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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外语教育事业成绩斐然。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外语教育发展迅猛，成就瞩目，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优秀外语人才，为我
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正在逐步构建。
外语教育在提高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取得今天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经历过起伏和波折，目前也仍然存在许多不足
。
有鉴于此，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这一论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组织编写并出版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丛
书”。
这是首套记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历程的大型丛书。
它在客观梳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剖析外语教育现状，并对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在外语界产生了良好反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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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之一。
全书在梳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展现了60年来我国翻译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主要成果，重点论述了该
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本书内容全面、资料翔实、脉络清晰、分析深入，对今后我国外国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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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一些代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论者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现象，它更积淀着某一民族的思维方式与审美特征。
因此，用另一种语言（英语）来翻译（或日“再现”）汉语所负载的文化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论者还以汉诗英译中文化问题的分析为例说明：有些更深层、更复杂的文化背景与意识是很难在译诗
中直接传达出来的，这也许便是许多人认为“诗不可译”的缘由（吴伏生）。
诗歌翻译中无法直接传达的文化差异在小说翻译中是否能够，并且有必要传达出来呢？
杨晓荣的论文不仅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且提出了小说翻译中的异国情调的再现原则，这种异国情调
就是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
她首先从翻译目的、美学特征和翻译标准三个方面分析了异国情调的文化交流价值、审美价值、译作
忠实性价值，然后分析了制约异国情调再现度的各种相关因素，如原作、译者和读者，最后提出了异
国情调再现的两个原则，即文化对等原则和可接受性原则，以及两个原则之间的平衡。
刘超先也分析了文化的民族特色与翻译的目的、文化民族特色在作品中的反映，我国翻译界对待民族
特色的态度以及如何保持原作的民族特色，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民族特色的民族语言文化是没有的
，翻译就是要引进文化上的“异己”以引导读者进入一个新天地。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
谢宝瑜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也得到类似的结论。
他指出，人们理解和接受外国语的能力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他认为，中国读者在读译文之前就已经对文化差异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阅读译文的目的之一就是想
了解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相同，什么地方不同。
因此，译者不应该把读者视为理解能力不高的小孩，自己扮演幼儿园阿姨的角色。
那种担心读者不能理解和中国社会文化背景有差距的词语而一味代之以中国固有词语的译法是十分有
害的。
他提到，现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应该增强引进意识，变被动引进为主动引进，在引进外国的新思想、新
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积极引进外国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的新鲜词语，从外族语言中吸取营
养，使祖国的语言更丰富、更精确、更有表达力、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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