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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融通中西·翻译研究论丛：文学翻译论集》偏重于分析考察现代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
《融通中西·翻译研究论丛：文学翻译论集》的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当时，严复的信达雅、
奈达和卡尔福特的翻泽理论是主导的，虽然我已经感觉到学术界对翻译理论体系和翻译学科的热切关
注，而且关于翻译研究的讨论正在热烈地进行着，我还是局限于现代中国英诗翻译的分析考察，主要
的观点是“以诗译诗”和翻译的艺术。
现代翻译的分析考察便一直持续下来，后来，在翻译研究中还加入了翻译文学对现代文明和白话新文
学建设作用的分析考察，然后便集中到少数翻译名家的考察上，其间针对一些显著的翻译热点话题，
短暂转向翻译理论的焦点问题。
　　与一般的翻译理论基础教程不同，《融通中西·翻译研究论丛：文学翻译论集》的写作倾向性地
选择了西洋现代翻译理论，主要是语言学的方法、文化批评的方法、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尤其是交往
行为理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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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译入汉语为例，汉代以来的佛教经典翻译，是一场巨大的知识输入运动，最初佛教翻译采用了
中国道教的知识和知识术语，后来佛教翻译则努力排除道教的知识和知识术语，树立了佛教的独立知
识体系，应该说，主流的知识体系一直是儒家学说，佛教与主流的知识是互惠的、互补的、共同建设
的话语，这些具有特殊权力的知识，于是在文化中流通／交流。
在过去的历史时期，这些话语的活动在社会文化变动中发挥了权力作用，儒家、道教、佛教的地位不
断地波动着，论争、冲突、暂时的和平、独尊地位等，都表明翻译的输入对权力的争夺。
明代以来的欧洲宗教（基督教）文化的翻译，是新的一次知识输入运动，如果它的结束以文言翻译的
终结为标志，在这个比较近的历史时期，这些话语的活动在社会文化变动中同样发挥了权力作用，在
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基督教的传播、西学东渐、殖民主义，等等，应该说，欧洲传教士在翻译上表现出
十分积极的姿态，尤其是在文学翻译的普遍展开方面。
如佛教、基督教、西学、殖民主义的译人，作为知识，显然这些都不是“纯洁的”中立的，相反，使
这些知识被赋予了特殊的话语的身份，而中国本土文化对这些知识的认同和融入，使这些知识因此获
得了自身的话语的权力，以及相应的文化地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一个例证。
当然，这些知识并不是置于“真实”（词与物的关系）的基础上被接受，而是被置于社会文化的秩序
上被接受，也就是说，基督教并不是因为在知识的“真实”而可以取代佛教、道教，殖民主义也不是
因为在知识的“真实”而可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真实”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基督教、殖民主义在局部的、地区的、政治层面上暂时获取了强制性的权力，基督教、殖民主义通
过个人、群体、机构、教育等散播这种战胜的权力，组织新的文化秩序。
写作／翻译受着各种权力话语的制约从而成为一种操纵行为（manipulation）。
如果使用福柯“知识型”的观念，汉唐包含佛教经典翻译的文化与明末、清代包含基督教和西学的文
化则表现出文化深层断裂的两个知识型，但连贯还是主要的，中国传统知识的基础依然是无限蔓延的
儒家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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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彭建华所著的《文学翻译论集》偏重于分析考察现代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
现代翻译的分析考察便一直持续下来，后来，在翻译研究中还加入了翻译文学对现代文明和白话新文
学建设作用的分析考察，然后便集中到少数翻译名家的考察上，其间针对一些显著的翻译热点话题，
短暂转向翻译理论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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