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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交往与对话的时代。
中华民族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深深吸引了西方世界眷注的目光。
弘扬中国文化，并将其翻译、介绍给世界，成为翻译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任务，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
典籍英译即把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它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

　　翻译学由翻译批评、翻译理论和翻译史共同组成。
翻译批评在整个翻译研究领域里不可或缺，它起到了沟通翻译理论与实践、沟通翻译实践与社会接受
之间的桥梁作用。
翻译批评是对译者、译作和翻译过程全面的评价，是从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等层面，对包
括文化差异、语言转换性、创造性、方法、手段、作用和影响等各方面的分析。
翻译批评具有多种功能，具体体现在分析译文文本、构建翻译理论和指导翻译实践上。
通过翻译批评，读者可以更好地欣赏译作，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译作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和译
者的翻译目的、翻译观念和翻译方法。
简而言之，翻译批评对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翻译批评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和标准，因此应该遵循开放的翻译批评原则。
建立一个系统的、合理的文学翻译批评体系是评定译本的有效模式，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自不待言。
有效的批评体系可以丰富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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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翻译批评的原则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其一，翻译批评应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即应是平等待人
、与人为善，体现对译者的理解，这可以说是批评的态度问题；其二，翻译批评应是全面的、整体的
、本质的、历史性的，不以偏概全、不片面、不偏颇，这是视角和视野的问题；其三，翻译批评应是
实事求是的，要客观，要有根据，要讲道理，不凭印象妄下断语，也不迷信权威，要实际而不空泛，
深入而不肤浅，这些大体上可以归于翻译批评的方法问题。
（杨晓荣，2005）　　翻译批评的主要研究内容不但包括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活动的结果（译作）研
究，而且还包括对翻译过程的分析与评论、译者研究（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观、翻译方法等）以及
译作的影响研究等等。
　　以译作为对象的翻译批评最常见的方式是针对某一原作的一种或几种译本，对译文中的问题或全
文的质量等等展开评论。
在批评的内容方面，主要有两种类型：1.评判性的。
如从意义、结构等方面入手分析译作，考察其是否达到了某种质量标准，并探讨其原因，讨论理论或
技巧问题；2.说明性的。
在现代译学中，对译作的批评也可以不作质量上的评判，只集中于解释或说明某些现象，或通过译作
分析进行其他方面的理论探讨，因此具有描写性、开放性。
　　纵观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历史，传统翻译批评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印象随感”式，即根据
整体印象，随机举例，文章结构有的比较松散，类似随笔，有的略分几类，多少有些层次。
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过于宏观，其结果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另一种是“寻章摘句”式，即寻求一章一句的对应和得失，却置整体而不顾，其缺陷在于过于微观，
结果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些文章读后往往会使人很受启发和鼓励，可是它们通常没有按科学的方法进行，更谈不上系统性的
理论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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