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

13位ISBN编号：9787310035847

10位ISBN编号：7310035844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南开大学出版社

作者：廖七一

页数：3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

内容概要

本研究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2005-YW004)。
本项目应用规范理论的研究视角，描述晚清到五四文学翻译思想、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的演变，揭示
翻译活动的规律以及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基本内容包括文化转型与文学翻译规范、晚清翻译“信”的失落与语言的“变格”、五四文学翻译规
范、翻译家与社会规范的互动，以及现代文学翻译话语的形成。
    项目避免简单地确认或因袭现有翻译研究结论，而是回到文学翻译的历史场景，从晚清到五四时期
大量关键性或典范化的文学翻译著作入手，通过较详实的史料分析和文本对比，揭示翻译规范对文学
翻译活动的驱动与制约。
与此同时，项目并不满足于将规范视为制约翻译活动的社会存在，而是着力再现翻译家创造性的文学
翻译活动对现代文学翻译话语的营造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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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七一，曾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获四川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先后赴美国东门诺大学、戈申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访学进修。
现任四川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
主要著作包括：《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译林出版社)、《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等。
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中国比较文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语
料库与翻译研究”、“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多元系统”等60余篇。
曾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多次获省部级教学和社科研究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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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一、文化转型与翻译研究  二、规范与翻译规范第一章  文化转型期的翻译个案：以《哀希腊》为
例  第一节  梁启超与拜伦诗歌的政治化    一、《哀希腊》与文化潜能    二、《哀希腊》的“意译”与
改造    三、拜伦形象的建构  第二节  马君武译诗中的“讹”与主流意识    一、“讹”的定义与分类    二
、“讹”与翻译的界定    三、“讹”与译诗的政治寄托    四、“讹”与归化表现策略  第三节  从“晦
”看苏曼殊译诗的价值取向    一、苏曼殊译诗中的“晦”    二、从革命者到诗僧    三、译诗的艺术化
转向    四、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二章  晚清文学翻译：“信”的失落与语言的“变格”  第一节  翻译规
范及研究途径    一、社会学与规范的定义    二、翻译规范    三、规范的研究途径  第二节  “信”的失落
与翻译规范的重构    一、规范及研究视角    二、实用理性与强国模式    三、达旨与译意    四、形式因袭
与归化    五、翻译批评：何为翻译?  第三节  文学翻译语言的“正格”与“变格”    一、文学翻译语言
的“正格”    二、文学翻译语言的“变格”    三、言、文与雅、俗的消长    四、文言的“回光返照”  
第四节  晚清公共叙述与翻译规范    一、社会叙述理论    二、概念叙述与“陆沉”、“睡狮”和“老大
帝国”    三、概念叙述、公共叙述与翻译规范第三章  五四文学翻译规范  第一节  文学翻译对“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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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现代白话规范的草创    一、白话规范的话语建构    二、翻译与五四白话    三、白话规范与思想革命  
第三节  从政治到艺术模式的演变    一、形式的异化    二、主题的泛化与多元    三、翻译诗学的确立第
四章  现代文学翻译话语的形成  第一节  从《域外小说集》看翻译规范    一、《域外小说集》：备受关
注的译作    二、翻译规范与《域外小说集》的文本描述    三、《域外小说集》与主流翻译规范  第二节 
胡适译诗与翻译规范    一、主流政治话语与译诗主题的嬗变    二、译诗与现代文学观念    三、译诗与
语言规范  第三节  《新青年》与现代翻译叙述    一、《新青年》与翻译    二、翻译的外部诗学    三、翻
译的内部诗学    四、文学翻译经典的建构第五章  《哀希腊》的译介与符号化  一、拜伦《哀希腊》的
本土化  二、译介与中国文学的互文性  三、翻译与精神自由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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