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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符 合 德 布 林 原 意 的 《王 伦 三 跃 记 》完 整 手 稿 中 ，德 布 林 从 头 至 尾 依 次 吸 纳 了 出 自 中 国 道 家 经  

典 《庄 子 》的 多 则 谈 话 和 寓 言 。德 布 林 对 它 们 加 以 不 同 程 度 的 运 用 转 化 ，使 之 巧 妙 融 入 小 说 文 本 ，创 生 出 新  

奇 独 特 的 文 学 意 境 和 艺 术 风 貌 。德 布 林 没 有 到 过 中 国 ，也 不 懂 汉 语 ，对 庄 子 思 想 和 意 象 的 借 鉴 以 “精 神 漫  

游 ”为 主 ，即 尽 可 能 多 地 研 读 相 关 西 文 译 介 。通 过 对 《庄 子 》当 时 在 西 欧 和 德 国 译 介 情 况 的 梳 理 以 及 将 其 中  

代 表 作 与 德 布 林 借 用 《庄 子 》所 生 成 的 文 本 进 行 多 角 度 比 对 分 析 ，可 以 确 定 德 布 林 研 习 《庄 子 》途 径 多 样 ，而 

此 前 为 学 界 普 遍 所 看 重 的 卫 礼 贤 《庄 子 》德 译 本 不 仅 译 者 操 级 色 彩 浓 厚 ，对 德 布 林 创 作 这 部 “中 国 小 说 ”所起  

的 作 用 也 有 被 高 估 之 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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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Alfred D6blin，1878 - 1957)是享有世界声誉的现代德语经典作家，对现当代 

德语文学影响深远。德布林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气势镑礴，尤以长篇小说见长。德布林的成名 

作是1915年发表的“中国小说”《王伦三跃记》。这部取材于中国清代乾隆年间历史的作品被誉为“表 

现主义叙事艺术经典”®和“现代德语小说开山之祖”® ，成为德布林日后一系列鸿篇巨制的发端，奠定 

了德布林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和艺术风格，在德语文学史和德布林个人创作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 

位。而就德布林对中国文化的研习及其文学再现的广度、深度和精度而言，《王伦三跃记》也堪称是德 

语文学对中国接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正因为如此，从《王伦三跃记》人手探讨德布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以来便是学界的热点话 

题，而重中之重又首推德布林和道家关系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德布林接受老子和列子思想的研究较 

多，德布林和庄子关系的研究则有些止步不前。为此，本文尝试在这个方面做一点推进工作。本文由 

四个部分组成:首先从理顺小说手稿与小说付印稿关系人手，确定以小说手稿作为研究德布林接受庄 

子学说的基础文本;继而按照该文本顺序，依次发掘并分析德布林对道家经典《庄子》多则篇目的借用 

情况以及这种借用的方式方法与特点；第三部分转移阵地，从微观的文本内分析转向宏观的文本外历 

史溯源，在最新的侨易学理论思路启发下，爬梳德布林“精神漫游”3 的主要外围条件—— 1913年前西 

方《庄子》译介概况;第四部分再用内外夹击、里应外合之术，进行多角度双向文本比对分析，从而试图 

最终找出德布林在吸纳庄子思想过程中可能使用过的西文蓝本。

德布林从1912年 1 月或更早一些时候开始《王伦三跃记》创作的前期准备工作，广泛深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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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搜集至少持续半年之久。1912年 7 月德布林正式动笔，1912年 10月 2 7 日第一章完成，1913年 5 

月小说完稿。小说形成时期恰逢德布林遭遇人生危机，正所谓“诗人不幸诗之幸”，德布林全力以赴以 

写作求解脱，用他自己的话说，“走哪写哪，才思喷涌”如“决堤” ®。最终小说在十个月内一气呵成，小说 

原稿达到两卷本将近一千六百页的巨大篇幅。但小说的发表起初并不顺利，先后遭到几家出版社拒 

绝，直到19M 年初才被德国菲舍尔出版社接受。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尽管出版年标的是 

“1915”，小说实际上直到1916年 3 月底才真正上市发行。®

然而，出于尽快出版等种种原因，小说付印稿同原稿相比体量却被迫压缩近一半，致使小说在叙 

事情节的紧张性、结构的对称性以及内在文本细节的一致性等方面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其中一 

个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压缩是，尚是青年作者的德布林听从了当时在德国出版乃至文化界极具权威 

性的著名犹太学者、同时也是德语区较早《庄子》转译者马丁 •布伯（ Martin Buber，1878 - 1965)的建 

议，将自己原本刻意模仿《三国志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特有形式“楔子”而设定的起类似“人话”作用 

的第一章开头引子部分删除，客观上造成这部小说形式上的源于中国古典文学影响的革命性和试验 

性被一笔勾销，从而相应地，也是符合作为宗教哲学家的布伯的趣味的，令小说内容上的宗教层面超 

越社会政治维度而得以突出和强化。®这种删减尤其对研究德布林和中国文化真实关系造成不利影 

响。好在德布林本人初心不改，对这一节引子念念不忘，一俟时机成熟，便稍作修改，将其中百分之 

九十五的内容分成两个短篇发表出来，这就是1921年登载于《天才K G ^mw)杂志上的、占原先引子 

一节六分之五强篇幅的短篇小说《袭击晁老胥 》 （ Der O&er/aZZ aw/ C/iao-Zao-i )和 1925年登载于《艺 

术 报 杂 志 上 的 、占原先引子一节十分之一篇幅的短篇小说《皇帝和准格尔人K D er 
Kaiser 1928年 1 2月 1 0 日，已是普鲁士艺术科学院院士的德布林应邀到柏林

大学做了一场小说理论报告，该报告又于1929年 6 月以《叙事作品的结构K D er B aw办5

为题在德国重要报刊《新 周 报 上 登 载 。在这篇被学界公认为德布林小说 

诗学纲领之一的文论中，德布林再度从正面强调：当年被删除的描绘一场“地下革命”酝酿生成的引 

子章节才是其精心设计的《王伦三跃记》的真正开头。® 1930年，德布林还出了一个《袭击晁老胥》的 

短篇小说单行本，其扉页上写有“王伦三跃记”几个中文大字，字迹飘逸华美，只有书法功底深厚的中 

国人才写得出来。® 由此也可知，德布林请某个旅德的中国人为自己翻译过小说标题，且德布林本人 

也很认可这个翻译。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另外也是由于这个实际的小说开篇中恰好就包含有一则庄子寓言的运用，所 

以笔者在本文探究德布林与庄子关系时所选定的基础文本是《王伦三跃记》原稿文本，而不仅仅局限于 

现在通行的小说印刷文本。本文所用小说中文标题亦服从德布林认可的译法，取“王伦三跃记”之名， 

而放弃现在一般通行的从德文字面直译为中文的“王伦三跳”。

① 请 参 阅  A lfred  D ub lin , Z w e i See len  in  e iner  B ru s t . S c h r i f te n  z u  Leben u n d  W erk  , M lin c h e n： D eu tsch er 
T asch en b u ch  V e r la g , 1993 , S. 36.

② ③ 请 参 阅  A lfred  D ub lin , D ie d re i  S夕 以  W an g -Z u n ， C h inesischer R o m an , H rsg . von G abriele  S ander u. 
A n d reas  S o lb ach , M lin c h e n： D eu tsch er T asch en b u ch  V e rla g , 2 0 0 7 , S. 501 — 5 0 4 , S. 656 ； S. 501 — 504.

④ ⑦ 请 参 阅  F an g-hsiu n g  D scheng , _Roman DiV d r d  des Wawg-Zww a k  S夕 InrerM兄5
m oderner deu tscher A u to ren  a n  C hina  , F ra n k fu rt am  M a in： P e te r L an g , 1 9 7 9 , S. 227 ； S. 200.

⑤  请参阅  A lfred  D oblin, D ie d re i S p r iln g e  des W a n g - lu n , C hinesischer R o m an , H rsg . von G abriele Sander u.
A ndreas  Solbach , M lin ch en： D eu tscher T asch en bu ch  V erlag? 2 0 0 7 , S. 515 — 5 3 3 .请参阅  A lfred  D 6blin, D er U b e r fa ll  
a u f  C ha〇- la〇-sil. E rza h lu n g e n  aus f i i n f  Ja h rzeh n ten  •, M linchen： D eu tsch er T asch en bu ch  V erlag , 1982 , S. 22 — 3 9 ，S. 
3 2 9 .请参阅  A lfred  D 6b lin ， ，，D er K aise r und die D sungeren%  9 ( 1 9 2 5 )，S. 135 — 136.

⑥  请 参 阅  A lfred  D 6b lin， S c h r i f te n  zu  A sth e tik  , P oetik u n d  L i te r a tu r , H rsg . von E rich  K le inschm id t, O lten / 
F re ib u rg  im B re isg au： W alte r V erlag , 1 9 8 9 , S. 238 — 2 3 9 , S. 657 —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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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原稿和付印稿一样，也由《王伦》、《破瓜》、《黄土地的主人》和《西方极乐世界》四章构成。按照 

小说原稿顺序，德布林依次在第一章前半部和第四章后半部不同程度地借用了出自道家典籍《庄子》的 

多个篇目。

小说原稿第一章内容主要讲述主人公王伦受朴素正义感驱使，如何由村野顽主变为白莲教分 

支—— 无为教教主的经过。这一章开篇第一节，也就是后来被删除的又由五小节组成的引子一节，其 

内容也与其形式上所起的“人话”作用相匹配，通过铺陈一个欺侮民女的纨绔子弟遭遇底层民众袭击并 

引发官官相护的暴力事件，一举拉开小说宏大叙事的序幕并同时暗示后续王伦起义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总体氛围紧张阴森的、“地下革命”暗流涌动的开篇一节的开头，也就是小说 

原稿最开始的三个自然段，作者却用特别舒缓的笔触描绘了 18世纪中国“北直隶湾”傍晚瑰丽的自然 

景象。宛如电影远镜头一般，首先映人读者眼帘的是山海关一带沿海蜿蜒巍峨的群峦叠嶂、一 望无垠 

的烂漫山花，然后镜头慢慢推近，给出海水、沙滩、海潮、海上落日全程特写，最终目的在于渲染沉沉夜 

幕的降临。而为了形象描绘阳光退去、落日之时海面的黯淡朦胧，德布林还在其间插人这样一段景物 

描写:“太阳光……现在开始抽身而退。只见大海被一张甲壳盖住，传说那就是大鹏鸟的背；当大鹏鸟 

怒而起，飞往南冥时，其布满鳞片的身躯，横亘好几百万里，其巨大的双翼，能够扇动天边的云。”®读到 

这里，熟悉道家经典的读者会很容易想起《庄子•逍遥游》开头的“鲲鹏”寓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 

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 

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当然，德布林并没有悉数照搬原文，而是根据自己文学创 

作实际需要，巧妙截取其中部分意象为己所用，是一种创造性的改写。不过，这种巧妙不止于写景状 

物。众所周知，包括“鲲鹏”寓言在内的《逍遥游》全篇都是庄子“忘形骸、无物我”，“无所待而游于无穷” 

的“绝对自由”人生观的具体体现。®故 而 ，德布林在小说开篇就运用这则庄子寓言，其用意不可谓不深 

远，一下就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小说反对物质主义、渴望个体自由的思想主旨。

这个含有“鲲鹏”寓言的引子一节之后是第一章其余部分，也就是现在通行的小说印刷版第一章全 

部的十二个小节。在这里，德布林正式开始转人对王伦及其领导的无为教活动的叙述。不过，在真正 

的主人公王伦亮相之前，作者又卖了一个小关子来吊足读者胃口：在小说原稿紧随引子一节的第六节， 

即小说印刷版第一章开头的第一小节，德布林首先勾勒出无为教势力的迅猛壮大以及其信仰主张对正 

统家庭和社会伦理带来的严重冲击。在描绘这群自称“真弱之人”的教徒打着“自然无为”的旗号离家 

出走、以逃避世俗伦理和责任义务时，德布林让他们口中传诵出这样一则“古老的寓言从前有个人， 

他害怕自己的影子，厌恶自己的足迹。为了摆脱这两样东西，他起身逃跑。可是，他抬脚的次数越多， 

他留下的影子就越多。而且，不管他如何疾走快跑，他的影子就是不离开他的身体。于是，他以为自己 

还跑得不够，就开始更快地跑起来，一刻也不停息，只到筋疲力尽，气绝而亡。他不曾知道，他只消待在 

一个阴凉的地方，就可以摆脱他的影子。他只消静止不动，就不会留下任何足迹。” $读到这里，了解道

①  请参阅 A lfred  D ub lin , D ie d re i S p r iln g e  des W a n g -lu n  , C h inesische r R o m an , H rsg . von G abriele  S an der u. 
A n d reas  S o lb ach , M lin c h e n： D eu tsch er T asch en b u ch  V e rla g , 2007. S. 515 — 5 3 3 . 此 处 为  S. 5 1 5 . 请 参 阅  A lfred  
D o b lin , D er U b e r fa l l  a u f  C hao-lao-sii. E rz a h lu n g e n  aus f i i n f  J  a h rze h n te n  , M lin c h e n： D eu tsch e r T asch en b u ch  V e rla g , 
1982 , S. 22.

②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上 ），陈 鼓 应 注 译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1 9 8 3 年 ，第 1 页.

③  徐 中 玉 主 编 ：《大 学 语 文 》（修 订 本 三 版 ），上 海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1 9 8 5 年 ，第 3 4 页 。

0  A lfred  D ob lin , D ie d re i S p r iln g e  des W a n g -lu n  , C h inesische r R o m a n , H rsg . von G abriele  S an der u. A n d reas  
S o lbach , M lin c h e n： D eu tsch er T asch en b u ch  V e rla g , 2 0 0 7 , 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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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典籍的读者自然也会比较容易就想到《庄子•渔父》中所载孔子与渔父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里， 

孔子被塑造成一位毕恭毕敬的讨教者，而渔父则作为文中的得道隐者“客”对孔子大行训诫之能，只见 

他这样嘲讽孔子道:“甚矣子之难悟也！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着，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 

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 r ®接着，渔父拿这则 

“畏影恶迹”寓言类比于孔子，对儒家礼乐人伦观念又是一顿狠批，最后这段对话以宣扬道家“修身”、 

“守真”、“还以物与人”的“保真思想”收尾。0对比德布林在小说中的选用和《庄子》原文可知，德布林 

掐头去尾抽取了原文中最能形象生动阐释道家学说的故事部分，娴熟老道地将之嵌人小说之中，浑 

然天成，毫无造作之感。而这则寓言背后于其原文语境之中所承载的儒道之争也成为德布林营造后 

续小说情节戏剧性冲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德布林研究界普遍注重德布林对这则庄子寓 

言的移植，视之为理解小说的一个关键所在。

如果说德布林上述对庄子寓言的借鉴因对原文特色内容保留较多而比较容易识别的话，那么， 

小说第四章出现的对同一对象的深度转换就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第四章主要讲述王伦起义遭乾 

隆皇帝镇压的过程。德布林把小说的高潮，同时也是点题，安排在这一章后半部：在王伦与官军决一 

死战前夕的一天下午，王伦来到“奈何”河边，用三次飞身过河的跳跃，向好友“黄钟”坦陈自己从暴力 

到非暴力再到以暴制暴抗击官府的人生抉择。® 然而，也就在他下定这一决心的当晚，他的思想便又 

开始发生动摇，而且当夜他就做了一个渴望回归自然无为的美梦：“他幸福地进人梦乡。他梦见自己 

站在一棵桑树下，他整个人紧紧贴在树干上。在他的头上，桑树的树梢长啊长，又高又大，郁郁葱葱， 

直长到沉甸甸的树枝向下垂落，将他完全包裹，他沉醉在清凉的绿叶丛中，信步路过的众人惊羡于这 

树永无止境的生长，却再也没有谁能够看见他。” $ 从这天起，直至最后被围堵得走投无路、纵火自 

焚，王伦夜夜都做这样的梦，甚至还会在集体祈祷时心醉神迷地把自己的这个梦讲与他的教徒分享， 

只听他这样告诉他们说：“他靠在树干上；刚开始好像是棵桑树。渐渐地，那树开始在他四周疯长，又 

细又长，一蓬又一蓬，宛如垂柳一般将他罩住，宛如一口绿色的棺椁将他封存。有时一觉醒来，他脑 

子里的这个梦仍不退去，于是他仿佛觉得，那细细的树干如同顽固的寄生虫，在他的腿、躯干和胳膊 

上四处生根发芽，他深陷这水汪汪的木髓，无法抽身，他完全被这富饶的植物吸收，所有人看到这株 

植物都会喜不自禁。”@可以看出，后一个梦是在重复前一个梦的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发挥。这两段 

描写的性质和功能是一样的，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王伦在有为和无为之间难以取舍的深刻矛盾性， 

同时也向读者细腻地揭示出主人公面临死亡的微妙思绪。借助这些梦，王伦反复试图从道家学说中 

为自己找到克服死亡恐惧的精神信念。

不过，读到这里，即便是对《庄子》一书比较熟悉的读者，也不会马上想到这两处梦的原型可以追 

溯到《庄子》一书的内容！而两家文本之间的直接关联度之所以不太明显，也主要是因为德布林高超 

的综合转化能力和非同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所致。不过，只要他确实有过借鉴，那么就肯定会留下痕 

迹。首先，循着这两段梦所涉及的天人合一、梦境、物化与死亡主题，可以发现它们与《庄子•齐物论》 

之五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齐物论》之七末尾“庄周梦蝶”® —段，以及《庄子•列御 

寇》之十二“庄子将死”一段中庄子所说“吾以天地为棺椁”®等 ，在精神气质上十分相似。其次，循着 

这两段中具体所出现的树木意向，可以发现它们与《庄子•逍遥游》之三结尾部分庄子和惠子关于“大 

树”“无用” ® 的讨论，尤其是与《庄子•人间世》之四“散木”全篇和之五“材之患”全篇，在具体内容和 

语言层面上存在诸多对应，如“大树”、“枝”、“观者如市”、“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棺椁”、“栎社见

① ② ⑧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下），陈 鼓 应 注 译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1 9 8 3年 ，第 8 2 3 ; 8 1 5、8 2 3 ; 8 5 0页 。

③④⑤  A lfred  D ublin, D ie d re i S p r iin g e  des W a n g - lu n , C hinesischer R om an , H rsg . von G abriele Sander u. A ndreas 
Solbach , M lin ch en： D eu tscher T asch en bu ch  V erlag , 2 0 0 7 , S. 480 — 4 8 1 ; S. 482 ； S. 487.

⑥ ⑦ ⑨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上 ），陈 鼓 应 注 译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1 9 8 3 年 ，第 71 ;92 ;2 9 -  3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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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大木”、“仰而视其细枝”、“桑”等。® 而与此同时，德布林却完全脱离“无用之用”和“有用之害” 

为旨归的原文语境，只零散截取其中一些意向，并按自身目的对这些意向进行拼贴组合，从而创造性 

生成别具一格的文学图景。需要强调的是，德布林对这几则《庄子》篇目的借用虽然比较隐蔽，不易 

识别，但这种借用所产生的艺术效应对于作家后续文学创作所具有的意义却不容小觑。在德布林后 

来创作的诸如《华伦斯坦》（WaZZewMeiw，1920)、《山、海和巨人 》 （ ， Meere ，19 2 4：)、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KBerZira ，1929)等一系列长篇小说巨著里，均一再出现起源于

这些《庄子》篇目变体的变体。为此，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 （ Giinter Grass， 
1926 - 2016)早在其五十年前所做的一■篇《论我的恩师德布林》（O&er wzeiwew Le/irer AZ/ re<i D油Ziw) 
的演讲中，就已敏锐捕捉到贯穿德布林作品的“树干意向”和“森林母题”，提请人们关注蕴含在这些 

意向和母题背后的独特自然生态观，殊不知，他“恩师”的这些极具超前意识的“绝活”原来还有一个 

更加古老深厚的渊源—— 道家典籍《庄子》。®

德布林匠心独运，对中国文化经典《庄子》进行不同程度地自主转化，使之巧妙融人自身小说创作， 

塑造出别具一格的文艺形象，由此我们也更为清晰地看到了叶隽在构建侨易学理论框架时所指出的那 

种“在异质性文化启迪和刺激下一种全新的创造性思想产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免会感 

到好奇，像德布林这样的外国文化人，从未踏足中华大地，汉语也不懂一句，他是如何做到对中国传统 

文化信手拈来，运用裕如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也能借助叶隽在其侨易学理论中提出的另一 

个概念—— “精神漫游”来找寻答案。具体就熟悉知晓庄子思想和意象的途径而言，德布林最重要的 

“精神漫游”就是大量研读抄录相关的西文资料。理论上讲，1913年德布林完成《王伦三跃记》原稿之前 

已有的相关西文译介都可能成为他的研读对象。那么，1913年前《庄子》在西方乃至德国的译介情况又 

大致如何呢？

19世纪下半叶开始，《庄子》在欧洲的翻译和介绍逐渐增多。德 国 19世纪著名汉学家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 - 1899)曾经把《庄子》从中文翻译为德文，他的这个德译本是《庄子》第一次被翻译 

为一种欧洲语言，但这个译本还没等到出版就被大火烧毁了，十分可惜。® 花之安1877年还出过一本

以译介列子为主的著作--- 《古代中国人的自然主义 》 （ Der JVafMraZi5TOM5 a/few )。

1888年，德国又有汉学家贾柏莲（G. 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 - 1893)在莱比锡出版《庄子的语言》 

(Die Sprache des Cuang Tsi) —■书。

不过，这一时期欧洲的《庄子》译介以英国贡献最大。1881年贝尔福 （ Frederic Henry Balfour, 
1846 - 1909)在伦敦出版《南华真经》（T/ietfowze 〇/ Naw-Hwa)英译本，1884年和 1887年他又

继续在伦敦推出《道家文本》（"TaoiMfeicZ：5)和《中国拾零》（Leawes/roTO »z；y C/iiwese 5cra/^oo ）々。由贝 

尔福打头阵之后，《庄子》外译史上最重要的两个英译本接踵而至：1889年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汉学教 

授赫尔伯特•艾伦•翟理思（ Herbert Allen Giles，1845 -1935)在伦敦发表了《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 

和 社 会 敗 車 家 )/('Chuang Tsii，M 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 former') —■书。霍理思的这个《庄子》译 

本尽管翻译较主观，所作注释不多，但影响广泛，可读性强。翟理思这个英译本发表两年后，英国著名

①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上 ），陈 鼓 应 注 译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1 9 8 3 年 ，1 3 1 - 1 3 6 页 。

®  G lin te r G rass? W erka u sg ab e in  zeh n  B a n d en ^  H rsg . von V o lk e r N euhaus? B and IX ： E ssays. R ed en . B r ie fe .  
K o m m e n ta r，H rsg . von D aniela H e rm e s , D arm sta d t und N eu w ie d： H e rm an n  L u c h te rh a n d  V e r la g , 1 9 8 7，S. 251 — 253. 

③ 请 参 阅 叶 隽 著 ：《变 创 与 渐 常 》，北 京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2〇1 4 年 ，第 I 7 - 2〇页 。

®  D schu a ng  D si. D as w a h re  B u c k  vom  s iid lich en  B lil te n la n d . N a n  H u a  D schen G in g  , A us dem  C hinesis-
chen v e rd eu tsch t und e r la u te r t  von R ichard  W ilh e lm , V erleg t bei E ug en  D iede richs , Jen a  1923 , S. X 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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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23 - 1900)于 1891年在英国牛津出版了又一个《庄子》英译本， 

收在其鸿篇巨制“东方圣书”之“中国圣书”系列的第一和第二卷中。理雅各的翻译比翟理思更为细致 

准确。但理雅各个人似乎对庄子好感太少，以至于不能够完全公正地给予庄子应有的尊崇。® 1891年 

也同时诞生了一个《庄子》法译本，是由哈雷兹（ Charles de H arlez，1832 - 1899)在巴黎发表的《道家的 

H 'H .T 'extes Taoistes、。

同英法的《庄子》译介相比，德国人虽然起步不晚，高潮却姗姗来迟。在德语区，进人20世纪，直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庄子》译介才开始逐渐在向英法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红火局面。1902到 

1912年间，德国相继出版了三部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庄子》德文译介。首先是德国著名汉学家顾路柏 

(Wilhelm G rube, 1845 - 1908)于 1902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中国文学史》（Gesc/iic/iZ：e <ier
在该书专辟的《老子和道家》一章里包含了对庄子其人其作的一部分介绍。在这里，顾路 

柏把庄子定位为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哲思的人物”和“最为光彩夺目的作家”之一，强调了庄子对中国散 

文风格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庄子前无古人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顾路柏指出《庄子》一书由三十三篇 

组成，内容丰富多彩，而他限于篇幅，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来对庄子的特点略作说明。顾路柏 

分别对《庄子》第二篇《齐物论》中第三节的最后一段、第四节的“朝三暮四”、第六节的“丽姬”一段和第 

七节末尾的“庄周梦蝶”，对《庄子》第十八篇《至乐》中第四节“庄子援骷髅而枕”一段，第二十九篇《盗 

跖》的主要内容和第三十一篇《渔父》进行了详细论说和引用。顾路柏还专门作注说明这部分参考文献 

主要来源于翟理思和理雅各的《庄子》英译本。®

如果说顾路柏的重点是阐述而非翻译，即便翻译也只是小范围节译的话，那么，马丁 •布伯1910年 

在莱比锡岛帷出版社出版的《庄子的谈话和寓言》 (■ Redewwwii GZeic/iwiwe Tsc/iMawg-Tse)则称得上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文选译本。该书主要从英文转译而来。全书由正文、后记、寓言人物注释、《庄 

子》原书篇幅和此译本说明外加内容提要五部分组成。正文共计80页，包括五十四篇谈话和寓言；后 

记则有将近40页，占幅长达全书约三分之一，布伯在此对道家学说进行了十分宽泛的充满宗教和神秘 

意味的解读与评析，令人印象深刻。后记之后，布伯还对寓言中出现的部分重要人物如孔子、老子、列 

子等人的生平事迹以注释形式进行介绍，并同时注明参考书目，其中就有前面已经提到的花之安著《古 

代中国人的自然主义》、贝尔福著《中国拾零》、哈雷兹译《道家的文本》等。® 在随后的译本说明中，布伯 

又再次强调翟理思和理雅各的《庄子》英译本为其转译本的重要蓝本。$ 布伯的这个选译本在当时很受 

欢迎，1921年时就已经出了第四版。®

继布伯的《庄子》选译本之后，又 有 2 0世纪最重要汉学家、德国在华传教士卫礼贤 （ Richard 
Wilhelm，1873 - 1930)于 19 1 2年春夏之交在德国狄德里希斯出版社推出《庄子（南华真经）》 

('Dschuang Dsi. Das zvahre Buch vom siidlichen Bliitenland)。 正如 1946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 esse，1877 -19 62)在其 1912年 1 1月 1 0 日就此译本而作书评中所正确 

界定的那样，这只是一个比布伯选译本“更加完整”®的译本，而不是像后来一些研究者长期所误传

①  请 参 阅 ■ Dsc/mangr D h .  D as zvahre B u c k  vom  s iid lich en  B lii te n la n d . N a n  H u a  D schen G in g  , A us dem  C hinesis- 
chen v e rd eu tsch t und e r la u te r t  von R ichard  W ilh e lm , V erleg t bei E ug en  D iede richs , Jen a  1923. S. X IV .

②  请参阅  W ilhe lm  G ru b e， L h 广e r a广w r，L eipzig: A m e la n g，1 9 0 2，S. 152 — 162.
© 0  R ed en  u n d  G leichnisse des  T sc h u a n g -T se  •, D eu tsch e  A u sw ah l von  M a rtin  B u b e r , L e ip z ig： In se l-V e rla g ,

1910 , S. 1 1 8 - 1 2 1 ； S. 122.
⑤ 请 参 爾  R ed en  u n d  G leichn isse des T s c h u a n g -T s e ， D eu tsch e  A u sw ah l von M a rtin  B u b e r, V ie rte  A u f la g e，L eip 

z ig： In se l-V e rlag , 1921.
©  H erm ann  H esse , Sam tliche Werke in  20 B anden. H rsg . von V olker M ichels, Band 17 ： D ie W elt im  B uck I I .  R ezen- 

sionen und  A u fs a tz e  aus den Jahren  1911 —1916 , E rste  A uflage, 2002. F rankfu rt a. M. ： Suhrkam p V erlag , 1 998，S.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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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般，是一个“完整”@的《庄子》德文全译本。卫礼贤1912年《庄子》德译本由前言、导言、中西文参考 

文献、“庄子左手揽抱《南华经》”画像、正文、导言注释和正文注释七个部分构成，每个部分都力求精细， 

给人严谨认真、值得信赖的美好印象。然而，卫礼贤在坚持其“尊孔”的立场上也是严肃认真、毫不含 

糊，从而使得他的《庄子》翻译具有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卫礼贤十分赞同苏东坡在《庄子祠堂记》中提出 

的“庄子盖助孔子者”一说，在将《庄子》从中文译为德文的过程中，完全按照苏东坡所言行事：“得其《寓 

言》之意……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是固一章也。”®如此 

一来，卫礼贤这个《庄子》德译本的正文部分就一共只有27篇，同常见的由三十三篇组成的《庄子》相 

比，“内篇”七（1- 7 )、“外篇”十五（8-22)保持不变，“杂篇”十一（23 - 33)中的2 3到 2 7也没变，而 28 

《让王》、29《盗跖》、30《说剑》、31《渔父》则被去除，32《列御寇》紧接27《寓言》末尾合为27,剩下的3 3为 

《天下》，也被这位德译者以将其主要内容改写到导言中的方式给消解掉了。® 这个卫译本岂止是篇目 

上少了 5个“杂篇”！它还刻意避免相同或相似内容的重复。如果是《庄子》一 书内部的重复，译者会放 

弃翻译，在正文相应处标注出与之关联的已译篇目和小节数，在正文后对应的目录上则显示为空白；如 

果是《庄子》一书与《列子》一书的重复，译者就会标明自己1911年发表的《列子》德译本相关章节数，请 

读者参看。®甚至《庄子》全文真正的开头，即“内篇”第一篇《逍遥游》从开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到“汤 

之问棘也是已”一段也直接被甩掉，而以“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为首的一段则成为卫译本的开 

头。® 至于为何偏要如此处理，卫礼贤给出的理由是：这一段有“两个版本”，“这第一个版本中间所插人 

的一些论说，其思路在欧洲读者看来难以跟上”，所以就弃之不译了。®不过，尽管不是全译本，卫礼贤的 

这个《庄子》德译本仍然受到读者欢迎，影响也比较广泛，但这都是后话了。单就我们现在所探讨的它 

可能之于德布林的作用，我们预先了解它的这些特点是有意义的。

四

从以上对1913年前西文《庄子》主要译介情况的梳理可知，客观上可供德布林选择的资料十分 

丰富。结合德布林自身主观需要以及他的个人经历、社会交往、外语掌握程度、资料获取程度、时间 

契合度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他应该是以德文资料为主，英法文资料为辅。大致按照这个思路，德布 

林研究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在相关考据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完全确定《王伦三跃记》第一 

章德布林所用“畏影恶迹”寓言几乎是“逐字逐句”摘录自顾路柏著《中国文学史》中对《庄子•渔父》部 

分的译介；®倾向于认为布伯和卫礼贤《庄子》德译本是德布林熟悉《庄子》渠道并把卫译本抬到很高的

①  请参阅  A d ria n  H s ia，H e rm a n n  H esse u n d  C h in a ， E rw e ite r te  N e u a u sg a b e ， F ra n k fu rt  a. M. ： S u h rk am p  T a s -  
chenbuch  V e r la g , 2 0 0 2， S. 99. 请参  |周 R u ix in  H a n ， D ie C h in a -R ezep tio n  bei exp ressio n is tisch en  A u t r o e n ， F ra n k fu rt  a. 
M. ： P e te r  L a n g , 1 99 3 , S. 106 -  107.

②  苏 轼 ：《苏 轼 全 集 》（全 三 册 ）（中），傅 成 、穆 俦 标 点 ，上 海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2 0 0 0 年 ，第 8 7 3 页口

© 0 ©  D schu a ng  D si. D as w a h re  B u c k  vom  siid lich en  B lii te n la n d . N a n  H u a  D schen G in g  ? A us dem  C hine-
sischen  v e rd e u tsc h t und  e r la u te r t von R ichard  W ilh e lm , V erleg t bei E ug en  D ie d e ric h s ， Jen a  1923. S. X X III, S. 2 0 6 , S. 
2 1 7 , S. 2 4 5； S. X X III, S. 267 -  2 6 8； S. X X III, S. 219.

⑤ D schu a ng  D s i . D as w a h re  B u c k  vom  s iid lich en  B lii te n la n d . N a n  H u a  D schen G in g  , A us dem  C hinesischen  
v e rd e u tsc h t und e r la u te r t  von  R ichard  W ilh e lm , V erleg t bei E ug en  D iede richs , Jen a  1923. S. 3 . 请 参 阅 徐 中 玉 主 编 ：《大

学 语 文 》（修 订 本 三 版 ），上 海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1 9 8 5 年 ，第 3 4 页 。请 参 阅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上 ），陈 鼓 应 注 译 ，北 京 ： 

中 华 书 局 ，1 9 8 3 年 ，第 1 - 1 1 页 。

⑦ 请 参 阅  In g rid  S c h u s te r , ,，A lfred  D o b lin s ， C h inesischer R o m an “ ，W r 是 W or广. D eutsches S p r a c h s c h a f fe n  in  
1 9 7 0，2 0 ，S. 339 — 3 4 6，此处为  S. 342. 请参阅  W ilh e lm G ru b e， 治 e ra -  

t u r , L e ip z ig： A m elan g , 1 90 2 , S.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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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但奇怪的是，对于后者，大家似乎只满足于得出这个笼统的结论，至于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这 

个结论是否合理，却鲜有人去具体求证。笔者不揣冒昧，愿意在此一试。

如前所述，德布林在小说第一章引子一节所用“鲲鹏”寓言是《逍遥游》开篇的“化而为鸟”的那一 

个，即第一个，因为德布林的改写中提到大鹏“布满鳞片的身躯”，说明他知道这鸟是由鱼转化而来。而 

卫礼贤《庄子》德译本开头则用的是《庄子》原文中的第二个“鲲鹏”寓言：“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 

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0卫礼贤此段德文翻译没有问题，十分忠 

实于原文。所以，仅此一点就可排除德布林运用“鲲鹏”寓言的蓝本不是卫译本。尽管目前仍无法确定 

这个蓝本到底是谁的译本，但语言层面的对比却多少指向了理雅各的英译本：德布林所用大鹏鸟的德 

文拼写“Pang”与理雅各所用的英文拼写“Phang”类似；德布林所用德文句型“[...] wenn sich der Pang 
erhebt und nach den siidlichen Seen fliegt [... ] und seine riesigen Fliigel vermogen die Wolke zu 
treiben(当大鹏鸟怒而起，飞往南冥时……其巨大的双翼，能够扇动天边的云）”®和理雅各所用英文句 

型“When this bird rouses itself and flies, its wings are like clouds all round the sky(当这只鸟怒而起 

飞时，它的双翼好像垂天之云）”®都是用时间连词“wem i/when(当……时候）”来启带的时间从句，且其 

中表达“怒而起”之意的德文动词“sich erheben”和英文动词“ rouse itself”也比较相近；再者，理雅各的 

“鲲鹏”寓言也是“化而为鸟”的那一个，理雅各与此对应的英文是“ It changes into a b ird(它变成一只 

鸟）”® 。

布伯的《庄子》选译本也没有收录“鲲鹏”寓言，故而德布林在小说第一章借用的两则《庄子》寓言， 

其蓝本均排除布伯和卫礼贤德译本。但德布林在小说第四章中对庄子几则篇目的综合运用，其蓝本却 

很可能有布伯和卫礼贤译本的份。

布伯选译本的正文中含有：《无用之树》，即《庄子•逍遥游》之三结尾部分庄子和惠子关于“大树” 

“无用”的讨论;《蝴蝶》，即《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全篇；《神圣的树》，即《庄子•人间世》之四“散 

木”从开头“匠石之齐”截止到“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的部分。®布伯选译本的后记中则专门提 

到庄子临死却不让弟子厚葬他的情形并引用了《庄子•列御寇》之十二“庄子将死”一段中庄子所说“吾 

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一段。®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布伯不仅在正文中收录《无用之树》，还在后记中再度突出这则寓言所具有的意义，说它 

与其他寓言一道，正是庄子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有力回击。布伯这样生动地描绘庄子在世时的处境：“庄

①  请参阅  W a lte r  M u sc h g , „N a ch w o rt des H e ra u sg e b e rs“ , A lfred  D ub lin : D ie tire i S夕riin g e  W ang-Z an , C hine-
s ischer R o m a n , H rsg . von W a lte r  M u sc h g , O lten  und F re ib u rg  im  B re isg a u： W a lte r-V e rla g , 1 97 7 , S. 481 — 502. 此处 

为 S. 487 — 488. 请参阅  F an g -h s iu n g  D sch en g , _Roman Dfe d ref S p riin g e  des Wang-Zim a/5  SfiegreZ
In teresses m o d ern er  d eu tsch er  A u to re n  a n  C hina  , F ra n k fu rt  a. M. ： P e te r  L a n g , 1979 , S. 194 — 195.

②  请 参 阅 徐 中 玉 主 编 ：《大 学 语 文 》（修 订 本 三 版 ），上 海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1 9 8 5 年 ，第 3 4 页 。请 参 阅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上 ），陈 鼓 应 注 译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1 9 8 3 年 ，第 1 1 页 。

(D A lfred  D ob lin , D er X Jberfa ll a u f  C hao-lao -su . E rz a h lu n g e n  aus f i i n f  ] a h rze h n te n  , S. 22. • } # ■中 ^于i  舌勺中文1 
为 笔 者 直 译 。本 文 第 四 部 分 所 有 外 文 对 应 的 汉 语 翻 译 均 用 紧 随 其 后 的 括 号 内 中 文 表 示 。

0 ©  T h e  S a c re d  B ooks o f  C h in a . T h e  T e x ts  o f  T a o ism  , T ra n s la te d  by Jam es L eg g e , P a r t I ： T h e  T ao  T h e  K in g .  
T h e  W r i tin g s  o f  K z v a n g -^ z e , B ooks I-X V II, Second Im p re ss io n , L o n d o n： O xfo rd  U n iv e rs ity  P re s s , 1 92 7 , P. 164 ； P. 
164.

©  R ed en  u n d  G leichnisse des T sc h u a n g -T se  , D eu tsch e  A u sw ah l von M a rtin  B u b e r, L e ip z ig： In se l-V e rla g , 1 910 , S. 
2 - 3 ,  S. 9 , S. 19 - 2 0 .

⑦ 请 参 阅  N a r tin  B u b e r , „ N a c h w o rt“ ， D eu tsch e  A us w ahl von M a rtin  B u b e r, R ed en  u n d  G leichn isse des T sch u a n g -  
了兄，L eipzig : In se l-V e rlag , 1 91 0 , S. 8 2 - I I 7 . 此 处 为 S. 98 - 9 9 . 请 参 阅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下 ），陈 鼓 应 注 译 ，北 京 ：中华 

书 局 ，1 9 8 3 年 第 8 5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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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时代，儒家智慧当道，伦理统领生活，人生须尽义务、求功名，庄子在自己的时代便被称作无用之 

徒。”@这里同时透露出些许儒道对立的信息。由此看来，德布林对“散木”意向的注意，布伯或许能够夺

得头筹。

卫礼贤《庄子》译本正文中含有：《无用的树》，篇名和篇幅同布伯几乎完全一样；《蝴蝶之梦》，即布 

伯处的《蝴蝶》，为“庄周梦蝶”全篇；《古老的橡树》，即布伯处的《神圣的树》，但篇幅比布伯完整，即《庄 

子•人间世》之四“散木”全篇；《庄子将死》，即《庄子•列御寇》之十二“庄子将死”全篇，也是卫译本正文 

的终结篇目。®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卫礼贤在导言的第二节中就已提前论述了庄子对死的态度：“随着 

自我局限的消除……死变得不再令人痛苦。在本书结尾，庄子临死和他的弟子道别。他原本来自宇宙 

万物，现在他又要回归宇宙万物，他的生命与天地为一 。”3由此来看，德布林对“死亡”主题的运用，卫礼 

贤应该也有贡献。

从语言层面的对比来看，布伯和卫礼贤译本都载有的《庄子•人间世》之四“散木”寓言部分似乎对 

德布林创作《王伦三跃记》第四章两处梦直接发挥了作用。德布林在这里使用的名词如“Tm um(梦）”、 

“Baum(树 ) ” 、 “A ste(枝）”、“Sarg(棺椁）”在布伯和卫礼贤的译文中都能找到名词或动词的等义对应；

德布林使用的词组或句子如“[...] von den vielen Menschen, die voriiberspazierten und sich an dem 
unersch郎flichen Wachstum ergtitzten(信 步 路 过 的 众 人 惊 羡 于 这 树 永 无 止 境 的 生 长 von der 
reichen Pflanze， an deren Anblick sich alle begliickten(所有人看到这株富饶的植物都会喜不自禁）”， 

相比于布伯译文“Eine Menschenmenge stand davor und gaffte ihn an(众人站在那树下目不转睛地看 

啊看） ” 、 “Sein Lehrbursche hingegen sah sich satt daran(他 的 徒 弟 相 反 却 把 那 树 看 了 个 够 sah 
ich nie solch ein prSchtiges Stiick Holz wie dieses (我还从未看过跟它一样华美的木材）”，相比于卫礼 

贤译文“Er gait als eine Sehenswiirdigkeit in der ganzen Gegend(那树被视作当地一■景） ” 、 “Sein Geselle 
sah aber sich satt an ihm(他的徒弟却把那树看了个够）”、“M eister, habe ich noch nie ein so schfines 
Holz erblickt(师傅，我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木材）”，均明显表现出整体意义和意向上的相近与类 

同。® 而这些德译文所对应的中文《庄子》原文就是“观者如市”、“弟子厌观之”、“未尝见材如此其美 

也，， 。 ®
不过，德布林在小说第四章两处梦的描绘中所使用的语汇 “ Stamm (树干 ） ” 、 “ Blatt (叶）”、 

“Sykomore(桑）”在布伯的“散木”节选译文《神圣的树》中没有出现，但却能够在卫译本对《庄子•人间 

世》之四和之五的翻译中找到直接对应或间接关联。® 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笔者最后再解释一下

0  N a rtin  B u b e r, ,，N a c h w o rt“ ， D eu tsch e  A u sw ah l von M a rtin  B u b e r, R ed en  u n d  G leichn isse des T sc h u a n g -T se  , 
L eipz ig : In se l-V e rla g，1 9 1 0，S. 82 —117. 此处为  S. 99.

®  D schu a ng  D si. D as w a h re  B u c k  vom  s iid lich en  B lil te n la n d . N a n  H u a  D schen G in g  , A us dem  C hinesischen  
v e rd e u tsc h t und e r la u te r t  von  R ichard  W ilh e lm , V erleg t bei E ug en  D ied e rich s , Jen a  1923 , S. 7 ，S. 2 1 ，S. 33 -  3 4，S. 
2 1 3 . 请 参 阅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下 ），陈 鼓 应 注 译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1 9 8 3 年 ，第 850 -  8 5 1 页 。

@ R ichard  W ilh e lm , ,，E in le itu n g  “，D schu a ng  D s i . D as w a h re  B u c k  vom  s iid lich en  B lil te n la n d . N a n  H u a  D schen  
G in g . A u s  dem  C hinesischen  v e rd eu tsch t und e r la u te rt von R ichard  W ilh e lm , V erleg t bei E ug en  D iederichs? Jen a  1923. 
S. IX -X X III. 此处为  S. X IV .

④  请参阅  A lfred  D ub lin , D ie d re i S p r iln g e  des W a n g -lu n  , C h inesische r R o m an , H rsg . von G abriele  S an der u. 
A n d reas  S o lbach , M lin c h e n： D eu tsch er T asch en b u ch  V e r la g , 2 00 7 , S. 482 u. S. 4 8 7 .请 R ed en  u n d  G h ich n isse  des  
T sch u a n g -T se  , D eu tsch e  A u sw ah l von M a rtin  B u b e r, L e ip z ig : In se l-V e rla g，1 9 1 0，S. 19 -  2 0. 请参阅  Dw/m ang" D h . 
D as w a h re  B u c k  vom  siid lich en  B lil te n la n d . N a n  H u a  D schen G in g  ? A us dem  C hinesischen  v e rd e u tsc h t und e r la u te rt 
von  R ichard  W ilh e lm , V erleg t bei E ug en  D ied e rich s , Jen a  1 92 3 , S. 33 — 34.

⑤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上 ），陈 鼓 应 注 译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1 9 8 3 年 第 1 3 1 - 1 3 2 页 。

©  D schu a ng  D si. D as w a h re  B u c k  vom  s iid lich en  B lil te n la n d . N a n  H u a  D schen G in g .  A us dem  C h in esis 
chen v e rd eu tsch t und e r la u te r t  von R ichard  W ilh e lm , V erleg t bei E ug en  D iede richs , Jen a  1923 , S. 33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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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将“Sykomore”一词译作“无花果”而译作“桑” 。“Sykomore” 由拉丁文“sycomorus”演变而来，而 

这个拉丁文单词又是由希腊文演变而来，其希腊文形式“syk6moros”由表“无花果”之意的“s^kon”和表 

“桑树”之意的“m6ron”前后组合而成，转换到德文等于“Feigenmaulbeere” ，即“无花果桑树”之意。® 也 

就是说，从词源和构词上就可看出以“ Sykomore”命名的事物属“果实长得很像无花果的桑科植物”®。 

卫译本中的《庄子 •人间世》之五又被拆分为“不材之木”和“材之患”两小节，卫礼贤将“材之患”一节开 

头“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中的“桑”译作德文“ Maulbeere”®。由此看来，德布林的“Sykomore”和卫 

译本的“Maulbeere”或许存在某种联系。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德布林研习《庄子》途径多样，德布林在《王伦三跃记》中对庄子思想的 

吸收借鉴参考了多个《庄子》西文译本。译者操纵色彩浓厚的卫礼贤《庄子》德译本只是德布林可能的 

蓝本之一。卫译《庄子》之于德布林创作其“中国小说”的作用似有被高估之嫌。总之，德布林和庄子关 

系的考据研究，乃至德布林和中国文化整体关系的研究，尽管早已开始，但还远未结束，还需要德布林 

研究界共同努力。

Alfred Doeblin and Zhuang Zi
LUO Wei

{School o 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In the complete manuscript of The Three Leaps o f  Wang Lun which keeps Doeblin? s 
original intention, Doeblin has in proper order incorporated several speeches and parables from the 
Taoist classic Zhuang Zi. By using and converting them in different degrees and integrating them in 
perfect harmony into his own novel te x t, Doeblin creates unique literary conception and artistic 
styles. As Doeblin has never been in China and does not understand Chinese, his main method to 
make use of Zhuang Z i?s thoughts and images is the so-called “ spiritual wandering”一to read and 
study as many relevan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uctions as possible. Through examining the versions 
and introductions of Zhuang Zi in west Europe and Germany available to Doeblin at that time and 
comparing their representative works with Doeblin? s texts generated by using Zhuang Zi from 
various angles, we can find out that Doeblin has numerous ways to deal with Zhuang Zi. Though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Zhuang Zi by Richard Wilhelm has been generally regarded as important until 
now, it is subjectively manipulated to a great extent, and its effect on Doeblin^ s “ Chinese novel” 
seems to be exaggerated.
Key words： Alfred Doeblin； The Three Leaps o f  Wang Lun ； German versions of Zhuang Zi ； 
Richard Wilhelm

(责任编辑：方红玫）

①  请参阅  D as groBe W orterbuch  d e r  d eu tschen  S p ra c h e  in  zeh n  B a n d en  , H rsg . vom  W issen sch a ftlich en  
R a t d er D u d e n re d a k tio n ， Band 8 ： S ch l -  T a ce . 3 . ， vollig  neu bearb . u. erw . A uflage . M an n h e im , L eip z ig , W ien , 
Z u r ic h： D udenverlag  1 99 9 , S. 3827.

② D as D u d e n -L e x ik o n  A - Z ，H rsg . u. bearb . von  M eyers L ex ik o n re d a k tio n , 5. neu bearb . A u f la g e，M a n n h e im , 
L eip z ig , W ien , Z u r ic h： D u d en v erlag , 1997 , S. 681.

③  《庄 子 今 注 今 译 》（上 ），陈 鼓 应 注 译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1 9 8 3 年 ，第 1 3 5 页 。

0  D schu a ng  D si. D as w a h re  B u c k  vom  s iid lich en  B lil te n la n d . N a n  H u a  D schen G in g  , A us dem  C hinesischen  
v e rd e u tsc h t und e r la u te r t  von  R ichard  W ilh e lm , V erleg t bei E ug en  D ied e rich s , Jen a  1923 , S.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