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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作者分别从“意”、“诚”、“心”、“神”、“适”五个主要方面
来论述翻译活的本体观、伦理观、认识观、以及文化生态观，对翻译的语言属性、伦理属性、思维属
性、审美属性以及文化属性分别做出了理论阐释与分析。
并尝试在此基础上运用由“意”、“诚”、“心”、“神”、“适”构成的理论框架来评价与赏析翻
译过程诸因素，以此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用一源”的特色。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抱着文化多元化的学术立场钩沉中国传统文化中久已遗忘的真髓，与西方翻译理论
流派展开积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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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嬗递与变迁二、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的目标定位三、中国传统
译论话语体系的理论构架第二章 意的流变与转生——翻译的本体论视角一、引言二、创作过程的本体
论阐释三、阅读行为的本体论视角四、合造译文的本体论维度五、结语第三章 以诚立译——翻译的伦
理学视角一、引言二、作为翻译伦理前设的“诚”三、作为翻译伦理基础的“诚”四、来自翻译实践
与研究中的证据五、结语第四章 心思维——翻译的认识论视角一、引言二、本源——译者的认知理想
三、体悟——译者的认知进路四、情感——译者的认知方式五、结语第五章 以神驭形——翻译的美学
攻略一、引言二、翻译理论中的形神之争三、神似论的唯物辩证法四、神似论的过程论与系统论理据
五、结语第六章 适译——翻译的文化生态学视角一、引言二、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三、吸收型翻译
和替代型翻译的差别四、适译——适量、适宜与适度的翻译五、结语第七章 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体系
及相关结论一、引言二、中国传统译论话语体系的结构模型三、翻译过程的理论模型四、翻译属性的
理论模型五、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及其价值六、本研究存在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参考文献附录1：文化
与翻译互动的奇异景观——写在译《金字塔时代的埃及》之后附录2：试论中西译学的殖民关系——
兼谈中国翻译学的身份建构问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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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　　合造译文的本体论维度　　译者对原文的阐释是意义的第二次生命历程，第二代意义之
花在译者的阅读中绽放，译本则是这一生命之花所结的种子。
第二代“意义之种”的诞生过程与作者创造原文的过程十分相似，两者都是一种“写意”的过程。
作者和译者都试图用语言去定格心中不断生成与变化着的“意”。
以静写动，译者和作者一样都会遇到言不尽意的问题，难免会产生一种“心中有笔下无”的苦恼。
　　然而，相比于原文的产生过程，译文的产生过程也存在着其独特之处。
如果说第一代“意义之种”（即原文）的生成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第二代“意义之种”（即译文）的
生成则是一个合造的过程。
鲁迅在《“题未定”草》中论及翻译与创作的不同之处时曾说：　　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
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
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
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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