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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复旦大学翻译专业课程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使用对象为翻译专业本科及英语专业高年
级学生。
以及具备一定的翻译基础且希望对翻译理论有进一步了解的翻译爱好者和研究人员。
《翻译通论》全书共12个单元，其主要特色有：渐次展现翻译与翻译研究丰寓多彩的历史与现实图景
，为学习者提供宽阔的视平线；注重突出中外译学研究界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事件与进展，俾使用
者对当代翻译研究领域的代表理论家和流派及其观点等有概括性的认识；叙述兼顾“学”、“术”，
在理论观点的阐释中穿插大量实例，激发学生继续探索的兴趣；精心设计“名家见解”、“个案研究
”、“思考与讨论”等环节，为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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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主笔人刘敬国博士是一位翻译研究的后起之秀。
他吸收消化当代译论的前提下，专攻佛经翻译研究，已有喜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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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非文学翻译的量巨大，但针对非文学翻译的批评却并不多见。
一直以来，翻译批评的对象主要都是文学翻译。
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不管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有重视文学翻译的传统，这可能是因为文学作品读者面最广，
内涵最丰富，翻译中涉及的因素特别多，因此学者们都认为文学翻译最有研究的价值。
其次，翻译批评是有较强的学术性和理论性的工作，因此从事的人也较有限，多数都是高校教师或研
究机构的学者，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兼作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而他们从事的实践主要是文学
翻译，因此其翻译批评以文学翻译为主就不奇怪了。
而大多数从事非文学翻译的都是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或职业译员，他们对翻译批评这种学院色彩浓郁
的事情可能鲜有兴趣。
　　翻译批评按照从事的主体可以分为译者翻译批评、专家翻译批评和读者翻译批评三大类。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为论述方便而进行的划分，并不是说这三者之间有截然清楚的界线。
事实上，这三类主体有时是重合的，比如专家自然也是读者，译者也可兼作专家。
　　译者作为主体的翻译批评又可分为译者自评和译者他评两种方式。
译者自评是指译者对自己翻译的作品发表感想和评论。
如著名翻译家董乐山著有（《译余废墨》一书，对自己几十年翻译生涯中遇到的翻译问题进行讨论。
再如德国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曾著文《我译（魔山）二十年》，对自己翻译托马斯·曼（1homasMann
）的长篇小说（《魔山》的历程进行了回顾。
这些都是译者自评的例子。
翻译家对自己的翻译作品进行评价，一定程度上带有自我总结的性质，也有的译家在总结过程中对原
著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因此也有导读的性质。
　　译者他评是指自身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对别人的翻译作品进行评论，较之译者自评，这种方式更为
常见。
例如，同是翻译家的罗新璋和金圣华曾对傅雷先生的译作进行过评价，杨必女士翻译的《名利场》出
版后，也有不少同行对译文的风格和质量进行过品评。
　　以专家为主体的翻译批评是最主要的翻译批评，也是目前数量最多的一类翻译批评。
我们这里所说的专家是指其学术兴趣或说学术研究领域主要为翻译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本身也可能
从事一定的翻译实践，但他们对翻译问题的阐释同单纯的翻译家是不同的。
以翻译批评而论，单纯的翻译家在做批评时，重点往往放在翻译的技术层面，如译笔是否流畅，原文
的风格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传达，等等。
而学者的视角与此不同，他们更多是从理论的角度，对翻译中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较为系统的
探讨和解释。
　　我国和世界范围内的一些翻译研究刊物，如《中国翻译》、Babel等上面经常会出现一些针对翻译
作品的评论文字，这些基本上都属于专家批评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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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翻译通论》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材分为语言能力、笔译能力、口译能力、学科素养四大板
块，其编写紧扣翻译专业培养目标，力图区别于传统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突出“翻译专业”特色。
教材以提高翻译能力为导向，注重夯实学生的中英文语言功底，培养基本的翻译意识，使学生了解基
本的翻译理论，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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