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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书屋 《庄子》英译本的
封面、插图及篇名＊

于雪棠

【提　要】企鹅书屋于１９９６年出版的 《庄子》英文全译本配有３４幅插图，其中一幅插

图使用了两次。封面、插图及篇名的翻译，传递着与 《庄子》文本内容相关而又自成一体

的文化信息。２２幅选自清末民初画家王念慈山水画谱的插图，反映出译者主要接受了 《庄

子》“逍遥游”的思想、并将 《庄子》的超越性逍遥诠释为在人间的逍遥。可能译者在中国

绘画中发现了他在 《庄子》中领悟到的自由。１１幅选自 《玉历宝钞》、《大悲咒》和 《金刚

经》的插图，则反映出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兼容性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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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８８１年英国汉学家巴 尔 福 （Ｈｅｎｒｙ　Ｆｒｅ－
ｄｒｉｃ　Ｂａｌｆｏｕｒ）首 次 将 《庄 子》全 译 为 英 文 出

版，①迄今已经有三 十 余 种 《庄 子》的 全 译 本 和

节译本面 世。译 者 有 中 文 学 养 非 常 深 厚 的 汉 学

家，也有精通 英 文 的 中 国 学 者。１９世 纪 英 国 汉

学 家 翟 理 思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　Ｇｉｌｅｓ）、理 雅 各

（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２０ 世 纪 美 国 汉 学 家 华 兹 生

（Ｂｕｒｔｏｎ　Ｗａｔｓｏｎ）和梅 维 恒 （Ｖｉｃｔｏｒ　Ｍａｉｒ）、英

国汉学家葛 瑞 汉 （Ａ．Ｃ．Ｇｒａｈａｍ）、中 国 学 者 冯

友兰、林 语 堂 等 人 的 翻 译 及 研 究 在 学 界 影 响

甚大。
除了学术色彩浓厚的译本之外，也有一些译

本明 显 具 有 普 及 性。其 中，当 以 托 马 斯·莫 顿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ｒｔｏｎ）选 译 的 《庄 子 之 道》，② 冯 家

福和英 格 里 希 （Ｊａｎ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夫 妻 二 人 合 译 的

《庄子内篇》，③以及彭马田 （Ｍａｒｔｉｎ　Ｐａｌｍｅｒ）主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２０世纪 《庄 子》在 英 语 世

界的传播”（１３ＢＺＷ０４２）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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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ｕｓｅ，Ｉｎｃ．，２０１４．此书初版于１９７４年，至今已出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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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庄子》这三种影响最大。① 彭氏的译本除彩

色封面外，其中每篇正文之前均搭配一幅黑白线

条的插图。插图能够增加阅读的趣味，有助于读

者理解文本 的 内 容，也 自 然 有 助 于 著 作 的 传 播。
不过，彭马田译本的插图，其意义却远不止于此。

一　 　 　

企鹅书屋 在 全 世 界 出 版 集 团 中 的 地 位 都 举

足轻重，其影 响 无 庸 赘 言。彭 马 田 主 译 的 《庄

子》英 译 本１９９６年 初 版 时，被 收 入 企 鹅 Ｐｅｎ－
ｇｕｉｎ　Ａｋａｎａ系 列，而 此 标 志 意 味 着 这 是 一 本 深

奥难懂的书。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再次印刷 时，内

文 及 插 图 都 没 有 变 化，仅 封 面 和 封 底 不 同。

１９９６年 版 的 封 面 最 上 方 横 书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ＡＲ－
ＫＡＮＡ”；中间主体为白底，偏左侧印有一幅彩

色张道陵 骑 虎 图，右 上 方 空 白 处 有 红 色 书 名；
底部印有两 位 译 者 之 名。图 画 非 常 鲜 明，张 道

陵侧 身 骑 虎，左 腿 盘 曲 虎 背 之 上，右 腿 垂 下，
戴冠；面赤 赭，二 目 圆 睁，向 右 下 方 而 视，浓

眉倒 竖，半 圆 形 络 腮 胡 子；右 臂 高 举，右 手 横

持鞭，左 手 于 胸 前 竖 持 圈；上 身 铠 甲，袍 带 飞

绕，下穿 墨 绿 色 长 袍。虎 黑 褐 色 花 纹，昂 首；
双目 圆 大，双 瞳 为 黑 色 半 月 形，视 向 右 上 方；
露一排白色 牙 齿，两 侧 有 两 颗 尖 牙；两 前 肢 并

立，尾倒 竖。一 片 褐 色 云 朵 托 起 虎 与 人。封 底

左侧竖取一窄条含张道陵面容部分的图，右侧

１９９６年版的封面

白底黑字 印 《庄 子》简 介，下 部 有 一 行 小 字，
说明封面绘图的内容是张道陵骑虎。

２００６年版的封面上半部分为图，约 占３／４；
中 间 一 条 白 底，书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企鹅经典）两个英文单词，两单词中间置企鹅

公司的图 标；下 部 黑 底 印 白 色 书 名，约 占１／４。
图底 色 青 灰，四 位 神 仙，前 后 各 二，皆 站 姿。
左前 为 张 道 陵，右 前 为 哪 吒，左 后 为 杨 戬，右

后为王灵官。张道陵戴黑色方形双层冠，面青，
黑眉 倒 竖，二 目 圆 睁，侧 视 右 方，半 圆 形 黑 色

络腮 胡 子，唇 亦 黑 色；一 身 墨 绿 色 长 袍，上 身

外穿 蓝 灰 短 罩 衣，腰 系 红 丝 绦；右 小 臂 举 起，
手持鞭上指，左手持圈竖于胸前。哪吒眼细长，
向左侧 视，含 笑 意；光 头，上 穿 红 肚 兜，下 着

粉色莲花 裙，莲 花 裙 外 罩 一 层 黄 黑 相 间 纹 的 虎

皮短裙，腰束 墨 绿 丝 绦；蓝 灰 色 混 天 绫 绕 双 臂

飞动，右 手 于 胸 前 持 铃 状 神 火 罩、罩 口 向 下，
左手竖持红 杆 红 缨 枪 于 体 侧、枪 头 向 下。杨 戬

戴飞凤帽，墨 绿 色 铠 甲 外 斜 披 白 色 战 袍，腰 系

红带；面 左，长 目，眉 间 一 纵 目，面 容 清 俊；
右手持三角 形 物 品 于 胸 前，曲 左 臂，左 手 竖 持

红杆 红 缨 枪，枪 头 向 上。王 灵 官 戴 小 冠，红 色

半圆 形 络 腮 胡 子，红 眉 倒 竖；眉 间 纵 生 一 目，
二目圆睁；面左，目光正视；外穿墨绿色铠甲，
内有红袍；右 手 持 鞭 竖 于 胸 前，左 臂 曲 于 右 臂

之上，左 手 虚 握 竖 起，拳 心 向 外，食 指 上 指，
指上有 青 烟 升 起。封 底 黑 底，分 上、中、下 三

部分，结构比 例 同 封 面。上 部 黑 底 白 字 印 《庄

子》简介；中 间 白 底 印 企 鹅 经 典 字 样 及 图 标；
下部居中 缩 印 部 分 封 面 绘 图，只 有 张 道 陵 和 杨

戬，且在左侧 有 说 明。该 图 来 自 中 国 南 部 一 所

道观所藏１８世纪晚期绘画卷轴，描述张道陵及

护法神，彭马田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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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此书初版于１９９６年，在 英 国、美 国 和 阿 卡 纳 同 时 发

行。再版于２００６年，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澳

大利 亚、印 度、新 西 兰、南 非 共 计８个 国 家 同 时 发 行，

２００７年重印。



２００６年版的封面

张道陵、哪 吒、王 灵 官、杨 戬，仅 看 封 面

的这几位 人 物，读 者 很 难 将 此 书 与 《庄 子》联

系到一起，最 多 能 想 到 这 是 一 本 与 道 教 有 关 的

书。内文 共３４幅 插 图，① 其 中 《清 溪 放 棹》一

幅两次 使 用，见 于 扉 页 和 第２１页 《天 地》篇

前。其他３３种插图分别置于每章正文之前，其

中２２幅出自王念慈的手笔。王念慈为清末民国

年间山水画 家。民 国 年 间，他 的 画 曾 多 次 被 编

成画谱出 版。彭 马 田 译 本 所 选 皆 水 墨 山 水 画，

大多表 现 人 物 于 自 然 之 中———或 拄 杖 看 山，或

骑马行驿，或 放 舟 于 清 溪 之 上，或 对 谈 于 松 林

之下，颇 有 闲 逸 放 旷、萧 散 自 然 之 趣，画 上 均

有行楷题识。

余下的１１幅，占全部插画１／３的比 例。其

中有６幅插图混杂了道教和佛教思想，② 依次是

《轮回面 目》、 《威 灵 显 赫》、 《赏 善 司 罚 恶 司》、
《东岳大帝》、 《城隍土地》、 《灵霄宝殿》，画面

都是 一 些 人 物。这６幅 插 图 均 出 自 《玉 历 宝

钞》———广泛流行于清朝的民间劝善书。

另外５幅插图则与佛教有关。③ 其中１幅出

自 《金刚 般 若 波 罗 蜜 经》，上 为 文 字 下 为 图 片。

４幅出自 《大悲咒》图解，作者不详，依次是观

世音菩萨的各种显像：《娑婆诃》、《苏嚧苏嚧》、
《娑啰娑啰》、 《唵悉殿都》。每幅插图都 是 一 幅

人物像，左侧印有一行说明文字。④

二　 　 　

封面和那些 出 自 《玉 历 宝 钞》、 《大 悲 咒》
及 《金刚 经》的 插 图，与 《庄 子》文 本 融 合 成

一书，似 乎 不 伦 不 类、让 人 啼 笑 皆 非。可 是，
企鹅经典系 列 发 行 范 围 广、读 者 众 多，又 岂 可

一笑置之？这 些 插 图 传 递 了 什 么 信 息、读 者 能

从中读出什 么 文 化 信 息？ 译 者 为 谁，其 汉 学 背

景如何，与中 国 学 界 有 无 交 流？ 西 方 学 者 眼 中

的中国文 化 具 有 什 么 特 点？ 而 这 些 插 图 及 相 关

翻译、诠释之 中 所 包 含 的 种 种 复 杂 情 形，是 笔

者更为关注的话题。
插图的 选 择，是 译 者 通 过 视 觉 艺 术 表 达 对

《庄子》的 理 解 和 诠 释，蕴 含 着 译 者 对 《庄 子》
的接受，同时也向读者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从封面及 内 文 插 图 中 可 以 看 到 什 么 呢？ 通 常 插

图会解释文 本 的 内 容。彭 氏 译 本 中，确 切 地 具

有解释性 质 的 插 图 只 有 一 幅。 《秋 水》前 的 插

图，占据画面 大 部 分 空 间 的 是 汪 洋 水 波，只 于

右下角画一小亭，亭中一人侧坐、面水。另外，
《马蹄》篇前的插图则是一人骑马独行。虽然该

插图与 《马 蹄》主 旨 无 关、解 释 得 相 当 机 械，
但可以推测出译者有意要以图释文。

整体上 看，插 图 可 分 成 两 大 类。一 类 是 表

达清旷悠 远 之 境 的 山 水 画，另 一 类 则 与 宗 教 信

仰相关。与这 两 类 相 对 应，我 们 至 少 看 到 了 译

者眼中的两个 《庄子》。一个是逍遥于山水之间

的 《庄子》，另一个则是兼容并包、含有佛道思

想和民间 信 仰 的 《庄 子》。所 选２２幅 王 念 慈 的

山水画，画面 虽 异 但 风 格 统 一，无 一 不 指 向 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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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原有附表，逐 一 列 出 企 鹅 书 屋 《庄 子》３３篇 的 篇 名、

英译及每篇前插图的款识。限于篇幅，这里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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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插图的论述，本 文 的 主 要 观 点 经 缩 略，曾 以 《简 说 企

鹅书屋庄子英译 本 的 插 图》为 题，发 表 在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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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那些清疏淡远的山水画谱，在中国人眼中，
看到的是出 尘 隐 逸 之 思、自 然 萧 散 之 趣。西 方

人即使领 略 不 到 这 点，也 仍 然 很 容 易 从 中 感 受

到人与自 然 的 相 亲 相 融，人 在 山 水 之 间 心 灵 放

松、悠闲自 得 的 精 神 状 态。这 些 画 与 《庄 子》
的 “逍遥游”思 想 确 实 是 很 贴 近 的。当 然，也

只是贴近而已。因为细究起来， 《庄子》 “逍遥

游”所涉 及 的 空 间 并 非 处 处 可 见 的 自 然，并 非

山水 之 间，并 非 有 草 舍 云 烟、松 荫 古 木、清 溪

小舟、瀑 布 流 泉、飞 莺 大 雁 的 人 间，而 是 无 何

有之乡、广漠之野。《庄子》之真人是游于六合

之外的，即一 个 极 广 大 虚 空 之 境，同 时 又 有 别

于道教的仙境。然而，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
《庄子》 “逍 遥 游”之 空 间 和 时 间 都 如 此 混 茫，
不可感知，无法转化为视觉形象。“空”无法表

现，但逍遥之 意 可 以 表 现。逍 遥 在 中 国 的 文 化

系统 中，便 是 清 虚 旷 远 之 境。于 是，译 者 便 选

择表 现 逍 遥 于 山 水 之 间 的 画 作 来 表 达 《庄 子》
超越尘世之逍遥。

企鹅书屋 《庄子》英文全译本插图

选择 中 国 的 山 水 画 来 给 《庄 子》作 插 图，
彭氏译本之后尚有辛顿 （Ｄａｖｉｄ　Ｈｉｎｔｏｎ）译出的

《庄子内篇》。① 全书选用同一幅山水画。画面左

侧，一人 坐 于 亭 中，望 波 涛 翻 卷。这 幅 画 一 共

反复出现９次，于封面 （彩色）、扉页及正文每

篇之前 （黑白）。
《庄子》文本包含丰富的思想，插图所述说

的只是 《庄子》之一端。 《庄子》之丰富、 《庄

子》之荒诞、《庄子》之恣肆，在插图中均隐而

不见。插图 集 中 展 示 的 是 流 连 于 山 水 之 间 的 散

淡之 怀、清 远 之 美。很 可 能，这 极 具 中 国 艺 术

特征的画面 便 是 译 者 眼 中 的 自 由。或 者 说，译

者在中 国 绘 画 中 发 现 了 他 在 《庄 子》中 领 悟 到

的自由之境。
如此推测并非毫无根据。集中体现 《庄子》

放旷尘外 思 想 的，非 《逍 遥 游》莫 属。企 鹅 书

屋译本 是 如 何 翻 译 “逍 遥 游”这 三 个 字 的 呢？

它们被 译 为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ｙｏｕ　ｗｉｌｌ”———
往你想去之 所，想 去 哪 儿 就 去 哪 儿。看 上 去 很

美，然而它实 际 上 并 不 是 《庄 子》的 逍 遥。相

反，它有悖于 《庄子》的精神。《庄子》之 “逍

遥游”是 超 越 凡 尘 之 种 种 追 求，无 功、无 名、
无己，以游于 极 茫 渺 广 大 之 域，那 是 一 种 消 融

了时空、泯 灭 了 自 我 意 识 的 超 越 性 体 验。 《庄

子》之 “逍 遥 游”是 带 有 一 些 悲 哀 的 底 色 的，
至少也应是无悲无喜，绝非欢欣鼓舞之游。《庄

子》之 “逍遥游”，是无目的性的，仅仅是顺应

自然 而 已。因 为 没 有 目 的，才 能 逍 遥；一 旦 有

了目的，就与 逍 遥 渐 行 渐 远，就 会 被 目 的 所 拘

牵，甚至 异 化，如 何 而 能 逍 遥？西 方 学 者 中 有

人深刻地 意 识 到 了 这 点。英 国 汉 学 家 葛 瑞 汉 就

把 “逍 遥 游”译 为 “Ｇｏｉｎｇ　ｒａｍｂ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② 无目的的漫游。他特别地揭示出

了 《庄子》逍遥的无目的性。
《庄 子》之 “无 我”，以 无 我、忘 我 的 方 式

实现自我、完 成 自 我，在 彭 氏 译 本 那 里 变 成 了

对主体意识的强调。“逍遥游”之外，还有类似

的例 子。如 《天 下》篇 题 被 译 为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统 治 世 界； 《应 帝 王》被 译 为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ａｎｄ　Ｋｉｎｇｓ”，应 付 帝

王。如此种种，都 显 示 出 译 者 高 扬 的 主 体 性 与

《庄子》原意背道而驰，是对 《庄子》的误解。
逍遥即 自 由。这 种 诠 释，且 不 论 在 中 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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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对此展 开 的 诸 多 论 述，在 英 语 世 界 中 亦 非 独

此 一 家。修 中 诚 （Ｅ．Ｒ．Ｈｕｇｈｅｓ）的 翻 译 是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① 远游至自由之境。
华 兹 生 （Ｂｕｒｔｏｎ　Ｗａｔｓｏｎ）的 《庄 子》译 本，②

为联合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所 推 荐，也 为 学 界 普 遍 认

可。他是怎样翻译 “逍遥游”的呢？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自由安闲的漫游。托 马 斯·
克莱尔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ｌｅａｒｙ）的 译 本 也 广 为 流 传。
他更 干 脆，直 接 将 “逍 遥 游”译 为 “Ｆｒｅｅ－
ｄｏｍ”，③ 自由。诗人辛顿 （Ｄａｖｉｄ　Ｈｉｎｔｏｎ）则译

为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④ 自 由 漫

游于无限。自由，是译者所理解的 “逍遥游”。
画家用笔 所 造 之 境 与 《庄 子》文 字 所 写 之

境，虽不无契 合，但 图 与 文 毕 竟 是 两 种 艺 术 形

式，必然有某 种 程 度 上 的 背 离。译 者 有 意 选 择

悠远清旷 的 山 水 画 作 为 书 的 插 图，这 种 做 法 有

将 《庄子》类型化、狭隘化的倾向。《庄子》文

本含义丰富，远 不 是 逍 遥 一 词 便 可 概 括 的。即

便如此，它们 仍 然 不 失 其 积 极 意 义。读 者 可 以

在不知不 觉 中 受 到 艺 术 的 感 染，领 会 到 一 种 精

神的舒展、宁 和，甚 至 还 有 可 能 获 得 类 似 宗 教

修为的精 神 体 验。这 么 说 是 有 依 据 的。１９世 纪

翟理思的 译 本 在 英 语 世 界 中 影 响 巨 大，他 便 将

“逍遥游”译为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Ｂｌｉｓｓ”，超越性

的极乐，超自 然 的 天 赐 之 福，带 有 明 显 的 宗 教

体验 痕 迹。并 且，彭 氏 译 本 的 序 言 中，明 确 说

明参考了 翟 理 思 的 译 本，而 译 者 自 己 亦 长 期 致

力于宗教活动。
从文化 交 流 的 角 度 来 说，这 些 插 图 告 诉 我

们，《庄子》丰富的思想资源中，易于为英语世

界所接受、表 现 最 突 出 的 一 点 是 对 主 体 精 神 的

崇尚、对无拘 无 束 境 界 的 向 往。某 种 程 度 上 可

以说， 《庄子》起 到 了 替 代 性 的、宗 教 的 作 用。
其实，我们中 国 人 又 何 尝 不 是 如 此 呢？ 向 经 典

寻求精神慰 藉 和 力 量，东 方 与 西 方、古 代 与 现

代并无差别。能 开 拓 人 的 精 神 境 界 之 书，就 可

能成为人 类 共 同 的 经 典。 《庄 子》无 疑 是 其 中

之一。

三　 　 　

那１１幅与宗教相关的插图则有另外一番认

识价值。表 面 上 看 混 杂 不 一，甚 至 与 《庄 子》
思想大相径 庭，颇 有 荒 诞 之 感，其 实 荒 诞 之 中

包含着对 中 国 文 化 特 质 的 一 种 观 察 和 理 解，这

种观察与 理 解 实 则 与 中 国 文 化 的 特 征 有 着 出 奇

的一致性。兼 容 性 和 多 元 性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特 质

之一，即使是 在 宗 教 领 域，中 国 人 可 以 同 时 信

仰不同的宗 教，这 让 西 方 学 者 深 感 困 惑。英 国

学者克拉克 （Ｊ．Ｊ．Ｃｌａｒｋｅ）在 《西方之道：西方

对道家思 想 的 转 换》一 书 中 对 此 有 详 尽 论 述。⑤

对西方学 者 而 言，在 理 解 和 解 释 道 家 思 想 时，
他们面临 的 问 题 是 如 何 把 道 家 与 儒 家 和 佛 教 清

楚地区分开 来。在 他 们 看 来，每 位 中 国 人 都 头

戴儒冠，身 穿 道 袍，脚 登 佛 履。⑥ 彭 氏 译 《庄

子》的某些插图 本 身 也 表 现 出 佛 道 混 杂 的 文 化

形态。比如 第１５５页， 《达 生》篇 前 的 插 图，
出自 《大 悲 咒》图 解，图 左 侧 竖 书 一 行 文 字

“此是诸佛树叶落声”，右 侧 书 “苏 嚧 苏 嚧 四 十

五”；中 间 画 的 是 一 个 地 道 的 中 国 面 孔，树 叶

飘落于画面 上 方；一 人 葛 巾 长 袍，头 微 仰，面

左，髭须，左臂 伸 出，左 手 呈 佛 手 姿，脚 踏 莲

花。此图中人物 的 衣 着、神 态 似 道 家，莲 花 及

说明 文 字 传 达 的 却 是 佛 教 信 息， 《大 悲 咒》亦

是佛教经典。
主译者 彭 马 田 是 国 际 宗 教、教 育 和 文 化 咨

询机构 （ＩＣＯＲＥＣ）的理事，世界宗教与环境保

护联盟 （ＡＲＣ）秘书长。他１９９４年开始在中国

工作，且 工 作 卓 有 成 效。他 修 习 汉 语 多 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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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译 《庄 子》外，还 翻 译 出 版 了 《道 德 经》、
《观音：中国慈悲女神的神话与启示》、《道家要

素》等 书。彭 马 田 与 中 国 宗 教 界 来 往 密 切。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南岳衡山举办的国际道教论坛

主论坛上，彭马田与许嘉璐分别代表东、西方，
进行了 一 场 主 题 为 “道 教 文 化 与 现 代 文 明”的

对话。２０１４年４月，他 还 来 到 中 国，与 中 国 道

教协会的 负 责 人 会 谈。这 样 一 位 文 化 背 景 的 学

者，很容易从宗教的角度去理解 《庄子》。他为

《庄子》所 选１１幅 与 宗 教 信 仰 相 关 的 插 图，表

现出西方 学 者 对 中 国 文 化 特 色 的 一 种 理 解，颇

具代表性。①虽然于 《庄子》并非确解，但这对我

们了解西方是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从而更好地

认识自身的文化特质，倒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参照。
插图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解 释 着 文 本，很 多 时 候

又游离于 文 本 之 外，甚 至 单 独 成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表意系统，传 递 着 与 文 本 有 牵 连 又 有 别 于 文 本

的文 化 信 息。其 作 用 不 容 小 视。对 于 这 点，另

一种 《庄 子》译 本 的 摄 影 插 图 作 者 英 格 里 希

（Ｊａｎ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有明确的说明。②

《庄子》的英译本及英文论文集，封面及插

图配以中 国 古 代 绘 画 十 分 常 见，有 的 还 配 有 书

法。山水花鸟 之 外，表 现 庄 生 梦 蝶 的 图 画 也 颇

受青睐。通 过 分 析 企 鹅 书 屋 彭 马 田 主 译 的 《庄

子》英文 全 译 本 的 封 面、插 图 以 及 对 篇 名 的 翻

译，以求管中 窥 豹，了 解 西 方 接 受 中 国 文 化 的

特点及方 式，从 而 为 如 何 综 合 利 用 多 种 艺 术 形

式传播 中 国 文 化 经 典 这 一 话 题 提 供 一 点 参 考，
这才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本文作 者：文 学 博 士，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左杨

①　当然，这 和 《庄 子》本 身 的 特 点 有 关 系。中 国 本 土 亦 奉

《庄子》为道教经 典，庄 子 的 思 想，亦 与 佛 教 有 相 通 之 处。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学界多有论述。

②　英格里希说：“这些照片没有图解文本，同样地，文本也没

有起到照片题注的作用。相反，文本和图像会带您进入两条

平行的 旅 程，尽 管 二 者 偶 然 会 有 文 学 上 的 关 联。” （Ｇｉａ－Ｆ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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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雪棠：企鹅书屋 《庄子》英译本的封面、插图及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