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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初次知道黄中习的名字是在2005年买了他的著作《中华对联研究与英译初探》，没有想到他在
第二年报考苏州大学，成了我的博士生。
他在2006年已经四十岁，在我的几个博士生中间是老大哥了，但是他待人亲和，跟他的同学相处特别
好。
尤其赢得同学赞美的是他的勤学精神，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到午夜以后。
第三学年他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广东金融学院边教课、边写论文，得到他单位的领导马龙海教授、关
兴华教授的鼓励和支持，通过自己的努力，按时完成了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于2009年6月得到了博
士学位。
　　黄中习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专业方向是典籍英译，民族是壮族，身处广东工作。
早在他毕业以前就已经确定自己将来研究的方向——壮族民族史诗以及广东地方戏曲的英译和研究，
现在他已经开始实现愿望，进行壮族民间史诗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学生而高兴和自豪，相信他一定会在学术的征程上取得开创性的成果。
　　他的新著《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以（庄子）英译为例》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
整理加工、修改提高而成，就典籍英译的标准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整体论观点，圆观遍照地考察翻
译之道、典籍英译标准之道和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并以《庄子》英译为个案研究，以整体论新视角
分析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在忠实性（信）、可读性（顺）和创造性（创）三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
　　在我国翻译理论界以译介和阐发西方翻译理论盛行的情况下，黄中习引入中国思维模式，构建了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
它是一个三向动态的和辩证关联的理论，认为典籍英译标准是一个动态关联的圆融整体。
作者进而以这一新视角综合考察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标准及其对三元要素的取舍趋势，或忠实性（信
），或可读性（顺），或创造性（创）。
根据这一模式，典籍英译标准之道是一体，是多元标准一体化的整体，是一个抽象的标准。
译者个体的翻译标准都以它为理想和目标。
典籍英译译者的个体翻译标准也是三元要素一体化的整体，其构成的三元要素有着恒久的动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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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典籍英译的标准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整体论观点，圆观遍照地考察翻译之道、典籍英译标准
之道和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并以《庄子》英译为个案研究，以整体论新视角分析译者整体翻译标准
在忠实性(信)、可读性(顺)和创造性(创)三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
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英语专业、翻译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广大的翻译爱好者。
如果作者对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探索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翻译标准，那么本书写作的目的就达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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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
⋯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
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
关系的态度。
　　在《中庸》译序里，他指出了自己的另一翻译原则——风格传神，即：“完全掌握意思之后，其
翻译目标并不仅在于重现原文内容，还在于重现原文的风格（my aim is notonly to reproduce the matter。
，but also the mannel。
of the original）。
”朱宝锋、段怀清、王辉等国内学者在他们的辜鸿铭翻译研究中都提到了这一条，只是说法不完全一
致而已，不赘。
　　翻译中的风格传达，说易做难。
典籍英译中要想重现古代圣贤典籍的行文风格，不仅是文学修辞意义上的风格，还包括思想精神上的
语言风格，译者就必须将自己置于与古代圣贤同样的思想与性情之中，得作者之意和原作之神，传其
神韵，这难度更大。
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就声称其译文注意保持原文的风格语气，“努力按照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表
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让读者更纯粹、更完整地理解儒家思想原典的整
体精神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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