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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散文在语言和艺术性以及广阔的用途性上的特征，成为翻译学习与研究的根本。
因此，无论是学习翻译，还是研究翻译，从散文开始，都是一条最佳的途径。
但我国目前的翻译教程及翻译实践研究之类的书籍，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为此，《英美散文研究与翻译》作者撰写《英美散文研究与翻译》一书，以供学习与研究翻译者们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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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文学与文章文学是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用于社会感化，塑造形象的书面语
言。
它反映主观世界的方式是艺术的，它的内容是一种艺术认识，主要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是整个
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它所面对的是全人生、全灵魂，它的反映依靠的是形象思维、灵感思维为主，抽
象思维为后盾。
这一切表明文学的根本是与现实的“隔离”，即文学并不要求与现实保持一致关系，可以与现实保持
一定距离。
卡勒（Culler，1982）曾指出过文学文本的“去真实化”（depragmatization）性质，认为文学符号对文
本之外的指涉性和述行性减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改变了指涉性和述行性。
这一观点揭示了文学重在虚构的特征。
而文章以真实的方式反映主客观事物事理，表达主观情志。
其内容是一种科学认识，其面对的是全宇宙，是广袤无垠的整个客观世界，即自然、社会、思维三大
领域，一切有关三大领域的成果都用文章体裁真实地反映出来。
真实地反映主客观世界依靠的是抽象思维为主，形象思维、灵感思维为辅助。
可见，文章和文学的不同就在于认识内容、反映方式和思维类型不同。
　　然而，尽管文章与文学有这三点不同，但各自在境界的追求上却是共同的，即在追求情景交融，
不著一字等美学品格上是一致的。
具体到散文作品上，文章散文以其内容的社会真实性区别于文学散文，但又以其形象性和感染力发挥
其思想和审美的作用。
这便是通常所区别的文学性散文和文章性散文，或广义的散文与狭义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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