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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谈到翻译人们不禁会想到两个怪圈：一是翻译无理论。
许多翻译名家毕生从事翻译工作却否认自己的翻译活动有理论做指导，并认为翻译研究不过是“不断
制造空洞的理论”，或热衷于引进新的术语，导致“术语的泛滥和思想的贫乏”，缺乏对翻译实践进
行科学的概括、整理和理论研究。
翻译无论是作为知识、技能还是艺术似乎都无法传授，翻译名家一生的心血或经验的积累似乎只能随
翻译家百年之后荡然无存，无法为后世借鉴，让后人受益，这显然违反事实，违反科学。
这种观念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便是第二个怪圈：翻译理论引进的匮乏。
从古到今，我们译介了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海明威、萨特、德里达、马克思、恩格斯等浩若烟海
的哲学、政治、宗教、军事、文学艺术、经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著作，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世界不同文化的友好交流和学术交往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格兰尼斯一九九三年称，日本每年译著占全国出版数量的6％，达2500种；法国占10％，达 4000种；匈
牙利占14％，达1200种；德国占15％，约8000种；意大利占25％， 约3000种（Ｖｅｎｕｔｉ，1996
：327）。
在中国，译著的数量估计也不会少。
然而相比之下，外国翻译理论著作的译介却少得可怜，中国目前每年尚不足一种，估计总数也不过十
余种（最乐观的估计）。
翻译这一最古老的文化交流工具似乎并不需要借鉴、改造和更新，天不变，道亦不变；老祖宗的翻译
思想、翻译方法似乎自有永不衰竭的生命活力，引进外国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研究成果纯属多此一举。
　　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必然有许多共性或规律，各民族必然积累了可以
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无视或鄙视国外译论并不符合吸收人类一切有用的文化成果的精神，这种闭
关自守的观念本身反映出某些人翻译思想和翻译知识的局限。
许钧先生说得好：　　实际上，从我国目前的译论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国外的译论了解和研究不是
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片面了。
平心而论，那些排斥西方译论的人到底读过多少西方译论，有过多少研究？
（许钧，1997ｂ∶50）　　毋庸讳言，中华民族有十分灿烂的文化交流史，曾经涌现出无数闻名世界
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
从玄奘到严复，从林纾、鲁迅、瞿秋白到傅雷，他们的翻译和翻译思想“至今仍有方法论和价值论的
生命力”（刘宓庆，1990∶ＩＩＩ）。
　　但是，在肯定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
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
与西方严格的方法论、理论描述的精确、细腻和定性定量相比，传统的翻译研究又存在一些历史局限
性。
首先，中国传统译学“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缺少开放、综合和跨学科系统性；其次，传统译学缺少
基本的翻译理论体系；第三，传统译学囿于传统美学的方法论，强调总体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维，缺少
精确分析和严谨的科学论证。
“译论界常常陷入诠释性争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刘宓庆，1990∶ＩＩＩ-Ｖ
）。
　　相对而言，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
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
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
研究大有裨益。
正如奈达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所说的，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
难题”。
积极地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
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译论的研究成果，这无论对初涉译事的后生或对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相当经验的译者应该说都不无裨益。
　　基于这样的思想，笔者在为研究生讲授西方翻译理论课的过程中，萌发了撰写这样一部著作的念
头，希望能较全面地反映西方翻译思想和研究成果。
这一想法后来得到了长期从事翻译教学的同仁和部分专攻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生的热烈响应。
十余年来，笔者收集掌握了近2000万字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著作和资料，经过近五年的整理、研究
和编写，数易其稿，最后得以完成。
具体分工如下：廖七一负责全书最初的筹划，第一章，第三章第二、三、四、九、十节，第四章第二
、五、六节，第五章的编写和最后的统稿和审定；张大勇负责第三章第五、六、七节，曾艳第二章第
二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四节，祝朝伟第二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陈喜荣第二章第三节，
张凌第二章第四节，曾维秀第二章第五节，苏文秀第三章第八节，芮敏第四章第三节的编写。
作为本项目的前期研究成果，本书的一些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在数家刊物上发表，得到积极的肯定。
　　本书作为四川省重点科研项目得到了四川省教委的大力支持。
四川外语学院原院长蓝仁哲教授面授启蒙，扶笔者踏上翻译研究的道路，且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的撰写
工作，对全书的布局到行文措词提出精当的意见。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Ｅ． Ａ． 奈达先生曾多次与笔者讨论书中的主要思想，认真阅读其中若干章节
的英译稿，更正个别以讹传讹的失误，并惠赠近作、欣然为本书作序。
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在百忙中通读全书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为本书作序；最难能可贵的是许钧教授无
私地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给与笔者编写“穆南”及“塞莱丝柯维奇和法国释
意理论”两节使用，弥补原书稿法国翻译理论部分的不足。
译林出版社顾爱彬先生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具体中肯的意见，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
一并衷心致谢。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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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