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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修订版)》以实证考据和逻辑思辨相结合的方法，按历时描述和共时批评相交
叉的理路，在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学术视野内，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
全书考察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辨析了均用Translation Studies为其能指的译介学和
翻译学之差异，明确了译介学和翻译学各自的学科概念；重新审视了翻译的目的、任务及其标准，首
次提出了“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文本行为”和“非文本行为”这两对概念，批评了功能
派理论对二者的混淆，并用新批评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为论据，证明了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
永远不会过时。
《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修订版)》用确凿的论据证明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从来都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循的理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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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明伦，男，1953年生，四川自贡人，翻译家，北京大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导；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翻译》
、《英语世界》、《译苑》等刊物编委。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翻译学和比较文化研究。
著有《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译有《爱伦·坡集》《弗罗斯特集》等英
美文学作品20余种计900万字，论文70余篇见于《中国翻译》等学术期刊及若干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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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译介学理论不能作为解构忠实的论据
4.3.4百家释严复，还是严复释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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