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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对传统的翻译之定义作了全新的界定，首次把跨文化语符
翻译纳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系统阐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集中讨论了本雅明的翻
译理论、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所涉及的翻译理
论家和文化理论家还包括希利斯�米勒、沃夫尔冈�伊瑟尔、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
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安德烈�勒弗菲尔、苏珊�巴斯奈特、韦努蒂以及中国翻
译家傅雷。
本书在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论述翻译问题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于读者了解当代
西方*的文化理论和翻译理论有着直接的帮助。
本书读者对象：大学以上水平的专业研究人员、翻译实践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
高校中文及外文学科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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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翻译学的理论化：跨学科的视角
  如本书“导言”所述，在当今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随着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
“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似乎对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越来越有吸引力了。①有些人认为这
是一件好事，因为毕竟翻译学或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已经越来越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
了，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了。但另一些恪守传统观念的人也许并不这么认为，他
们担心，随着这门学科疆界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翻译研究的队伍中来，这岂不
造成这门学科的“身份”越来越模糊和不确定了吗?确实，这样的担心是不奇怪的，也是
可以理解的，但一般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筛选，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
义的研究性著述终将保留下来，并在未来的翻译研究史学家的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
那些没有新见解的平庸之作则会被历史、市场和读者一研究者无情地淘汰。显然，翻译
研究或翻译学作为1976年正式崛起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标志是在比利时鲁汶举行
的国际翻译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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