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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助推中国翻译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勃勃生机，蔚为壮观。
今天的翻译，无论在规模、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上，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史无前
例的。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
作为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先导力量和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翻译的作用愈发突出。
然而，在翻译需求不断攀升的同时，作为翻译人员主要培养阵地的高校，却日益暴露出其在翻译教学
与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
毕业生翻译技能不扎实，知识面狭窄，往往难以胜任不同专业领域所需的高层次翻译工作，致使翻译
领域特别是高级翻译领域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不能满足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这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外交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
级翻译专门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07年1月23日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
）。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第18个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其设立无疑是继2006年教育部批准试办翻译本
科专业后我国翻译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应用型、职业化的翻译
人才提供了重要途径，为我国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我国的外语学科发展带来了机
遇与挑战。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目标、师资要求、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和手段这四点上都与传统的翻
译方向研究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按口译或笔译方向训练学生的口笔译实际
操作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为满足翻译实践积累所需要的百科知识。
这一点与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翻译研究方向侧重培养学生的外国语言文学理论研究能力、学
术研究能力以及就业为导向的教学能力的培养目标差别很大。
第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高要求和培养目标的应用型导向，也要求承担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学任务的
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口译或笔译实践经验，并了解翻译教学的原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西翻译简史>>

内容概要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包括笔译、门译、理论、通识和工具书五大系列，是国内第
一套专门针对MTl学生编写的专业教材，具有专业化、实践性、应用型的鲜明特色。
整套教材以职业翻译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应用型翻译理论为指导，配合不同学科领域的专题训练，旨
在完善学习者的翻译学科知识结构，有效提高学习者口、笔译实践能力。
    本书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专业选修课教材。
    全书共十五章，内容系统全面，既有对中西翻译史三大发展阶段的宏观描述，又有对重大翻译事件
、主要代表人物的具体阐释，可以帮助学习者在掌握中西翻译史发展脉络的同时，对中西译学观念的
演变、建立翻译学学科的历史必然性等有深刻的认识。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首次明确提出中西翻译史的整体观，并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对中西翻译史
进行历时的梳理和共时的比较，在同类教材的编写领域中可谓是一次崭新的、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首次将翻译思想及理论的演变与翻译史上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翻译对象联系起来，并据此对中西翻译
史的发展阶段重新进行划分，从而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中西译学观念的演变；首次将翻译的职业化、
规范化以及网络翻译等当今生活中的翻译事件和现象编入翻译史教材内，拉近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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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当代翻译研究视角下的中西翻译史　第一节  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交际需求促成了翻译的产
　第二节　宗教典籍翻译拉开了中西翻译史的帷幕　第三节　文学翻译丰富、深化了对翻译的认识　
第四节　非文学翻译带来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第二章　中西翻译史的分期　第一节　西方翻译史上的
几个主要阶段　第二节  中国翻译史上的几个主要阶段第三章　翻译与宗教（上）：中国的佛教典籍
翻译　第一节　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　第二节　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　第三节　唐宋时期的
佛经翻译第四章　翻译与宗教（中）：西方的圣经翻译　第一节　早期圣经翻译与早期基督教的传播
及其权威地位的建立　第二节　宗教改革与圣经翻译　第三节　现代圣经翻译第五章　翻译与宗教（
下）：《圣经》的中译　第一节　早期传教士的圣经翻译　第二节　译名之争　第三节　“官话和合
译本”　第四节　《圣经》的现代译本第六章　翻译与知识传播（上）：西方的科技翻译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翻译　第二节  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文献翻译第七章　翻译与知识传播（下）
：我国的科技文献翻译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科技翻译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科技翻译第八章　翻译
与民族语（上）：近代欧洲各国民族语的形成　第一节　翻译在英语发展中的影响　第二节　马丁·
路德的圣经翻译与德语的形成　第三节　翻译与欧洲民族语的发展第九章　翻译与民族语（下）：翻
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一节　佛教典籍翻译对中国现代语言与文学的影响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翻
译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第三节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第十章　翻译与文化价值的
传递（上）：欧洲各国对古希腊典籍的翻译　第一节　古罗马时期古希腊典籍的拉丁语翻译　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翻译　第三节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各国文学、哲学著作的互译
第十一章　翻译与文化价值的传递（下）：我国对西方社科经典的翻译　第十二章　翻译与当代各国
的文化交流（上）：西方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　第十三章　翻译与当代各国的文化交流（下）：我
国新时期以来对外国文学的翻译　第十四章　中西翻译思想和理论第十五章　翻译现状与展望参考书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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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翻译有着与语言一样悠久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各民族之间最重要的交际活动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最古
老的职业之一。
翻译跨越中西、沟通古今、穿越时空，是连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最主要的桥梁。
翻译不仅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还为
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各国、各民族间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际手
段和交往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已经天天都生活在翻译之中：我们的报章杂志天天都有许多译自外电的新闻，
我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天天都在播送或放映经过翻译的外国影视作品，我们的商店天天都在出售附
有译成中文的说明书或使用手册的各种进口产品，我们的读者天天都在阅读经过翻译的世界各国的文
学经典、当代畅销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读物。
因为有了翻译，我们才看到了舞台上说汉语的哈姆雷特，读到了用中文表述的《战争与和平》，当然
与此同时，国外的读者和观众也读到了或听到了用英语哭诉的林黛玉，用德语呐喊的鲁迅，用俄语吟
诵的《诗经》、《楚辞》。
也因为有了翻译，中国制造的产品才会销售到世界各地，中国才可能与世界160多个国家建立起大使级
的外交关系。
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长存都与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季羡林先生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就指出，中华文化能够长存的秘诀有两条，一是对印
度文化的翻译，一是对西方文化的翻译。
他把这两次翻译运动分别称为“从印度来的水”和“从西方来的水”，并把中华文化比喻为一条河，
有时水满，有时水少，但从未枯竭，因为有两股水注入，保持和活化其生机。
长达1，100多年的佛经翻译，使佛教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相融合，形成了中国
的佛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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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翻译简史》：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理论笔译口译通识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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