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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谈及翻译及其批评，当下流行的翻译理论门类繁多，诸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派、历
史学派、解构主义、接受理论、描述翻译学、对等论、阐释学、目的论、异化论、互文性、符号学、
多元系统论等，这些远未穷尽，还只是部分的列举。
在流行思潮之外，翻译的社会学分析虽然不够新颖时髦，却历来属于常规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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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穆凤良(1956一)，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原执教于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1998年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长期从事翻译的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
方向为英汉翻译教学和语言文化对比。
开设有逻辑比较与英汉翻译、翻译研究导论等课程。
在《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清华大学学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
践》、《外语与外语教学》、《上海翻译》、《翻译季刊》等刊物发表有关翻译或教学论文多篇。
著作有《逻辑比较与英汉翻译》，此外参编了《研究生英语实用翻译教程》、《新视野大学英语》读
写教程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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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引言：翻译史的积极影响和翻译活动的常规特征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大师常常不仅熟谙历
史，同时还热心于翻译，王国维就是这样一位翻译家。
只是因为王国维在许多方面都造诣颇深，所以，郭沫若评价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鲁迅也曾经通过翻译评论，盛赞王国维的国学贡献。
他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
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于是，尽管王国维翻译有术，并且得到译界的认可，人们却很少称他为翻译家。
无论把王国维划入何种学术范畴，他的翻译实践都能给予我们一个清醒的提示：在中国，不懂历史就
很难深刻地理解翻译。
因为中国的翻译史经过从寄、象、鞮、译的初级阶段向翻译升华的历练。
初始的模式只需简单的交际，而当我们开始使用“翻译”这个术语的时候，该术语本身已经比单个的
“译”字蕴涵了翻译实践中更加丰富的常规特征，例如异质性的归化，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兼顾等。
翻译实践中的常规特征是逐渐丰富的。
最初，通译不叫翻译，究其原因不外乎由于下列因素所致。
一是因为译事在文字发明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不同的民族之间，双方的沟通常常是单纯的交易多于复杂
的思想，有共时性而无历时性。
二是即便在文化昌盛的西周盛世，“重九译，致殊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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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译德载物:清华人文学者对中国翻译的贡献》由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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