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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一书的出版，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梳理和现代诠释的
召唤，它的诞生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全书共由两篇序言和七个章节组成。
在序言一中，辜正坤教授首先对译者主体性作了概念上的厘定，指出它是翻译研究框架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
他对张谷若先生“地道的译文与地道的原文”的翻译艺术观进行深化并提升到归化与异化的高度进行
诠释，以《金刚经》的翻译例子来佐证归化与异化千年对阵的风雨历程。
最后他还指出翻译家的个性可以决定翻译策略的采纳，“翻译行为和翻译理论的走向常常受制于翻译
者或翻译理论创建者的个性或人格。
”但他又指出无论谈及归化译法、地道译法，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原作”——本体不能忽视。
在序言二中，孙致礼教授也列举许多例子来证明好的翻译需要扎实的外语基础、必要的原作研究（包
括译者、社会、民风习俗、历史地理等因素）、严谨的翻译作风及明确的翻译理念。
　　第一章中作者在王胜钰先生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介绍了张先生的生平及其故乡，并通过张先生
长女张玲的眼中进一步说明了张先生从小到最后成为“哈代专家”的风雨历程。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张先生的“翻译为艺术还是科学”的观点。
作者首先引出人们对翻译本质问题的争论——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然后从翻译性质研究着手，大量
引用中外翻译研究者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观点进行总结，最后得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的结论。
此外，他还从广义和狭义上对什么是“翻译学”进行了深邃的哲学思考。
第三章作者主要介绍张先生发表于《翻译通讯》1980年第一期上“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这个具
有标志性成果的翻译观。
孙迎春教授首先探讨了“地道”的概念，并说明了张先生眼中的“地道”应是“原来是地道的语言文
字，翻译时也要译成地道的语言文字”的观点。
此外作者还对“归化”、“异化”这对悖论的两面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第四章中作者主要介绍了一般论者不大谈及的翻译中的加注。
这些都是张先生对原作广泛研究的成果，其涉及宗教、传说、典故、习俗等，涉及面极为广泛。
作者认为正是张先生有作注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精神贯穿在他所有的译作之中，与他高超的艺术相互融
合，才成就了一部部堪称经典的译作。
其后，作者还对张先生作注的条件、方法和原则也一一进行详细例证分析。
第五章中作者对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意境”之于文学翻译中的研究进行了探讨，说明了译者传达文
学作品中意境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作者在探讨“意境”和“神韵”的同时，分析了张先生的“意境”“神韵”观，并在几个具体的层面
上证明了张先生如何传达原作神韵，如何使译文读者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第六章作者经过对外文和汉文的比较研究后，对汉字形态的特殊性、汉语字格发展和四字格的美学特
征进行阐述，认为汉字形态的独特审美特征为四字格，其为文学作品作用提供了合于自然的物质基础
。
作者从张先生的译作中选用大量的例子来佐证四字格使用的审美效果，证明这也是张先生文学翻译艺
术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七章主要是对翻译理论、技巧和方法进行界定，探讨了古今中外纷繁众多的翻译方法及在当代的各
种表现形式，并对翻译及其层级性进行了整体的罗列，此外还探讨了张先生是如何在他的翻译方法和
翻译技巧上体现了他的翻译艺术观，如何使译文达到炉火纯青，令世人津津乐道。
最后，作者还节选了张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章节进行艺术分析和赏析。
　　《艺术研究》一书的出版，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拓宽了人们对文学翻译研究的视野，不
仅是对传统译论的梳理，也是对文学翻译艺术观的一次大检阅。
总的说来，本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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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它是翻译家（主体性）研究中的先行者，开创个案翻译家研究之先河。
以往对翻译主体性研究的成果中，多以论文形式出现，研究相对较为零散，系统逻辑性不强，往往就
某个译者或翻译观点进行研究，其横纵向对比研究不够深入。
有时是以一本著作的形式出现对多个译者进行集中研究，但对每个译者的研究不够全面具体。
而《艺术研究》一书的著者则另辟蹊径，以专著的形式对一位译者进行研究，这样无疑在篇幅上得到
保证，信息量更大、更全面，也就保证研究更全面彻底。
 　　第二．本书编排视角新颖。
作者单独安排了第一章对张先生生平和故里进行详细介绍。
更重要的是，该章中收集了一些关于张先生故乡的研究材料，这些材料的特别意义在于说明胶东是一
个方言状况复杂的区域，而他所翻译的哈代的大多作品也有许多地方方言，张先生能成为“哈代的东
方知音”的原因也就在于他用类似中国方言土语进行仿译。
从这些材料的研究可以看出他故乡对他一生的成长、发展和成功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在接下来的每一章就对张先生的翻译观进行说明，并将其翻译观进行横向纵向对比研究。
作者在第二、三和五章中的开头，对张先生的每个翻译观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概念的科学涵义，其
在历史上的表现形式和意义，再具体谈张先生的翻译观。
之所以这样安排，可以帮助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这是该书的又一鲜明特点。
　　第三．借个案分析，旁征博引，具有古今中外译论浑然天成的鲜明特点。
该书超过了仅仅是对张先生个人翻译艺术观的研究范围，而是将研究深化扩展了。
如第二章中，作者就不单单探讨了张先生的“为科学亦为艺术，为艺术亦为科学”的翻译观，而是由
此引出对问题的深思，列出问题的焦点，并列出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比如谈到翻译是一门科学的时候，他引用谭载喜的话说“翻译只是言语产物即话语的一种语际（或语
内、符际）转换过程，⋯⋯而只能是技术和艺术。
”⑥p35又引用美国的奈达，法国的穆南，德国的威尔斯等提出的“翻译是一门科学”的观点。
在说到中国历来被大家奉为圭臬的“信、达、雅”三字经时，又权引子曰、《易经》等权威经典，同
时又引出西方与之相对应的“雅”、“信”等翻译主张。
　　第四．具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美学的继承、发展和再诠释的鲜明特征。
从文化心理的思维模式来看，中国传统译论美学侧重的不是对客体的反映，而是对客体的评价，不是
对美和翻译艺术的属性进行客观的美学诠释，取而代之的却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规范，以价值判断高
于事实判断的特征。
因为在中国传统译论中，“神似”、“神韵”和“化境”都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评判赏析译文特点
的。
在赏析文学译品时，人们头脑中总会无形中用“神韵”“意境”是否传达来评判译品的好坏，而很难
用一种遣词造句或语言特色等方面去评价它。
奚永吉先生说：“张谷若不仅在赐予的翻译上字斟句配，而且对原著的文体悉心研几，称量而出。
”⑦p203然而，作者却从联想丰富而独特的词句和某些微言妙语、言语的弦外之音、整体的特殊气氛
和人物的特殊口吻等微观方面，结合原作的上下文语境，给予充分的考虑从而进行全面客观的评判。
　　该书是翻译研究者对翻译主体性研究重视的结果，也是对中国传统译论深入研究的结晶。
作者对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具有独创性，既系统全面，又细致入微，资料翔实，文笔优美。
对翻译概念追本溯源，并对张先生的翻译艺术观进行艺术地例证分析，由此可见孙教授在该书以及中
外译论研究上所花精力和心血。
     正当21世纪西方新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时，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也遭受着异样的尴尬。
在我们接受新事物、新理论的同时，还需要更好地挖掘我们自身的传统精神遗产，把前辈的精神财富
发扬光大。
真正做到以我为主，西学为补，系统引入，详加比较继承与发展传统译学，翻译并引入西方译论，早
日建立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同时，该书也为我们后继者竖立了一个风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关于我国传统译论中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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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著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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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迎春，1949年生于河北阜平。
1978年到1985年先后就读于西北师大外文系和河南大学外文系，分别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硕士学位
。
先后在郑州大学外文系、烟台师院外语系、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任教，
现担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院长、教授、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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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的特点：文学翻译家个案研究的空前力作。
翻译主体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
以丰富资料为依托，全面梳理张谷若精湛的翻译艺术。
以译学理论为根据，深入阐发张谷若的翻译思想。
生动展示张谷若在做人、做学问、做翻译三个维度上垂范后不的人格魅力。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