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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文學的角力：論晚清《魯濱孫
飄流記》中譯本

崔文東
安徽大學

摘 要

本文選取晚清三部《魯濱孫飄流記》中譯本為研究對象，試圖突破

意譯、歸化等籠統評價，在歷史語境中考察晚清譯者翻譯目的，

翻譯策略與翻譯規範的關係。三部譯本的譯者同為救亡圖存而譯

書，旨在教育大衆，為此改寫原著，迎合讀者，引導讀者。由於

譯者對政治與文學的關注程度不同，政治立場、詩學觀各異，譯

本面貌大相逕庭。雖然三部譯本均可視為歸化翻譯，但都起到思

想啓蒙的作用，衝擊了傳統價值觀；雖然同是意譯，但林紓的翻

譯再現了原著的詩學特徵，推動了中國文學的革新。

長久以來，關於晚清翻譯小說，學界已有諸多定論，如意譯、
歸化之類。但是，這些評價多源自印象式批評或宏觀研究，且內涵
過於寬泛，妨礙了我們全面認識晚清翻譯小說。本文從資料出發，
以個案研究為基礎，在描述翻譯學的框架下考察晚清三部《魯濱孫飄
流記》（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以下簡稱《飄流
記》）1 中譯本，分析譯者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的異同，探討其與晚

本文初稿蒙馬祖毅教授審閱，四位匿名評審人及陳建華副教授對本文提出
修改意見，謹此敬致謝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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