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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3年和2003年，我先后申请到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一个是《1949-1966：我国英美
文学翻译概论》，一个是《中国新时期的英美文学翻译》。
两个课题都属于翻译断代史研究，前者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1949-1966），后者研究的是改
革开放后的30余年（1976一-2008）。
中间有一个“沉寂期”（1966-1976），那刚好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文化虚无
主义的影响，西方文学被当成封、资、修和名、洋、古的产物而受到封杀，当时可以见到的外国文学
作品除了极少数内部发行的“白皮书”之外，就只有《摘译》和反映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
《南方来信》，英美文学实际上成为禁区，出版社不出版，书店不出售，图书馆不借阅；因此，我们
撰写英美文学翻译断代史，这十年完全可以忽略不写。
　　建国后的17年，虽然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也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但重点还是放在译介苏联和各社
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上，而对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则本着“为革命服务，为创作
服务”的宗旨，着重介绍了一些经典作品和具有进步意义的当代作品，出版的英美文学作品分别为240
余种和210余种。
由于出版数量不是很大，研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我一个人用了两年时间，也算完成了任务，并
于1996年底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1949一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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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7年问英美文学翻译出版概况、概述、17年间英国文学的翻译出版、17年问美国文学的翻译出版
、17年间英美文学翻译家、综述、莎剧翻译家、诗歌翻译家、小说翻译家、综合型翻译家、17年间英
美文学翻译的经验与启示、加强组织领导，实行计划译书、开展翻译批评，提高翻译质量、注意理论
研究，提倡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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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致礼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首席教授（将军级）、博士生导师、英语语言文学导师组组长，我国著名
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翻译理论和教学研究委员会会员，全国英汉语比较
研究会常务理事。
已发表译作约30部，编著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１部，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发表
学术论文60多篇，其理论研究和英美文学翻译实践在我国翻译界享有极高的威望和知名度。
荣获了总参某部专业技术突出贡献奖、首届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两次
荣立三等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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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1966第一章 17年问英美文学翻译出版概况一、概述二、17年间英
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三、17年问美国文学的翻译出版第二章 17年间英美文学翻译家一、综述二、莎剧翻
译家三、诗歌翻译家四、小说翻译家五、综合型翻译家第三章 17年间英美文学翻译的经验与启示一、
加强组织领导，实行计划译书二、开展翻译批评，提高翻译质量三、注意理论研究，提倡百家争鸣下
编：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76—2008第一章 中国文学翻译的新时期第二章 外国文学期刊对英美文学
的译介第三章 英美文学翻译概述第四章 英美诗歌的译介第五章 英美戏剧的译介第六章 英美散文的译
介第七章 英美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的译介第八章 英美意识流小说的译介第九章 美国黑色幽默小说
的译介第十章 美国“垮掉派”文学的译介第十一章 新时期的英美文学翻译家第十二章 新时期的英美
文学翻译水平分析第十三章 新时期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第十四章 飞散、杂合与全息翻译第
十五章 从《哈姆雷特》多个中译本看文学翻译中双关语的处理策略第十六章 以残传残，以缺译缺第
十七章 “隐秀”美学风格之传译第十八章 禁忌语的翻译附录：一、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大事记：1976
—2008二、中国的英国文学翻译出版一览表：1949—1966三、中国的美国文学翻译出版一览表：1949
—1966四、中国的英国文学翻译出版一览表：1977—2008五、中国的美国文学翻译出版一览表：197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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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报告表示，为了实现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必须制定一个适合国家需要的全国性的翻译计划。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要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翻译计划又谈何容易？
特别是，由于会议是在“三反”运动中召开的，翻译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精力上，都无法去充分
落实会议提出的各项措施。
因此，这次翻译工作会议之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仍然没有真正实现计划化，仍然没有取得
令人满意的成果。
　　1954年8月，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上，文化部部长茅盾作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重要报告。
报告认为，我国翻译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状态”。
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状态，首先需要拟订一个“统一的文学翻译计划”。
这次会议之前，文化部曾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拟订了一个世界文学名著选题计划草案，并曾向全国各
地100多位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征求了意见，作了补充和修改。
在这次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与会者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讨论，又对这个草案再次作了修正和补充，使
之成为今后进行工作的依据。
与此同时，会议还就如何组织和壮大文学翻译队伍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于是，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真正走上了计划化的道路，广大的文学翻译工
作者和出版机构团结一心，分工合作，互通有无，促成了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
纵观460种英美文学译作，绝大多数有深远影响的古典及近代名著，都是在这次会议之后的5年中翻译
出版的。
而且，那几年的大量译作，由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的产物，译文质量一般都达到较高的水平，涌
现了一批至今还被人们称颂不已的名著名译。
　　遗憾的是，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通过的选题计划还没来得及完成，京、沪
两大出版机构的一项项系统的“选集”、“文集”还没来得及出齐，我国被人视为“特别繁荣的”出
版部门也一下跌人了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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