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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绎读》－任继愈的第四次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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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肇鹏    转载于：社会科学报  

  任继愈先生以九十高龄，精进不已，对他翻译的《老子》做了四次修订，最近《老子绎读》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于2006年12月印行。“绎”有注释、阐发、引申的意义。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不论外文中译或古文今译都反映了译

者的理解或学术水平。外文中译以及任先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等等，这里不谈，只讲一下文字诠释和编排。 

   现在能直接阅读古文（包括古代的注疏）的人很少了。特别像《老子》这样精炼古奥的文字就是看几种注释也难

于理解，所以古籍的今译是越来越显现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老子》的现代汉语译本，20世纪以来大概有十余种。有

人问我读《老子》看什么书好，我总是推荐任先生的《老子新译》，现在则是《老子绎读》和陈鼓应的《老子注释及

评介》。这两本书，前者简明精炼，后者资料丰富。各有优点。 

     

  严复提出衡量翻译的三个标准是“信、达、雅。”“信”是第一位的。“信”就是对原著要正确恰当的了解。使

译文尽量符合原意。“达”是用流畅的语言把原文的意义表述出来。任先生对他所译的《老于》作四次修订。在一些

译文前后或增加一句半句，其目的就在追求“信”、“达”。严复是用文言文译英文，所以提出“雅”的标准。雅者

正也。任先生用标准普通话翻译，也可以称为“雅”。陈鼓应有时直接改动《老子》原文，任先生则比较谨慎，对于

《老子》原文一律按古本原文。试举一例：如《老子》第十七章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太

上”一词，古已有之。如《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太上是指最好、最善的意思。《韩非子•准

三》引此文并解释说：“太上下智（通知——引者）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悦）也，安取怀惠之民?”这是符

合《老子》原意的。证明韩非所见的《老子》也作“下知”。任先生译为“最好的统治者，人们仅仅知道有他的存

在。”这也是符合《老子》的原意。陈鼓应则将“下知”改为“不知”。他的根据是吴澄注本。明太祖朱元璋注本作

“不知”。《永乐大典各本从之，亦作“不知”。今案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甲、乙本，郭店楚简《老子》两本均作

“下”。《韩非子•难三》、《淮南子•王术篇》、《文子•自然篇》引《老子》均作“下”，足证古本并作“下

知”。吴澄，元朝人，时代很晚，所以吴澄本作“不知”，意义上虽与无为而冶之旨相合，但在版本上并无根据，在

校雠学上只能说是“臆改”，文理虽通，并不可取。任先生则将“不知”放在注里，加以说明，这样做就比直接改易

古书文字为好。这些细微之处，也是颇费斟酌的。 

  编排上，本书的索引附录十分方便读者。《老子绎读》后面附有“重要名词索引”、“内容分类索引”及帛书

《老子》甲、乙本释文，楚简《老子》甲、乙、丙本释文。把这些最早的《老子》古本附上以便研究、参考。其中特

别是“名词索引”很有用。在上世纪80年代《老子新译》出版我就买了一本。查阅《老子》时常翻检“名词索引”。

我从十余岁读《老子》迄今六十多年，对《老子》的文句大体上能够记诵。《老子》不过五千言，文字不多，但要引

用，也得核对原文，有了“名词索引”就很方便。至于对《老子》不太熟悉的读者及年轻人就更有用。但索引中有个

别遗漏。这里也举两例：（一）词目设置，如五画里可增加“生”字，如“长生久视”（59章），“善摄生者”、

“生生之厚”、“出生入死”（并见50章）。十一画宜增加“欲”字，如“使民无知无欲”（3章）、“常无欲”（1

章、34章）、“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二）有的设有词目，但有遗漏，如十七画“礼”字，“言以丧礼处

之”（31章）就没有列入。这些地方在下次修订时，可以补入。 

  任先生年逾九旬，身心健康，与时俱进，自强不息。《老子绎读》是他的第四次修订本。他还说：“再过几年，

学有长进，也许还要再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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