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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审美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审美规律，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和
理论创新，深度和广度相结合，既有理论，也有实例，学术性和趣味性相结合。
读者对象包括翻译理论研究者和文学翻译爱好者，也可作为翻译学研究生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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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军 男，汉族，1969年10月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1987年至1990年就读于成都师专英语系，1993年考取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9年考取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生，从事文学翻译理论和汉诗英译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
位。
现任教于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已发表专著《文学翻译探索》、《文学翻译批评学》、《文学翻译语言艺术研究》，论文“论文学翻
译中译者和译语读者的合作原则”、“从译文中心论到原文中心论”、“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思维
能力训练”、“评‘翻译——文化竞赛论’剖析”、“外国专名的汉译和回译”、“论文学翻译中视
觉美的再现”，译著（合译）《大学校长与企业家世纪对话》、《海底王宫——寻找尼罗河岸边的真
正女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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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界翻译学的构建是一个热门话题。
在中国翻译界，围绕翻译学的民族特色问题，更具体地说，中国翻译学的特色问题，有不少争论。
刘宓庆、张柏然、孙致礼等人持肯定态度，张南峰等则看法相反。
笔者认为，中国翻译学的特色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翻译有二层含义：一指翻译活动的过程，包含若干要素，可表示为：作者一作品一译者一译作一读者
；一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作。
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是微观的，即研究翻译的结果，对原作和译作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的语言转换。
现代的翻译研究注重从宏观角度，分析翻译活动过程所涉及的所有因素。
一般说来，这些要素可分为三类：文本要素（原作和译作）、人的要素（作者、译者和读者）和文本
外的要素（文化因素等）。
因此，翻译宏观研究包含三个主要方面：语言系统研究、文化系统研究和译者主体性思维研究。
翻译学理论也必须包括这三个方面研究的成果。
这三个层次密切相关，关于翻译学理论的特色问题也必须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探索。
刘宓庆先生在《现代翻译理论》中认为传统翻译理论“在微观分析中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对许多价值
概念都未确立系统科学的、始终一贯的范畴界说和符合现代逻辑学的定界分析，模糊性、印象性太强
，内涵流变，难免见仁见智，而且往往流于空泛”，“本书是立意于开拓的一个尝试。
作者力图继承古典和近代译论的历史功绩，摆脱其局限性，努力对每一个翻译理论课题进行符合现代
思维科学和逻辑学的科学证论，克服传统译论在概念定界中的内涵流变性，努力制定出重描写的翻译
理论功能规范而不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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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翻译审美学》：翻译研究新探索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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