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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由绪论、主体和结语三部分组成。
　　第一章绪论包括本课题的研究范围、研究现状、选题原因等内容，并对各章节内容作简单介绍。
　　第二至五章为该书主体部分。
第二章首先对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翻译的政治性问题进行阐述，然后论及这一规
律在&ldquo;文革&rdquo;语境中的具体表现。
文学翻译行为既受制于意识形态，同时又服务于意识形态，按意识形态的要求去塑造原语文化的形象
。
在&ldquo;文革&rdquo;意识形态背景下，一方面，外国文学翻译陷入空前低谷，双向文学翻译的规模
和译作数量趋于接近；另一方面，文学翻译的政治功利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该章的目的在于为下文对当时双向文学翻译现象的全面探讨做好铺垫。
　　第三、四、五章论及&ldquo;文革&rdquo;意识形态背景下文学翻译的具体表现。
其中第三章是翻译主体研究。
这一时期的翻译主体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权力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重新选择译者；集体翻译成为占主
导地位的翻译方式，多数译作都是集体话语的产物；同时，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主体地位也更趋模糊
化，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翻译组织者（发起者）成为整个翻译过程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翻译主体的变化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产物，同时也是塑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原语文化形象的需要
。
　　第四章是是对该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状况的研究。
&ldquo;文革&rdquo;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主要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行
为的目的简单化为对某些具体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充当目的语社会的参照。
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这期间的外国文学译作有三种存在形式&mdash;&mdash;公开译作
、内部译作和潜在译作。
三类泾渭分明的译作在目的语社会的不同范围内塑造出三种不的异文化形象。
本章即从这三个层面，并且从文本和副文本两个角度人手，探究各类译作在塑造异文化形象的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
　　第五章主要探讨该时期的对外文学翻译状况。
对外文学翻译是在异文化中塑造自我文化形象的手段之一。
较长时间内，这种译出母语的翻译形式在中国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尤其在这10年间，中国译者所从
事的双向文学翻译达到了暂时的相对&ldquo;平衡&rdquo;的状态。
在&ldquo;文革&rdquo;意识形态背景下，对外文学翻译进一步成为对外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其意图
在于向外界展示新的自我文化形象，同时也是配合当时国际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种方式。
在所有外译作品中，《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对毛泽东诗词、&ldquo;样板戏&rdquo;和浩然等人塑
造&ldquo;社会主义新人形象&rdquo;的作品给予较多关注。
本章最后还将论及外译作品在异文化中的接受情况。
　　第六章结语部分以上文对具体翻译现象的研究为依据，尝试对&ldquo;文革&rdquo;时期的双向文
学翻译行为作出总体的价值评价，并将其放在历史的坐标上加以考察。
　　书末附有《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作者整理出的&ldquo;文革&rdquo;期间出版（发表）的外国
文学译作和对外文学译作书（篇）目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参考文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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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士奎，山东省费县人，北京大学英语系翻译专业博士，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
曾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刊物发表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论文多篇。
译著有《中国五岳》、《西马隆的玫瑰》、《英雄之傲》等。
参编教材有《西方哲学专业英语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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