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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安博的书稿《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在我的桌面上放了一个多星期，我看着
“归化与异化”这熟悉又难做的题目在他的笔下不落俗套，以此来考察中国文学研究的百年流变，既
有理论高度又有实例分析，这体现了一位年轻学者的扎实功底。
朱安博是方汉文先生的高足。
方先生是我国当代比较文学界重量级的人物，著述颇丰、影响深远。
我们虽然来往不算太多但也时有接触，我很钦佩他的学识以及他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正是在方老师的培养和指导下，朱安博继承了乃师的学风和文风，把复杂的理论问题说得平白易懂，
把纷繁的史实叙述得条理清楚、令人信服。
在世界上漫长的翻译研究过程中，从传统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发展到当代的“归化”和“异化
”之争，翻译已经从单纯考虑语言层面逐渐发展到考虑文化层面以及制约交际活动的各种社会、政治
、媒介等因素，视角的差异、国别的差异、时代的差异乃至个体的差异都会引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更是从具体方法上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多角度、多层次、
全方位动态地研究归化异化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都是有益的。
现代的翻译理论流派很多，这些理论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对翻译现象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但是理论
的最后落脚点还是用其来审视过去、指导现在、展望将来。
我倒很同意朱安博的意见，“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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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的翻译理论流派很多，这些理论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对翻译现象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但是
理论的最后落脚点还是用其来审视过去、指导现在、展望将来。
“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上，我们要针对本土文化的特点，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研究成果，使翻译
研究从封闭的、狭隘的小圈子走向与现代学科结合的道路，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动态地研究归化
异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寻求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翻译策略，以达到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目的。
”《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一书正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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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代序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通约引言  归化、异化意义述略  第一节  归化、异化的源起及含义    
一、归化、异化的意义    二、归化、异化的发展历程追溯  第二节  归化与异化VS直译与意译    一、直
译与意译    二、从方法到策略  第三节  归化与异化之争及面临的问题    一、归化与异化之争的缘起    二
、归化与异化之争的实质与意义    三、归化、异化的策略体现了翻译的政治    四、归化与异化之争所
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第四节  多元系统理论的整合    一、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的提出    二、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对翻译研究的启示第一章  译在言外：近代文学翻译的归化策略  第一
节  近代文学翻译的文化取向    一、近代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    二、一个用归化策略调和的个案：《福
尔摩斯侦探全集》    三、西学东渐的思潮：以严复为代表的学术翻译  第二节  近代翻译理论思想——
“信、达、雅”    一、“信、达、雅”整合了归化与异化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求同存异的理论体系    
二、翻译理论在实践中逐步形成  第三节  以林纾为代表的归化翻译策略    一、林纾的文学翻译    二、
林译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三、林纾的归化翻译策略对中国文学翻译的影响  第四节  翻译文学与中国文
学现代性的开端    一、翻译文学的本质属性：归化的文学翻译    二、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
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二章  译味深长：“五四”时期的异化翻译  第一节  “五四”时期中国文
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一、文学翻译实现“异化”转型的背景    二、文学翻译策略的“异化”转型  第二
节  “牛奶路公案”：归化与异化之争  第三节  归化与异化与文学翻译的权力话语    一、翻译是一种话
语权力的建构    二、《哀希腊》翻译的不同风格例子    三、翻译文本的本土化进程第三章  译步留神
：20世纪中期的归化翻译  第一节  “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的归化  第二节  翻译文学经典的重构
与新生(以《牛虻》为例)    一、《牛虻》翻译的时代背景    二、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牛虻》翻
译的个案解读    三、归化的翻译策略    四、经典的重构与新生  第三节  翻译研究中的权力话语第四章  
译彩纷呈：20世纪后期的文学翻译  第一节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文化转向”的趋势及意
义    二、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三、反思“文化转向”  第二节  西方译论的引进思潮对归化
、异化的重新思考    一、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    二、从源语和目的语差异看归化和异化的相对性    
三、对归化与异化的反思  第三节  归化、异化的均衡：张谷若的译作分析  第四节  语言领域的帝国主
义    一、中西语言的差异到文化的不平等    二、语言的殖民    三、语言环保：英语挤压下的中文危机
第五章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归化与异化研究  第一节  归化异化研究与比较文学之间的联系    一、文学翻
译研究与比较文学    二、WhiteHouse：“白屋”还是“白宫”——译介学层面的阐释    三、归化与异
化：“同”与“异”的关系  第二节  从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看“中华龙”和“Dragon”    一、归化与
异化：“中华龙”的两种翻译策略    二、归化与异化：共谋与抵抗的文化策略    三、归化与异化：从
边缘走向中心的话语权力  第三节  西方文论术语中的归化与异化翻译    一、术语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的策略    二、文化之间的差异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结语  译朝译夕  一、超越翻译研究归化、异化的二
元对立情结  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归化、异化的二元对立  三、语言与文化共生：解构归化、异化
二元对立翻译观的通途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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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看看我国近代翻译西书的活动，就不难发现：比起注重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色的‘异化派’来，
注重适应目标语的语言文化规范的‘归化派’一直占有明显的优势。
以英语翻译界为例，近一百年以来，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些翻译大家，从晚清时期的严复、林纾，到
三、四十年代的朱生豪、吕叔湘、张谷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杨必等人，个个都是“归化派”的代表
；这些代表人物之中，除严复、林纾之外，其他人的译作至今还在广为流传，并深受译评界的赞赏。
而在‘异化派’的代表译家中，鲁迅虽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但其译作因为过于拘泥于原作，故而远
不像其创作那样广受欢迎；董秋斯的译作虽然力求忠实，但有时过于拘谨，缺乏文采，因而其感染力
也大打折扣；卞之琳等译家虽然成功地用诗体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但影响似乎还及不上朱生豪的
散文译本”。
60中国的文学翻译实践已经表明，归化是根本，是基础。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了解目的语的行文规范，使用异化策略要考虑特定时代、特定读者群的接受
限度。
“总结中国翻译的诸多理论标准，我以为至少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大多数标准均强调以目的语为依
归，即较强调‘归化’的译法。
二是标准本身均较含混，经不起论证分析⋯⋯结果偏重归化便成了中国翻译界一贯的传统。
⋯⋯有人明确总结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百年的文学翻译是以归化为主调”。
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的词汇和句法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即使要吸收外来表达方式，也是有选择性和渐
进的。
可以说，任何译文都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相互结合的产物，对异域语言和文化规范的接纳和吸收必
须在本民族语言文化规范的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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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敲完电脑上最后一个字符的时候，不知不觉，脑海里又浮出了母校苏州大学的前身原东吴大学的校
训“unto a full grown man”，从字面意义来看，意为“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在现在苏大的校徽也印着这个英汉双语标识：“unto a full grown man”，“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
第一次看到这个LOGO时，感觉有些迷惑：“unto a full grown man”可以这样翻译吗？
如果从字面意义来看，二者相差很大。
但是仔细体会，又觉得特有意蕴。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东吴大学的校训，今天依然被刻在钟楼后面的老东吴大学校门两旁，
每每经过必瞻仰。
作为东吴精神的精髓，成为苏州大学的经典象征。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原出自孙中山先生的手书，该墨宝至今仍保留在台湾省的中山纪念堂内
。
“养天地正气”见《孟子·梁惠王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
正气本指一种养生之道，后经文天祥《正气歌》，其内涵得到了充分的扩展，将天地正气赋予了高尚
品德、坚贞气节、疾恶如仇、维护正义和为民效力等人格化内涵。
“法古今完人”是崇尚追求尽善尽美的个人道德情操，培养顶天立地之人格。
有高尚之道德，方有高尚之人格，有高尚之人格；方有高尚之人生。
“unto a full grown man”译成“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这就是典型
的归化策略。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汲取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精髓，激励无数东吴学子们成就辉煌，
领略到其中的真意以及蕴涵的丰厚精神.寄托。
当我们伫立在校训之下的时候，会时时警醒自己：能否禀遵正气精神，尽力做到维护公平与正义？
能否恪守信誉和诚实，勤勉尽责地完成今日所要面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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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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