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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复杂且特殊的人类行为。
人类翻译活动的诸要素，无论作为广义翻译主体的译者、作者、读者，还是相关的语言、文化、翻译
目的等都具有社会伦理属性，因此，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伦理性。
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审视人类的翻译行为，不但能够增进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而且还有助于更加公
允地评判人类的翻译行为，更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本书以“翻译伦理”为研究主线，以发生在传统中国的两次大规模翻译运动为历史与实践参照，
运用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对华夏民族传统翻译伦理思想进
行了全面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伦理、翻译与翻译伦理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树立相对主义的
、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翻译伦理观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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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玄奘坚持走上层路线，与帝王保持良好的交往关系。
玄奘深知佛教事业的发展必须在朝廷许可的限度内展开，佛经翻译事业只有得到朝廷的赞助才能获得
更好的发展，因此身为佛教徒的玄奘摒弃“沙门不敬王者”的印度佛教传统，对帝王表现出敬重和臣
服的姿态。
有必要指出的是，玄奘毕竟是一个幼年接受过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中国人，敬王者、效忠君主对他来
说并不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玄奘回国后向唐太宗提出希望去嵩山少林寺翻译佛经时曾言“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伏听敕言”。
为了得到帝王对佛经翻泽事业的大力赞助，玄奘为其佛经翻译活动打出了为国尽忠、报效祖国的大旗
，而且对帝王也表现出敬重与服从的姿态。
唐太宗不仅在弘福寺里为玄奘设置译场，还命房玄龄负责按照玄奘的需求提供资助，务必做到周备。
除了担任弘福寺译场的译主外，玄奘还先后在皇家寺院大慈恩寺和玉华宫主持过佛经译场。
玄奘译出经文后还曾上表，请皇帝为其所翻译佛经作序。
唐太宗曾亲自为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作《大唐三藏圣教序》，皇太子李治也为玄奘作过《述圣
记》。
有唐太宗父子为玄奘翻译的经文作序，其译本的影响力自然非比寻常。
在《玄奘传》中，玄奘的弟子彦惊对此有过评述：“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
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浹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
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
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
”玄奘利用皇帝的力量推广佛经译本的举措给我们多少会带来一些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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