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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近代著名买办、民族资本家、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唐廷枢，早期在香港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

担任了长达十年的翻译。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可以帮助理解他的这段经历及对他个人的影响。通过运用场域、

惯习、资本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发现，唐廷枢的早期翻译活动为他进入商业场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惯习，尤

其是经济资本和信息资本，而且他能进入上述翻译场域又主要得益于其早年在马礼逊学校学习时获得的惯习和

资本。同时由于身份资本的不足，其翻译生涯遇到发展瓶颈，但可以说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他后来杰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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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及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近年来译史研究已经成了翻译研究的一大热

点，并且呈现了跨学科态势。除了史学，国内外学

者还将翻译史研究跟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结合起

来，把翻译活动放在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考

量，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之间的关

系，其中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最为热门，因为翻

译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际行为与活动，［1］2 产生

并作用于社会。然而，从目前已有文献来看，不管

是翻译史方面的研究还是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大

都集中在文化性译者及其译作，而对事务性译者和

口译员的研究比较少。此外，探讨翻译行为对个人

影响的研究则更为少见。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唐廷枢

( 又名唐亚区，唐景星) ，在成为买办和民族资本

家之前，曾在香港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过长达

十年的翻译，主要承担巡理厅和江海关的口笔译工

作，属于孔慧怡所说的“事务性译者”，相比于今

天口译人员令人艳羡的薪水和光鲜的职业形象，

“能见度低，名字不传于世”。［2］若不是因为唐廷枢

在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他或将不为世人所知。然

而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是

相互联系的，通常前面参与的活动会为后来的活动

积累资本和惯习。因此在研究个体时，应该考察其

“社会轨迹”［3］276，即个体社会化的历史过程［4］12。

目前对唐廷枢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如

汪敬虞［5］、刘广京［6］、胡海建［7］等人的研究，而对

他这段翻译历史的关注研究甚少，本文拟在这方面

做些补充。

场域、惯习、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最

核心的概念，也是最主要的分析工具。布迪厄所称

的场域指的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

间”［3］162; ［4］6。惯习指的是人在成长、家庭教育、学

校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

内化以及强化他们所认识的社会规律而产生的一套

“定势系统”［8］，每个人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

而采取某些有规律可循的行为。资本是行动者的社

会实践工具。不同的场域要求的资本不同，每个行

动者所拥有的资本也不一样，因而在场域中所处的

地位也不同。布迪厄认为资本表现为四种基本形

式，即经 济 资 本、文 化 资 本、社 会 资 本 和 象 征

资本。

二、唐廷枢参与翻译活动时所处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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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跨领域性决定了翻译活动不可能只发生

在翻译场域，它还同时发生在其他场域之中，与相

关场域的规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所以，我们要

考察翻译场域中的规则，就常常需要观察它与其他

相关场域的关系和互动。［4］10

在唐廷枢先后任职的巡理厅和江海关这两大场

域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能力、在权利

场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都是英国殖民者。1841 年

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英军首领义律宣布所有在港

华人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接受英国地方法官的控

制，在高等法院成立以前 ( 1844 年) ，该法官对所

有扰乱香港社会治安和违反法律的行为具有审判权

和处罚权。唐廷枢所任职的机构就是集司法和警察

大权于一身的巡理厅。［9］5 －6 因此，该地方法院就是

英国政府维护其在香港殖民统治的主要机构。

江海关表面上是清政府管辖下的一个重要机

构，但从 1854 年 7 月起就落入了外国殖民者之手，

清政府虽然名义上保留有对总税务司的任免权，但

人事任免权、行政事务管理权等均操纵在外国人手

中，总税务司和主要骨干都是洋人，直至 1929 年

以后才陆续有华人晋升为税务司。［10］因此，江海关

虽为中国政府机构，维护的却是西方殖民者的利

益，是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掠夺财富的工具。在该权

利场域，处于支配地位的不再是清政府，而是外国

殖民者。处在该场域的唐廷枢，利益得不到保护，

虽然能力超群，除了薪酬比其他华人译员高些之

外，仍然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排挤，职业发展受限。

三、唐廷枢进入翻译场域的资本和惯习

场域最大的特点就是竞争，［11］而争斗总是围绕

着权利的界限、场域的进入权、参与权，以及资本

的数量限制等问题。由于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的失败，导致 《南京条约》的签订，再加上后来

的《天津条约》，使得中国在与西方的博弈中败下

阵来，丧失了在香港的统治权和江海关的管辖权，

因而在这些场域活动的华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在

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在巡理厅和江海关，占支配地

位、拥有绝对话语权的都是英国殖民者。那么唐廷

枢是如何获得巡理厅和江海关翻译场域的进入和参

与权的呢? 这得追溯到他曾接受的六年西式教育，

也正是这六年的西式教育为其积攒了进入上述场域

的资本和惯习。

首先，他在马礼逊学校积累了一定的跨文化惯

习①和社会交往惯习。通过与布朗夫妇的交往，他

形成了西方人和中国人是平等和睦、没有排斥欺凌

的跨文化惯习，这为他后来接受殖民机构中的职位

奠定了情感基础。此外，通过西方上层社会人士的

到访，他看到了西方人社会交往的礼节，而通过两

位汉语老师教导及诵读经典，唐廷枢懂得了中国社

会的礼节，熟谙中国文人的交往之道，这对他后来

与中国官员交往奠定了基础。［12］

其次，唐廷枢在马礼逊学校积累了非常过硬的

文化资本以及良好的社会资本，具体表现如下:

1． 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包括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

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不同的场域要求的资本不一

样。在现代社会，要进入翻译场域，参与者除需具

有优秀的双语能力，即身体化文化资本外，还要有

各种证书等制度化文化资本。但在当时各种证书比

较少，主要靠的是双语交际能力。唐廷枢所从事的

笔译当然是英汉语之间的转换，但口译主要是粤语

和英语之间的转换。唐廷枢生长在广东香山，粤语

是其自幼说的语言，自然不在话下。而在马礼逊学

校，布朗采取的是半天汉语、半天英语的教学模

式。上午由传统中国教员教读四书五经等经典书

目，下午按照当时英美国家小学的课程设置，用英

语教授阅读、写作、算术、历史、地理、科学等科

目。正因为如此，唐廷枢的英汉语能力得到了中西

方人士的一致好评， “唐景星的英文写得非常漂

亮”，“这个人的英语是这样地精通 ( 怡和洋行经

理机昔) ”“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 琼记洋

行费伦) ” “唐廷枢熟悉中外语言文字 ( 李鸿

章) ”。［5］157 －158

2．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体或是群体，凭借拥有

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

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

和，不管这种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

的”［13］。陈雅晴认为早期华人港府译员的招募很可

能不是通过固定、系统的考选，而相对依赖社会网

络。［14］275例如唐廷植进入上海英国领事馆及巡理厅

都是由于布朗的推荐，容闳进入香港高等法院做译

员也是因为其旧友、《德臣报》主笔肖锐德 ( An-

drew Shortrede) 的引荐［15］21。虽然没有看到唐廷枢

进入巡理厅的引荐人，但以其在马礼逊学校的受教

育经历以及优秀表现，不难想到是有人推荐。因此

从马礼逊学校积攒的社会资本是唐廷枢进入殖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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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重要因素。

四、唐廷枢从翻译场域获得的资本和惯习

( 一) 经济资本

在香港殖民政府中的华人译员虽只属于初级公

务员，但拥有政府行政人员的身份，在经济实力和

社会地位上都和大部分华人所属的劳工群体有着迥

然的差异。［14］294 －295 虽然译员内部的薪资有所差异，

但总体而言比普通杂务工人高出一个档次，甚至比

文员、买办和学校教师都要高。华人译员有着非常

不错的经济基础，能保证个人的安逸生活，如果管

理有度应该足以拥有一定的积蓄。不少华人在担任

政府译员时都有投资经历。唐廷枢也不例外，他在

去上海江海关之前已投资香港的两家当铺并且都是

盈利的，年利率在 25% ～45%。［5］3

去了江海关后，唐廷枢的待遇应该比在香港殖

民政府时更高。虽然没有看到其本人在江海关的薪

酬记录，但从与容闳的对比可以知晓。容闳在高等

法院做译员时的报酬是每月 75 港币，［15］211856 年在

上海海关任翻译时的报酬是每月 75 两银子，“这比

在高等法院做翻译时高一点”［15］22。唐廷枢于 1851

年接替胞兄唐廷植担任香港巡理厅临时中文文员暨

译员，年薪 100 镑，1855 年后涨至 150 镑，按照一

镑相当于 4． 8 港币算，［14］271 月薪只有 60 港币，比

容闳的还低。这也许也是他离开巡理厅去江海关的

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唐廷枢做翻译时期确实积累了一定

的经济资本，这也是后来他得以进入商业场域做买

办和资本家的前提。

( 二) 象征资本

象征资本是一种权力形式。自古以来，语言和

权利都密不可分。在香港殖民政府和江海关工作的

华人译员在无形中拥有了亲近权力阶层的便利和优

势。作为华人中少有的掌握殖民者语言的人士，香

港殖民政府和江海关中的华人译员，虽不处在支配

地位，但在不会英文的普通人眼中“带有官家权利

的色彩”，因而具有了象征资本。如果真正掌握权

利的人士无法对翻译进行充分有效的监管，有些华

人译员就利用语言优势，在中西社会交流的空隙间

借机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攫取利益。［14］296 1857 年，

唐廷枢帮助理检察官查理士审黄墨洲的账本，也被

指隐瞒了其中的证据［16］445，究竟是为金钱所动摇，

还是因为那些嫌犯是华人，不得而知。

( 三) 信息资本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中没有提到信息资本一说，

但是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非常清楚信息对于做成一

件事情有多重要。在此，我们把信息资本定义为任

何因获悉时间不同或是否获悉而产生不同结果的消

息，比如供求信息等。掌握信息的一方完全可以通

过转让信息获得经济利益，或是自己捷足先登，夺

取先机。虽然当时还未进入信息时代，但是 19 世

纪 60 年代初期，唐廷枢得知美国因为南北战争爆

发，棉花紧缺，进而促使他开了 “修华号”棉花

行，为怡和洋行购入大量的棉花，因此而得到怡和

洋行经理机昔的赏识。［6］164 具体唐廷枢是通过什么

渠道获知这一消息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鉴于他当

时在江海关任职，便于了解中国商品的进出口贸易

情况，尤其是国际市场紧缺的货物。更何况唐廷枢

早就具有关注商业领域的惯习，其叔叔就曾是一个

买办，其同乡也有不少买办，最著名的有徐润、郑

观应，以及怡和洋行的林钦。不难推断他也会关注

当时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以及买办的动向。因此翻译

活动也为唐廷枢积攒了信息资本。

( 四) 社会资本

1844 年香港高等法院设立后，引进了西方法

律制度，这些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体现出优

越性，如人们利用香港法院很容易实现他们的商业

利益，所以在港经商的华人为了自身商业利益，往

往倾向于利用港英政府控制下的法院进行诉讼。［17］

虽然唐廷枢只是巡理厅译员，但由于当时华人译员

的职责划分很不明确。巡理厅的译员经常承担高等

法院的翻译任务，或直接被派去做高等法院的译

员。虽然香港政府蓝皮书中没有记载，但有关唐廷

枢的生平史料中，多处都有他在 1856 － 1857 年间

代理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的记载。［18］; ［5］158 原因之

一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被殖民者身份，殖民政府虽让

他做高等法院的翻译工作，但却没给其相应的职位

和薪酬。

因此，不管是在香港殖民政府还是在江海关做

翻译时，唐廷枢都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众多的中国商

人和洋行经理和买办，因而为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

资本。

( 五) 文化资本

前面已经提到，各场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翻

译活动的跨文化、跨领域特性使得译员可以涉猎非

常丰富的知识。据容闳称，他去高等法院做译员的

主要目的其实是学习法律。［15］40 唐廷枢做翻译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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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涉及政治场域、法律场域、商业场域 ( 协助巡理

厅及高等法院审理商业案件) 以及贸易场域 ( 江

海关 的 职 责 包 括 对 进 出 口 商 品 征 收 关 税 和 海

务) 。［19］处在法庭翻译场域中的唐廷枢，首先可以

学到很多西方法律知识，尤其是商法。其次，通过

在江海关工作，唐廷枢熟悉并掌握了大量海关法

例、国际海关规章制度。事实证明这些知识在其后

来的事业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 1873 年朱其

昂购买的“拉普蒂克”轮船从英国抵达上海。唐

廷枢和史柏丁到船上查看，看遍了船只的各个部

分，发现该船所列的 90a 级与实际不符，便拒绝接

受这艘船只，被对方制造厂家告上了法庭。唐廷枢

勇敢出庭作证。他凭借深厚的船舶知识和法律知识

胜诉，拒绝接受这艘船。［20］此外在其后来收购美国

旗昌轮船公司和两次齐价合同中也都展示了他从翻

译生涯中积累的这些专业知识与能力。

五、唐廷枢翻译生涯的瓶颈

虽然唐廷枢在殖民政府做翻译期间表现出了卓

越的翻译能力和道德品质，如首席检察官在为其在

黄墨洲一案中辩护时说: “唐亚区 ( Tong Aku) 是

在我担任首席检察官的两年半里所知的所有欧洲和

华人译员中最优秀的译员，甚至包括高和尔先生在

内。至于他的信念和可信度，我认为绝不次于任何

人”［16］43。然而当时香港华人的被殖民身份依然十分

突出，港英政府对华人的警惕和排斥从未消失。华

人译者在薪酬待遇、地位和职业发展空间方面和欧

洲人士存在较大差距。虽然华人译员的等级和薪酬

有差异，“但是他们的晋升仅限于译员圈内部的等

级变化而已，并不能跳出这一处理日常事务为主的

初级公务员群体。而欧洲译员往往可以快速跃至管

理层，成为殖民政府官员”［14］279。

在江海关的情况也是如此。虽为清廷下属机

构，其人事和行政权完全掌控在外籍总税务司之

手。李泰国对容闳的答复就是最好的说明，不管个

人能力和才干、道德品质有多优秀，只要是华人就

无此希望。［15］22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资本。布迪厄认为，文化

资本总被烙上最初获得状态的烙印，如人的口音、

饮食习惯、生活起居等，无论怎样竭力掩饰，个体

行动者都无法彻底抹去最初的社会身份。［21］唐廷枢

虽然接受多年西方教育，但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他

的华人身份。“ ( 一名华人) 可能是英国子民，但

不论在穿着、思想，还是在习惯上都不是英国人。

他们仍然臣服于满清统治者，而且只有极少一部分

人信仰基督教，他们还赞成纳妾和蓄婢”［14］310。《香

港日报》上的这段文字充分代表了当时英国殖民者

对华人的看法。因此，虽然语言这种身体化文化资

本帮助唐廷枢进入了殖民机构中的翻译场域，但其

身份资本决定了他在该场域得不到更好的发展。

六、结 语

从 1851 到 1861 年，唐廷枢从事了整整十年的

翻译活动。但他这十年的翻译生涯并没有得到多少

学者的关注，原因之一在于唐廷枢在其他领域的成

就远大于此; 原因之二应该是翻译历来社会地位都

不太高，古时候在中国还有 “舌人”之称，尤其

他这十年的翻译生涯从事的都是事务性翻译，不像

文化性译者会有译作留下来，对社会的影响更大。

但是纵观唐廷枢的一生以及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

出，其早期翻译活动对他后来所取得的成就意义重

大。一方面，进入那些重要部门做翻译让他积攒了

大量的资本和惯习; 另一方面，其翻译职业发展的

瓶颈也恰好造就了其后来的发展。试想，倘若唐廷

枢在巡理厅或江海关的翻译职业发展顺利，例如进

了最高法院或是成为了一名税务司，那么他后来在

洋务运动中所作出的那一番成就和贡献将不复存

在。不仅其个人的历史要完全改写，连整个洋务运

动的历史都要改写了，因为有人说过“洋务运动可

以没有李鸿章，但不能没有唐廷枢。”正如陈雅晴

所言，“对于能力优秀的双语人才，长期从事译员

一职难以一展所长，甚至可以说是屈就”［14］310。因

此对于唐廷枢这样一个商业奇才，如果真的埋没在

了殖民机构当中，那对中国近代社会无疑将是巨大

损失。

注释:

①作为一名双语或多语使用者，在接触本国文化和异国文

化时会培养起一种“跨文化惯习” ( 例如译者对两种文

化和语言的态度、偏见等) ，进而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的潜意识决策。参见 Meylaerts Ｒ． Translators and ( Their)

Norms ． In: A． Pym et al．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vestigations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 ． Amster-

dam: John Benjamins B． V． ，2008．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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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畅神与自我改造融合、激扬生命与理性领悟融

合，激发个人活力、去除精神蔽障，进而达到国民

素质提升和社会蜕变之效果。这些观点，可谓是梁

启超作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化巨匠和思想家所

提出来的先见，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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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Qichao’s Aesthetics of Ｒeception Viewed from the“Lifting Force”in His Theory of“Four Forces” ( by ZHAO Nan)
Abstract: Liang Qichao mentioned“four forces”in his paper“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Governance”，which are

forces to edify，immerse，stir and lift． Of the four forces，the lifting force reflects the highest extent of the reader’s acceptance; it is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four forces because the“lifting force emerges from within”and the influencing force of writings can achieve
the ultimate effect through it． The“lifting force”satisfies the reader’s psychological demand to break through the existing status of
living and enables him to confront and go beyond the narrow world of self． At the same time，Liang Qichao’s believes attending to
the reader’s acceptance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lifting force”to occur，that is，literary works should be interesting － －
but never contain“vulgar taste”． “Interest”is not only a specific method of inspiring readers but also the goal to be achieved． The
whole process of“lifting”is based on“interest”a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inking． At the same time，works should be accessible
and open． In addition，the“lifting force”should take being“sublime”as the direction，take into consideration social functions so
that works can serve to edify，educate and empower people．
Key words: Liang Qichao; “Four forces”; “Lifting”; Ｒeception aesthetics

Ｒeview of Dai Zhen’s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n Liang Qichao’s
Study of Dai Zhen’s Thought ( by CHEN Xiao － yang)
Abstract: Liang Qichao’s research on Dai Zhen’s though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period of New Citizen and the period

of 1920s． With the deepening of his research，Liang Qichao discovered the affinity between Dai’s thought and modern Western civi-
liza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of Liang Qichao’s research on Dai’s thought，he mainly combed through Dai Zhen’s philosophical re-
search methods and moral philosophy． As regards Dai Zhen’s research method，Liang Qichao mainly emphasize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western scientific spirit; as for its moral philosophy，Liang Qichao mainly highlighted its kinship with modern utilitarianism．
These finding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ang Qichao’s evaluation of Dai Zhen’s thoughts from slight criticism in the first period to
the lavish praise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motive behind was that Liang Qichao wanted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radi-
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through the praise and advocacy of Dai Zhen’s thought．
Key words: Liang Qichao; Dai Zhen; Dai Zhen’s Though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 Analysis of Tang Ting － shu’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His Early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 by LI Xiao － ying)
Abstract: Tang Ting － shu ( alias Tong King － sing or Tong Aku) worked as an interpreter in the Colonial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Shanghai Customs for ten years in his early life． Bourdieu’s social practice theory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his experience
in this period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his later achievement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aspects of field，
habitus and capital，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ang Ting － shu accumulated much capital ( particularly economic capital and informa-
tional capital) and habitus from his interpreting activities，which helped him enter the commercial field and the habitus and capital
derived from the School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enabled him to serve as a translator for the above － mentioned institutions．
Meanwhile，due to the inadequacy of his identity capital，his personal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preting positions hit a bottleneck．
However，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is inadequacy enabled him to mak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later．
Key words: Tang Ting － shu ( Tong King － sing) ; Bourdieu social practice theory; Field; Habitus; Capital

On“Cantonese to Uplift Guangdong ( Canton) ”in the Ming dynasty ( by Chen Li － juan)
Abstract: The idea“Cantonese to uplift Guangdong ( Canton) ”was put forward by the historians Guo Fei in the Ming dynasty． It

means that Cantonese people should consciously publicize their local culture and create a positive and effective local image． The man-
ifestations of the campaign included the emergence of local gazetteers containing a large number of biographies of local figure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ies aimed at publicizing the noble moral qualities of local figures and their academic level while taking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s orthodox． These strategies，on the one hand，demonstrated the sophistication of local culture，enhance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onfidence of the local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they changed the prejudice of the cultural circl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against Lingnan culture and enable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as a result，
Guangdong was no longer regarded as the“other”outside the mainstream culture．
Key words:“Cantonese to uplift Guangdong ( Canton) ”; Consciousness; Local culture; Social significance

Ｒesearch into a Xue Hai Academy Test Paper Corrected by Chen Li ( by HUANG Yi － mei)
Abstract: Chen Li，a famous Confucian scholar in Lingnan region in the Qing Dynasty，entered Xue Hai Academy as a student and

later became its principal． During his decades at the academy，his academic scope was extensive and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Lingnan academic community． There exists a test paper corrected by Chen Li，which was a review of the geography of rivers．
There are several commentaries in the beginning an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and six pieces of remarks between． It is an important ref-
erence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udy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of Chen Li．
Key words: Chen Li; Xue Hai Academy; Test papers; Comments; Jiang You Si

Zhan Ganquan’s Integration of Heavenly Principles and Consc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 cultivation Theory
( by HUANG Bo － kai)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Zhan Ganquan’s Confucian self － cultivation theory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ree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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