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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籍作家翻译艺术研究》是浙江大学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丛书
》成果之一。
该书所关注的主要是出生在浙江、也主要在浙江以及周边江南地区从事翻译活动的文学翻译家及其翻
译艺术成就。
作者力图将翻译理论思想的阐述与具体翻译实践的探讨结合起来，并将宏观的研究综述与微观的翻译
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力图遵循相关翻译理论以及比较文学理论中的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浙江文学翻
译的成果作了客观的梳理和研究，对浙籍作家的杰出的翻译艺术以及相应的译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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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笛，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文学学会常务
理事，浙江省翻译协会理事，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十一五”学科组专家。
1993年至1994年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访问学者，2001年至2∞2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富布莱特访问教
授。
主要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等多种欧美诗歌
课题的研究。
已出版《哈代研究》、《比较视野中的欧美诗歌》、《世界名诗导读》、《浙江翻译文学史》、《世
界名诗欣赏》、《哈代新论》、《浙籍作家翻译艺术研究》等多种学术著作，以及《苔丝》、《雪莱
抒情诗全集》、《劳伦斯诗选》等20多部文学译著；另有8卷集《普希金全集》（任主编）、10卷集《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品》（任主编）、5卷集《新世纪中西文学论丛》（任主编）、10卷集《世界诗库
》（任副主编），以及《外国文学教程》（任主编）等多种编著；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曾入选“浙江当代作家50杰”，并获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奖等多种奖项，任副主编的《世界诗库》先
后获得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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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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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时期浙江翻译文学概论第三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浙江翻译文学概论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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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七章　沈祖芬与《绝岛漂流记》第八章　吴祷的翻译风格与艺术贡献第九章　鲁迅的直译思
想与艺术贡献第十章　徐志摩与英语文学翻译第十一章　茅盾的翻译与翻译思想第十二章　戴望舒与
象征派诗歌第十三章　朱生豪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第十四章　夏衍与苏联新文学翻译第三编　当代
译家专论第十五章　林淡秋与欧洲进步文学翻译第十六章　李俍民与“英烈传”翻译第十七章　草婴
与托尔斯泰第十八章　飞白与外国诗歌翻译第十九章　宋兆霖与翻译小说第四编　翻译技巧与理论贡
献第二十章　诗歌翻译技巧探究第二十一章　小说翻译技巧探究第二十二章　浙籍译家的翻译理论与
翻译批评第二十三章　英汉诗歌结构单位比较及其相互影响第二十四章　浙江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
互动关系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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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翻译史论　　第一章　清末民初浙江翻译文学概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缺乏与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文学翻译活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往。
直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零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而我国翻译文学的真正产生，则是在清末民初了。
　　在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尚处于开创时期。
文学翻译如同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最初的繁荣的局面。
也正是由于当时的各具特色的文学翻译，使得中国文学找到了一条与世界文学接轨的重要渠道，从而
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加速了传统文学观念的消解以及近代文学观念的生成。
可见，文学翻译在我国新文学的发展以及整个文学的变革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20世纪
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
可以这样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
变化。
对于一个文学上的‘泱泱大国’来说，走出自我封闭的怪圈，面对域外小说日新月异的发展，并进而
参加到世界文学事业中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是在关键性的头几步。
”　　在翻译文学开始萌芽、茁壮成长以及与我国民族文学融会的过程中，浙籍作家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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