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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译介学导论》的写作一开始还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
我对自己的译介学思想作了一番清理，觉得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论述译介学的基本原理：首先是要
交待译介学的历史渊源、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学术背景以及译介学的理论基础，这些就是本书的“绪论
”和第一、二、三章的基本内容。
    “绪论”部分我主要论述了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在著名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
奈特在其于1993出版的《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中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之
后，更是引起了国内比较文学界对两者关系认识上的混乱。
因此，在“绪论”部分着重分析了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之间的差别，
以及比较文学视野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角和所揭示的新研究层面。
与此同时，“绪论”也谈了翻译研究在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丰富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方面的贡
献。
    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译介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当前的国际译学背景。
译介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然而译介学并不是平白无
故地发生、发展起来，它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外翻译研究史上绵延千年的“文艺学派”为它提供
了非常丰富、扎实的文化积淀，而最近三四十年来国际译学界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更是为它提供了
丰富的理论资源并直接促进了译介学在当今国内外译学界和学术界的蓬勃发展。
    第二章把读者的目光引向国内翻译界和译学界，具体论述了国内翻译界在译学观念认识上的滞后问
题，这也是在当前中国我们研究译介学的现实意义。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来在这一章里是可以谈、但我没有展开谈的，那就是与国内翻译界在译介学认识上
的误区适成对照的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比较文学界，他们对于译介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诸
如误译的研究意义和价值问题、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当代文化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等等，
都觉得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没有任何疑问。
而在中国的翻译界和译学界，却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充满疑虑、不解甚至反对，这就引出了一个非
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承担中国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任?因时间关系，我对这个问题只能在以后
另外撰写专文予以展开和讨论了。
    第三章讨论的是译介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创造性叛逆。
我觉得只有承认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才有可能谈得上译介学中的其他问题，诸如“翻译文
学不等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的主体性”、“译作的相对
独立价值”、以及“误译的价值”，等等。
因此我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第四至第九章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前三章探讨的是译介学研究的实践层面，第四章谈的是文
化意象的传递与误译问题，通过这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的讨论，我想让读者能够从文化层面上去发现
和思考一些翻译中的具体问题。
第五、第六章分别谈了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和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关系与区分问题，是两个
非常大的问题，里面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发展，对此我在第十章里有所说明。
后三章也即第七至第九章展示了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前景，我仅仅选取了解释学、解构主义和多元系统
论三个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其实译介学的理论研究前景远不止这三个层面。
但具体谈了这三个理论以后，读者就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去发掘新的理论研究层面了。
    最后一章，也即第十章“无比广阔的研究前景——译介学研究举隅”是我专为本书设计安排的。
没有这一章，我觉得我这本书仍然只是一本纯粹的研究专著，有了这一章后，本书就比较明显地兼具
了教材的特色。
其实，这一章的设置也是受了绍望教授在本套系列丛书“出版总序”里所说的话的启发，他说：“这
套教材的根本宗旨，应该在于使中国人明白到底什么是‘比较文学’，并且使对这一学科有兴趣的中
国人懂得到底应该怎样做‘比较文学研究’。
”我很赞成严老师的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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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国内比较文学“概论”、“通论”性质的教材或专著出版了不下十数种，但比较全面地对
比较文学学科的各个研究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并且能“展现学科各个内在领域的内奥与各自的
特征，并力图使读者在理解学科的总体学术框架的同时，在比较文学的众多研究层面中体验学术的实
践要领”，让读者能得其门而入，这样的教材和著作却还不多。
本书第十章从曾经从我攻读译介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中挑选出五篇论文，以具体展示译介
学研究的空间和前景。
由于这些论文的作者本身都是青年学子，尽管其中有几位作者也已经是国内学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
了，与读者的距离相对比较接近，读者阅读他们的论文更易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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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天振，教授，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专业硕士生、
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中国翻译》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会会长，
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兼理论组组长，中国译协理事兼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
会副主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翻译委员会委员。
同时受聘为复旦大学兼职博导，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川大学、四
川外语学院、三峡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顾问。
1986年起，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翻译系、浸会大学英文系、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校高级访问学者，应邀出席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南非等以
及我国（包括台港地区）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主题发言数十次。
主要编、译、著作有：专著《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译介学导论》、《中国现代翻译文
学史（1898-1949）》（主编，“九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两人
合作，“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的理论建构
与文化透视》（主编），年度翻译文学作品集《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主编，每年一本
，已出6本），译著《比较文学概论》、《当代名家小说译丛》（主编），以及长、中、短篇小说及
散文译作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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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学研究实践层面之一第五章  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译介学研究实践层面之二第六章  翻译
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译介学研究实践层面之三第七章　解释学与翻译研究——译介学研究理论前
景之一第八章　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译介学研究理论前景之二第九章　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
—译介学研究理论前景之三第十章　无比广阔的研究前景——译介学研究举隅附录　译介学研究推荐
书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译介学导论>>

编辑推荐

《译介学导论》的写作一开始还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
我对自己的译介学思想作了一番清理，觉得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论述译介学的基本原理：首先是要
交待译介学的历史渊源、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学术背景以及译介学的理论基础，这些就是《译介学导论
》的“绪论”和第一、二、三章的基本内容。
“绪论”部分我主要论述了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在著名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
特在其于1993出版的《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中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之后
，更是引起了国内比较文学界对两者关系认识上的混乱。
因此，在“绪论”部分着重分析了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之间的差别，
以及比较文学视野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角和所揭示的新研究层面。
与此同时，“绪论”也谈了翻译研究在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丰富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方面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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