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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问题是目前国內很多学科关注的热点。
外语专业师生对翻译的研究必然会涉及两种文本在语言转换层面出现的问题；中文出身的外国文学研
究者不能完全摆脱借用中文译本作为研究工具而产生出来的研究对象失真的质疑；比较文学界的译介
学研究往往以这两个学科面临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从作为该
活动主体的译者、翻译活动发生的文化语境、翻译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干预、译本在译人语国家的影响
、源语国学界?这种影响的反馈等多角度展开研究，深化对翻译现象的认识，这就是本书的立足点。
除了探讨这些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外，本书还提供了典型的文学翻译研究的案例，不仅为读者提供了
丰富的知识和研究素材，还给有志于做文学翻译研究的学生展示了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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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冰梅，女，1957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获北京大学英语语言学硕士，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博
士。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中国文体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
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译介学、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英语文体学、英语教学研究等，在国内
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相关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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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翻译的理想与理想的翻译之辨
　　1.翻译的理想　
　　2.理想的翻译
　二、译者主体性问题
　　1.负面隐喻下的重负
　　2.译者主体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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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译者的文化身份问题
　　2.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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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认识文化差异
　　1.英汉文化差异
　　2.文化空缺的几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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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翻译场中的女性主义
　　3.重振父权社会中“丢失”的妇女作品
　　4.进一步的更正措施
　八、小说翻译中的风格重构
　　1.风格可译论
　　2.译者风格举证
　九、伪翻译的居间性
　　1.伪翻译的概念的沿革
　　2.伪翻译存在的原因和用途
　　3.伪翻译的二重性
　十、文学经典复译的必要性
　　1.多译本存在的必然性
　　2.文学经典复译的意义
　十一、文学翻译不可逆归性
　　1.回译的类型及作用
　　2.回译对于文学翻译的意义
　　3.“People Hide Their Love”的“回译”实验
第二部分　中国部分古代文学经典的译介与个案分析
　一、西方汉学家英译的《诗经》
　　1.从节译本到全译本
　　2.《诗经》翻译三难
　二、英美国家唐诗的英译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翻译新视野>>

　　1.唐诗在英国的译介
　　2.唐诗在美国的译介
　　3.唐诗英译之难
　　4.著名诗人诗作翻译赏析　
　三、韦利译白居易诗对英语诗歌的影响
　　1.韦利对白诗的偏爱　
　　2.再现白诗的不同风格　
　　3.韦译白诗在英语文学中的经典化　
　四、汉语“朦胧诗”的跨界呈现　
　　1.英语中ambiguity的多?性
　　2.《锦瑟》代表的“朦胧”
　　⋯⋯
附录一　现当代英译中国文学的英美汉学家
附录二　现当代英译中国文学的中国翻译家
附录三　现代当英译中国文学的海外华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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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是人类知道自己联合起来的能量，因此从没放弃学习他者语言和重建巴别塔的努力。
翻译就是人类渴望打破自身的孤独以便认识更广阔世界的手段，并且是一种最为行之有效的沟通行为
和手段，不管是在实际运用上还是在研究上都广泛的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人们的心中有着“翻译的理
想”。
实际上，“翻译的理想”就是让所有操着不同语言的人能够沟通，说这种愿望只是一种理想，因为上
帝并不是把人类的语言只变成两三种或者七八种，而是变成数干种，人的能力无法和不朽的神相比，
在人的有生之年要掌握十几种语言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数千百种。
但人类是聪明的，他们把这种彼此沟通的努力放到了人类历史长河之中，通过学习和翻译，并通过两
两语言问的互译，相交成一股股的涓涓细流，汇入到历史长河之中。
“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①道出了对翻译起源的艺术概括，而“通天塔应该是神话起源
之神话、隐喻之隐喻、叙述之叙述、翻译之翻译”②说的也只是一种“无源之源”式的期盼，表达了
人在认识上的限制和对语言世界的想象。
历史上留下的许多译本展现了人们彼此交流的现实，对译本的评论体现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与希望。
这就让人们在欣赏着自己创造的翻译史的同时，也常常对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质疑，在质疑中不断
提高翻译水平和翻译研究水平。
人们质疑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可译与不可译，这个问题直接反应了翻译理想的建构与破灭。
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争论伴随着整个翻译发展的历史。
持不可译观点最极端的是诗人对诗歌翻译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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