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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翻译论（汉、藏）》的写作旨在于对《格萨尔》文学翻译问题做系统性的全面研究。
其必要性就在于：一是已翻译成汉文的《格萨尔》不但质量不尽如人意，其数量也大约只占整部藏文
《格萨尔》的10%左右，所以现在全面研究《格萨尔》文学翻译问题正当其时。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今后能否高质量、高水平地将《格萨尔》完整地翻译成汉文；二是通过系统性的全
面研究，能够促进《格萨尔》学这门新兴学科向纵深发展，构建科学的《格萨尔》文学翻译理论体系
，反过来以科学的方法指导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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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扎西东珠，又名贾东锋，男，藏族，1950年12月28日出生于甘肃卓尼县，2011年5月因病在兰州逝
世。
1974年毕业于甘南综合专科学校，中专学历。
自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翻译及学术研究。
2000年1月至逝世前，在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工作，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主讲《民族学》、《学位论文写作》、《学术研究方法论》；主攻《格萨尔》民族学、文学研究。
单独和与人合作出版著作6部，于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论文及文学作品等共获得厅局级以上
奖励12项。
主持并完成国家民委院校系统2002—2003年度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学史稿》”、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西部项目“《格萨尔》文学翻译论”；曾因“在英雄史诗《格萨尔》抢救与研究工作中做出了
优异成绩”，受到国家四部委联合表彰。
专著《格萨尔学史稿》2005年获甘肃省社科成果一等奖；2010年被省委省政府选拔为甘肃省领军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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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导论第一章 意义与缘起第一节 英雄史诗·格萨尔》一、英雄史诗的产生与流传二、《格萨尔》
的规模三、《格萨尔》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第二节 《格萨尔》文学翻译研究缘起一、研究现状及其
原因二、系统性全面研究的必要性与途径三、系统性全面研究的意义与理论主张第二章 翻译论举要第
一节 对原作的理解与表达一、充分理解二、准确表达三、谨慎改定第二节 翻译的标准与“信、达、
雅”一、关于“信、达、雅”二、《格萨尔》的翻译要凸显藏族民间文学的“雅”第三节 翻译的主体
性与主体间性问题一、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二、原作者、译者和读者是平等的主体间对话关系第四
节 《格萨尔》的文化蕴涵与翻译语境化一、翻译语境化问题的提出二、《格萨尔》的文化蕴涵问题第
五节 《格萨尔》文学翻译应特别注重的几个理论问题一、直译与意译二、“形似”与“神似”三、文
学翻译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中编 译史与传播第三章 《格萨尔》译介史概述第一节 历史上对《格萨（斯
）尔》的译介一、蒙译是《格萨尔》最早的译介及相关问题二、20世纪30—40年代对《格萨尔》的汉
译第二节 20世纪50—60年代的译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格萨尔》汉译工作二、20世纪50—60
年代的《格萨尔》翻译三、可资借鉴的经验与需要汲取的教训第三节 20世纪70年代末及其以后的译介
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译介情况概述⋯⋯下编 《格萨尔》文学翻译实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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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系统性全面研究的意义与理论主张　　以往的《格萨尔》翻译活动，已对《格萨尔》文学翻
译的特殊之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的关系等，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
验与必须记取的教训，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本课题的研究旨在通过学习、比较前人的译作，对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翻译经验进
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和研究，使得我们得以探讨基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的、口头的诗歌
的翻译试验中的问题，以及最大限度地用异民族语言文字相对准确地表达的可能性。
借助文艺学、语言学、民族志诗学和文化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格萨尔》翻译的一些具有共性的
基本问题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比较，进而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作出合理的、科学的描述和阐释
。
这对于我们认识史诗文学翻译的本质，把握、处理《格萨尔》翻译中面临的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可资
借鉴的手段，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好翻译中的基本问题，提高翻译质量，应该说是具有较高的实践
指导价值的。
同时对中国其他民族史诗的文学翻译，可以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还旨在鼓励诗人参与民族的、口头的诗歌的翻译。
鼓励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从事在他们领域的学术著作中被长期忽视的相关研究，史诗的文学翻译能够
给人们提供有价值的“工具”，能帮助人们理解不同的民族文化，并唤起人们对依赖口头传承的文学
宝藏的兴趣。
　　理论的研究，永远都不是目的，着落仍然还是在实践上，翻译理论研究更是如此。
　　《格萨尔》文学翻译研究，就是旨在探索从具有共性的翻译实践中“生成”的翻译理论——其核
心是解决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其实质是构成、因而可以被定义为翻译理论的、大量对于实际翻译
问题的概括，到需要如何才能突出《格萨尔》方方面面“个性”的文学翻译实践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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