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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因小传》中西洋器物的话语意义 

潘  红 

（福州大学 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 外国语学院） 

 

 

摘  要：器物是人为之作，在其物质功用之外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寓意。器物是一

个时代文明程度的标志物，体现生产力程度、言说一代人的审美特征、生活方式和

价值理念，因而也是一种修辞符号，指向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文化。在杨紫麟

和包天笑 1901 年合译的英国通俗小说《迦因小传》中西洋器物形成了一个醒目的系

列文学形象，连贯成一个独特的修辞话语场，参与了译本话语意义的建构。以批评

话语研究视角分析《迦因小传》对西洋器物的译介特点，阐述其亦新亦旧的思想意

识，揭示晚清文学翻译对社会意识重构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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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器物是人为之作，带有特定的实用功能，但在其物质功用之外还承载着深厚的

文化寓意，富有符号色彩。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器物是一个时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标

志物，体现生产力程度、言说一代人的审美特征和生活方式，因而也是一种修辞符

号，指向其内在的深层文化，即所展示的生活方式背后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文化。 

《迦因小传》是杨紫麟和包天笑合译的英国通俗作家赖德·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小说 Joan Haste 的下半部译本，1901 年在包天笑等苏州励学

会成员集资创办的《励学译编》第 1 至 12 期上连载，1903 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单行本。哈葛德（1903）这部小说的全译本由林纾和魏易合译（以下简称林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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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05 年 2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紫麟和包天笑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对《迦

因小传》中与中国传统道德理念相左的情节和内容删削得十分干净，但却包含了众

多介绍西洋日常生活器物的新形象，甚至还出现了刻意添加西洋器物形象的现象。

西洋器物在译本中形成了醒目的系列文学形象，连贯成一个独特的修辞话语场，参

与了译本话语意义的建构。《迦因小传》中的西洋器物形象指向话语的社会功能，揭

示出文学话语参与社会认知和社会现实建构的基本功能。本文立足于批评话语分析

的视角，通过与全译本的对照，分析杨译本对西洋器物的译介特点及其话语意义，

阐述《迦因小传》亦新亦旧的思想意识，揭示晚清文学翻译对社会意识重构的潜在

作用。 

二、风靡晚清的半部小说译本 

小说 Joan Haste（Haggard，1897）是哈葛德 1895 年出版的一部爱情小说，讲

述了一个为爱赴死的感人故事。女主人公迦因是一个孤女，从小不知生父为谁，两

岁时母亲身亡，由姨妈抚养长大。因机缘巧合她结识了贵族出生的海军上校亨利，

两人坠入情网，私定终身。亨利家族濒临破产，父母安排亨利与家拥厚资的债主女

儿结婚，以抵清家族债务。迦因知情后退出，以成全亨利的家族利益。迦因到伦敦

独自谋生，生下她与亨利的私生女，但不久女婴夭折。为彻底了断与亨利的情感纠

葛，她与土豪洛克结了婚。疯狂的洛克妒忌迦因对亨利的爱恋，设计在路上伏杀亨

利，迦因为救亨利代为饮弹，在亨利怀中死去。这部小说展现了 19 世纪末英国女性

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反抗男权压迫，以自爱和自立找回自我，实现女性作为个体

的人的价值。女性尊严、爱情婚姻自由以及女性在爱情中的独立地位和权利构成了

这部小说的主题。迦因的自我牺牲不是基于传统女性美德的屈从和自我献祭，而是

对女性在爱情婚姻中附属地位的倔强顽抗，是基于女性实现生命自由的人生理想而

作出的自主选择。 

1901 年，在上海求学的杨紫麟在旧书店偶然买到了哈葛德小说 Joan Haste 的下

半部原著。其时正在上海的包天笑听了谱兄弟杨紫驎对小说故事的讲述深受感动，

建议把它翻译出来。两人便在公园里开始翻译，杨紫驎口授，包天笑笔录。包天笑

回到苏州后合译模式发生了变化，杨紫驎在上海译出初稿，将译稿寄到苏州，由包

天笑润饰定稿。包天笑（1971：171-172）晚年在《译小说的开始》一文中追忆了他

与杨紫驎一起翻译此书的情形：“他在旧货店买到一册外国小说，读了很有兴味，他

说：‘这有点像《茶花女遗事》，不过茶花女是法国小说，这是英国小说，并且只有

下半部，要收集上半部，却无处收集，也曾到别发洋行去问过。’„„于是两人就在

公园中，一支铅笔，一张纸，他讲我写，我们当时便译了一千多字。两人觉得很有

兴趣，因此约定了明天再来。„„他在课余时间，常把他译出来的寄给我，我便加

以润饰。”《迦因小传》半部译本完稿后受到了苏州励学会同仁的一致称赞，便在《励

学译编》上连载刊出。1903 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署“译者蟠溪子、参

校者天笑生、代表者老骥氏（马仰禹）”。因杨紫驎家住苏州盘门，“盘同蟠，故别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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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溪子”（郑逸梅，1983：36）。 

杨译本删削了迦因未婚先孕生下私生女等情节，打造了一个纯洁坚贞、忍让屈

从的迦因形象，受到当时读者的热捧。这半部译本也深深打动了其时已译介了两部

哈葛德小说的林纾
①
。1904 年，林纾与魏易合作译出了这部小说的足本，在女主角

名字中的“因”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以示译本区别
②
，1905 年 2 月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林译《迦茵小传》如数保留了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等全部情节，被守旧的文人

斥为道德沦丧的淫书。两部译本引发的激烈道德争议成为晚清文坛上的著名公案，

充分展现了中西思想意识冲突、晚清读者对西方道德伦理的排斥和认知特点。但本

文的重点并非探讨这一公案，而是通过与林译本的对照，聚焦于杨译本对西洋日常

生活器物形象的译介特点，以文化透视的方式揭示译本中的西洋器物形象与译本话

语指向的关系。 

三、对社会文化经验的重组 

词汇是文化构成最基本的成分。在特定历史节点上，一个时代的新概念、新思

想是由新词汇、新形象所建构的，形象以其具象性展现出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杨

译本通过众多的新词汇和新形象引入西方现代观念，体现了晚清翻译文本不同程度

的新旧杂陈。译本中丰富的西方形象昭示了晚清社会转型期新的价值理念和取向，

冲击着晚清读者的现代感受。 

表 1  杨译本与林译本中的西洋器物形象对比 

序号 英文原著 杨译本 林译本 

1 dropped it into the post-box（215） 出投邮筒（2） 付诸邮者（134） 

2 note-paper（276） 新闻纸（43） 素纸（168） 

3 ink-stand（215） 墨水瓶（3） 墨盒（134） 

4 pull the bell（242） 扯门铃（17） 以手挽其铃（150） 

5 the gas was burning（276） 煤气灯光（43，56 等） 灯光（168） 

6 hansom（267） 亨斯美车（36） 车（163） 

 

杨译本用新词译介西洋器物，展示西洋日常生活的细节，让晚清读者感受到了

一个不同于本土的生活场景，推进了读者对异域文化的认知和对西方现代生活的感

受，这对晚清社会文化经验的重组和思想意识的转型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现

代性表明的远远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思想转型，而是整个生活方式或生活世界的转型，

它涉及的不仅有思想或认识，而且有更为基本的日程生活方式、价值规范、心理模

式和审美表现等。这些因素又是与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包括器物需要密切相关的，

而正是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人对现代生存境遇的切身体验——现代性体验。这种现

代性体验是任何现代性思想得以发生的更基本的地面，如果没有对于现代性生活的

活生生的体验，何来现代性思想？”（王一川，2011：2）下面通过与林译《迦茵小

传》的对照，分析杨译本中主要西洋器物形象及其话语意义，以管窥译本中器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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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建构的生活场景及其背后的生活哲学，照见人与物、物与文化、文化与社会、

社会与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 

在例 1 中杨译本保留了原著中的邮筒形象。邮筒的发源地是英国，19 世纪中期，

西方现代邮政体系成熟，邮筒成为现代通讯的标记。中国至 1896 年开办大清邮政官

局，结束了中国的邮驿时代，此后逐步在各大城市设立邮筒。至杨译《迦因小传》

出版的 1901 年，邮筒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标示着一种新的通

信方式和理念。而林译本中的“邮者”一词所展现的依然是传统的邮驿概念。 

例 2 中的 note-paper 实际上是指便签纸，杨译“新闻纸”不应该简单地解读为

误译。晚清书写用纸一般为与毛笔砚墨搭配的宣纸，而新闻纸是指以机械木浆或化

学木浆为原料生产的纸张，吸墨性能好，为报刊印刷用纸，不宜用于普通书写。在

新闻报刊刚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晚清，“新闻纸”是一个富含现代意义的时尚词。杨译

本用“新闻纸”来传译写字用的纸张虽然不当，但引入的却是一种全新的西洋书写

方式和现代通信方式。而林译“素纸”则指白纸，汉语中“素”的原义为用作写字

的丝绸或纸张，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的书写习惯。一页小小的纸张背后实际上表征了

西方和中国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特点。 

而西方的 ink-stand 不只是指墨水瓶，而是包含了墨水池（inkwell）、笔、拭笔

布等一整套书写用具的笔具台。杨译“墨水瓶”虽然有欠精准，但依然传达出了西

方书写器具的现代意义，其内涵不同于林译“墨盒”所指代的中国毛笔书写传统。 

两个不同译本对例 4 中的 pull the bell 译法也值得关注。传统中国只有大户人家

才在大门上装有门环，来客可用门环扣击环下的门钉来叫门。杨译“扯门铃”蕴含

了不同于中国传统习俗的西方风尚，较之林译“以手挽其铃”更富有西方和现代

色彩。 

据记载，1865 年，煤气灯开始出现在上海街头，到 1880 年左右在上海的酒楼、

茶肆、戏馆、大型商铺等公共场所已较为普及，但普通家庭照明靠的仍然是蜡烛和

油灯（李长莉，2002：74）。煤气灯在 20 世纪初的民众眼中仍然是西洋的奇巧制器。

例 5 中杨译“煤气灯光”呼应了译本中其他的西洋器物形象，赋予读者对西方现代

科技带来的新的生活想象。而林译“灯光”则消减了原文中煤气灯的现代指向。 

例 6 中的 hansom 指一马二轮的有盖双座小马车，杨译音义结合，让读者更感

受到了这一独特的西洋交通工具，尤其是在晚清以人力车为主要城市交通工具的时

代，具有一种潜在的对比和人伦启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尚勤弃巧”的道德理念

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对西洋器物的传译方面，与林译本相比，杨译本展现出了更为现代和积极主

动的形象传译。自五口通商以来，西方商品逐渐进入中国市场，晚清民众对西洋器

物的认知从更早时期的“奇技淫巧”开始转向新的体认。杨译《迦因小传》对贴近

生活的西方现代器物形象的译介不仅赋予译本异域文化的元素，更重要的是从生活

体验层面引导了一代读者的西方想象，让读者通过文本体验了西方现代化的生存方



《迦因小传》中西洋器物的话语意义 

 

91 

式。西洋器物形象作为一种符号表征的是西方文化和社会意识，因为“文化总是体

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

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

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

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

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

看来，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斯特里纳蒂，

2014：i-ii） 

四、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憧憬 

杨译《迦因小传》不仅对原著中展现西方日常生活的一些器物形象给予了直接

传译，而且还出现了刻意添加的现象，译本中无中生有的西洋器物形象是一个值得

推敲的细节。 

表 2  杨译本中添加的西洋器物形象 

序号 英文原著 杨译本 林译本 

1 there is water in the jug（250） 
旋自来水管注水于盆洗手

（24） 
此细节删减未译 

2 
the box…shut it down, thrust it under the 

bed（215） 

至箱口扃闭加键安藏牀

下„„故不得不加密焉（3） 

木篋„„置之床下

（134） 

3 a pair of spectacles（246） 钢丝凸光眼镜（21，63 等） 眼镜 

4 gold spectacles（350） 金丝眼镜（91） 挂金丝眼镜（211） 

5 double-barreled gun（417） 来福枪（122） 枪（247） 

6 
the coffee and cigarettes had been 

brought in （235） 

侍者进咖啡雪茄（15） 

饮咖啡或吸雪茄（16） 
 

 

在例 1 中原文只是陈述房间里备有装满水的水罐，杨译“旋自来水管注水于盆

洗手”完全为译者所添加，刻意译介了西方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并增加了原文中没

有的洗手行为，现代卫生观念凸显。中国的第一个自来水厂于 1879 年由清政府在大

连创建。1882 年，英商自来水公司在上海租界里铺设了自来水管道，开始供应自来

水（李长莉，2002：87）。但自来水开始在城市普及已是 20 世纪 20 年代。杨译文对

西方生活方式与新的卫生理念作了着力的译介。 

杨译本对例 2 的处理意味深长。迦因独自离家前整理行囊，将自己的衣物和个

人物品，含亨利赠送的书籍等放入木箱之中，因担心被姨妈发现，她将箱子藏到了

床下。杨译本不仅添加了原文中没有的“加键”一词，赋予箱子按键闭合的现代化

设计，而且以“加密”一词引入了个人隐私、私密等西方观念。而林译“木篋”传

达的依然是古老的中式器物概念。 

眼镜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眼镜作为光学器物于明代中后期由欧洲传教士传入中

国。哈葛德的英文原著只笼统提及眼镜，如例 3 和 4，林译本对此未作添加，但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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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却显然以过度传译的方法，添加了“凸光”一词。凸光眼镜指凸透镜，即老花

镜，因小说中的戴眼镜者为年长的房东太太。此译倒也符合人物身份，但译文似含

刻意普及科技知识的意图。 

例 5 中杨译本用“来福枪”来对译原文中的 double-barreled gun 是一个值得推

敲的细节。来福枪为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军队的正式武装配备，为当时西方先进军械

的代表。哈葛德原著中并未出现所谓的来福枪（ rifle），只出现了双筒枪

（double-barreled gun）。双筒枪是一种猎枪，在 19 世纪的英国，贵族或富有家庭以

狩猎为乐，家庭中普遍备有双筒猎枪，但法律不允许配备军队专用武器来福枪。小

说中迦因丈夫出于嫉妒枪杀亨利用的是双筒猎枪。杨译“来福枪”不能完全排除误

译的可能，但根据译本中不断出现的西方器物形象，也有可能是刻意译介西方最新

科技产品。 

例 6 中原文仅出现一次的咖啡与香烟在杨译本中却出现了两次，体现出译者对

咖啡和香烟这一西洋饮品和烟草制品的关注。器物是一种媒介，反映文化理念、价

值体系和制度文化。晚清社会所看到的西洋器物是西方现代技术的成就，是强大的

西方世界的象征，是炮舰背后的另一个世界。《迦因小传》中富有现代色彩的西洋器

物，如自来水管、带按键的箱子、来福枪等形象，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个西方生活的

生动场景，成为一种符号化了的心理意象，展现了晚清这一历史瞬间现代启蒙和西

方生活想象的一个片段。探讨译本中的器物形象及其意义对于解读晚清的现代性认

知十分重要。“以往的关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常常只是触及现代性的思想层

面，而忽略体验层面；而在涉及思想层面时，又仅仅触及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言论和

活动，而很少论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致人们在谈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

性进程时，似乎那段历史就只是由林则徐、魏源、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等精英人物书写成的，但却忘掉了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事实：中国的现代性转型

首先和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尤其是普通中国民众的生存境遇的转型，即是他们对中

国人在现代世界的地位的新体验。”（王一川，2001：31） 

“从话语的视角看翻译过程，译者将原文本译成目的文本的过程就不是一个简单

的两种语言间语码的转换过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译者通过和谐处理彼此关系使作

者和读者满意的过程；相反，这是一个译者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田海龙，2017：

62）费尔克劳将话语界定为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1992），认为话语是社会行

动的一种形式，话语能够逐渐引导人们改变意识，从而引发不同的行为（Fairclough 

& Wodak，1997：279-280）。译者对译本词汇、结构、修辞手段等所作的选择并非

偶然，而是有着明确的话语目的。《迦因小传》中的西洋器物形象以一种特殊的话语

方式为晚清读者提供了间接的西方日常生活体验，使一代读者以新的感悟质疑固有

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建构起晚清民众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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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中国的现代性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确立了以进步为指向的社会文化的线性发

展图式，二是确立了以西方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典范的坐标。追求现

代性成为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主流。”（杨联芬，2003：11）中国探寻现代性

的征途是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开始的，晚清中国对西方的最初体验由西方坚船利

炮的硝烟裹挟而至，西方具备了不言而喻的进步性和现代性，而传承几千年的古国

文明在西方强者入侵战争的硝烟中，在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备受质疑和挑战，

封闭的封建文化开始动摇，新与旧、先进与保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成为

一代爱国人士思索、探求的核心问题。 

晚清对西方的认知既有饱受欺凌后的切肤之痛，也有对西方现代制度、思想观

念的憧憬，更有对西方现代生活设施便捷舒适的向往。西洋器物是新知识、新技术

和新生活的载体，标志着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蕴含了西方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

为晚清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想象和新的文化场景。正如王一川（2001：31-32）

所说：“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体现出一种奇特而又必然的历史辩证法。一方面，现代

性是以外来侵略的强暴方式压抑中国人；另一方面，它同时又以西方器物的输入和

使用打动中国人，即以新奇而丰富的物质性诱惑的魅力方式，给予中国民众以混合

着痛楚的甜蜜的召唤。„„这种强暴是令人痛苦的，这种痛苦性在于，现代性是以

中国的战败和中国古典文化的衰亡为标志的，这在长期习惯于‘中国中心’和‘中

优外劣’的中国人心里当然会激发深切哀痛和捍卫心理；而这种诱惑又是甜蜜的，

这种甜蜜性在于，现代性毕竟与新奇的西方‘洋货’等器物联系在一起，向中国人

昭示这先进、幸福和美好的新生活。它怎能不在中国人内心深层激起巨大的情感波

澜？” 

物是人的标志，承载了人类生活的内涵：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思想观念和价

值体系。现代性对于晚清中国的最初敞开源自西方枪炮下的屈辱，西洋小说的译介、

新闻报刊等新的媒体传播展示了西方社强者的强大权力。在晚清这一社会转型期翻

译承担着传输现代观念，重组社会文化经验，更新中国传统世界秩序观念的重任。

杨译《迦因小传》呈示的西洋器物已远远超越了器物本身的功用和内涵，它们既铭

刻着西方的权势，表征着西方物质文明背后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又以先进性冲

击着一代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语篇参与社会实践、再现社会事实和构建社会关系的三个社会功能与其实施这

些功能的社会语境不可分离。”（田海龙，2009：127）观念源自生活，杨译本中的西

洋器物形象对重组晚清社会文化经验有着潜在的启蒙和引领作用。晚清翻译小说的

现代性引领正是体现在译本话语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追慕与想象之中，使译本成为承

载美好理想的一种形式。而与洋枪洋炮相比，西方现代器物以润物细无声的和风细

雨作用于晚清社会，逐步改变人们的生活，直至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正是来自西

方的商品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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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当它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旧与新，中与西，于是乎难分

难割。”（陈旭麓，1992：217-218） 

 

注释： 

① 林纾（1980：3）指出：“特哈书精美无伦，不忍听其沦没，遂以七旬之力，译成都十三万二

千言，于蟠溪子原译，一字未敢轻犯，示不掠美也。”林纾所谓“以七旬之力”是指耗时 70

多天完成译作的意思（按古代天干纪日，每十日称作一旬）。 

② 包天笑（1971：172）晚年在回忆录中也对此作了记载：“后来林琴南觅得了这书的全部，在

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为《迦茵小传》，只于我们所译的书名上的‘迦因’二字，改为‘迦茵’，

并特地写信给我们致意，好像是来打一招呼，为的是我们的《迦因小传》，已在上海文明书局，

出了单行本了。当时我们还不知原书著者是谁，承林先生告知：原著者为英人哈葛得，曾印

有全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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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m due to its intraspecific or interspecific group living for increasing the 

competitive capacities to out-compete other discourses. Some of the prisoner‟s expletive 

discourses are competitive and popular enough to have been or will be adopted by the 

official discourse as mainstream discourses.  

Key words: ecology of language; niche; group living; prisoner discourse; expletive 

discourse; marginal property 

 

A Complexity Study of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Clause Complex: A Comparison of 

the Difficulty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Simplified Version of Alice’s Adventures 

WU Ya-fei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sentence is determined by the vocabulary, sentence 

structur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uses and so 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alliday‟s functional grammar,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original version and Stuart‟s 

simplified vers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mainly to contribute to 

the sentence complexity, i.e. the frequency of high density, the percentage of 

multivariantstructure, and the usage of the multilayer multivariant structure.  

Key words: clause; clause complex; complexity; interdependency relationship; logical 

relationship 

 

Discursive Meanings of Western Artifact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oan Haste 

by Yang Zilin and BaoTianxiao 

PAN Hong 

Abstract: Artifacts are man-made objects that bear cultural significance besides their 

practical functions, represent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are the measurement of the level of 

productivity, manifestation of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an age, ways of life and 

social values. As a kind of rhetorical symbol, artifacts manifest value system and system 

culture.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aggard‟s novel Joan Haste by Yang Zilin and 

BaoTianxiao in 1901, western artifacts form a series of literary imag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ursive meanings of th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ern artifact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shaping power of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artifact culture; western artifacts; Joan Haste; discursive meaning; social 

construction 

 

Animal Trauma and Becoming Animal: On Anti-anthropocene Narrative in The 

White Bone 

MENG Qing-fen & JIANG Li-fu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anthropocene discloses the absurdity of human 

exceptionism and the devastating consequence of anthropocentrism. The White Bone by 

Barbara Gowdy narr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phants to subvert the anthropocentric 

discourse and construct a new species relation. Based on the trans-species psychology 

proposed by Gay Bradshaw and the concept “becoming” by Deleuze and Guttari,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ecoming” pervades the story, and it is not only the content of the 

story, but also a strategy of anti-anthropocene narrative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