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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兹拉·庞德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公认的鼻祖之一，其在诗歌创作及批评理论方面都有较大影响。本文基

于前人对梭罗所接触儒家思想的实证表明之上，叙述庞德是怎样与儒家思想结缘以及择取了哪些观点。从最初的

了解到后来的谙熟择取，中国儒家思想与庞德的关系愈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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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兹拉·庞德 1885 年 10 月 30 日出生于美国爱达

荷州的海利镇。作为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公认的鼻祖之一，

庞德对诗歌创作及批评理论方面都有较大影响。其主要

作品是一部雄心勃勃、包揽人类文明的长诗，在诗章中

有所体现，并于1917-1959年分批发表。其思想主要特

征是：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西方正统文化统治，强

调借鉴东方智慧与古代文明财富，造就一个充满人性、

崇尚艺术、多种文化交融并存、而又受到个别英明救世

主庇护与领导的美好世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欧洲诗

人对于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造诣，通过自己的不懈

努力搭建起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1929 年世界经济危

机爆发，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追求物质财富的美国梦

泛滥肆意，物欲横流的社会引发了庞德对社会制度和对

人生价值的思考。这时候他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异域文化，

悄然间燃起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关注。在璀璨悠久的

中国文化中，庞德对中国的圣人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尤为

敬仰与崇敬。《大学》就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思想的散文，也是庞德不断地对中国儒家文化学

说产生深刻理解的领路人。对于他来说，“衡量一个社

会优劣的基本标准，是艺术能否在这个社会得到繁荣和

发展”，因此他认为能够促成中国艺术产生的社会制度

必定是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逻辑使庞德

在他的中国观中掺入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并且将这

种优越性归功于儒家学说。当被问道，你相信什么？庞

德说：“我相信《大学》。”他还说：“整个的西方理

想主义是一片丛林，基督教神学也是一片丛林。要想把

这片乱七八糟的丛林削出一点秩序来，没有比《大学》

这把斧子更好的了。” 庞德的女儿玛丽·德·拉维尔

兹（Mary de Rachewiltz）总结道：“孔子之于庞德，

犹如水之于鱼。”由此可见中国的儒家文化和思想对他

的文学创作以及价值观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

这种影响的驱动下，庞德学会了利用儒家的眼光重新审

视人类命运，并试图以此去解决西方国家存在的诸多社

会与文化问题。当我们对这一点有所了解并进一步研究

之后，必然会促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的认识，

同时会促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我国的儒家思想文

化以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促进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各种优秀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使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

神向导和理论指引。同时进一步思考如何使中国文化走

向世界，与世界文化互相取长补短，进而促进世界文明

的繁荣发展，美美与共。因此本文基于前人对庞德接触

儒家思想的实证表明之上，叙述庞德是怎样与儒家思想

结缘以及择取了哪些观点。

1 庞德接触并了解儒家思想

说到庞德与儒家思想，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他与中

国文化的相遇。高博在他的文章中说明，在 1908 年，

庞德抵达了伦敦，并很快认识了诗人劳伦斯·比尼恩。

比尼恩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也是一位东方艺术鉴赏家，

因这层关系，庞德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参观，也从比尼恩

那里开始了解中国。这就是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初遇。那

么庞德与儒家文化又是何时相遇的呢？1929 年，世界性

经济危机爆发，庞德对于政治和经济的热情与文学不相

上下。这一时期，庞德对中国的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并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孔子学说可以拯救

混乱的场面，拯救迷惘的人们。由于庞德支持法西斯主

义，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对庞德以叛国罪进行指控，

最后将他送到圣·伊丽莎白精神医院监禁，在圣·伊丽

莎白精神医院接受监禁的 12 年间，庞德做出了较多的

成果，例如《大学》《中庸》以及部分《孟子》的英译

本。1954年，庞德翻译的《诗经》正式出版。在比尼恩

之后，庞德读到了由阿伦·厄普沃德介绍给他的翟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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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文学史》。厄普沃德给他介绍了许多翻译成英、

法文的儒家经典和翟理斯的译作，自此开启了他对中国

古典文化及儒家思想的崇拜的一生。庞德认为孔子的

《大学》中涵盖着中国两千年历史上高级官员的管理思

想，并向政府官员和大学生极力推荐儒家经典，在此期

间他的翻译作品也使他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

庞德对于儒学的热爱是的贯彻其一生的，他是儒学

坚定的信奉者。他亲自翻译了很多儒家经典，但是在翻

译儒家经典时的汉语水平并不优秀，更多要依靠前人的

经验。但庞德并不满意已有的译本，他认为要出版新的

译本，就要将他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体现出来，以及依靠

这些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一些不满与扭转期望。庞德认为

西方的社会秩序是混乱的，对此他非常重视。因此他宣

扬中庸、正名等思想。从《诗章十三：孔子诗章》中，

我们可以看出庞德对于中国社会、等级和家庭关系中秩

序起到的重要作用领会颇深。对于个人修养方面，庞德

倾向于用“修身齐家治国”的理念，建立起一种清晰、

平衡的个人、家庭与社会的等级秩序。庞德认为，“修

身”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基督教失望至极。

庞德认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个人的自我提高与自我完

善。君子独善其身，然后感化周围人，从而起到调节社

会秩序的作用。庞德被囚禁的 12 年里，这种扑朔迷离

的处境让他更加深刻体会儒家思想中内省修身对平衡

心灵的重要作用，他将儒家思想运用在个体经验和更广

大的社会实践中。

庞德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商业文明高度发达，传

统价值观念解体，人们都迷茫堕落，社会混乱。庞德心

系社会，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扭转混乱的局面。此时，

中国几千年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给了庞

德新的希望，他认为西方需要孔子，“孔子是一剂良药”。

孔子“善”的原则是摆脱自我精神危机的良药。儒家文

学对庞德的教育思想也产生了影响。孔子教育的核心是

人性，但在庞德眼中，西方的教育是压抑的，并且使人

忘记传统。孔子讲究因材施教，在学生的个性和天性的

基础上培养学生，在学生内心深处培养秩序感，并外化

为对社会秩序的尊崇。对庞德来说，教育思想对一个国

家的文化和道德健康十分重要，孔子这种优秀的教育思

想是他们所需要的。庞德在《诗章》中历数了中国史上

的兴衰成败，他认为这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庞德来

说，儒家思想的“仁德”是拯救西方文化的良方，也是

美国复兴的动力。所以我们也能在庞德的文学作品中看

到他兼收并蓄的特点。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

成为了借鉴对象，也是他创新的源泉和精神寄托。

2 庞德诗歌对儒家思想的择取

2.1 秩序与和谐

庞德对儒家思想中的秩序与和谐观念极为赞赏。当

时的西方社会，战争的破坏、经济的危机以及社会的动

荡使得人们生活在不安与混乱之中。而儒家所强调的社

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庞德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社

会模式。在《诗章》中，庞德通过具体的意象和场景来

表达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例如，他描绘了一个宁静的

乡村景象，农民们在田间劳作，遵守着自然的节奏和社

会的规范。这里的秩序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

还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上。又如，在描写城市生

活时，庞德批评了西方城市的混乱和无序，呼吁人们回

归儒家的秩序与和谐。他认为城市应该像一个有序的有

机体，各个部分相互协调，共同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2.2 中庸之道

庞德将“中庸”翻译为“Unwobbliing Pivot”，

这个独特的翻译体现了他对中庸之道的深刻理解。他认

为“中”或“中庸”是儒家治国的宝典，意味着不偏不

倚、保持平衡。

在庞德的诗歌中，中庸之道常常体现在他对社会和

经济问题的思考上。例如，在《经济之衡》一诗中，庞

德写道：“财富不应过度堆积，贫穷不应长久困扰。中

庸之道，平衡之术，乃经济发展之关键。”在这里，庞

德明确表达了他对中庸之道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他认为

经济的发展应该像一个稳定的枢轴一样，保持平衡，不

偏向任何一方。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到社会

的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

2.3 正名与伦理

“正名”在庞德的诗歌中多次出现，他认为“正名”

意味着保持和维护层次分明的社会法律制度。在儒家思

想中，“正名”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

的角色，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在《社会之

序》一诗中，庞德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写，表达

了他对正名与伦理的重视。他描写了古代帝王的统治，

强调帝王应该以仁德治国，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同

时，他也描写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强调他们应该遵守社

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贡献。

例如，庞德写道：“帝王之名，承载仁德之重。百姓之

名，恪守道德之约。正名之理，社会之序。”这里，庞

德通过对帝王和百姓的“正名”要求，传达出他对儒家

伦理和社会秩序的深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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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庞德特别推崇儒家文化中的“修身”观念。他认为

个人只有通过不断地修身，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才能

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贡献。在庞德的诗歌中，修身

常常被描绘为一种自我提升和自我修炼的过程。例如，

在《自我之悟》一诗中，庞德通过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探

索，表达了对修身的追求。他写道：“反思自我，审视

内心。修身之路，漫长而艰辛。但唯有如此，方能成就

自我，为社会贡献力量。”此外，庞德还引用了《大学》

中的“治国、齐家、修身”理念，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的

基础。在他看来，个人的修身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第一步，

只有每个人都注重自身的修养，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

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3 儒家思想在庞德政治经济思想中的体现

3.1 社会结构理解

庞德受儒家等级制度的影响，认为一个稳定和有序

的社会需要明确的层级划分。在他看来，不同阶层的人

们应该各司其职，共同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贡献力量。

在庞德的诗歌中，他常常描绘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其

中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在《社会之梯》一诗中，庞德描写了农民、工人、

学者和政治家等不同阶层的人们，他们各自承担着不同

的责任和使命，共同为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庞德认为，

农民是社会的基础，他们通过辛勤的劳作提供食物；工

人则负责生产商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学者则致力

于知识的传播和创新，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政

治家则负责领导和管理国家，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3.2 道德伦理在经济政策中的应用

庞德强调道德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重要性，认为政

治家和经济决策者应当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一思想

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德准则相契合。在

庞德的诗歌中，他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贪婪和不平

等进行了深刻批判。例如，在《经济之罪》一诗中，庞

德描写了资本家们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导致社会

贫富差距加大，资源浪费严重。他认为这种经济体系缺

乏道德约束，需要引入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来规范经济

活动。庞德呼吁政治家和经济决策者以公正、诚信和仁

爱之心来制定政策和管理经济活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他认为只有当经济活动遵循道德准则时，才能真

正实现社会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

3.3 经济观念的平衡与适度

庞德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认识到经济的发

展不能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而应注重平衡各种利益关

系。

在庞德的诗歌中，他常常强调经济发展的平衡与适

度。例如，在《经济之美》一诗中，庞德描写了一个经

济发展适度、人们生活富足的社会。他写道：“经济之

美，在于平衡。不贪求过度之财富，不陷入贫困之困境。

适度发展，和谐之境。”庞德认为经济的发展应该像一

首和谐的乐曲，各个音符相互协调，共同构成一个美妙

的旋律。这种经济观念体现了庞德对儒家“中庸之道”

在经济领域的深刻理解和应用。

3.4 庞德诗歌对儒家思想择取的局限与误解

尽管庞德对儒家思想的择取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和误解。首先，由于文化差异，庞德对

儒家思想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他对儒家等级

制度的强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的自由和平

等权利。在儒家思想中，等级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和和谐，但同时也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和自我提升。然

而，庞德在强调等级制度时，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个体

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导致了对儒家思想的片面理解。

其次，庞德的理解和应用也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影响。

在将儒家的经济观念应用于西方社会时，他没有充分考

虑到西方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儒家的经济观念

是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背景下形成的，与西方现代工

业社会的经济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异。庞德在应用儒家经

济观念时，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导致了一些

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建议。例如，庞德主张回归传统的农

业经济模式，认为这是实现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然而，在现代社会，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已经成为不

可逆转的趋势，单纯地回归农业经济模式显然是不现实

的。

因此，庞德诗歌对儒家思想的择取体现了他对东方

智慧的深刻理解和认同，同时也反映了他试图通过儒家

思想来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努力。尽管存在局限和误解，

但他的探索和尝试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的诗

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范例，让我们看到了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同时，也提醒我们在

借鉴其他文化的思想和观念时，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

和时代背景，避免片面理解和不切实际的应用。

4 结语

综上所述，庞德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赞赏与应用体现

在他对抽象理论的实践与他对自己诗歌中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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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理解。庞德早期和儒家思想的相遇为中后期庞德

将儒家思想应用于解决西方社会问题提供了肥沃丰富

的知识土壤；尤其是 12 年的监禁期间庞德将自己暴露

于东方的经典著作中，让他得以深入接触中国古典诗歌，

这对他的意象理论的发展与运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

在此过程中庞德将所习得的儒家元素融入自己的诗歌

创作与译作中。比尼恩之后厄普沃德向庞德介绍了儒家

经典和翟理斯的译作，在此过程中庞德展现了对儒家思

想的无限崇拜之情。当时西方秩序混乱，传统价值观念

逐渐解体，庞德心系社会不忍看到此幅景象。在庞德心

中儒家思想无疑是解救当时西方社会的不二良药，而庞

德确实也不出意外地将众多儒家思想运用在其诗歌创

作中。

具体的思想包括秩序与和谐、中庸之道、正名与伦

理以及修身等。庞德对儒家文化中的秩序与和谐格外欣

赏，希望通过倡导这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

谐来解决当时西方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庞德认为中庸

之道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运用到经济领域，强调

“财富不应过度堆积，贫穷不应长久困扰”，这一先进

的想法对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

正名即每个人都应履行好自己在社会的责任，如普通人

应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而统治者也应以仁

德治国，以富泽于人民。在庞德的众多诗歌中都曾提到

过“修身”这一概念，他认为修身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

修炼和自我提升的过程而个人的修身也是实现秩序与

和谐的第一步。

许多著名的儒家元素也在庞德的政治经济思想中

得以体现，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道德伦理、经济这三

个方面。首先，在社会结构方面庞德认为一个稳定和有

序的社会需要明确的层级划分而不同阶层的人们应该

各司其职，共同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贡献力量，这一观

点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正名几乎一致；在道德伦理方面，

庞德认为政治家和经济决策者应当具备高尚的道德品

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德治国的观点同时他也对那

些为了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的资本家进行了批判呼吁

决策者以公正、诚信和仁爱之心造福人民；在经济方面，

庞德则强调平衡与适度同时在《经济之美》一书中他描

写出一个经济富足、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这种经济观

念也是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的具体体现。

结合当时西方的整个大背景来看虽然埃兹拉·庞德

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但这并不妨碍他为

中西方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埃兹拉·庞德基于自己

对儒家思想的独特理解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开辟

了一条渠道，其中一些思想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依然存在

着深远的影响。不止于此，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我们能够

感受到埃兹拉·庞德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让我们看到

同一种思想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理解，也我们以不同

的角度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与此同时，当我们在看到本

国的思想在他人手中得到运用时，我们也不禁为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感到骄傲与自豪。这也激励着我们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一份热，发一

份光。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

后，促进对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推动开

辟守正创新、固本开新的文化发展新境界。不断增强我

国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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