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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上编着重探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以及比较文学教
学与教材建设问题，下编集中于译介学研究，包括对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以及对当代中外译学理论
的探讨。
这些论文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作者谢天振近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轨迹，也比
较集中且具体地展示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作者在比较文学与译介学两大研究领域一些原创性学
术观点提出的过程。
同时，这些论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比较文学界的“翻译转向”和翻译学界的“文化转向”的研
究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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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天振，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兼任《中国比较文学》主编、《东方翻译》副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会会长、上
海市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译协理事兼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
同时受聘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外
语学院等校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译介学导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
—1949）》（主编）、《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合著），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台湾版），年度翻译文学作品集《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主编，已出9本），以及译
著《比较文学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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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我与比较文学
上编
 中国比较文学：危机与转机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
 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
 启迪与冲击
 ——论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困惑
 重申文学性
 ——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思考
 论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影响研究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及相关讨论
 研究生教学：期待比较文学系列教材
 强强联手，规范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
 正视矛盾，保证学科的健康发展
 比较文学：理论、界限和研究方法
 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几点思考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
下编
 为“弃儿”寻找归宿
 ——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误译：不同文化的误解与误释
 翻译：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
 建立中国译学研究的文艺学派
 文学翻译：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
 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
 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
 ——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
 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
 论译学观念现代化
 并非空白的十年
 ——关于中国“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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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因此，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一定要严格把关。
而且，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正是确立研究生学术规范意识的最好时机。
我有一个不合时宜的想法。
我常想，如果说从前的科举考试写文章讲究八股的话，那么我们如今撰写学位论文其实也有一个“八
股”，也就是学位论文撰写的程式。
我觉得我们应该强调每一篇学位论文必须在一开头就对该课题此前的研究状况有一个交代，也即所谓
的课题史，或者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对所要论证的问题的提出有一个历史的梳理。
我曾经有过一个研究生，她想写一篇比较中美女作家的论文，但是她对此前这个课题别人的研究却一
无所知，只是随意地找了一两个中国女作家和美国女作家进行所谓的比较研究。
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会成功的。
后来，她改换了其他课题。
我还读到过一篇学位论文，该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位女作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论文其实写得很不错，但是有一个不足，即没有交代论文为何单单选择这三位女作家进行研究以及此
前人们对这三位女作家的研究历史。
然而，这一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你的研究价值只有通过对该课题的历史的梳
理才能突显出来。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的研究，其实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的一点推进。
然而，缺少了课题史的铺垫，读者如何才能知道哪些是你这篇论文特有的创见和突破呢？
没有了课题史的阐述，论文的研究价值显然要大打折扣。
我同意孟华教授的意见，有些问题，如果前人已经解决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做。
而要知道哪些问题前人已经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都需要对有关课题进行历史的梳理。
因此，课题史应该是学位论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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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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