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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了1981—2003年期间中国翻译研究的总体状况，主要基于这一阶段内发表于中国大陆的翻译
研究文献，包括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和论文，以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事件。
在内容上侧重于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方面的考察，主要论题包括我国翻译界在西方译论引进、中国传
统译论的继承、语言学模式的翻译研究、文艺学模式的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多元局势以及翻译学科建
设方面的基本事实和发展状况。
这几项内容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中国现代翻译研究的大系统。
本书首先对以上各部分的发展情况做实证性的梳理和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翻译研究的整体发
展脉络做出考察，以此来显示出中国现代翻译研究的成果和不足，同时为中国翻译学将来的发展提供
基础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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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阶段性考察：现代翻译研究发展的需要　　中国翻译研究发展至今，虽然并没
有泾渭分明的阶段性分界线，况且人文学科的发展其延续性和继承性是内在的、无法隔断的，但是，
本书选择l981年作为研究的肇始年份，是因为它相对而言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而2003年作为终止年份，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研究时代的局限，因为这个年份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新
的阶段的开始，然而身处此时的笔者，只能从此断开，以1981--2003年作为一个研究的阶段。
本书研究的是从l981--2003年期间中国翻译研究的总体状况，主要基于这一阶段内发表于中国大陆的翻
译研究文献，包括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和论文，以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事件。
同时，对产生于1981年以前及2003年以后的少量重要文献和学术事件也有论及。
在内容上侧重于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方面的考察，主要论题包括我国翻译界在西方译论引进、中国传
统译论的继承、语言学模式的翻译研究、文艺学模式的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多元局势、重要的论辩以
及翻译学科建设方面的基本事实和发展状况。
这项研究的必要性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翻译理论的形态开
始有了转变。
在此之前的翻译理论，远至基于佛经翻译实践的译论，近至20世纪70年代的译论，从理论基础和思维
方式及理论形态上基本都可以归属为传统译论类。
对于中国新时期的划分，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上限，但这种划分方法显然不能显示
出翻译研究本身发展的特点和阶段性。
我国从1981年开始引进西方翻译理论①，才逐渐唤起了译界研究者的理论意识和研究方法科学化的观
念，此后经过几年对西方译论学习，它们的影响开始体现于中国的翻译研究中。
从此之后，我国的翻译研究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方面和整体态势上开始发生逐渐的转
变，这个变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更加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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