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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文史哲博士文丛”之一，该书以《新青年》翻译现象为案例，着重探讨了《新青年》翻译与
现代中国分子身份认同与建构之间的各种逻辑关联和表现形态，并以图举一反三，探究了现代中国文
化文学的发生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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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艳慧，1970年7月生，湖北浠水人。
1993年毕业于黄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199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获英语语言文学
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国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华中
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浙江工业大学外语学院，主要从事英语文化文学、比较文学、西方文论、文学翻译等研究，
曾主持、参与省、校级项目5项，在《外国文学研究》、《学术论坛》、《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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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晚清到五四：翻译与身份想像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等环境都经历了一场“
大变局”。
在这场“大变局”里，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围堤的闸门已渐被侵蚀，趋于坍塌：民族国家的主体存在与
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甚至面临着倾覆的危险。
置身于这样的历史境遇，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个体身份的认同危机问题。
正如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所慨叹的——曾几何时，自己只是一个“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
，但是“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的“簸荡”、“冲激”与“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
“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
然而，“为国人为世界人，盖其难哉！
夫既难矣，又无可避矣，然则如何？
日学之而已矣”。
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
由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过程所感受到的身份危机的彷徨与痛苦的体验可见一斑。
具体说来，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变动频仍的政治文化局势、国际上中国政治地位卑下的双重侵
扰下不得不陷入双重危机的边缘：一方面，1905年以前，由于欧洲的工业主义与商业事业的冲击，各
种洋务专家、商人与买办等新兴的阶层或群体的出现，读书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受到挤兑；科举制
的废除更使他们基本丧失“入仕”的政治机会和相对上层的社会地位，犹存于心的传统“士”的入世
精神与被切断的现实“仕”的途径之间的深刻矛盾导致了知识分子巨大的身份危机。
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顺应时势将求救的希望投注于他国时，由于中国政治地位
的卑下和文化差异，在留学过程中他们无疑处于弱势的地位，而一旦他们力图以身融人异域文化时，
他们又不得不面临着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危机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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