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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旨在梳理与总结中西诗歌翻译的百年历程，便于我国从事诗歌翻译的
研究人员及广大的诗歌翻译爱好者全面地了解我国诗歌译论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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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海岸，(1965—)，诗人/学者/翻译家，世界文化艺术学会(美国)及世界诗人大会会员，浙江台州人，现
任职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兼香港《当代诗坛》编辑主任。
八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创办民间诗刊《喂》。
1989年获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著有《海岸诗选》(2001)及一些译作。
2002年获希腊国际作家协会颁发的“文化—艺术—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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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下求索·半个世纪严复/《天演论》译例言/1898一、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顧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
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
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
题日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
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
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
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
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一、《易》日：“修辞立诚”。
子日：“辞达而已”。
又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
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
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
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
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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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就中国诗歌翻译理论建设而言，海岸君选编的《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正好提供了切实可信的证据
，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诗歌翻译理论自主创新最好的论文选集之一。
《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的选编立足于诗人译者的视角，注重诗歌翻译实践与诗歌译论研究并举，
重点选编老、中、青三代颇有建树的诗人翻译家的译论；同时兼顾西方译介中国古典及现代诗歌的史
料与个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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