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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
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
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
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
译的认识几乎是零。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
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
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
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
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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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中国传统译论的范畴及其体系”论题以及该论题所指向的“传统翻译理论难题”展开研究
，依次形成以下六个结论。
一、就传统译论范畴的言说对象而言，本书基于前人研究的成果，着重借助经学考据方法，在考察传
统译论与国学关系基础上首先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重新界定。
二、本书提出了判定传统译论范畴的五项依据和三条原则。
等等。
本书的深层意义在于为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型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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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我们必须关注这些理论出于何故与该文化显现出一致的品味：毕竟，“个人是他的民族、他的
世界的产儿，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地飞扬伸张——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世界。
”我们也必须关注何种因素使上述现象超越了我们的意志而发生。
倘若翻译研究首先须研究理解问题，翻译理论研究亦须正视对翻译理论作出解释，那么，翻译理论所
承诺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
起发生。
”可以说，从翻译理论范畴入手来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揭示和梳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进程
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是揭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所具有的有别于其他翻译理论体系之秉性
的重要方法之一。
对不同翻译思想体系所具有的范畴进行比较或对照，有助于从本源上揭示这些翻译理论体系所以具有
不同学术品性和治学路径之由，从而为不同翻译理论体系之间的交流和通约提供本源依据和参照。
’这是本文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本文的切入点。
所以称其为“问题”，乃是基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就其科学发展一般
形态而言，“缺少－以贯之的术语体系，未形成明确的科学意识，[也]未形成逻辑体系”；传统翻译
理论在学科形态上“基本范畴缺乏：[而]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若干基本的理论范畴，以及这些范畴之
间逻辑的必然联系和陈述，才能进行有效的判断和推导”；而且，翻译理论研究界“一是对传统译学
范畴自身特点的研究很少；二是对传统译学范畴体系也无从进行理性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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