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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翻译是人类战争的产物吗？翻译学研究的到底是什么？翻译究竟应当“字对字”还是“
意对意”？“完全对等”的翻译存在吗？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翻译学家们都在进行哪
些争论？翻译的地位与女性的地位有何种相似之处？为什么说译者始终是“戴着镣铐的
舞者”？
  希望你能从本书简单的图片和轻松的文字中，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内容简介

早在公元3000年前，一些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中便出现了供翻译使用的双语词汇表。在
古巴比伦和亚西里亚也出现了一批翻译人，他们把统治者的命令传达到各个被征服民族
。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古代帝国都形成于征战，而被征服的国家所使用语言都各不相
同。可以说，没有翻译人，古代的帝国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看来，翻译具有悠久的历
史。
  然而，翻译学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成立至今仅有几十年历史。那么，翻译学是什
么？它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是什么？
  希望你能从本书简单的图片和轻松的文字中，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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