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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的自传性回忆录《西学东渐记》，是了解和研

究容闳的最基本的第一手史料，国内共有 # 个中译本，从译者情况来看，呈现出由新闻工作者

向学者化、专家化发展的趋势；而语体则从最初的文言转为白话文；随着对容闳的了解和研究

的不断深入，对原文的理解也不断加深，对原文因为记忆而导致的失实的纠正也比初译本多，

因此，译文越来越准确和完整。这不仅表明中国人对容闳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到位，也反映了

中国人在整体上对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认识水平的提高。在此意义上，容闳《西学

东渐记》的不同译本和出版，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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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为江苏省教育厅 !$$& 年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留学生与 !$ 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成果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留学大潮的不断涌起，

对中国现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的研究，也越

来 越 深 入 ，其 英 文 回 忆 录 ’( )*+, *- ./*-0 0-1

23,4*50 作为了解和研究容闳的最基本的第一手

的史料，也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一些研

究者开始将其翻译成中文，不同的译本也相继问

世。目前，国内共有 # 种版本，优劣相见，各有特

色，本文即对这 # 种译本略加比较分析。

一、容闳的英文自传和 # 种中译本

容闳（"6!6 7 "%"!），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

纯甫，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市）人，自称“以中国人

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8 " 9。可

以说，他的一生是与“西学东渐”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为了“西学东渐”，他穷其一生，全神贯注于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

富 强 之 境 ”8 ! 9，至 死 不 息 。他 积 极 推 动 、促 成 了

"6:! 年清代官派留学的开始，从而开创了中国教

育史上公派留学的先河。同时他又是一个著名的

社会活动家、爱国者和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他无

论是在留美回国后，还是被迫定居美国，其一生

都在为改造旧中国，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而奔走。

他生前流传世间的文字，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没

有结集出版的，例如刊载于戊戌时期梁启超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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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上有关银行、铁路的章程和条陈；美国

康涅狄格州图书馆收藏的《"#$! 年日记》英文手

稿；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部分中英文手稿；谢

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有关他的文字，以及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布思文书》中所

存有关信函；二是其唯一的英文回忆录。这个回

忆录他从 "#$" 年前后开始断断续续写，于"#$#
年写成，并于同年 "" 月，由纽约亨利·霍尔特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题 名 为 《%& ’()* (+ ,-(+. .+/

01*2(3.》，包括自序、正文及附录美国友人吐依

曲尔（一译杜吉尔）牧师的讲演词三部分组成。

该回忆录从他出生一直写到 "#$! 年为止，

还有 "$ 年没有写进去。容闳在书中回忆了其4$
余年的生活与追求：先是童年的生活和学习，后

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博士赴美留学 5 年，学成后毅

然回国，为实现其教育救国计划游说曾国藩等朝

廷大臣，历时 "5 年最终促成清政府官派出美。这

不仅成为容闳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也是后人至

今念念不忘的事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计划

于 "55" 年被迫中止。其后容闳不改初衷，继续为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晚清的改革献言献策，提出修

筑天津镇江铁路、建立国家银行等等，均无结果。

但是，他并不气馁，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参与晚清

的改革，与当时维新派保持密切的联系。"#$$年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遭到通缉，不得不逃亡香

港、台湾等地。本书至此嘎然而止，这些即为容闳

英文版回忆录的基本内容。实际上，他的爱国活

动并没有停止，只不过由于他当时从事的反清活

动不能公开，未能在回忆录中写出罢了。事实上

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关注中国的时局，

盼望中国能够尽快地独立富强。

从上个世纪早期，就有研究者开始翻译其英

文自传；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相继出现了各种中

文译本。目前，国内共有 6 种译本，它们分别是：

7 " 8 "#"6 年，由徐凤石、恽铁樵合译 7 节译 8

的《西学东渐记——— 容纯甫先生自叙》，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发行，以下简称为 "#"6 年版；

7 ! 8 "#5" 年，由著名学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的资深编辑钟叔河等人根据 "#"6 年版和英文原

本修订重版，并补上自序及附录，由湖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56 年，由湖南岳麓书社根据各种已

刊本加以校订，并新编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后重

订再版，仍用《西学东渐记》为书名，并收入《走向

世界丛书》第一辑，以下简称 "#56 年版；

7 9 8 "##" 年，由王蓁根据英文版，用白话文

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取名《我在美国

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以下称 "##" 年版；

7 : 8 "##5 年 ，由 沈 潜 、杨 增 麟 根 据 "#"6 年

版，附上译注重新出版，取名《中国留学生之父

的足迹与心迹——— 西学东渐记》，此书收入醒狮

丛 书 ，由 河 南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以 下 简 称

"##5 年版；

7 6 8 !$$9 年，由石霓博士根据英文版，重新用

白话文翻译此书，并取名《容闳自传——— 我在中

国和美国的生活》，由百家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

!$$9 年版。

从以上五种版本的译者情况来看，呈现出由

新闻工作者向学者化、专家化转移的趋势。《西学

东渐记》最初的译者徐风石、恽铁樵是上海《小说

月报》的主编，与后来的译者的身份、职业都有所

不同，钟叔河、沈潜等都是国内有影响的学者，而

石霓博士则是学有专攻的容闳专家。明白五种译

本的译者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比较这五个不

同版本的特色。

二、中译本的比较

（一）文体方面

根据中文版本文体的不同，容闳的英文回忆

录可分为文言文体和白话文体两类：

"、文言文版本

采用文言文的有 9 种版本，分别是 7 " 8 "#"6
年版；7 ! 8 "#56 年版；7 9 8 "##5 年版。其中"#"6 年

版本是中文版中最早的版本，也是最早的文言版

本。但严格地说，它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晚清以前

的文言文，而是梁启超开创的当时风行的“新民

体”。由于它是第一个中译本，后来也就自然而然

地成为其它版本特别是 "#56 年版和 "##5年版的

蓝本。

"#56 年版在 "#"6 年版的基础上，对照英文

本进行一些校订增补的工作，做到了史料的完整

和真实，为其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以

后的研究者多参考此版本进行学术研究。

"##5 年版则着眼于研究者的需要，对文中生

疏的地名和人物加以注释，并对原文的一些错误

进行改正。因此，可以说，"#"6 年版是以后文言

文 版 本 的 “鼻 祖 ”，而 其 后 两 种 文 言 版 本 则 是

"#"6年版本的修订和再注释。

!、白话文版本

容闳英文回忆录的白话文中文译本有 ! 种，

分别是 7 " 8 "##" 年版；7 ! 8 !$$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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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而成的第一本

白话文版本，基本保持原貌，略显简单，可供初学

者和一般对容闳生平事迹感兴趣的人阅读。相比

较而言，!%%" 年版本则是一本研究性的译著，作

者不仅对原文进行了丰富而完备的翻译，而且加

上了详细的注释和长篇附注，从而为读者和研究

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背景史料。

至于文言文译本和白话文译本，谁优谁劣，

目前似乎还未见到多少评论。笔者的看法是：文

言的特点是简洁，白话文的特点在于通俗易懂。

研究者可根据需要，或选择文言文版本或白话文

版本，最好是把各种版本结合起来看。

（二）译文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衡量译文的价值其首要因素在于译文的准

确与真实，从 & 个中文译本来看，基本上都忠实

于原著，而且翻译水平在不断提高，对一般读者

和研究者了解容闳都很有帮助。

#$#& 年版本由于是初译，译文比较简单，注

释也比较少，对原著的差错之处仅略加说明，显

得有点粗，而且该版本删去了容闳的自序及附

录，显得不够完整。但是从总体上看，仍反映了容

闳回忆录的基本内容。有些不足，不应苛求。

其后的各种版本，随着对容闳的了解不断

加深和研究的深入，对原文的理解也不断加深，

对原文因为记忆而导致的失实的纠正也比初译

本多。

#$’& 年版本比 #$#& 年版本有了较大的进

步，它本着保持原貌的原则，不仅据 #$#& 年版本

重点校勘修补，而且根据英文版补全自序及附

录，从而完整地再现了原著的内容，最大限度地

体现了原著的史料价值。同时 #$’& 年版本还在

#$#& 年版本的基础上校勘补缺，对原文一些失

实之处加以修订。例如容闳与曾国藩第一次相见

时，曾国藩非花甲而实为 &! 岁 ( " )；此线路为江南

而 非 湖 南 ( * )。又 如 #$#& 年 版 在 第 #+ 章 中 提 到

“丁抚旋荐陈兰彬于予，谓将来可副予为中国留

学生监督”，这是不符合原文的，应为“决定由丁

抚举荐陈兰彬，与予共同负责留学事务”( & )。因

而，#$’& 年版本比 #$#& 年版本更为准确。

#$$’ 年版本侧重注释难懂之处，在前两个版

本的基本上进一步完善了注释，还在每一章节之

后加上译注，对 #$#& 年版本的费解之处如地点、

人物以及其它错误也予以纠正。

#$$# 年白话文版本，译文简单，较为通顺，该

版本补充了原文失实的一些地方，如第六章中，

叶名琛升任两广总督的时间为 #’&! 年而非#’&*
年 ( , )；文祥于 #’+, 年去世而非在离职居丧 "个月

后 ( + )；崇厚当时为北洋通商大臣而非直隶总督，

并且从未担任过驻俄大臣 ( ’ )；曾国藩死时享年为

,# 岁而非 +# 岁 ( $ )；容闳于 #$%% 年 $ 月 # 日与孙

中山同轮离沪，并非 #’$$ 年 ( #% )。

!%%" 年白话文版本行文流畅，逻辑严密，对

译文的注释甚为翔实，对文中错误之处则进一步

补充说明。它是所有版本中注释最为详细的中译

本，注释非常详细，不仅把以前版本中指出的原

文及其后译文中的不失之处一一指出，而且新增

加了注释，例如对第五章“我的大学生活，假如我

愿意签订誓约，保证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中国做一

名传教士”这句话，译者特别加了这样一个注释：

“#’&# 年 , 月 # 日耶鲁大学基督教教堂记录‘容

闳来信承认’（-./0 123.4452 6/ 754458），可为其入

耶鲁大学以前曾受洗礼的文证；又据杜吉尔牧师

#’+’ 年的演说，说容闳在孟松城读书时皈依基督

教，这进一步证实容闳在入耶鲁大学之前即为已

基督教教徒。”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三）特色与价值

由于译者的时代不同、职业不同、风格不同，

& 种中译本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同时又表现

了共同的价值。

#$#& 年版本，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拘泥于硬

译，根据容闳的经历和贡献，创造性地把本应译

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经历》的 9: 7.;5 ./ <=./1

1/2 >358.?1，译为《西学东渐记》，并且为中国的

研究者和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其次它是最早的译

本，也是最早的文言译本，此后的各种译本特别

是文言译本，皆以它为蓝本。因此，可以说，#$#&
年译本奠定了以后各种译本的基础，其首译之功

必须充分肯定。

#$’& 年版的特色与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完整

与提高，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版

发行，顺应了当时的研究形势，而 #$#& 年的译本

在一般的图书馆已经很难见到，因此，它的传播

范围相当广泛，事实上成为新时期研究容闳和

《西学东渐记》的重要根据。在此意义上，它对推

动新时期的容闳研究乃至整个留学生群体和留

学运动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年版本则本着通俗易懂的原则，直白地

进行翻译，基本反映原文的大体内容，为阅读文

言比较困难的青年读者提供了方便。由于它是英

文版的第一个白话文中译本，因此它在文体的翻

历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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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上也有首创之功。

概括地说，前面三种版本的主要特点就是翻

译，主要是根据原著和当时的时代所需，尽可能

客观地通过不同文体的转换，以反映原著的内容

和史料原貌，并加上适当的注释，再现历史人物

的心理和社会活动。与前三种译本比较，后面的

两个译本不仅在客观的文体的转换方面有所提

高，还体现了翻译和研究相结合的特点，特别是

在研究性翻译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年版本的特点有三点：

第一，该书在原文基础上，于每一章节必要

处加上注释，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原文大意。例

如第十三章《与曾文正之谈话》结尾就加了 #& 个

注释，不仅有对一般名词的解释，如“尺素”解释

为指“书信”，还有对事实的辩误，如注释“（’）文

正已年逾花甲——— 曾国藩生于 #%%# 年，#%() 年

当为 *! 岁。原文有误。”

第二，在译文前，作者根据对容闳及其《西学

东渐记》的研究，特别加写了长达 (" 页的《容闳

与〈西学东渐记〉》论文，对容闳的生平、思想、《西

学东渐记》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进

行深入剖析，以帮助读者加深对容闳和《西学东

渐记》的了解，对以后的研究者也有一定的启发

和借鉴意义。

第三，在译文之后增加了两个附录，《国内外

学术界对容闳及〈西学东渐记〉的研究综述》和

〈《西 学 东 渐 记 》出 版 后 主 要 研 究 著 作 、论 文 举

要〉，因而，这与第二点结合，就具备了容闳和《西

学东渐记》研究时的特点，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 年版本更有其鲜明的与众不同之处。

首先，区别以往任何一种译本的最大特点是

译者投入了特殊的感情，也就是说与以往的译

者不同的是，译者不仅是学有专攻的容闳研究

者 ，而 且 是 在 精 神 上 、思 想 上 对 容 闳 领 悟 得 很

深，而且产生了感情的研究者。从该译本的前言

和其专著《观念与悲剧——— 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

析》，我们可以感觉到石霓无论是在撰写研究容

闳的论著，还是在翻译《西学东渐记》时，都在为

容闳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为他的经历和结局而

感叹。因此，石霓博士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

莫名的哀叹，对这种哀叹我理解为不仅是对容

闳个人的哀叹，也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曲折

历史的哀叹。所以，译文虽然不是原著，但在字

里行间仍然可以感觉到译者一种特殊的感动、

激动和哀叹之情。

第二，本书最出色的地方，即在于译者在每

章译文之后加了附注。对此译者在本书前言中已

经提及，说明本书的附注尤其是第 #( + #$ 章“虽

说是注释，但已有评注的倾向”, ## -。由于译者对书

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非常熟悉，特别是译者深

厚的研究功力和严谨的学风，因此译者所加的附

注非常详细丰富，其容量之大远远超过一般的注

释和说明，例如在十七章译为之后就加了七个附

注，其中第三个附注从该书第 #%( 页 + #$’ 页，长

达 %&&& 余字。因此，能够使读者对容闳和他所从

事的事业了然于胸。

第三，本文补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全书之

后译者增加了五个附录，它们是 #. 《容观察闳请

创办银行章程》、!. 《容观察闳铁路条陈和津镇铁

路条陈》、). 《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追忆——— 容

揆 · 麻 州 春 田 耶 鲁 大 学 %" 届 毕 业 生 致 /012

34 54 671890:》、". 《创 办 出 洋 局 及 官 学 生 历 史

——— 容 尚 谦 （;9< =9>8<?< 3@7A0B>C80D />??>8C8

E8@ FB? F8GD7<8A<—62 H78I J908I K>:）、*. 《生平

大事件表》。正如译者所说这些附录“可作为容闳

自述的补充内容”, #! -对于加深对容闳理解、了解

有极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以上的各种中译本，各有特色，各

有千秋，或侧重史料或侧重研究或两者并重，并

且在总体水平上呈现出上升、提高的趋势，从译

者的构成上看，呈现出向学者化、专家化发展的

趋势。它不仅表明中国人对容闳的了解和肯定越

来越深入，越来越到位，也反映了中国人在整体

上对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认识水平

的提高。在此意义上，容闳《西学东渐记》的不同

译本和出版，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

和走向世界的心灵历程。

注释

, # - , ! - , ) - , " - , *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

世界丛书》第一辑，〔长沙〕岳麓书社 #$%* 年版，第 (# 页，第(!

页，第 #&$ 页，第 #*" 页，第 #!( 页。

, ( - , ’ - , % - , $ - , #&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

王蓁译，〔北京〕中华书局 #$$# 年版，第 )" 页，第 $$ 页，第#&#

页，第 #&* 页，第 #)( 页。

, ## - , #! - 石 霓译 注 ：《容闳 自 传 ——— 我 在 中 国 和美 国 的 生

活》，〔上海〕百家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责任编辑：肖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