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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
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
蓝图，从而增强地方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
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在这种形势下，2006年3月，浙江省首批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
”在宁波大学成立。
中心确立了三个研究方向：浙江海洋经济与管理、浙江海外经济文化交流、浙江海洋文化与区域社会
变迁，并且通过跨学科交叉研究，跨单位联合攻关，开展课题研究和学术活动。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倚山傍海，河汊纵横，自古以来对外交流频繁，伴随着频繁的海外经济与文化交
流，翻译活动应运而生，而翻译活动的繁荣推动了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
浙江翻译因其历史久、名人多、内容广而在中国翻译史上自成一统，独树一帜。
据史书记载，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就发生在浙江。
早在周朝（公元前528年），楚国令尹鄂君子皙举行舟游盛会，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一位懂得楚
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道：“今夕何夕兮？
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兮，得知王子。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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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研究翻译家为“经”，以研究催发翻译事业繁荣的经济、社会原因为“纬”，聚焦于唐宋时期
、清末民初、民国时期以及建国后这几个历史时段中涌现出来的诸多浙江籍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和译学
观点，探究浙江作为翻译家故乡深刻的历史、经济及地缘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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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中兰，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分院副院长、副教授，宁波市第三批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执行负责人。
贺爱军：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
于应机：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宁波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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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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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2006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省社科规划立项课题《西
学东渐对近代浙江的影响研究——浙江翻译家研究篇》（课题编号：06JDHY001-6YB）主要研究成果
。
课题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分院温中兰副院长主持，主要成员有贺爱军、于应机、方华文、
李其金、陈兆娟、李青、杜月蕾、张伟华。
另外，余新丽、翁晓梅、程春松、李笑蕊、许曦明、颜莉、孙卫斌、濮阳荣、陈巍、刘开亮、张淑霞
、陈巧巧、张立蓉等老师也为本书初稿的撰写提供了一些材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版面有限，有些专家提供的材料只好弃之不用，实在是情非得已，在此我们
深表歉意。
项目立项时值贺爱军博士从学于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方汉文教授，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
先生不仅博学雅量，学贯中西，而且与贺爱军情同父子，授意先生之弟方华文教授帮助开展课题研究
。
贺爱军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攻读硕士期间，方华文教授曾经教授他翻译实践课程，不仅是贺爱军的良师
，更是其的忘年交。
正是在方华文教授的引领下，贺博士踏上了科研大道。
方教授一生从事文学经典的译介工作，成绩卓然，被国际翻译权位杂志Babel誉为“当代中国最多产的
文学翻译家”。
近年来先生来旁涉译论，推出了专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方教授获悉我们正在从事浙江翻译家研究，便发动他的朋友和学生，全力援助。
没有方教授的鼎力支持，本项目研究会困难重重。
为浙江翻译家树碑立传，以我们这样在年龄上不上不下、学术上不成不就、圈子上不内不外的人，人
微言轻，本来是没有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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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翻译家研究》：艺术人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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