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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受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委托，主编“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
文集，共八个分册：　　一、潘文国、杨自俭主编：《共性·个性·视角——英汉对比的理论与方法
研究》　　二、邵志洪主编：《结构·语义·关系——英汉微观对比研究》　　三、牛保义主编：《
认知·语用·功能——英汉宏观对比研究》　　四、刘英凯、李静滢主编：《比较·鉴别·应用——
英汉对比应用研究》　　五、左飚主编：《冲突·互补·共存——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六、罗选
民主编：《结构·解构·建构——翻译理论研究》　　七、杨晓荣主编：《二元·多元·综合——翻
译本质与标准研究》　　八、陈宏薇主编：《方法·技巧·批评——翻译教学与实践研究》。
　　选编这套系列文集的目的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1977-2007年间国内英汉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
和翻译学三个学科的研究成绩与发展状况，寻找研究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研究和建设的构
想，努力推动三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因为这三个学科关系密切，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同时也是提高学会的学术水平和促进学会与出版社
进一步合作的需求。
因此，我们在选编方案中提出了以下几项要求：（1）各册选文均应为本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高水平
论文，和三个学科领域密切相关的名家经典可不受所定时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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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系列文集之六，精选论文38篇，时间跨度为30年，入选论文代表了各个时期的翻译论研究成果
，共分为“译学理论研究”、“译学方法研究”、“相关学科研究”、“译学史论研究”四大部分。
本文集注重研究的材料、角度、方法和社会背景，力争从历史社会语境中去探讨翻译理论；综合了结
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多元系统理论、功能学派翻译研究、科学翻译学等理研究，体现了翻
译学的跨学科研究特性，勾勒了近30年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路径。
本文集是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师生进行翻译研究的
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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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翻译观质疑(2005)  20.辛献云  篇章象似性与英诗汉译(2005)  21.罗选民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
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2006)三、相关学科研究  22.李运兴  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1999)  23.萧
立明  系统功能观与辩证论译(1999)  24.申丹  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2002)  25.廖七一 
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2002)  26.蒋骁华  文化翻译与文化生态平衡(2003)  27.陈宏薇  符号学与
文学翻译研究(2004)  28.黄国文  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2004)  29.王斌  密母与翻译(2004)  30.李亚舒
 周伊萍  科学翻译学刍议(2006)  31.潘文国  翻译与对比语言学(2007)四、译学史论研究  32.谭我喜  试论
翻译学(1988)  33.沈苏儒  继承融合创立发展——我国现代翻译理论建设刍议(1991)  34.刘重德  关于建立
翻译学的一些看法(1995)  35.孙致礼  谈新时期的翻译批评(1999)  36.张南峰  从边缘到中心——从多元系
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2001)  37.方梦之  20世纪下半叶我国翻译研究的量化分
析(2003)  38.杨晓荣  略谈我国翻译研究中为什么没有流派(2004)附录：重要论著索引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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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理论研究意识的觉醒，就会产生研究理论的兴趣，有了兴趣就会去著书立说。
远的不说，从黄龙的《翻译学》（1988）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40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
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尽管这些著作在理论研究上水平还不算很高，但总算是有了一
个较好的开端。
这个进步非同小可，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要知道我国是一个非常轻视理论研究的国家。
庞朴（1996）说，中国哲学是明智之学，西方哲学是爱智之学，爱智之学强调追求理论的享受，明智
之学强调做人的满足。
更具体一点说，我们的传统哲学从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三个方面都表现出不重视理论思维。
本体论强调整体把握，缺乏结构层次分析；价值观强调知情意一体化，从而突出了狭隘的人伦技术化
倾向；方法论强调直觉感悟和类比推理，忽视事物之间的层次关系和过度环节，缺乏逻辑论证和逻辑
推理。
王元化（2001：117）也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体知，重经验而不重理论，对许多事物的道理往往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种弱点根深蒂固，深深埋藏中华文化的底部，或者说融化在中华文化的血液里。
我们在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时候，经常有意无意地去掩盖这一严重的弱点。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肩上的一个极其沉重的包袱，或者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进步的一个
重大障碍。
这个弱点表现在教育上和学术研究上都是用强调务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说法突出实用，反对或歧视理
论研究。
在翻译界就更突出，公开宣称“翻译无理论”或者“理论无用”的主张，因此理论研究工作很少有人
问津。
当然现在比较少了。
这种局面终于有所打破，怎么能不说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呢！
1.2.2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标准已得到承认。
并开始发挥导向作用　　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首先是董秋斯（195l／1984：543）年提出的：“翻译理
论的建设基础有三：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深入的研究。
”姜椿芳（1986：7-11）在中国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在探讨翻译理论方面，
我们既要认真汲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更要创立自己的学说。
我国翻译界的先驱和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要继承，也要在其基础上前进和发展。
过去提过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时代的进展要求我们创立适应我国现实、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翻
译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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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文集是近30年来我国英汉对比和翻译研究的历史检阅，共八个分册
，涵盖英汉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和翻译学三个学科。
每册都包含总序、综述、编者札记、选文、重要论著索引和编后记六部分，选文均为高水平论文，其
中多篇为名家名篇。
编者札记是分册主编为每篇选文写的画龙点睛的评论，综述总结了本分册研究领域的成绩，预示了发
展趋势，总序堪称三个学科研究与发展的总结和指南，论著索引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套文集实为上述三个学科及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库，足这些学科或有关专业本、硕、师生学习
、教学、研究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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