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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拾喻言》考述

王 輝
深圳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

一八四零年印行的《意拾喻言》是近代最早的《伊索寓言》漢譯本，

在十九世紀廣為流傳，進入二十世紀卻湮沒無聞。本文借助大量

一手中英文文獻，考述《意拾喻言》的譯者、源流和傳播情況，澄

清學界的一些誤解，並結合這一譯本的「漢化」特色，分析其成功

之處。

（一）引言

伊索寓言傳入中國，始自明末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的《畸人
十篇》和龐迪我的《七克》，為了證道的需要，曾引述過幾則伊索寓
言。最早的獨立譯本，則是一六二五年在西安刊刻出版的《況義》，
正篇收入寓言二十二則，補篇十六則，是由耶穌會士金尼閣口授，
中國天主教徒張賡筆述。1

《況義》的流傳十分有限，目前已無刻本可考。晚清入華的西
人，似乎祇有偉烈亞力（Wylie 1867: 175）意識到此書的存在。當時
的西文報刊，都將翻譯伊索寓言的開拓之功，歸於英人羅伯聃名
下。本文要探討的，正是羅伯聃的《意拾喻言》及其傳播情況。這本
頗具傳奇色彩的小書，經過戈寶權（1992）、鮑延毅（1995，199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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