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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较经济的方式介绍了西方从古至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译学家及其理论，不但介绍
了他们的生平及重要理论，而且还介绍了其史稿摘录。这部作品集传记、原汁原味的译
论于一体，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到的收录资料*全、论及人物（152人）和译论*多、编
排形式和编排思路**特色的著作。洋洋百余万字，凝聚着作者的辛勤汗水，同时，这也
是对杨建华先生心仪的介绍，为外语专业的师生们提供一部集西方译论外文史稿于一体
的案边参考资料。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古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百五十余名译论家及其理论，内容包括
对其生平及重要译论的介绍与评述及其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译论史稿的辑选，以历史分期
为线索逐人编写，是一本具有史料性质的西方译论案边资料。
  本书作为翻译专业用书，适合攻读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外语专业大学生、外语教师及
对翻译理论感兴趣的人士或专业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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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古代早期西方译论
1.（罗马）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生平及重要译论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 BC-43 BC，古罗马共和国末



期政治家、哲学家、著名演说家、散文作家、律师和拉丁语言大师，西方翻译史上最早
的翻译理论家之一，出生于古罗马东南部的阿尔皮努姆（Arpinum）（今阿尔皮诺）一
个骑士家庭，后其父将其送往罗马接受良好的教育，学习文学、哲学、法学等。于公元
前63年出任罗马执政官。西塞罗在政治上主张贵族的“贤人政治”，后在“后三雄”与
元老派之争中被安东尼杀害。
西塞罗在哲学上对古希腊的学院派、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持折中思想，并将
这些思想同时引入古罗马。西塞罗的成就主要以散文为主，主要是演说辞和书信，历史
上留传其书信达九百多封，其中《致阿提库斯书》十六卷和《致友人书》十六卷最为著
名。其散文主要为演说辞，共留存有58篇，分为法庭演说和政治演说。其中最为著名的
是其反对民主派喀提林的四篇演说和模仿狄摩西尼所作的反对安东尼的十四篇演说。他
的演说讲究句法、词语和韵律，完全按照修辞程式进行组织，重在情感的打动，被称为
“西塞罗式句法”，很为后人所推崇。著作主要有《论演说家》、《论共和国》、《论
法律》、《布鲁图斯》、《演说家》、《图斯库卢姆谈话录》、《学院派哲学》、《论
义务》等，内容涉及演说、政治、修辞、哲学、伦理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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