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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 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汉学家王西里在世界首部中国
文学通史———《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对中国儒学典籍《诗经》给予了特别的
重视,他在研读大量原文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诗经》之发源关于《诗经》的年代,古代中国学者通常认为各个部分不一
而足,如最早的“风”、“周颂”和“大雅”的多数作品为西周初期所作, “小
雅”中既有西周时期的作品,也有春秋时期的作品, 而“鲁颂”和“商颂”等明
显为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些散佚在各诸侯国的民间歌谣被孔子收集后加以编辑
整理,后得名《诗经》。  
  王西里并不赞同中国学者的观点,通过阅读《诗经》全文,他发现了许多时
间、地理环境上的矛盾之处。例如在“国风”中已经出现了长江的名称,但实际
上周朝至幽王的时候中国人才第一次来到长江地区。又如“大雅”和“小雅”
中赫然出现了后人命名的地方,甚至还提到了周朝的灭亡。这说明《诗经》的全
本至少应当是汉代人编纂而成, 也不排除是后人托古伪作的可能。  
  在王西里看来, 《诗经》是远古时期的中国人民生活劳作中积累的歌谣,真
正的编者是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多儒学者,因为他们是唯一掌握文字技能的人。从
“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来看,“雅”很可能是儒学者得到民间
歌谣后仿照它们编写出来, 因为“雅”的语言比另两部分更为清晰连贯。  
  王西里对孔子的评价有所保留,认为他只是游历列国、谋求仕途的知识分子
之一,其最大贡献在于普及了教育,使文字不再是限于少数史官掌握的专利,以及
用语言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诗经》之训释  
    
  流传于现世的《诗经》版本,一直存在着古文经派与今文经派的争论。王西
里认为这些版本其实全部经过了汉朝儒学者的篡改,《论语》、《春秋》都没有
逃脱这一厄运。另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今文字的转换过程也造成了《诗
经》原典的不可复原性。因此,被中国人笃信为孔子亲自修订的《诗经》其实早
已面目全非,它是在天灾人祸和统治者意志的支配下流传下来的。  
  王西里对《诗经》的训释史做了深刻的批判。他以《采葛》和《丘中有
麻》为例,指出明明是情人之间的相思爱慕之情,却被试图教化人民的统治者解
释为人民对国家的热爱,将其与忠君的伦理纲常联系起来,强行赋予诗歌道德说
教色彩;而儒学者好借古喻今,引用《诗经》针砭时弊,认为这间接体现了怀才不
遇者对暴政的痛诉。王西里反对一切将《诗经》内容复杂化的做法,他认为《诗
经》只是描写古代人民劳动和生活风俗、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品,它们反映了当时
的社会风气,记录了礼仪制度的变迁,因而具有史料的价值。基于中国传统注疏
的不可靠性,王西里向俄罗斯汉学家提出,要从全新角度对《诗经》加以解释。
这种角度要符合整体性、时代性和逻辑性的要求,不能为了少数者的利益对原作
进行穿凿附会式的理解。  
    
  《诗经》之价值  
    
  王西里非常肯定地指出,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他将《诗经》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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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荷马史诗》并列的作品,认为它是中国习俗和礼仪的见证,体现了中国
人民毫不逊色于欧洲民族的智慧力量和艺术才华,其鲜活生动的记载对于历史
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诗经》是儒学思想本原的体现,儒
学是中国文学乃至全部精神生活的基础,因此《诗经》被王西里认为具有独一无
二的文化价值。  
  王西里认为, 《诗经》不仅树立了诗歌的创作规范,也为近至明代出现的戏
曲、小说奠定了语言基础, 《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简洁含蓄的用词成为后
代作家学习的对象,即使清代《红楼梦》等民间小说中的诗词也带有《诗经》的
印迹。  
  王西里以“国风”中的相似情节和语言说明,古代各个诸侯国有着共同的祖
先,他们从一个共同民族向四方迁居,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俗,但依然保持着文化
上的联系。因此,王西里认为《诗经》是证明中国远古时期存在统一民族的文物
之一,它见证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  
  虽然王西里对《诗经》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俄
罗斯学者认识《诗经》的第一步,还有很多空白点需要后来者填补。除了对《诗
经》的作者、注释和内容需要进一步考证,它与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关系、对国
民性格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进步潜移默化的作用,都是俄罗斯学者必须关注的问
题。  
  中国文学是广博的,外国学者穷其毕生所能掌握的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因此
王西里指出汉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代表性的著作把握中国文学的深刻内涵,而
《诗经》无疑就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学精神的作品之一。  
    
  《诗经》之翻译  
    
  为了使俄罗斯读者亲身体验《诗经》的魅力, 王西里亲自动手翻译了《诗
经》的部分篇章,现选取其中一例。  
  郑风·有女同车(原文)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  
  将翱将翔, 佩玉琼琚。  
  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郑风·有女同车(俄译)  
  我和一位女子坐在同一辆车上,  
  她的美貌象舜花一样。  
  她轻轻地回头凝望,  
  我看到了她佩戴的玉石———琼和琚。  
  这个美人就是姜家的姑娘,  
  真是美丽又大方!  
  从王西里的译文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些特点。首先,译文最大程度地谨遵原
意,基本没有译者自行编辑的痕迹,在某些专有名词上采用了音译与意译结合的
方式;第二,采用自由诗歌体,因此没有保留汉语的谐音和押韵;第三,忽略了原作
“风”、“雅”、“颂”的自然分类和中国学者向来注重的赋、比、兴的手法,
代之以婚姻、爱情、讽刺、公务等类别的划分,这样可以使外国读者更加直观地
掌握《诗经》的内容。  
  与俄罗斯汉学前辈比丘林相比,王西里的翻译并不是最出色的。但他的长处
是能够选择最重要文学作品的最精彩部分加以译介。从王西里选择的《诗经》
片段来看,他比较倾向于那些描写人物外貌和内心活动的段落,原因大概是可以
引起读者的共鸣吧。1851 年,王西里在喀山大学开设了中国文学课程,这是中国
文学第一次走进欧洲的大学课堂。由于缺少学习鲜活中国语言的环境,《诗
经》、《论语》、《春秋》等典籍就成为俄罗斯大学生学习汉语阅读、口语和
写作的唯一教材。《诗经》以其凝练的语言和生动的情节激发了学生的极大兴
趣,王西里的嫡传弟子伊万诺夫斯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等人多次回忆起老师讲
授《诗经》的情景,从此开始了研究中华文化的生涯。  
  王西里对《诗经》的研究带有鲜明的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特点。他脱离了
狭隘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以中西对比的方式凸显《诗经》巨大的艺术价值,
将《诗经》纳入了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他不迷信任何权威结论,而是依靠史料之
间的联系发现这些结论的疑点,提出全新的意见供后人参考。王西里对《诗经》
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人对中华文明的认识,成为俄罗斯当代汉学家研究儒

Page 2 of 3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2009-12-3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88



 

学典籍的起点之一。  

 

� 上一篇文章： 黄宗智：续论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对彭慕兰的反驳的回答  

� 下一篇文章： 叶农：试论清朝前中期耶稣会士与澳门的汉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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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魁：论口述历史与人物访谈…[94]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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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为何能在1949获胜:当年美远…[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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