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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
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
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
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
译的认识几乎是零。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
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
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
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
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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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专业的学术论文著作。
作者以钱锺书先生的治学、著述及翻译成就为依据，从翻译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切入，以钱先生译
学中的精辟论断“化境论”为核心论断展开论述，剖析了文学文本生成中作者、译者及文本的多重复
杂关系及相关因素。
批评了译学研究中存在的译者从属于作者的“主仆”关系说，指出译者在翻译创造过程中完成的最高
境界“化境”应是：译者不仅能够传达原作的真髓，而且能使原作就此获得再生。
从此意义上讲，原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
就此，钱先生的“化境论”在作者的阐释下内涵更加丰富，视角更具现代意义。
这部著作立论扎实，分析详尽，可资专业理论研究人员参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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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
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
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
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
译的认识几乎是零。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
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
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
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
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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