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概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化概要>>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6132

10位ISBN编号：7301146132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陶嘉炜　编著

页数：15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概要>>

前言

　　翻译和翻译研究在我国应该说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了，有人根据《册府元龟》里的一则记载，推测
中国的翻译活动距今已经有4300年左右的历史。
①还有人把三国时期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推作中国翻译研究第一篇，据此声称中国见诸文字的翻译
研究至今已有超过1700年的历史了。
②这些事实，自然让我们感到自豪。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却一直比较缓慢
。
其中原因，我们以为恐怕与我们长期以来对翻译学作为一个独_立学科的性质认识不足有关。
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院校里，翻译和翻
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an academic discipline）、一门“毫无争议的独立学科”，然而在我们
中国内地的高等院校里，翻译更多地是作为外语教学或学习的手段，所以它的位置也就更多地放在相
应的外语学科之下。
而翻译研究往往只是作为某一外语学科下面的一个“方向”，譬如在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下有一个“翻
译方向”，这个“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可以研究翻译，撰写关于翻译的学位论文，但他们得到的
学位仍然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位。
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过短暂的一两年时间，在我国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见诸少
数几所高校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中曾经出现过“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硕士学位点，但后来很快就消失
了。
再后来，翻译就作为应用语言学下面的三级学科了。
这种变化的背后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当时我国学界对翻译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和对它的定位。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概要>>

内容概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语学科的大发展，各个语种、各个层次的翻译教材层出不穷，成百上
千，那么我们今天编写的翻译教材又该怎样体现翻译学的学科特性呢？
为此，我们邀集了国内翻译学领域内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一个编委班子，策划推出一套“翻译专业必
读书系”，以期对国内刚刚起步的翻译学学科理论建设和教学教材建设一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本“书系”由两个开放的系列组成。
第一个系列是与MTI课程设置相配套，可作为MTI教学选用的教材系列。
这套系列同时也能为广大报考翻译专业（方向）研究生学位的考生作为考研参考书，或作为进入正
式MTI教学训练学习的教学用书。
第二系列是与翻译学学科理论建设相关的译学理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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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阴阳五行　　第一节　《周易》简介　　“易以道阴阳。
”《易》是用来说阴阳道理的。
　　一部《周易》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用“阴”和“阳”两个基本概念概括出宇宙间对立
统一的朴素辩证法。
　　一、“易”的含义　　“易”字本义为蜥蜴，“变易”是它的假借义。
《说文解字》以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那是后来才有的意义，不是它的本义。
　　《周易》本名《易》，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孔子整理过留下的六部书奉为经书，《易》是其中之
一，称作《易经》。
　　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说：“《易》一名而引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　　用现在的话说，所谓“变易”，指宇宙人事，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
宋代杨万里说：“‘易’之为言变也；《易》者，圣人通变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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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70年代发轫的“翻译研究学派”把翻译学推向了社会和文化的大框架之内，《中国文化概
要》即从中国文化的层面探讨中国文化对译入语或译出语为汉语的翻译的影响，是当今翻译学科建设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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