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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而中华文

易经》则是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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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等等表述，我们可以构造一个词汇 Aboven 来翻译“天”，above 表示“在上

面”，词缀“-en”表示“物，场所”，这样就可以充分而完整地表达“天”的多重含义，同时西方人也

很容易理解。 

再看“仁”，“仁者，二人”，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理念，这是一种平等之爱，所以 benevolence 

(bene “well” (see bene-) + volantem (nominative volens) present participle of velle “to wish”)的翻译并不准确，

可以构造一个词 equilufu (equi-: equal, lufu: love)或许更加准确。 

“道”的含义有“自然规律”、“道路”、“宇宙之源动力”、“生命之本”等多层含义，如果用

viagen (via: way, gen: give birth)来翻译，可以准确地表达其“way of genesis”的内涵。相应的，“道家学

说”可以译为 viagenism。 

“儒学”并非仅限于孔学，所以用 Confuciusim 来翻译存在局限，但若认为“儒学”是以仁爱为中心

的学说，将其翻译为 Tenderism 可能会好一些。 

“君子”和“小人”是相对的概念，并非 gentleman 和 small man，如果用 magnee (mag: great, big; -ee: 

person)和 minee (mini-: small; -ee: person)来翻译或许更好。 

6. 总结 

通过对西方眼中中国形象的演变分析和对中西文明特质的比较，从《易经》的基本思想出发，理清

了中西文明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中西文明的本质是对人性以及人的自我能动性的认识。中华文化的阴

阳五行学说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和四元素说存在源头上的一致性，通过数学方法审视易经、儒家、

道家、佛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表明易经属于 2 的等比级数，儒家属于斐波那契级数，道家属于自然级数，

佛家属于收敛于 0 的无穷级数。西方文化是阿基米德螺线的展开，中华文化是阿基米德螺线的回归。将

英语构词法和汉字六书相结合，建议了“天”、“道”、“仁”等中华文化核心名词的科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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