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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科的旅行与翻译“比较文学”此一观念的源起，论者往往追溯到德国大文豪歌德于1827年提出的“
世界文学”。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的发展主要依循两个路线：一个着重于以实证、历时的方法来研究不同文学
之间的关系，是为影响研究（influence studies），被称作法国学派（French Sch001）；另一个着重于以
平行、共时的方法来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似，是为模拟研究（analogy studies），被称作美国学派
（American Schoo1）。
两者的重点与手法不同，各自吸引了众多学者，是比较文学中公认的两个重要学派。
至于翻译更是由来已久，可说自从人类与异族、他者接触以来就有翻译。
古今中外也不乏关于翻译的论述。
1970年代以后，由于学者的大力提倡、努力经营而卓然有成，使得相关研究成为当今的显学，遂有翻
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translatology）之称。
尽管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背景不一，然而原先便拥有数种语言能力的比较文学学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则是不争的事实。
1978年张汉良在台湾的《中外文学》发表《比较文学专栏前言》一文，有意“对比较文学涉及的课题
，作系统性的介绍”，以期克服“中西文学比较的特殊难题，乃至望文生义的现象”。
这些课题包括：“（一）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与范畴；（二）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三）文学史、
文学断代与文学运动；（四）影响研究；（五）模拟研究；（六）文学研究；（七）主题学研究；（
八）比较文学与思想史；（九）文学与相关艺术；（十）文学与其它学科；（十一）翻译问题；（十
二）比较文学与口述传统等。
”此分类涵括了比较文学的重要议题，相当具有代表性，而“翻译问题”为比较文学的合法议题殆无
疑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越边界>>

内容概要

　　《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作者尝试从现代跨越性的角度，在“上下古今”的坐标系
中，参照东西方的知识谱系特征，就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共同关注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说明当
代语境下文学比较研究中现代跨越性研究途径的适应性。
　　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国际学界发展的一大潮流，而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趋势是从比较文学转
向翻译研究，这种转向的出现，有学科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正是这些因素带动了一些研究
范式的转变。
　　《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读者对象：高校比较文学与翻译学专业师生、文学理论研
究者、外文系和中文系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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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科的反思：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第一节 “比较文学危机论”及其反思第二节 “
特色主义命题”及其反思第三节 “比较文学从属说”及其反思第四节 翻译研究与译介学之争及其反
思第五节 前景与展望：未来发展蓝图第二章 借鉴的起点：香港比较文学教学之管窥第一节 现代西洋
的学科建制与中西兼顾的课程第二节 紧跟时代的教学与特色分明的授课第三节 现存问题与未来展望
第三章 建构的设想：比较文学方法论建设的若干建议第一节 坐标系的观照与文献学的训练第二节 知
识的定位与学科的打通第三节 阅读视野的拓展与比较方法的更新第四章 观念的更新：全球化与数字
化时代米勒的文学观第一节 从文学的终结到作为虚拟现实的文学第二节 文学的秘密与文学阅读的缘
由第三节 阅读的方法与比较阅读第四节 观念“反思”后的再反思第五章 视界的融合：象征派诗人沈
宝基的诗艺活动寻踪第一节 幽暗间的游梦：沈宝基早年的诗艺天地第二节 故国里的寻宝：沈宝基西
游后的诗艺活动第三节 沉舟中的梦游：沈宝基晚年的诗艺成就第四节 一场幻觉的记录：未完的结语
第六章 交叉的可能：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译介学研究第一节 译介学的学科渊源第二节 译介学研究的性
质与目的第三节 译介学的研究内容第七章 传统的反拨：米勒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第一节 翻译：即跨越
边界第二节 翻译：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第三节 翻译：双重文本的产生第四节 问题与反思：一个开放
性的结语第八章 时空的跨越：译经文学范式与近代英诗汉译第一节 译经文学与韵体翻译传统说略第
二节 以文言为目标语的早期译诗第三节 过渡时期的白话体译诗第九章 他者的反观：意识形态批评与
诗歌翻译研究第一节 早期译诗活动中的赞助者第二节 文化历史语境与早期选材问题第三节 “文以载
道”与翻译策略的择取第十章 两难的选择：胡适的译诗与创作新解第一节 胡适的译诗活动说略第二
节 胡适早期的文言体译诗第三节 胡适的白话体译诗尝试第四节 胡适的译诗与创作第十一章 规范的重
建：英诗汉译中新格律体实验考察第一节 西诗之“步”与汉诗之“顿”第二节 从“音缀”、“音组
”到“以顿代步”第三节 新格律体译诗理念的成熟与定型第十二章 意象的把玩：朱湘译诗美学层面
新诠第一节 “桃梨之争”的缘起第二节 文学争论背后的理据第三节 文学争论的诗学品味第十三章 文
本的游戏：译诗可学亦可教第一节 基本理念回顾第二节 游戏规则说略第三节 文本间的舞蹈第四节 游
戏后的反思第十四章 未来的憧憬：网络时代的翻译文学研究第一节 网络时代的翻译观与网络翻译文
学第二节 网络翻译对文学翻译批评理念的挑战第三节 文学翻译的网络化与翻译软件的开发第四节 网
络翻译文学的意义与前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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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借鉴的起点：香港比较文字教字之管窥“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来自边界外的观照，更离不开对异样风格的学科体制的借鉴，这种
借鉴又可以“一国两制”框架下建立的，地处祖国南大门的香港特区为突破口。
作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香港近年来多被喻为一块“文化的沙漠”。
这个曾经有过漫长殖民经历的地区，人们说她如今拥有的只是一种后殖民文化，抑或是一种后现代快
餐式文化。
换言之，这种文化缺少某种深度，缺少某种底蕴。
其实不然。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香港地区一直有着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同时她在接受欧美现代
文化理念方面走在了华文世界的前列。
特别是近年香港各高校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教材选用整体上与欧美大学接轨和同步。
这点表现在比较文学教学界也是如此。
香港的比较文学是在效仿欧美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建制的，而且从一开始，它就将传统和现代思潮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现代模式。
本章主要以教学方面为切入点，考察现阶段比较文学课程在香港开设的大致情况，主要讨论这些研究
型大学中比较文学教学的学科建制、课程设计和教学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同时也对这种教学模式存在
的问题提出若干反思意见。
希望本章的这些介绍，能为国内各高校同类专业的课程改革和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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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过去十余年来学术生涯的一个小小总结，可以说是我博士论文《翻译规范的破与立——朱湘
译诗新探》（2006）的一个自然延续（或称副产品），也是我下一部新著《中国英诗汉译史论
（1854-193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一个前奏。
我编写此书，主要是想结合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专长，以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为切入点，运用现代跨越
性视角，讨论与文学的比较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问题，为国内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专业的师生提供借鉴
。
具体而言，包括如下目的：一是剖析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同时介绍国
际比较文学界的一些研究新潮，以此让学生明白自己与外界存在的差距，认清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二是根据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内在特点，从现代学科发展的角度，就比较文学方法论建设问题提出
若干建议和设想；三是通过自身的研究案例，提出如何从现代跨越性角度，结合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展开若干专题讨论。
书中所收篇什大多在海内外的一些期刊上发表过，而巧合的是，其中多数又是我在香港四年工作和学
习期间的产物。
部分系首次付梓。
书中各章表面上看，跨度大，内容杂。
我选择这个题目最初是受了英国比较文学学者兼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导论》
（1993）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英美所单德兴先生编译的《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1995）的
启发。
书稿内容是如此的“杂”，当然与自己这些年所受到的训练有关。
十余年前，我曾在长沙铁道学院跟导师罗选民教授以及老院长佘协斌教授做过几个翻译研究课题，其
中既有文献整理方面的，也有文本分析方面的，特别是当年跟罗老师主修语言学方面的课程为我带来
了不少便利。
二位师长平时都很严肃，治学又很严谨，其言传身教自然给了我不小的影响。
罗老师当时主要做的是话语分析，同时也兼顾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并在书法、摄影等艺术领域有一
套看家的本领。
作为他的开门弟子，我自然不甘与老师的兴趣拉开过大的距离，于是也学着从语言学跳到了英美文学
，然后又是比较文学，最后才落到翻译研究。
不过后来自己的翻译研究主要是结合语言学和文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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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文学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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