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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福康所著的《中国译学史》是译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创之作，从古代的孔子直到当代的翻译家，设专
节研究的有65人，另外提及的有188人，本书希望通过记述评说历代有代表性的或有较大影响和意义的
译论家和译学流派的观点，大致勾画出中国译学理论的轮廓和梳理出其流变的线索，或至少为研究者
提供一点资料和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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