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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伴随着翻译活动的日益频繁，翻译理论也日渐丰富。
当前翻译理论主要包括：翻译基本理论、翻译史、翻译思想、翻译原理、跨学科的翻译研究、翻译批
评等。
翻译理论文献多而杂，异彩纷呈。
中外理论研究角度不同但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无论是中国的严复“信、达、雅”，林语堂“忠实、通顺、美”，傅雷“神似”；钱钟书“化境”，
还是外国的奈达“功能对等”论，汉斯·弗米尔“翻译目的”论，诺德“功能加忠诚”论，都从不同
的角度阐述了翻译的本质、标准。
强调既要忠实原文，又要不拘泥于原文，要用美的语言、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达到吸
引受众的目的。
　　本人从事翻译及翻译教学工作20余年，期间多次担任重大外事活动的口译、笔译、同声传译等工
作，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认识可归纳为：明辨词意、巧于表达、提炼升华。
今撰此书，结合自我体会，广纳业界有识之言，兼收并蓄，编辑成册，重在宜读宜教之用。
释义无处不在，理论不思不得。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其实翻译本质也是为人民大众的。
翻译的对象不同，翻译的指导思想、翻译策略、语言表达就不同。
积极地了解翻译的原理、翻译的历史、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
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学习和研究翻译理论，这对学外语的人是大有裨益的。
　　撰写此书目的有二，一是着眼于翻译理论，对当前翻译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流行观点，进行一次研
究梳理，从新的视角对有过重要影响但目前已经被忽视的老观点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翻译教学
，指导高校学生的翻译实践，提高翻译理论认识水平。
　　期待广大读者的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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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伴随着翻译活动的日益频繁，翻译理论也日渐丰富。
当前翻译理论主要包括：翻译基本理论、翻译史、翻译思想、翻译原理、跨学科的翻译研究、翻译批
评等。
翻译理论文献多而杂，异彩纷呈。
中外理论研究角度不同但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无论是中国的严复“信、达、雅”，林语堂“忠实、通顺、美”，傅雷“神似”；钱钟书“化境”，
还是外国的奈达“功能对等”论，汉斯·弗米尔“翻译目的”论，诺德“功能加忠诚”论，都从不同
的角度阐述了翻译的本质、标准。
强调既要忠实原文，又要不拘泥于原文，要用美的语言、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达到吸
引受众的目的。
　　本人从事翻译及翻译教学工作20余年，期间多次担任重大外事活动的口译、笔译、同声传译等工
作，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认识可归纳为：明辨词意、巧于表达、提炼升华。
今撰此书，结合自我体会，广纳业界有识之言，兼收并蓄，编辑成册，重在宜读宜教之用。
释义无处不在，理论不思不得。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其实翻译本质也是为人民大众的。
翻译的对象不同，翻译的指导思想、翻译策略、语言表达就不同。
积极地了解翻译的原理、翻译的历史、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
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学习和研究翻译理论，这对学外语的人是大有裨益的。
　　撰写此书目的有二，一是着眼于翻译理论，对当前翻译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流行观点，进行一次研
究梳理，从新的视角对有过重要影响但目前已经被忽视的老观点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翻译教学
，指导高校学生的翻译实践，提高翻译理论认识水平。
　　期待广大读者的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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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锐，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副译审。
 　　现任南京农业大学日语系副主任、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江苏分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
。
长期从事日语口笔译与教学研究工作，并多次担任省市重大外事活动翻译工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和
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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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翻译工作都可谓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刘向所著《说苑·善说》中所记载的《越人歌
》，此文距今已逾两千年。
西方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笔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250年。
罗马人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4年）使用拉丁文翻译的《荷
马史诗》，距今已有两千两百年。
翻译工作已走过了千百年的历程。
千百年来众多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使翻译工作日臻完善，羽翼渐丰。
但欣慰之余，我们亦应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成就背后所存在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翻译？
翻译活动应当遵循什么标准？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自翻译产生时就从未停止，可谓妙绪纷披，佳论络绎。
翻译的标准确系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
毕竟我们无论做何事情，都须有一个标尺。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纵观中外翻译发展史，关于翻译的定义可谓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前苏联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Fedorov）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
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JI.C.BapxyapoB）说：“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
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产物的过程。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说：“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源语信息尽可能
接近、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
”中国现代学者林汉达说：“正确的翻译就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忠实地表达原文中所有
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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