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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门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
董秋斯1951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
学》。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6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
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
我国自1979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
”（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1989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
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
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
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
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
产生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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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主要内容上，本书结合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史和相关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效果，以“先笔译理论
、后口译理论”的基本顺序，从三个大的视角展开深入的讨论：1）西方翻译理论和中国翻译科学研
究模式的转型；2）西方翻译理论和中国翻译文化研究模式的转型；3）西方翻译理论和中国翻译哲学
研究模式的转型。
具体包括八大内容：西方翻译对等论在中国的接受、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流布、多元系统论在中国位
置、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遭遇、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
的解构、阐释学翻译理论在中国的阐释，以及口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这八大翻译理论并非西方翻译理论的全部图景，而是分别代表了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哲
学学派，是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典型的翻译理论，因为本项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包罗万象，
而在于以一斑而窥全豹。
本书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将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模式的转型问题与西方译论的接受联系起来进行研
究，一方面可深化对西方译论接受过程的内在动力的揭示，另一方面可深化对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
模式的转型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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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翻译对等论在中国的接受　一、翻译对等论在西方的起源　二、翻译对等论在中国的认同　
三、翻译对等论在中外的否定　四、翻译对等论对中国的影响　五、翻译对等论在中国的效果第二章 
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流布　一、翻译目的论在西方的发展　二、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译介　三、翻译
目的论在中国的肯定　四、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批评　五、翻译目的论接受效果分析第三章  多元系
统论在中国的位置　一、多元系统论在西方的缘起　二、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译介　三、多元系统论
在中国的内化　四、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批判　五、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地位第四章  后殖民主义翻
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  　一、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道路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历史溯源
　三、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译介引进　四、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综合研究　五、后殖民主义翻译
理论的个案研究　六、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文化观照　七、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践研究　八、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总体效果第五章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遭遇　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
论的要义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思想内核　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中国译介　四、女性主义翻
译理论的中国检验　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践研究　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面临的窘境　七、女
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历史效果第六章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解构　一、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的西方
轨迹　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流变过程　三、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中国接受　四、解构主义翻译理
论的接受效果　五、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面临的问题第七章  阐释学翻译理论在中国的阐释  　一、阐释
学与阐释学翻译论的发展　⋯⋯第八章　口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摘结  语参考文献附录一：理论术语对
照表附录二：中外入名对照表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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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文化契合：理论的趋同　　理论的接受离不开发送者的作用，更离不开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
契合或视界融合。
从发送者情况来看，翻译对等论在西方最热的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那时中国正经历“文革”的劫难
，封闭的国门使它失去了东方意识形态的扶持。
它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欧美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势头，直到80年代后期文化学派崛起才逐渐衰微。
“文革”以后，中国学者大多在80年代之初走出国门，因此，他们大多吸取的就是当时在西方尚存一
席之地的理论——翻译对等论，加上翻译对等论本身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和奈达博士多次在中国的演讲
，它率先进入中国视野正是内因和外因结合的必然结果。
其次，中国接受者早已发现，翻译对等论与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存在许多共同点，与中国接受者的“
前理解”形成了“视界融合”。
罗新璋曾指出对等论与中国翻译传统理论的“似”颇有相通之处，同时也具有“神似”论的一些缺点
。
他甚至认为，对等论主要强调对原著者负责，等效论强调对译文读者负责，神似论关注译者对艺术的
责任。
这三论结合，则为大妙。
他认为中国传统译论中严复之“信、达、雅”和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都兼具这三种特色（罗
新璋，1990）。
言下之意，对等论早已包孕在中国传统译论之中。
金陧先生认为，瞿秋白在1931年给鲁迅的信中就已提出了当时最为完整的等效概念：“翻译应该把原
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
概念。
⋯⋯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反而要
多少地丧失原作的精神”（金陧，1989）。
其中的读者观确实与等效论相通。
更有甚者，秦洪武认为奈达对等论中的读者理念早在“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之中就可找到痕迹（秦
洪武，1999）。
由此可见，对等论确实与中国传统译论有着颇多相似或相容之处，因此，对等论一旦进入中国，立即
就得到了广泛的呼应、趋同并引起了热烈的大讨论，并在研究范式上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选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一部时代特色鲜明、具有开创意义和独特风格的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其整体设计其有高
屋建瓴的格渊，既展示了西方翻泽理论的原貌，又深刻而精当地分析了它们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所
面临的问题，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李亚舒·中国科学院救授、《中国科技翻译》主编、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　　非常实在、十
分艰苦而又难能可贵的科学研究工作！
说明作者具有坚实宽厚的理沦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专知知识，具有独立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的能
力以及驾驭和分析大量复杂史料的能力。
本书内容新颖，资料丰富，写作规范。
层次分明，文笔流畅，论述清楚，说服力强，填补了我国翻泽研究的空白，具有创新价值。
　　——冯志伟·教宵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世纪西方翻泽理沦在中国
的接受史》是一幅精心勾画的历史画卷。
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呕心呖血的学术追求。
全书重点突出，梳理细致，条理清楚，分析和反思非常到位，填补了中国翻译研究的一项空白，其学
术意义非常重大。
　　——王东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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