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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译论思想论集》主要表现为大量引入、阐发国外译论、借鉴国外多学科的翻译研究方
法、多视角全方位地探讨翻译的重大问题，最重要的是构建了翻译学的研究体系，明确了翻译研究的
学科归属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然而，在引入借鉴国外译论的同时，依然没有否定、抛弃中国传统译论，而是重新挖掘、审视我国的
传统译论，并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求中西结合之路，依然表现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情结。

　　传统译论时期自明清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
这一时期翻译研究的范围更广，深度更深，更系统更全面，不仅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原则问题，还探
讨了翻译本身的学科归属问题。
尽管主要的学科理论基础是修辞学、语文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但主要的指导思想还是沿袭了中国古
典哲学思想。
代表性的译论有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信顺说”、傅雷的“神似说”
、钱钟书的“化境说”、王佐良的“原作观”和许渊冲的“三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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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宏观篇
　中国传统译论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
　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的现代阐释
　中国传统译论融合统一的两种境界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嬗递与流变
　创新与承续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后顾与前瞻
　论中国传统译论的批评属性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新方向：和合翻译学
　和合翻译研究刍议
　华夏文化自我中心观及外来语的汉译
下篇：微观篇
　传事以尽尚质而无斫凿委本从圣求真勿令有失
　补偿乃翻译之本质：道安“五失本”的启示
　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
　从《辩证论》看彦琮的翻译思想
　北宋僧人赞宁的译学思想研究
　《宋高僧传?译经篇》所涉译学问题初探
　中国传统译论基本理念的嬗变与衍化
　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
　解读严复“信达雅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社会维度
　论郭沫若的“风韵译”观念及其历史意义
　林语堂的翻译观
　傅雷“神似”译论新探
　王佐良翻译观探析
　“优势竞赛论”本质透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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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摘要：继承古代译论不是对古代译论原样照搬，而是要首先对其进行一系列的现代阐释，使其真
正融入到中国当代译学的话语系统中。
现代阐释的目的在于实现对古代译论的创造性继承。
　　关键词：古代译论；现代阐释；创造性继承　　中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中国古代翻译理论（
以下简称古代译论）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然而，古代译论丰富的理论资源却长期处于尘封状态，湮没在故纸堆中。
如何使古代译论走出博物馆，参与到中国译学建设的现实中来，已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古代译论的话语表述方式与理论内涵与当代译学已经严重脱节，要实现对古代译论的继承与创新，就
必须对它进行一系列的现代阐释。
本文将对古代译论现代阐释的若干问题加以探讨，希望可以对中国译学建设有所启发。
　　一、中国古代译论的定位　　在对古代译论现代阐释进行正式探讨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古代译
论”这一概念做出简明的界定。
古代译论是传统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以前所出现有关翻译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的总称。
古代译论与近代译论和现代译论相比，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基本未受西方译学传统的浸染，始
终保持着浓厚而纯粹的国学味道。
古代译论深受中国古代文学、哲学的影响，其主要的理论范畴多是由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范畴转化而
来，因而，古代译论有着浓重的中国文化特色。
中国有上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佛经翻译理论构成了古代译论的主体。
为了使佛学教义在中国尽快地得到传播和接受，佛经译者在佛经翻译中融人了大量中国本土的儒家与
道家的思想和术语，在客观上促进了儒、道、释思想的融合，而这又反过来对佛经的翻译方法与佛经
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古代译论中反映出来。
要建设既有中国民族特色又顺应世界潮流的中国当代译学体系，就必须首先增强中国译学的文化底蕴
，而在这方面，古代译论的参与将会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翻译家由于缺乏理论体系的建构意识，所发表的译论都是基于直接经验的随感式、评点
式和内省式的学术散文和序跋小品，而不是以体系建构为己任，以分析论证和抽象思辨为方法的学术
论文和理论著作（王宏印，2003）。
然而，这些散见于“序”、“跋”、“例言”甚至“注疏”中的“片段思想”中却充满真知灼见，是
值得不断挖掘的理论宝藏。
钱锺书就非常重视对不成体系的“片段思想”的发掘研究。
“正是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的见解是自觉的周密
理论的根苗”（钱锺书，1994）。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非常关注那些以分散形态呈现的事件话语，在某种分散的话语空间展开研究（季
进，2002）。
怎样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活力？
怎样在翻译研究中既继承优良传统，又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这些都是中国译学界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二、现代阐释是创造性继承古代译论的前提　　对古代译论的继承过程实际上也是古代译论与当
代译论的对话与交流过程。
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对话与交流才可以达到互通有无、相生互补的目的。
由于语言文化环境的巨大变迁，古代译论与当代译论在话语表述方式和理论内涵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
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古代译论的继承与创新才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差异也成为横亘在古代译论与当代语境之间的一道鸿沟，要实现古代译论
资源的有效利用，就必须首先跨越这道鸿沟。
对古代译论进行现代阐释就是跨越这道鸿沟的一条有效途径。
现代阐释在古代译论与当代译论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使尘封已久的文化遗产重新焕发生机，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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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开始新的生命历程。
换言之，现代阐释的意义就在于激活古代译论的内在生命力，为其找到现实的生长点，实现其当代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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