政治”)的支

持.他在“文革”环境下悄悄翻译黑格尔的«美学»是一个例外,但因为不能出版,
又从反面说明,他自己“突破”不了所谓“极左政治的限制”.

二、“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说法值得商榷

高金岭、华志全先生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意识形

态对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通过赞助人对译者与译本进行不同形式的严密操

纵;同时,译者也通过对翻译对象与翻译方法的精心选择,引进新的理论观点与

材料,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３〕

认为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著作是“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
个说法值得商榷.那么,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１．帮助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１９６２年１月,朱光潜在«新建设»１月号

发表了«怎样学习美学? 答青年同志们的来信».朱光潜反对读第二手资料,不
读原著,而读转述的东西,易造成思想混乱.那么,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美学观点呢? 朱光潜认为,必须从经典原著里去学习.其次,要学习美学史.
“在西方,美学著作虽是浩如烟海,真正的历史上起重大影响的只有几部著作,例
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康德的«判断力的批判»和黑格

尔的«美学»”.〔４〕

可见,朱光潜热心翻译黑格尔«美学»,本意很清楚,是帮助读者去学习马克

思主义美学,而不是“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２．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美学,周恩来总理在５０
年代将翻译黑格尔«美学»的任务交给了朱光潜.１９５９年,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革”开始后,朱光潜已经翻译好的黑

格尔«美学»第二卷书稿被北大造反派抄家时抄走.北大校长也因为支持朱光潜

翻译黑格尔«美学»,成为其“包庇、重用反动学术权威”的“重要罪证”之一.１９７０
年—１９７３年,朱光潜悄悄的翻译黑格尔«美学»第二、三卷,本质上是继续完成周

—４４１—

学术界２０１７．１２学术批评



总理交给的翻译任务.可见,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虽然有悖“文革”时的风

气,但本意并非“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３．帮助读者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１９７０年,一位年轻的同志问朱光潜,
为什么翻译黑格尔的«美学»? 朱光潜说:“了解黑格尔的«美学»,有助于理解黑

格尔的哲学体系,因为«美学»是用艺术发展的具体事例来阐明黑格尔的客观唯

心主义及其辩证法的,比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具体易懂.此外,
黑格尔«美学»的文笔很美,简明流畅.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１１月写信给康斯米

特说:‘为消遣计,我劝你读一读黑格尔的«美学»,如果你对这部书进行一点深入

的研究,你就会感到惊讶.’”
这段话说明,其一,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的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黑格

尔的哲学体系;其二,恩格斯在信中劝自己的同志读一点黑格尔的«美学»,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鼓励读者去研究黑格尔«美学».
总之,朱光潜无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或是在“文革”中翻译黑格尔的«美

学»,并非“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在帮助读者去理解马克

思主义的美学,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的«美学»,“文革”前
得到周恩来和北京大学校长的支持,“文革”中得到翻译组组长和同事们的支持.
事实上,他的翻译工作与“主流意识形态”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正因为如此,黑格

尔«美学»翻译好了后,１９７３年,朱光潜将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倘若朱光潜翻

译该书“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刚恢复印书业务的商务印书馆是

不敢在１９７３年与朱光潜洽谈出版该书的,也不能在１９７８年３月即排印该书.

三、朱光潜的学术路径是教学、创作、翻译、研究四合一

高金岭先生认为:“朱光潜思想体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选择的是一条把学

习、翻译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术路径,他在完成自己美学体系的同时,也
翻译引进了一系列西方美学代表作”.〔５〕

笔者认为,朱光潜的学术路径是教学、创作、翻译、研究四合一的,不能离开

教学和创作两个环节.

１．学术路径中的教学环节.自朱光潜治学道路来看,他的一生除了读书,都
是在学校教书.１９１６年年初,朱光潜在桐城中学毕业后,即到桐城县大关小学

堂当小学教师.１９２３年秋,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英文教师,兼上海大学

逻辑学讲师.１９２４年,任白马湖春晖中学英文教师.１９２５年春,任上海立达学

园教师.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师,抗日战争结

束后,又回北京大学任教.其在小学、中学、大学教书经历长达七十年.因此,他
的治学道路中,有大量的教学实践和经验.我们概括朱光潜的治学路径,不能忽

略其“教学”的环节.

２．学术路径中的创作环节.自朱光潜治学道路来看,他除了读书、教书,其
他时间主要是写作和翻译,少量的时间是参加会议和社会活动.他在欧洲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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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完成８部著作,即«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变态心理学派别»«悲剧心理

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文艺心理学»«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

封信»«变态心理学»«诗论»«符号逻辑派别»,其中«符号逻辑派别»交商务印书

馆,在抗战中遭焚.解放前,他出版了«谈修养»«我与文学及其它»«谈文学»等.
解放后,特别是晚年,他的创作活动达到巅峰,成为当代高产作家之一.

高金岭先生探讨朱光潜治学路径,谈了学习、翻译与研究,没有提创作.作

为桐城派作家的继承人,“创作”在朱光潜治学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３．学术路径的具体实现形式.朱光潜实现自己的学术路径,如前所述,是教

学、创作、翻译、研究四位一体的,其具体的实现过程,即此四点互相渗透、相互作

用的过程.的确,没有翻译,就不能成就其美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没有翻译作为

铺垫,其在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英语教学工作也大受影响;没有其大量的翻译工

作,其创作活动也相形失色.但另一方面,他对于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他的

英文教学等,反过来对他的翻译事业,又起了推动作用.如他为了撰写«西方美

学史»,翻译了不少西方美学著作.可见,朱光潜的学术路径的具体实现形式,不
能单一地归结为翻译,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所谓“变译”.

四、朱光潜的翻译特色和学术路径并非“变译”

高金岭先生以朱光潜翻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的一部分为例,得出朱光潜

翻译特色和学术路径是“变译”.高先生举出朱光潜在翻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
中的“艺术即直觉说”一段,认为朱光潜的翻译和原文比,有的地方分段不一致,
出现了加词,去括号,省略,增加标题,增加注释等.“朱光潜运用的其他变译手

段还包括编译、阐译、摘译与译述等”.〔６〕

尽管高先生具体地分析了朱光潜翻译克罗齐«美学原理»的一部分,指出朱

光潜有所谓“变译”依据,但仍然不能说朱光潜的翻译特色是“变译”.因为:

１．翻译克罗齐«美学原理»的原则.朱光潜翻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的主

干,或者绝大部分内容是直译,即忠实于作品的原貌.朱光潜虽然增加了必要的

“注释”,也是翻译者忠实原著的一部分.朱光潜在必要的地方,偶尔加一点阐

释、译述、综述,符合朱光潜一直主张的翻译原则,即为了读者明白原著,作一点

必要的解释.总之,其本意仍然是更好的忠实于原著,而不是“变译”.

２．应全面研究朱光潜的翻译著作.朱光潜一生翻译事业可分为两个阶段:
(１)欧洲留学时期,翻译了法国柏地耶的«愁斯丹与绮瑟»、翻译克罗齐的«美学原

理»;(２)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６年去世前,翻译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普洛丁的

«九部书»第六卷、但丁的«论俗语»、达芬奇的«语录»、黑格尔的«美学»、维柯的

«新科学»等.高金岭先生在概括朱光潜翻译特色时,仅仅以朱光潜早年翻译克

罗齐的«美学原理»作为分析对象,显然是不够的.

３．朱光潜本人的总结.什么是变译呢? 高金岭先生举例说:“而漏译、改译

和删节在中国近现代对西方美学的翻译引进中,则是较普遍的现象,而且是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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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７〕但这个观点是朱光潜本人的观点吗? 高先生在书中大段引述了黄忠

廉的«变译理论»,却没有用朱光潜先生本人的话作为依据,这样张冠李戴的论证

方式,倘若朱光潜先生在世,他能接受吗?
事实上,关于自己的翻译特色,朱光潜本人有明确的总结.１９５５年,朱光潜

给老舍写信说:“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的原则.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
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要吸收

西文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中文.无论是哪一种,我都以为是不很明智的.”〔８〕对

于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翻译,针对译者将原文随意的翻译,朱
光潜曾批评译者“是太不忠实于原文了”.可见,朱光潜既不同意死板的“直译”,
也不同意随意的翻译,包括所谓“变译”.

４．朱光潜的翻译特色.朱光潜的翻译特色或方法,主要是直译,即尊重作者

的原意,在不好理解原意的情况下,做必要的注释,甚至加一点原文没有的话,帮
助读者去理解原文.举几个例子:(１)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的«美学»采取的就是直

译的方法,加必要的注释;(２)１９８０年年初,申奥将翻译意大利汉学家沙巴蒂尼

的«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一文寄给朱光潜.朱光潜对于直译

不易理解的地方,增加了一两句原文中所没有的话,使文章通顺,也便于读者深

刻领会原意;(３)晚年翻译«新科学»,增加许多注解,包括夹注、脚注,便于读者去

了解作者所传达的深奥的道理.
可见,朱光潜主张直译,但直译是“文从字顺”的而不是死板的直译,直译不

要留下直译的痕迹.其翻译的特色,首先是尊重原文,让读者明白原文,在直译

不能尊重原文的情况下,增加注解,即偶尔增加原文所没有的话,目的是便于读

者了解原文的话.但这个翻译特色,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所谓“变译”.

五、“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唯心主义美学体系”观点值得商榷

高金岭先生认为,朱光潜一生的学术研究“从１９４９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截然

不同的阶段.朱光潜前期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主要理论来源,综合心理距离说与

移情说等各种当时最新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唯心主义美学体系”.〔９〕

高金岭先生认为朱光潜在解放前形成了自己的唯心主义美学体系,值得商榷.

１．解放前主要介绍西方美学家的观点.朱光潜解放前从事美学研究,主要

是介绍西方美学家克罗齐等人的观点.朱光潜１９２４年写了第一篇美学文章«无
言之美»,表现了对美学的兴趣.上世纪２０年代末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选修了

«美学史»课,热衷研究美学.１９２９年,他撰写«文艺心理学»,翻译了克罗齐的

«美学原理».１９４５年,针对梁宗岱批评自己把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签为己

有”,朱光潜写文章反驳说:“我是一个整理阐发者,从来没有说«文艺心理学»是
我的独创.”〔１０〕１９４７年春天,朱光潜写«克罗齐哲学述评»,介绍克罗齐的美学思

想,仍然是介绍克罗齐的思想.
解放前,朱光潜在西方接受了克罗齐等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影响,作品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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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唯心主义美学体系.用他自己的话

说,过去对于美学工作,大半介绍别人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

２．解放后对朱光潜美学研究的曲解.解放后,不少人批评了朱光潜在解放

前的美学著作.如１９４９年冬天,蔡仪和丁进公开写文章,批评朱光潜的«谈美»
和«文艺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朱光潜写«关于美感问题»承认,«谈美»和
«文艺心理学»是２０年前在欧洲写的,“现在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看,有许多地方是

错误的或过偏的”.〔１１〕另一方面,朱光潜明确说,«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中的错

误,“或是我所介绍的学者们就已经错误,或是我把他们介绍错误了”.〔１２〕

又如１９５６年,贺麟在«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一文中批判克罗齐、朱
光潜的“艺术即直觉说”“直觉即创造说”“直觉即表现说”“移情说”等.〔１３〕这些批

评,同样是把朱光潜的介绍克罗齐的思想,当成朱光潜本人的思想.早在１９４９
年,朱光潜在反驳蔡仪和丁进的文章中就声明,所谓“移情说”“距离说”,并非他

本人的发明,这个观点是别人的,他仅仅是介绍.“批评的人们对于这一方面未

免太忽略了”.〔１４〕

３．朱光潜形成美学体系的时间.朱光潜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与其解放后

参与的美学争论有关,有一个形成过程.(１)５０年代,朱光潜在美学争论中,提
出美学是主观和客观统一;(２)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５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

«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此文表明,
朱光潜“转守为攻”,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当代中国美学中存在的问题;
(３)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６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美就是美的观念吗? ———评

吕荧先生的美学观点»,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批评美学中存在的“主观”问
题;(４)１９５８年冬天,朱光潜在«学术月刊»第１１期发表«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

的———答李泽厚、洪毅然两同志»,坚持自己«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一文中

的观点,肯定美的意识形态性,否定美是自然物的一种属性,等等.
总之,朱光潜在解放前受到克罗齐等人影响,在介绍他们的观点时,有与马

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地方,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美学体系.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末美学

大辩论中,朱光潜首先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错误.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积极参

加到美学大辩论中,形成了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为代表的三个美学派别.在

回答美是什么问题上,一家认为美是纯客观的(李泽厚);一家认为美是纯主观的

(蔡仪);一家认为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朱光潜).正是在这个辩论中,朱光潜

形成了自己的美学体系.

六、“研究成果”多样性

高金岭先生认为,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为学术服务,是辅助性的.
后期则以打通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关联为要务,翻译引进了一大批美

学经典与哲学经典著作,其美学研究成果以序、跋或前言的形式出现,为翻译服

务.”〔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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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说朱光潜“研究成果以序、跋或前言的形式出现,为翻译服务”,值得

商榷.

１．“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一方面,朱光潜在翻译作品的前后写序、跋、
前言等,介绍自己翻译的背景、目的、方法,以及翻译内容的介绍,包括翻译过程

中的研究心得.另一方面,朱光潜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并不局限于翻译作

品的“序、跋或前言”,如他单独写的许多有关美学的文章,他写的美学专门著作,
包括«文艺心理说»«诗论»,以及他与别人论辩的文章,甚至一些讨论美学的私人

信件,都渗透了其在翻译过程中的研究心得.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朱光潜

翻译中的研究成果,仅仅是以“序、跋或前言的形式出现”.

２．“研究成果”作用的多样性.朱光潜翻译西方美学著作,是翻译与研究过

程的统一,作为美学家和翻译家,他在翻译中的研究成果,包括心得体会,不仅是

高先生说的为“翻译服务”,也为美学服务.他翻译西方著作,有多种目的,如:
(１)为撰写«西方美学史»服务;(２)为了解西方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服务,如翻译黑

格尔的«美学»;(３)为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服务,如翻译维柯的«新科学»;(４)为
建立当代中国的美学体系服务,等等.这些目的,往往交叉.在朱光潜的翻译和

研究中,翻译只是工具,不是目的本身.可以说,朱光潜首先是一个美学家,其次

是一个翻译家.在朱光潜的全部著作中,他的翻译是为美学服务的,而不是相

反.
朱光潜的学术遗产非常丰富,尤其是他的美学和翻译思想,值得后人悉心消

化和学习.当前,我国关于朱光潜思想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时期,一些探讨还

不够完善,朱光潜美学翻译思想值得学界的长期关注和探索.

注释:
〔１〕〔９〕〔１５〕高金岭:«翻译与政治———１９４９年后朱光潜西方美学的翻译与政治关系初探»,«上海翻

译»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２〕〔４〕〔８〕〔１１〕〔１２〕〔１４〕«朱光潜全集»(第１０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２８、３４１、３８、

１、２、２页.

〔３〕高金岭、华志全:«主流意识形态对黑格尔‹美学›翻译的操纵———朱光潜译介黑格尔‹美学›个案

研究»,«齐鲁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５〕«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简介),«外国语言文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６〕〔７〕高金岭:«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４、５８页.

〔１０〕«朱光潜全集»(第９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７页.

〔１３〕贺麟:«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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