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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很多思想堪称哲学的源头活水，两千多年来在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等领域焕发着持久的生机与活力。柏
拉图写了许多著作，并被完整保留下来。从19世纪开始，德语世界、英语世界、法语世界等着手系统整理柏拉图的古希腊文原著，并将之译为

相应的现代语言，出版了大量的单行本和全集本，至今不衰。目前世界上已经出版了《柏拉图全集》古希腊文-拉丁文、古希腊文-德文、古希腊文-英文、
古希腊文-法文等对照本。

在中文世界，早在清末民国初年，中国学人就尝试译介柏拉图的作品和思想。1912年，张东荪、张师竹译《柏拉图对话六种》为其开端，迄今已历百
余年。商务印书馆1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除已规划出版千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外，更是组织翻译出版了不少伟大
思想家的全集，形成了“大师文集”系列。作为汉译世界名著翻译出版的奠基者，商务印书馆一直心系柏拉图作品的翻译，陆续出版了由吴献书、张师竹、
陈康、严群、王太庆、郭斌和、张竹明等学者翻译的十多种柏拉图作品。近20年来，汉语学界对柏拉图的研究兴趣和热情有增无减，无论是从语文学上，
还是从思想理解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川大教授凭一己之力翻译《柏拉图全集》
总共37卷，5年已翻译20卷

一个哲学教授的十年计划
翻译37卷本《柏拉图全集》

2018年8月，四川大学哲学系熊林

（又名溥林）教授计划花十年时间，以权

威精校古希腊文本（牛津古典本）为底

本，重新翻译《柏拉图全集》。他的提议

得到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热烈回应和

大力支持。丛书的出版计划于当年正

式启动，并采用希腊语-汉语对照的方

式出版，既兼顾读者的阅读需求，又为

古希腊语的学习研究者提供便利。

5年间，熊林教授以高效率的工作

状态，不断译出新稿。截至目前，37卷

本《希汉对照柏拉图全集》已经完成翻

译20卷，出版15卷。读者最关注和喜

爱的《理想国》等5卷正在出版流程中，

将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与读者见面。

就在前不久举行的2023天府书展上，

该丛书译者熊林与丛书责编、商务印书馆

编辑李学梅，围绕《希汉对照柏拉图全集》

的翻译与出版展开对谈。

在对谈会上，熊林教授介绍了丛书

翻译和出版的初衷和过程。他给自己

确定的翻译原则是在坚持“信”的基础

上再兼及“达”和“雅”，因而这套丛书采

用了直译的形式，在推敲原文的基础

上，尽量给出最直白、精准的翻译。译

本增加了不少注释，是对原文的语句分

析或语义辨析，通过这些注释，读者可

以注意到中希文的差异，并能捕捉到原

文表达的一些细节。除了这些注释，译

本还提供了中文与希腊语、拉丁语、德

语、英语的术语对照表，多语种对照表

主要是想照顾到读者深入地理解原文

以及概念分析的需要，同时也是由中文

世界看向其他语言世界的一个窗口。

考虑到柏拉图的大众读者较多，等
全集的“古希腊文-中文”对照本将来出

齐之后，商务印书馆还会另外出一个纯
中文版，方便大众读者阅读。“目前正在
做的对照本，主要还是为了便于学者进
行专业研究使用。”熊林在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翻译《柏拉图全集》是一次艰苦跋
涉的精神之旅，但也有不被外人所知的
快乐。让熊林教授乐在其中的，除了把
原文翻译成中文之外，就是他还写了大
量的注释。“比如接下来要出版的《理想
国》，翻译成中文，全文不到30万字，但
光注释就有50多万字。这些注释的内
容，一些是文史方面的，一些是表达对
原文的理解、想法，还有一些则是完全
服务于翻译，比如告诉读者，这里为什
么要这么翻译。因为注释其实就代表
了我对某些东西的理解。”

翻译是深度哲学思考过程
是高度“创作型”的工作

优秀的翻译首先是建立在对原文

意思的准确理解基础之上。尤其是像

《柏拉图全集》这样的哲学原著作品，如

果仅仅只是字面上看懂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译者有足够的哲学素养。

对于柏拉图的翻译也是如此。“对

我们做西方哲学研究的人来说，阅读柏

拉图的作品肯定不止一遍，有的作品比

如像《理想国》我都读过好多遍了。但

是有一些地方，你只有随着自己的理解

和翻译，才会发现和以前理解不一样。”

熊林说。

柏拉图思想深邃，对之进行准确理

解和翻译，殊为不易。翻译的过程也是

深度哲学思考的过程，是一个高度“创

作型”的工作。

在熊林教授的办公室，记者看到，

同时有两台大屏幕电脑处于打开状

态，认真翻译《柏拉图全集》的熊林教

授，会阅读参考不同的译本，此外，室

内书架上有多个语种的柏拉图全集。

“要翻译得更精准，光看希腊文原文是

不够的。还要参考、利用过去两百多

年来全世界多个语种对柏拉图作品的

翻译、研究精品成果。要反复研读，学

习别的语种对柏拉图翻译的精髓。每

一种翻译其实都是对原文的一种理解

角度。别人的翻译，可以帮助自己对

原文意思有较为全面丰富的理解。我

需要进行深度辨别、抉择、对比、调整；

当然，它们都仅服务于译者对希腊原

文的理解。”

熊林教授说，目前他的工作进展速度

比较慢，“每天专注工作七八个小时，翻译

出来的原文平均下来也不到一千字。”但

他不着急，“日积月累，收获也不小。”

他事先就跟出版社商量好，“不能

催我，让我认真地一点一点翻译，而且

要允许我一个人做完这件事。因为一

个人独立做下来，可以保证对原文的理

解以及译文风格相对统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商务印书馆供图

散文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源远流长、

底蕴丰厚。从先秦诸子思想哲学散文

到《史记》这种叙事体散文，再到《赤壁

赋》《后赤壁赋》这样文采飞扬的千古绝

唱，完成了散文文学系统话语的构建，

是中国文学的根脉正宗。懂得欣赏散

文，是纯正文学品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日闭幕的2023天府书展期间，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新书《中国散

文的24种格调》就是一本帮助读者更好

欣赏散文的好书。该书作者是中山大

学文学博士、广东第二师范大学写作教

研室主任杨昊鸥。他有着丰富的教学

经验和文学创作经验。十年前，杨昊鸥

曾在校园内开设一门公选课“中国古代

散文名篇导读”，深受学生欢迎。这些

讲课内容后由暨南大学出版社整理出

版，被多所高校选为通识课教材。

2023年，杨昊鸥将这本通识教材进

行修订增补，在逻辑上形成中国散文从

古到今的发展史——这就是《中国散文

的24种格调》。在书中可以看到，杨昊

鸥借鉴《二十四诗品》的思路，按照中国

散文发展进程，从近三千年的中国散文历

史中选取24个专题，以点带面地向读者

呈现中国散文的精神内核与技法精要，

发掘中国散文背后所蕴含的中国历史文

化精神。

书中内容涉及先秦经部文献、先秦

子书、汉代史籍、唐宋古文、明清小品

文、桐城派古文、现当代散文等中国历

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其勾勒

发展线索，并以通俗轻快的方式，独立

地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鉴赏解

析。书中既有专业的赏评，也有个人化

的理解，既适合想要提高应试得分能

力、提高散文写作能力的读者，也适合

所有热爱文学、热爱中国文化的读者。

在天府书展上，杨昊鸥围绕《中国散

文的24种格调》，与现场读者分享如何鉴

赏古今散文名篇，提高语文素养。他首

先提到，要读懂散文，就要学会分析作者

的言外之意。对文言文，要充分理解文

章背后的传统文化知识。比如《曹刿论

战》，了解到齐鲁之战为举国之战，鲁国

打输了仗很可能会被灭国，才容易理解

鲁庄公决策之心理压力。再比如陶渊明

的《归去来兮辞》，了解了他的家世，知道

他的家庭背景不同一般，才能理解他为

什么会那么决绝地去辞官。对现当代散

文，杨昊鸥则以鲁迅的《秋夜》、张爱玲的

《弟弟》为例，从写作者的角度，条分缕析

其写作技巧。内容看似专业、庞杂，但在

《中国散文的24种格调》中，作者都作了提

炼整理，条理非常清晰，读者一读就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祖木热提

梳理近三千年中国散文史 让你读懂文学根脉正宗

《中国散文的24种格调》
出版方供图

熊林在2023天府书展上做分享。 熊林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已出版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