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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是学界之共识。
仅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形成。
近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无不以翻译为利器，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
文学，改造语言。
　　然而，中国的翻译研究很长一段时期大多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在国际上相对滞后。
20世纪90年代前，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探讨翻译技巧，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
翻译的学术论文寥若晨星。
曾经一时，人们谈中国译论，必言“信、达、雅”，谈论西方译论，离不开奈达与功能对等。
90年代后，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学
派等等，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国际接轨。
新世纪初，全球化给中国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的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数以
千计，一批翻译系、所或翻译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西方翻译学术名著得到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著作
得到大量出版，两岸三地的翻译学刊增至十种之多，有关翻译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昌盛。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决定选编“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旨在结集出版近年来海
内外有关翻译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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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对传统的翻译之定义作了全新的界定，首次把跨文化语符翻译纳入
翻译研究者的视野，系统阐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集中讨论了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德里达及其解
构主义的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所涉及的翻译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还包括希利斯·米
勒、沃夫尔冈·伊瑟尔、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安德烈·勒弗菲尔、
苏珊·巴斯奈特、韦努蒂以及中国翻译家傅雷。
　　本书在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论述翻译问题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于读者了解当代西方最新
的文化理论和翻译理论有着直接的帮助。
　　本书读者对象：大学以上水平的专业研究人员、翻译实践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高校中文
及外文学科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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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宁，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现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
院致远讲席教授。
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福特杰出学者讲座访问教授、伊利诺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杜克大学客座研究员、
华盛顿大学杰出访问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研究员等，并兼任国标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中国中
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
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阐释》（1996）、《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2000）、《二
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2000）、《文学和精神分析学》（2002）、《超越后现代主义》（2002
）、《全球化和文化研究》（2003）、“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2003）．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2004）、《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2006）等十余种；在七十多种国内外期刊或文
集中发表中英文论文400余篇。
内含英文论文60余篇，其中30多篇被A&HcJ和sscl数据库。
收录，少数论文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和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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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行　二、解构式的翻译与阐释　三、翻译的文化政治策略　四、模拟、混杂、第三空间与文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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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　三、图像的越界和解构的尝试　四、语符翻译与傅雷的跨文化语符翻译　五、超越文字的翻
译和阐释第七章　全球化时代翻译学的未来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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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翻译学的理论化：跨学科的视角　　如本书“导言”所述，在当今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界，随着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似乎对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越来越有吸引力
了。
①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毕竟翻译学或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已经越来越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
位了，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了。
但另一些恪守传统观念的人也许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担心，随着这门学科疆界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翻译研究的队伍中来，这岂不造成这门学科的“身份”越来越模糊和不确定了吗?确实，这样的
担心是不奇怪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一般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筛选，真正具有学术价值
和理论意义的研究性著述终将保留下来，并在未来的翻译研究史学家的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那些
没有新见解的平庸之作则会被历史、市场和读者一研究者无情地淘汰。
显然，翻译研究或翻译学作为1976年正式崛起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标志是在比利时鲁汶举行的
国际翻译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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