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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翻译文摘》2004-2005年合订本付梓之前，作为主编我感触良多。
《文摘》之贡献，其实从2007年北京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统计的借书流量表明，在数千种翻译类
书中，它排名在前几十名。
平心而论，《文摘》所起到的情报信息功能应该是达到了。
这得益于我的助手们辛勤努力的工作。
原来的摘要可能不到现在的一半长，甚至还短，要想让学习者和研究者顺利地甄别论文，恐怕不是那
么容易。
然而，经过加工后的长摘要就不一样。
我要向所有的读者和入选《文摘》的作者表示我的衷心感谢，感谢他们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本次所选文章，全以电子邮件寄送给各位编委，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在考虑文章质量和代表性的基
础上进行取舍、修改和补充。
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原谅。
英汉摘要不做英汉对照的范文。
为方便不同语种的读者，我们对大部分文摘的内容做了扩展，特在此说明。
《文摘》汇集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所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为两岸三地的译学研究起到桥
梁作用。
两年合订本，在外观上更加美观，内容更加丰富，选材更加宽泛，特色更加突出。
我们希望《文摘》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中华翻译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此《文摘》的初期工作曾得到司显柱教授的支持，我的博士生祖利军、王绿、刘彬为《文摘》的编写
做了大量的工作。
清华大学出版社为此书的编辑和出版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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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摘经国际顾问和编委会从上千篇文章中精心遴选而成，中英文对照，辑录了2004-2005年中国
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区有关英汉翻译的论文与专著，以期帮助读者了解这段时期中国翻译研究的发
展状况。
文摘共计96篇，分为8大板块：翻译与文学、翻译与文化、翻译与语言学、机器翻译与口译、翻译技巧
论、翻译教学、翻译理论著作以及其他综合类研究。
　　《中华翻译文摘（2004-2005卷）》读者对象：翻译理念研究者，翻译实践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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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翻译与文学 1.迎合与抗争：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翻译2.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格律论3.虽不
能至，心向往之——关于翻译标准的思考4.论庞德的翻译观及其中国古典诗歌的 创意英译5.再创作的
伪翻译属性6.典籍英译中的疑难考辨——以《楚辞》为例7.增亦翻译 减亦翻译——萧乾自译文学作品
启示录8.跨世纪《论语》三译本的多视角研究：从理雅各、庞德到斯林哲兰德——兼议典籍复译的必
要性9.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 转向10.翻译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话语11.也谈诗歌翻译——兼论
黄杲 先生的“三兼顾”译诗法12.等效天平上的“内在语法”结构：接受美学理论与诗歌翻译的归化问
题——兼评汉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3.试论文学翻译批评的背景变量14.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
汉籍英译的意义15.从句法像似性与“异常”句式的翻译看文学翻译中的文体意识16.秘密的分享者——
论庞德与胡适的诗歌翻译17.意识形态与小说翻译中人物形象的变形18.中国学派的古典诗词翻译理
论19.《荒原》早期译介：文化语境与译者阐释——兼论文学翻译与文学接受20.莎剧汉译的形式追求—
—探讨莎剧素体诗的 移植21.文学译者理解过程审美心理结构研究22.文学翻译不定点的具体化：张力
与制约23.试论文学翻译的基本特征24.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25.重构·体验·融合——文学翻
译的诠释学视界26.文学翻译的多维连贯性和小说翻译批评 ——兼评杨译《名利场》的文体连贯性27.
论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以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中译 本为例28.汉诗英译中的格式塔艺术空白处
理29.译耶？
作耶？
——胡适译诗与翻译的历史界定30.个人方言与文学翻译中的译者风格二、翻译与文化1.翻译研究领域
里的文化研究现象调查——以国内期刊为样本的数据分析(1996-2004)2.传统译论“中心性”的解构及
当代译学的“混杂性”特征3.后殖民之后：翻译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4.“异
”与“同”辨——翻译的文化观照5.从语言功能到话语权力——译介学的文化转向6.中国译论的性别角
色双重性7.后殖民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示8.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
反思9.朦胧区域及其含混性——从一首小诗的译文看翻译的理想化作用10.传统翻译观念的逾越：彻斯
特曼的翻译规范论11.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12.反思“通顺”——从诗学的角度再论
“通顺13.当“信”与“化境”被消解时——解构主义翻译观质疑14.韦努蒂的“翻译伦理”及其自我解
构15.翻译“间性文化”论16.论译者身份——从翻译理念的演变谈起17.TranslatorIrony18.解构“忠实”
——翻译神话的终结19.谁是翻译主体20.超越后现代的“他者”：翻译研究的张力与活力三、翻译与语
言学1.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2.认知的体验性对等值翻译的诠释3.论学派与建构主义翻译学4.关联翻译理
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5.从功能语言学的语言功能观，论翻译实质、翻译策略与翻译标准——兼与朱志
瑜博士商榷6.TAPs翻译研究的前景与局限7.翻译类型问题的归结8.图式分析隐喻翻译中的认知过程9.关
联与翻译10.汉英翻译中再范畴化的认知特征11.理解翻译学12.中国语用翻译研究13.意义与翻译批评研
究14.译论研究的一种尝试——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实证调查四、机器翻译与口译1.同传技能：探索同传
过程2.科技口译策略选择与操作问题3.论同声传译中的译员角色4.口译教学中的相关语用链接5.论听众
因素对译员口译策略的影响6.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英语句格式转换研究⋯⋯五、翻译技巧论六、翻译教
学七、翻译理论专著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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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翻译与文学1作者：余静文章名称：迎合与抗争：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翻译发表刊物：《
翻译学报》，2004年第9期摘要：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一直是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的禁区，20世纪五六十
年代(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1949-19661的17年间〕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一直成为翻译研
究一个被忽略的角落。
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注重对翻译文本以及翻译家的描述，而对影响译作的时代背景因素，则往往
侧重与当时主流话语保持一致，很少涉及意识形态，而政治意识形态对译作的负面影响更是研究者刻
意回避的话题。
本文关注的恰是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英美文学翻译，是如何在政治意识形态
的影响下发生了扭曲和变形。
传统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风格沿袭了自严复以来的归化传统，以归化为主调。
本文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这一时期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点被主流意识形态推崇到至高无上
的地位，“绝对忠实”的翻译标准从政治翻译领域渗透到文学翻译的殿堂，文学翻译策略因而呈现出
以直译倾向为主导的特点。
文章考察了五六十年代翻译事业的畸形发展，当时文学翻译以及政治翻译的特点，翻译理论界的动态
以及归化译家在迎合和抗争之间谋求一席之地的努力，并以张谷若先生《德伯家的苔丝》1936年
、1953年、1957年和1984年三个不同时代的四个译本中的译例，以及当时的政治翻译与俄苏文学汉译
文本中的译例为证，论证了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直译趋势占上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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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翻译文摘(2004-2005卷)》：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修订版）、中西译学批评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翻译
与脉络、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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