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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有的翻译实践活动都起于语言，而又止于语言。
翻译理论研究根本无法脱离对其物质层面，即语言问题的思考。
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文学翻译就是一种语言艺术品的重生。
因此，文学翻译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语言艺术的再创造。
这种语言艺术的再创造是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背景中完成的，也是借助译入语这一中介实现的。
解构主义思潮把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的语言和文本的对应分析中解放出来，进人了社会文化的广阔空
间，使翻译实践的社会性意义和作用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同时，社会文化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操控也成为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已有的翻译实践出发，揭示其中权力的运作情况，并解释译者策略的选择，固然能够帮助人们对翻
译活动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但是仅止步于此却是远远不够的。
原因有三：首先，这种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单向完成的，其结论源于大量翻译实践的分析和总结。
虽然国内许多学者借鉴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多种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史和已有的翻译实践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但是这依然无法改变其单向性的特征。
因为这种验证性或印证性的研究只能回溯和说明已有的翻译实践，却无法进入未来的翻译实践，即对
以后的翻译实践发展作出预测。
其次，翻译实践会受到译人语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影响
必须借助于译人语才能呈现出来，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语言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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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言语体与文学翻译：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适用性研究》深入探讨了文言在文学外汉翻译中的
作用，通过援引、分析大量名家翻译实例指出，无论词语和句子的翻译、源文本风格的再现，还是源
文本与译入语文化问历史关系的呈现，文言都具有较大的利用价值，有助于忠实地传译源文本的内客
。
再现其内在的文学艺术性。
因此，文言及其文学传统在外汉翻译中的回归，将为译者提供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更多的策略选项，对
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有积极的影响。
《文言语体与文学翻译：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适用性研究》内容翔实，脉络清晰，理论性与实践性并
重，对翻译方向的师生以及翻译爱好者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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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早期的“三界革命”还是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对文言的批判还是颠覆文言的文学语
言主导地位，无论西方新思想的传播还是西方文学形式的引进，都唯有依靠翻译活动才能实现。
借助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译者成为西方话语的代言人，文学翻译由此以一种蛮横的方式强行介入
并主导了汉语的现代化过程。
古代白话文逐渐向欧化的现代汉语过渡，其表现手段和能力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提高。
白话通过翻译而得以合法化，获得正宗的文学语言地位。
翻译活动促使了文言的没落，导致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主流文学语言。
反过来，欧化的白话又在文学翻译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白话于是愈加向欧式语言靠拢。
对文言的批判、文言的退场、白话的发展、翻译活动的兴盛等等都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同一
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
文言与欧化从一开始就处于动态矛盾斗争中，而在其过程中翻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是调和这
种矛盾就可能是激化这种矛盾。
文学翻译越是接近直译，语言形态就愈加欧化，文言在现代汉语中残留的可能性就愈加小。
文学语言越是接近于意译，语言形态就愈加本土化，文言在现代汉语中残留的空间就越发大。
翻译使两种文化相遇并交流，也必然导致两种语言文化问发生权力斗争，而这种不同文化问的权力斗
争却通过文言与白话间的相互侵蚀呈现在人们面前，因为外汉翻译就是文言与欧化语的竞技场。
即使在今天，我们在翻译活动中“必然会遭遇现代语言与古典语言、西方语言与中国语言这样两组语
言冲突。
这是古与今、中与西的语言冲突。
不过，当现代语言必然地吸收西方语言模型，而古典语言总是属于中国的语言时，古今冲突实际上就
已蕴涵了中西冲突，而中西冲突往往借古今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王一川，1999：59）。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言语体与文学翻译>>

编辑推荐

《文言语体与文学翻译: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适用性研究》：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传播最新研究成果。
学术理论新颖、研究领域广宽、材料客观翔实、论述周密严谨、文字简洁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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