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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9年以来的中国翻译政策研究》由七章组成。
在第一章导论部分，通过比较与对比的方法，对“翻译政策”的术语及其在《1919年以来的中国翻译
政策研究》中的范畴进行了界定，阐明了研究的目的和选题范围，简述了《1919年以来的中国翻译政
策研究》的写作框架，并对研究范围和个案分析时的选材依据作出说明。
　　第二章为有关翻译政策的理论框架构建，在总结分析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翻译政策
应重新纳入霍尔姆斯（Holmes，1972）翻译研究学科中的理论研究范畴，为其在翻译研究中定位，确
立其重要性和学科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具体规划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各种可能性。
系统阐述了翻译政策（包括成文和不成文两种）与翻译活动的辨证关系，以建立本研究的系统性理论
基础，提出翻译政策对翻译的决定性作用，并在借鉴社会学、意识形态、文学等相关领域理论的基础
上，建立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由于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政策会有不同的特点，1919年以来的中国翻译历史被分为转型期和
稳定期，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加以讨论。
通过研究翻译政策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普遍性规律，辅以不同时期翻译政策的具体分析，对我国重要翻
译政策的体现或制定的来龙去脉及实施的效果进行厘定，并分析具体翻译政策对翻译活动的目的、作
家和作品的选择、策略的选择及文本内容．的增删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根据哈贝马斯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观点，系统的集中体现就是政策、法规等对社会活动等的
控制，尤其是对个人的控制。
但是，文化和政治等所形成的系统并非一戍不变，其与社会的变革以及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并随之
发生变化。
在文化的转型期，政策的控制相对放松，翻译过程中参与（包括译者）的自由度增加；而在文化稳定
期，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程度较高，个人的自由度则减少。
所谓政策，不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国家、民族在文化、阅读心理和发展方
向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反映。
翻译政策主要受接受国的政治需要和政治环境制约，不同的统治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体现不同的
翻译政策，政治因素与环境决定了翻译政策的走向。
翻译政策也约束了译者，使其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一直受到当时、当地的政治气候、国情与政策的影响
，个人的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服从于政治需要，从这个方面来说，译者的主体性只能是一种
“神话”，因为政策对译者拥有强大的约束力。
　　第五章着重探讨了翻译机构在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翻译机构作用于政权与译者之间，既是翻译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是沟通译者与政府的桥梁，在下情
上达和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政策的维度来看，翻译出版的经济原因应该从属于政治原因，尤其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经济因素必
然会对政治因素让步。
　　既然翻译政策左右了翻译行为，那么在21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增加，翻
译作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手段，更需要制定出为国家的基本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的翻译政策。
《1919年以来的中国翻译政策研究》的第六章在前期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制定和实施具有中国特
色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翻译政策的标准和原则，以期出台更加符合客观规律及切合实际的翻译
政策。
提出国家应该对翻译活动进行有序、有限的控制，例如策划、制定或完善翻译法规，由政策控制转向
法律控制，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支持政策性产物。
　　在第七章，作者对全书作了一个概况性的总结，提出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后续研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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