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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鲁迅研究是显学，然而，鲁迅翻译文学研究却为其“冰山一角”。
因此，吴钧的这一研究选题是富有开拓性意义的。
三年来，吴钧跟着我攻读博士学位，在鲁迅翻译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刻苦钻研，勇于探索鲁迅研
究领域新的空间，终于出色地如期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鲁迅翻译文学研究》。
这本著作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该著作能够在名家荟萃、创新成果频出的鲁迅研究领域
发出自己的声音，实属难能可贵。
就翻译文学研究来说，翻译理论的阐释和译著文本的解读都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在这一研究领域，
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发现、开掘和探索。
吴钧的这部著作研究选题的特定意义，首先表现在对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中肯定位上。
该选题确立“鲁迅首先成为翻译家，后来才成为文学家”的定位，恰当地解决了鲁迅身兼“翻译家”
与“文学家”二者之间的关系定位，强调了两种身份之间的内在联系，符合研究的整体性原则。
著作第二章“鲁迅翻译文学的理论”尤为值得称道。
首先，理论本体的概括确切严谨，科学周密，具有确定性、科学性、真理性特征。
其次，论文在理论探讨上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深入开掘、追根溯源，用考据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探究
鲁迅“中间物”人生哲学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以及与西方先哲的影响关系。
为了深入分析和逻辑确证鲁迅“中间物”的翻译思想形成的历史原因，从而突出鲁迅翻译理论的独创
价值，论著采用全新的分析角度，展开对鲁迅的“直译”理论与美国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之间
的比较研究。
这一层次的探讨新颖独特，它既是论著整体性分析中逻辑的重要一环，也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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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作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作者借助翻译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深入细致地将鲁迅翻译文学的
历史进程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述。
她的著作既详尽客观地划分了鲁迅翻译文学的历史分期；也条分缕析地对鲁迅的翻译文学和艺术方法
进行了分类，既阐释了鲁迅翻译文学理论的历史价值，也分析了鲁迅翻译文学思想的当代启示，既借
助于详尽的历史史料和相关图表证实了鲁迅的翻译文学在鲁迅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地位，也借助于具体
的文本分析阐释了鲁迅的翻译文学对鲁迅中文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
另外，论文的贡献还在于作者在选取了鲁迅在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翻译作品进行了汉、英、德、日几
种鲁迅所使用翻译语言文本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鲁迅的翻译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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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钧，1955年生，山东沾化人。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及英美语言文学、翻译文学、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工作，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二十余篇；出版著作《学思录》和《埃德加·爱伦·坡惊险故事新编》等，英译吴开豫《自珍集》
、吴开晋《土地的记忆》两部诗作，其中译作《土地的记忆》荣获1996年秋（东京）庆祝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世界诗人大会诗歌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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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成功  第三节  鲁迅翻译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新世纪文学双向式交流传播的成功楷模第七章  鲁迅翻
译文学的当代启示  第一节  不朽的鲁迅译介之魂——翻译即人生  第二节  跨越时空的鲁迅翻译文学—
—真善美的执著追求结语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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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研究尼采关于人的哲学思想，鲁迅强化了早已由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
而形成的对理想人性追求的“立人”主张，而选择“中间物”的翻译作为人生要务，是鲁迅改革社会
、改良人生所走的通向其理想实现的必经之路。
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渊源，它既继承了中国“固有之血脉”，又吸收了以尼
采为代表的西方“神思新宗”，它是鲁迅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中间物”地带、甘做中国社会改革“桥
梁中的一木一石”的创新开拓的结果。
四、鲁迅“中间物”生命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一面翻译引进域外的学术新宗，
一面创作杂文、小说来启蒙中国的民众，以战士的雄姿呐喊于文坛。
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退潮，特别是在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这一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①后，他自己被段祺瑞政府通缉，②鲁迅这时期曾一度陷入对前进道路的
迷惘和痛苦之中。
他的心情可以从1925年致许广平的书信中看出：“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
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
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著著得胜。
”残酷的现实是不得不承认的：笔墨书写的正义终究是敌不过枪弹的专制。
然而鲁迅接着还说：“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
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
”④可见鲁迅此时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消沉的“无话可说”了，这种残酷的现实促使鲁迅重新思
考、审视认识自我，寻找确认个人所处的历史“中间物”的位置来反抗绝望。
鲁迅思想的这种转变，在他1924年9月所作的《影的告别》中所描绘的“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的意象
中可以看出它的轮廓，在1925年发表的《过客》中有了进一步的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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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著作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它是我博士研究生三年学习的结晶。
在繁忙的高校教学工作中，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多年来继续读书充电的梦想。
2005年9月我终于有了圆梦的机会——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三年来紧张而充实的读博体验，圆了我多年来再当一回学生的梦想，这段时光将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
忆的岁月。
我的博士论文的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华先生。
张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待人朴实，平易近人。
在张先生的课上，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研究风范使我终生受益。
我的论文从开题到写作的每一个环节，张先生都给予我悉心的指导和帮助，张先生的鼓励和帮助将激
励我、启发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倦地前进。
感谢我的授课老师孔范今先生、黄万华先生、郑春先生。
在严肃紧张、或幽默风趣的讲课中，先生们的深思熟虑警句妙语常常给我以深刻的启迪，先生们的精
彩授课使我获益良多。
先生们严谨的学风和渊博的知识和对现当代文学新领域的开拓精神，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感谢拨冗审阅我的论文和参加论文答辩会的校外专家学者朱德发教授、王保生教授、王万森教授、魏
建教授、吴义勤教授。
感谢文学院和外语学院一直关注鼓励帮助我的师长郭继德教授、郑凤兰教授、贾卫国教授、孙迎春教
授等学界同仁。
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友谊和帮助使我快乐、令我振奋。
由于年代久远，鲁迅翻译资料十分难找，所幸我在寻找鲁迅翻译的外语资料时，得到许多新老朋友的
帮助。
例如鲁迅翻译的《小约翰》所参照的那本1892年Anna Fles的德语译本，今天能够在国内绝版的情况下
找到非常不容易，还有找到了1895年英文翻译版本，书的扉页上还盖有周作人的收藏图章，想必是国
内唯一保存的珍贵藏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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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钧的著作《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立足于她出身外语专业的坚实基础和英语翻译研究的长期积累和
学科优势，对鲁迅的翻译文学进行了系统和细致的梳理和研究，通过对鲁迅翻译文学的深入探讨，努
力强化鲁迅研究中这个有待充实的薄弱环节，进而对鲁迅翻译文学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价值
和意义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探寻，并对其在新世纪跨文化对话和翻译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
观点，这就是这本著作的创新意义和出版价值所在。
这部著作显示了作者可贵的学术勇气、探索精神、逻辑思辨能力和学术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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