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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民族的译论资源，在现有译论中所占的比重太少。
我国译论建设应该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大国气象、大国风范的现
代译论。
因此，中西融通与古代译论的现代转换工作，变成了一个关涉我国翻译理论建设前途和速度的重大问
题。
 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重点讨论了传统译论研究的现代意义；西方译论冲击下中国传统译学理论语境的
再认识；构建现代翻译传统与中国传统译论资源；中西比较译学建立的可能性；中国翻译学应以何种
形态去与世界对话等。
 　　本书为2008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文集，收录国内翻译理论研究和教学方面的论文共43篇
，涉及六大论题：（1）传统译论研究的现代意义；（2）西方译论冲击下中国传统译学理论语境的再
认识；（3）构建现代翻译传统与中国传统译论资源；（4）中西比较译学建立的可能性；（5）中西文
化相遇（如经学与佛学、经学与神学以及文学与文艺等）过程中翻译实践活动对中国译学的影响和塑
造；（6）中国翻译学应以何种形态去与世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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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译论：直面“浴火重生”——代序对几个译学理论问题的认识从“文章正轨”看中西译论的不同
传统中国传统译论话语体系建立中的关联性问题逻辑悖论之于中国译学建设的意义在结构与解构之间
——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建构价值中国传统译论系统观试论翻译的伦理性傅雷与霍姆斯面对
面——在中西互鉴中走向翻译标准的解构与重建西学汉译的本质特征回眸近10年中国译界学者之研
究Logic的中国因缘及其意义重构试析我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主体性意识传教士典籍翻译与欧洲汉学严
复的中西文化观与其翻译话语的生成机制世纪回眸：梁启超与“豪杰译”鲁迅“硬译”论的旅行：历
史转移与启示胡适对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影响论赵元任的翻译观翻译与创作的融通——以
林语堂的双重身份为例新时期三家外国文学期刊的英美文学译介对翻译转换范式的思考——谦论翻译
的学科特性翻译学的动态开放性简论论翻译批评理论的研究框架——兼论两部翻译批评著作论翻译标
准对译者主体的规约辛红娟论读者接受与翻译手段之关系翻译研究的美学途径政治文化对微观翻译选
择的制约文化基因的惯性力量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翻译——兼评《喜福会》新旧两译本的中华文化
翻译一种新的“回译”现象——从Moment in Peking到《京华烟云》傅译《约翰&#8226;克利斯朵夫》
的经典化之旅——评《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典籍英译：文化翻译观
下的异化策略与中国英语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英译和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西方翻译研究的语境化思潮述评
语言个性与翻译论翻译中的“言、象、意”都是形式惹的祸——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可行性研究值
→里→→表：译语表达机制——小句中枢全译说研究之一汉英翻译中名词词组的概念整合特征汉英翻
译教学中的英文思维与英文写作意识培养翻译的两条根本原理与翻译教学论我国英汉学习词典例证翻
译中几个需要改进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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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几个译学理论问题的认识　　3.为什么要有翻译学的科评价标准？
　　我国的学术传统一直是以人而不是以学为中心的，所以学术有严重的自治化与伦理倾向，没有独
立性。
学科意识很淡漠，分类先有“道术”，后有“学术”，重术轻学（杨自检。
2008）。
翻译虽历史很长，但一直是有术无学。
蒋翼振1927年出版的《翻译学通论》有了学科意识，直到1949年董秋斯才在《鲁迅与翻译》中提出了
建立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问题，1951年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中认为“翻译是一种科学”，但没得
到学界的响应，一直拖到20世纪80年代译界才和董秋斯的思想接上头，还不断争论翻译是不是学科，
因此学科的评价标准就成了八九十年代译界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1999年11月上海翻译研讨会上提出了翻译学建设的五条标准：研究对象是否清楚；学科的性质是否清
楚；学科的理论体是否构成（包括是否有分级的范畴；范畴界定是否清楚且前后一致；范畴是否形成
严密的逻辑体系；理论是否普遍有效）；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否清楚；本学科是否建有自己的
方法论。
此外还指出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
理论和方法（杨自俭，2000）。
有了这个评价标准，就有了学科建设的尺度，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4．怎样理解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灵魂（深层理念）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已在“翻译学”的定义中做了回答。
研究对象是学科构建的首要问题，跟这问题相关的有学科的古与今和中与外以及跟其他学科的关系问
题。
“处理学科的古今中外关系问题是要解决学科的‘继承’与‘借鉴’问题，而处理一个学科跟相关学
科的关系问题是要解决学科的‘定位’（确定其在人类创造的整个知识系统中的位置）问题”（杨自
俭，2005）。
实践证明，不解决定位问题，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性质问题就很难解决。
现在看来，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从客观世界到译文影响八大要素，此外还应包括翻译史、译论史
与方法论。
这是由中外研究成果集结而成的。
对学科的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型的人文社会科学。
为什么这样界定翻译学的性质，笔者曾做过详细解释，这儿不再赘述（杨自俭，2002：11-12）。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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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