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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在中西日文化互动中流转!

!

!

杨玉荣

摘
!

要%'道德(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中西方伦理学以'道德(为基本研究对象#双方的

概念也大同小异$以'道德(对译西方
G,&;6

!

2

"或
G,&;6%+

3

跨越
E""

多年的时空#于中西

日文化互动间#迁徙流转#终告玉成$

关键词%道德-

G,&;6

-

G,&;6%+

3

-文化互动

'道德(作为伦理学的中心概念#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已出现$探讨这一概念的历史演

化轨迹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动因#对于深入认识这一概念本身#研究中国古代伦理向

近代伦理的转型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中西'道德(语源及其初相遇

'道德(一词首见于)荀子.劝学篇*%'放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中国

传统伦理中的'道德(意蕴是相当丰富的#主要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共同行为规

范#也指人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或善恶评价等$如)韩非子.五蠹*%'上古竞于道德#中

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指道德品质-)礼记.大学*%'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则指善恶

评价的标准$

G,&;6

和
G,&;6%+

3

均起源于拉丁文
G,2

!复数
G,&)2

"#本义指风尚,习俗,性格,品性#

后来被引申为道德规范,道德原则,行为品质,善恶评价等含义$在现代伦理学中#

G,&;6

!

2

"和
G,&;6%+

3

虽都译为'道德(#但仍略有差异$前者的范围更宽泛全面#可指所有的道

德行为或品行等#而后者则主要指美德或良好行为的标准$

在西方#英语
)+>%=2

和
G,&;6

也是同义词$

)+>%=2

来源于希腊语
*+

,

-

2

#本义是风俗,

习惯,品性和气质的意思$公元前
E

世纪#亚里士多德创造了
*+

,

./*

一词来指称'伦理

学(#且把
*+

,

./*

视为
*+

,

-

2

的产物$英文
)+>%=2

即由此而来$这些词进入古罗马后#又

转换成不同词汇%

G,2

!复数
G,&)2

"表风俗-

G,&;6%;

表道德,伦理等$

)+>%=2

和
G,&;6

也

有差别#

+̀>%=2

是指
G,&;62=%)*=)

或
G,&;6

L

>%6,2,

L

>

3

#即关于道德的学问#所以在现代

伦理学中#

)+>%=2

对应'伦理学(#

G,&;6

!

2

"或
G,&;6%+

3

对应'道德($

东西'道德(相遇#可追溯到明末$当时入华传教士艾儒略的)西学凡*就以'道德(指

称西方的
G,&;62

或
G,&;6%+

3

#以'五伦(指称
)+>%=2

$'法学操内外生死之权#即国王治世

之公典$乃天命之声也#国家之筋也#道德之甲也#五伦之纽也$(

"但是#这种译法并未传

承下来$在晚清入华的新教传教士那里又出现了别的译法$

!

"

谨以此文献给冯天瑜教授七十周年诞辰$

艾儒略%)西学凡*#载 李之藻%)天学初函*#台湾学生书局
#-./

年#第
E7

页$



杨玉荣%'道德(%在中西日文化互动中流转

#/!!

年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编写的)华英字典*中#无
G,&;6

词条-

G,&;62

也没有具体的译名#只有

一段英文解释#'

G,&;62;&)=,GG,*6

3

%*&)4)&)*=)+,+>)>;

LL

%*)22,41%&+B)

#

;*CG%2)&

3

,41%=)

(

!

!

G,&;62

主要是关于幸福美德和苦难恶行的一些东西"$

G,&;6%+

3

则被译为'修身(,'行善之道(

"

$

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英汉字典*!

#/E.

年"中#

G,&;6

被译为'良,善(#

G,&;6%+

3

则译为'整风修

行的箴规,善德,行善之道(

#

$

#/DD

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在香港出版)英华字典*#在这本字典中#

G,&;6

被译为'正经,纯正,贤,

善,良,纯善,纯良,愿,懿(#

G,&;6%+

3

译作'五常,五伦-行善之道,正经之道($罗氏继承了马礼逊和麦

都思'行善之道(的译名#又为它增添了'五常(,'五伦(这些在明末
)+>%=2

的译名$字典中还出现了

G,&;6

L

>%6,2,

L

>

3

#译为'五常之理,五常总论($

在
#/.!

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卷一"中#

G,&;6

被译为'修行(#

G,&;62

译为'德

行,善德(#

G,&;6%+

3

则被译为'德,善道,善德(

$

#

)+>%=2

被译为'修行之道(

%

$

总体说来#

#-

世纪传教士的译法虽略有差异#但
G,&;6

译名基本被定为'良,善(之类的美好品德#

G,

Y

&;6%+

3

则被译为'行善之道,善德(#既指美好的德性#又指行善的方式#与明末清初'道德(的译法迥然不同$

近代
G,&;6

!

2

"或
G,&;6%+

3

与'道德(对译的过程#是在日本完成的$

二,译名'道德(在日本的确立

日本也不是一开始就把
G,&;6

!

2

",

G,&;6%+

3

等词译为'道德($在明治初年的主要词典)英和对译袖

珍辞书*中#

G,&;6

被译为'礼式,式,作法9教(#

G,&;62

被译为'礼仪,百行(#

G,&;6%+

3

则是'行仪正:;

<,式,作法9教(

&

$

#/.O

#年山本义俊译述
R&;*=%2P;

3

6;*C

的)泰西修身论.凡例*述道%

此书原名
6̀)G)*+,4<,&;6a=%)*=)

#即修身学问之义也$

'

显然#'修身(也是
G,&;6

的一个汉译名$但山本对此很不满意#他说%

G,&;6

之语#汉有心学,正经,端正,善良,劝善等数译#然皆不能尽其义#故今暂假心学之

字而填之$盖心学者#犹谓人之所为#当为人之所当为,人固不可不为$

)

由于
)+>%=2

和
G,&;6

同义#所以明治初期的一些学者常把二者视为一物#如
#/."

年西周在)百学连

环*讲义中曰%

)+>%=2

!名教学 中略"英之
B2;

N

)

!风俗"也$罗甸语又谓
G,&;6

L

>%6,2,

L

>

3

!名教学"$

G,&;6

之语为自
G,2

之字生者#即英之
=B2+,G

!风俗"也$虽有此二名#皆为同一意义$

0

但
#/..

年西周在)译利学说*中将二者在名的层面上予以区分%

所谓道德之学有二%一曰谟罗尔!

G,&;6

"#本篇中译道学,人道,道德之论等是也-一曰埃智

哿!

)+>%=

"#本篇中译彝伦学$

123

一些学者继承了西周的译法#进一步厘清'伦理(和'道德(的区别$如
#///

年文部省刊行的)伦理

书.凡例*%

道德之于伦理#关系虽密#但其间自有原理与法则之区别$伦理为原理#道德为法则$

以'伦理(为体#'道德(为用的体用之别#将二者区分开来$

.

7E

.

!

"

#

$

%

&

'

)

0

123

马礼逊%)华英字典*#澳门
#/!!

年#第
!/7

页$

马礼逊%)华英字典*#第
!/7

页$

麦都思%)英汉字典*#上海
#/E.

年#第
D.

页$

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卷一#福州
#/.!

年#第
O#E

(

O#7

页$

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卷一#第
#."

页$

堀达之助%)英和对译袖珍辞书*#藏田屋清右门卫#

#/D-

年#第
!D.

页$

山本义俊%)泰西修身论*卷一#!出版者不明"

#/.O

年#凡例第
#

页$

山本义俊%)泰西修身论*卷一#!出版者不明"

#/.O

年#第
.

(

/

页$

西周%)百学连环*#载大久保利谦%)西周全集*第四卷#宗高书房
#-/#

年#第
#7-

页$

'彝伦学(后被
#//#

年和田垣谦三等编的)哲学字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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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译名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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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永金三郎在)通俗学术演说*!

#/-"

年"中对二者进行了更为透彻的辨析%

此
G,&;6

之语#本自罗甸语
G,&)2

传讹而来#有道德,容仪等意味#加之
L

>%6,2,

L

>

3

即哲

学,

2=%)*=)

即科学等文字#成为
)+>%=2

之代用语#此似无疑#但其实决非可混用$盖道德与伦

理#虽其关系极密#但其间自有原理与法则之区别$伦理为原理-道德不过为其法则而已$!中

略"故为使初学者为其区别所迷#予今以
)+>%=2

为伦理学#以
<,&;6A>%6,2,

L

>

3

为道德学$

!

至此#

G,&;6

由于具有道德法则,行为规范的含义被命名为'道德(的译名在日本正式确立下来$但

)+>%=2

和
G,&;6

是否有区别#'伦理学(和'道德学(是否两回事& 学者有着不同见解$西村茂树在)修身

教科书说.附言*阐释道%

G,&;6

与
)+>%=2

同义#并无轻重之别#唯
G,&;6

出自拉丁语#

)+>%=2

出自希腊语#遂成二

语$

"

#//!

年西村茂树翻译美国
?B99;&CP%*26,K

所著
<,&;6A>%6,2,

L

>

3

时#将
G,&;6

译为'道德(#

G,&;6

L

>%6,2,

L

>

3

译为'道德学(#全书被译为)殷斯娄道德学*$而同时期的中村清彦却将
G,&;6

L

>%

Y

6,2,

L

>

3

译为'伦理学(#该书名译为)珂氏伦理学*!

#//O

年"$一书两译名的现象正说明了'道德学(和

'伦理学(互用的状况$

虽然日本学者对于'伦理学(和'道德学(是否同义存在不同看法#但以'伦理学(对译
)+>%=2

#以'道

德学(对译
G,&;6

L

>%6,2,

L

>

3

0

G,&;62=%)*=)

的格局#却在
#-

世纪末的日本基本确定下来#

$不过#其

间也发生了'道德(与'道义(同台竞技的插曲$有的学者把
G,&;6

!

2

",

G,&;6%+

3

等词汇厘定为'道义($

#//#

年和田垣谦三等编的)哲学字汇*中%

G,&;6%+

3

行状,道义
!

G,&;6

L

>%6,2,

L

>

3

道义学
!

G,&;62=%)*=)

同上$

#//E

年由井上哲次郎等增补的)哲学字汇*仍沿用了
#//#

年版的名称$

#-#!

年井上再次修订了

)哲学字汇*#出现了单独的
G,&;6

译名#也为
G,&;6%+

3

增添了译名%

G,&;6

道德的,伦理的
!

G,&;6%+

3

行状,品行,道义,伦理,道德%

井上在
#-#!

年版的)哲学字汇*中将
G,&;6

译为'道德的,伦理的(#而且在
G,&;6%+

3

词条中特地增

加了译名'伦理,道德($这表明了他对
G,&;6

及相关词汇译名态度的变化%不是固守'道义(一名#而是

逐步向'道德(转变$当时学术潮流之所趋#由此可见一斑$

三,日译'道德(之入华

甲午战后#尤其是清末'新政(前后#中国人一度将日本作为西学的中转站#经日本加工改造过的西

方伦理学输入中国#

G,&;6

!

2

"或
G,&;6%+

3

的日制译名'道德(也随之来华$

蔡元培在
#-"#

年的)学堂教科论*中介绍了许多西学科目#并申明所举'学目('或采译语#或用日本

人所定(

&

$其中#以'伦理学(对应
)+>%=2

#以'道德学(对应
G,&;6

L

>%6,2,

L

>

3

或
G,&;62=%)*=)

$

#-"!

年
#!

月上海作新社翻译,印行的)加藤弘之讲演集*第二册中#有)东西道德之相异*和)外交

道德*两文$)东西道德之相异*有云%

凡道德云者#决非一二圣贤,一二英杰所能任取一帜#而风靡天下者也$若耶稣#若释迦#若

孔孟#皆各在其国#称为道德之元祖#然其立此道德者#非任意倡之#皆应其国民之性情,风俗,习

惯而自生者也$是此圣贤,英杰者#不过因其性情,风俗,习惯#作为程式#以整理之而已$

'

此处的'道德(一词#显然是历经古今演绎,东西交会之后衍生出来,在日本确定下来的新名$

.

DE

.

!

"

#

$

%

&

'

须永金三郎%)通俗学术演说*#博文馆
#/-"

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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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思文阁
#-.D

年#第
7E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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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期$

和田垣谦三等%)哲学字汇*#东京大学三学部
#//#

年#第
DD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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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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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中华书局
#-/E

年#第
#E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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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S#-"O

年翻译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伦理学*及英国西季威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时也

使用了'道德($在)伦理学*中#王氏直接把日文汉字'道
!

(译为'道德($在)西洋伦理学史要*中#王氏

多次把
G,&;6

译为'道德(#偶尔也把
[%&+B)

译为'道德(#如
,&C%*;&

3

1%&+B)

他译为'通常之道德(#但

1%&+B)

有时又译作'德性(#如
=%1%=1%&+B)

被译作'人民德性(

!

$

服部宇之吉曾在
#-"!S#-"-

年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任教期间#他编写了)伦理学教科

书*$在)序论*中#他介绍伦理学的'何谓达人生究竟目的(时说%

达人生究竟目的中#又有二义%或谓即完全道德-或谓即人生最大幸福$

这里的'完全道德(应为西方伦理术语
4B66G,&;6

的译文$书中对于'道德品性(的解释为%

道德品性非他#即吾性中所有之知识,情操,意志之与道德合一者是也$

"

#-"7

年#)伦理学*!师范教科丛编第三种"一书问世$该书由日本东京的秀英舍印刷#湖北学务处

发行#原为日本法贵庆次郎讲义#留日生胡庸诰,路黎元,吴赐宝,范鸿准合编$其第一章第三节'伦理学

之领域(有云%

何为领域& 伦理学所究之范围也$范围无限#显象亦无限$择数种纳于伦理学领域之中#

特依道德为根本$如一显象中有是非邪正之不同#吾人一一分明#以定从违#是即道德范围身

心之作用也$

#

#-"/

年#东京的爱善社印行日本水谷直孝讲述,中国孙清如编辑)修身学*!女子师范讲义第一种"

一书$其中有云%

修身何为而立学科也& 为造就人格之根本而立也$人格之根本何为而造就之也& 养育其

道德心而造就之也$道德心于何见之于修身& 见之中国,日本#名为修身学-欧洲各国名为道

德学#实则一而已矣$

$

此外#广智书局
#-"!

年出版的日本户水宽人的)道德进化论*#

#-"O

年出版的由金康寿等翻译日本

加藤弘之德的)道德法律进化之理*#中国图书公司
#-"/

年出版的由朱宗英译的日本福泽谕吉的)国民

道德谈*等#也都沿用了'道德(这一日制新名$

#-"/

年#清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学部编订名词馆!或谓'审定名辞馆("总纂#致力于学术名词的

厘定与统一$此项工作#凡历三年#至
#-##

年#积稿甚多#其中便包括)伦理学名词对照表*!版心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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