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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伦理学》将翻译学与伦理学结合在一起，首次系统地探讨翻译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地位、研究
对象和任务、研究方法等。
《翻译伦理学》基于翔实的资料详细而系统地从伦理视角审视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实践活动、翻译批
评、翻译教学等方面，特别是从伦理的视角深入探讨了如何纠正翻译研究中的某些不正之风、如何处
理译者应该忠实原作还是对读者负责的两难选择、翻译工作者的“隐形”和“显形”、重译、翻译容
错率、翻译工作者的版权、翻译批评中的伦理标准、翻译教学中教师伦理及学生伦理等诸多问题，提
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填补了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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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萍，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员。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教学。
已出版专著4部，即《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实用商务文体翻译（英汉双向）》
、《实用英汉对比与翻译（英汉双向）》和《实用旅游英语翻译（英汉双向）》，出版译著《20世纪
视觉艺术》等6部，并在核心期刊和省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完成科研项目4个。
主编“我的心灵藏书馆”英语原著导读注释丛书，参译词典、参编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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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导言 一、翻译的文化研究背景与传统 二、伦理：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 三、翻译伦理学：
应用伦理学和翻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翻译伦理学：社会现实的呼唤 五、对翻译伦理学的总体思
考 六、本书结构 第二章翻译伦理学的伦理学基础 第一节伦理——人类行为的道德尺度 第二节中西方
的伦理传统和当代对伦理的反思与回归 一、伦理中国 二、对中国伦理精神的反思与回归 三、伦理在
西方 四、对西方伦理精神的反思与回归 第三节职业伦理概述 本章小结 第三章翻译伦理学的翻译学基
础 第一节什么是翻译学 第二节翻译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本章小结 第四章翻译伦理学概说 第一节 翻译
伦理学的定义及其研究对象和任务 一、什么是翻译伦理学？
  二、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 第二节翻译伦理学的性质和学科地位 第三节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第四节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本章小结 第五章伦理与翻译理论 第一节中国传统译论中
对伦理的关注 一、翻译的“善”、“信”论 二、译者“道义”论 三、翻译的“救国”、“益群”论 
四、翻译的“教化”、“功利”论 第二节中国现当代译论中的伦理关注 一、译者的责任和义务 二、
翻译批评中的伦理问题 三、对翻译理论研究的伦理关注 四、对翻译伦理的综合关注 第三节西方传统
译论中对伦理的关注 一、“忠实原作”的伦理 二、对目的语读者负责之伦理 三、译者本身的职业伦
理 四、丰富目的语之伦理 五、宗教伦理 第四节西方当代译论中的“伦理转向”  第五节用伦理来规范
翻译研究 本章小结 第六章伦理与翻译活动 第一节与译者相关的伦理问题 一、译者的基本职业伦理 二
、译者的翻译动机和文本选译 三、“忠实于原作”之伦理 四、“忠诚于读者”之伦理 五、当“忠实
于原作”与“忠诚于读者”发生冲突 六、不同文体的翻译伦理 七、译者应该从“隐形”变为“显形
”  第二节中间人伦理对翻译的操纵 第三节读者伦理与译本的接受和传播 第四节从伦理的角度看重译 
本章小结 第七章伦理与翻译批评 第一节翻译批评的定义和作用 一、翻译批评的定义 二、翻译批评的
作用 第二节伦理视角——翻译批评不可忽视的一环 一、翻译批评者的职业伦理 二、翻译实践的批评
伦理 三、对翻泽活动中各要素的批评伦理 四、不同文体的翻译批评伦理 五、翻译理论研究的批评伦
理 本章小结 第八章翻译教学中的伦理 第一节翻译教师的职业伦理 一、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 二、良好
的专业素质 第二节翻译课的学生伦理 本章小结 第九章翻译伦理学对中国译界的启示 第一节翻译伦理
学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第二节翻译伦理学对中国翻译实践的启示 第三节翻译伦理学对中国翻译批
评的启示 第四节翻译伦理学对中国翻译教学和培训的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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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中国，伦理问题更是诸多圣贤先哲关注的问题，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
、“信”等可以说是中国伦理的核心概念，墨子倡导的“兼爱”、“非攻”，朱熹倡导的“理”，洋
务派倡导的“经世致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继承儒家思想并加以发挥的“大同”，谭嗣同的“
仁学”，严复、梁启超等提出的“新民德”，中国人身上固有的“爱国”情结，无不映射着中国人的
道德标准。
正如周辅成老先生曾说： 试回忆我们国家的历史，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有人还称之为人生哲学）在传
统的社会、文化、学术的研究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所谓真、善、美，所谓科学、哲学、道德、艺术，都是整个人生的依托和目标。
 在东西方很多学者看来，价值观构成文化的核心层面，即“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人的行为模式和价
值观”。
关于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二者哪一个更为重要这一问题，辜正坤认为，至少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价值观
显得更为重要，在价值观的种类中，道德价值观又是最为重要的。
价值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如何解释认知过程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意
义的看法”。
实际上，自人类诞生以来，在人类同自然界的协调、适应过程中，人们就形成了一套关于价值观的看
法，形成了一定的道德观念。
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将自己的生活技能一代代地传下去，同时也通过对自己的后代和他人的
关爱，传授着一种道德的精神。
正如弗兰克尔(G.Frank)指出： 一个道德观念，一个普遍的目标，为他们（即早期的人类——本书作者
按）提供了个人和集体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义务感，他们不是天生有罪的，而是为了履行作为社会的
一分子的职责来到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感到关爱，都会有归属感。
⋯⋯他们把自己的目标感投射到所有事物上，认为它们和自己一样，也有灵魂，有生命，有感情和情
绪。
 这可谓是人类最早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其中“责任感、义务感”可视为其最为重要的部分。
康德将人类固有的执行和道德能力叫做“良知”，他说：“每个人都具有良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得
服从某种内在裁决。
这种裁决威慑着他，使他心怀敬畏。
”德国当代伦理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道德规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社会交
往中产生的。
”那么，道德规范在社会交往中就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人们必须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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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翻译伦理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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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目前国内外在翻译伦理学方面虽取得一些成果，但往往是单篇文章，缺少完整性和系统性，尤其是缺
少基于中国伦理传统和翻译现实的系统化研究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彭萍博士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未来的翻译伦理学研究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
即使从整个国际领域来看，她的研究成果也是走在领先行列的。
这是中国学者的骄傲。
 ——北京大学 辜正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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