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第三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第三部>>

13位ISBN编号：9787307073760

10位ISBN编号：7307073765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卢红梅

页数：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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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第三部>>

前言

　　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
《圣经》上说，人类最初没有语言隔闽。
于是，人类群策群力建造了一座城。
为了和上帝齐名，他们又决定在城里合力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
此事激怒了上帝，于是上帝离散了人类的亲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通天塔”最终也未能建成。
从此，人类便分处而居，天各一方，久而久之便有了语言交流的障碍。
但自此，人类便开始向上帝发出挑战，他们依托翻译来进行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这就是传说中翻译的由来。
翻译活动及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思考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从西元前3世纪西方的七十二子将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到公元200年左右中国将《佛经》翻译成
中文，两千多年来，人们就是凭借翻译使得整个世界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从西塞罗的“意义对意义的翻译”到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无数个世纪以来，从事翻
译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对翻译进行着深入的思考。
正是这种对翻译“充满着智慧”、“闪耀着灵感”的思考，让人类渐渐对翻译这种“宇宙进化史上到
目前为止所出现的最为复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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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涉及周易文化及其英译、中医药文化及其英译、道教文化及其英译、佛教文化及其英译、儒学文
化及其英译、中国古代礼俗及其英译、中国绘画书法艺术及其英译、中国古代教育及其英译八个部分
。
选题广泛，并配有详细的注释，有利于培养学生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介绍到国外的能力，具有很强
的实用价值和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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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易经与易传。
现在所保存的易是《周易》，是殷周之际出现的一部占卜的书。
《周易》应分为两部分。
传说中伏羲所书的八个卦符和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即对卦符的说明《称为卜辞、爻辞》，这些内容构
成了《易经》。
　　《周易》所记的筮辞，许多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录，反映了周族从周太王迁于岐山，中经文王迁
丰京，武王迁镐克商、周公东征，到王宫东迁之前这一奴隶社会由极盛而衰落的变化史迹。
《周易》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它语言简练、描写细腻，运用了比喻、衬托等修辞手法，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当时的文学发展水平。
《周易》又是“术”，因为《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
　　《易经》成于西周时期。
《易经》分为上、下两经，上经三十卦，起自乾卦终至离卦；下经三十四卦，起自咸卦终至未济卦。
上下两经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计三百八十四爻。
　　《易经》同其他著作不同，在写法和编排体例上适应于占筮的特点。
《易经》是以卦为单位，六十四卦里有卦符、爻题、卦辞、爻辞四部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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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