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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英译》

前言

　　2006年初，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公布2005年度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结
果的通知》，“翻译”专业（专业代码：0502555，作为少数高校试点的目录外专业）获得批准：复旦
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自2006年开始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这是迄今
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的首个文件，是我国翻译学科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翻译界
和翻译教育界同仁数十年来，勇于探索、注重积累、不懈努力、积极开拓创新的重大成果。2007年
、2008年教育部又先后批准了10所院校设置翻译专业；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了15所院校设立翻译
专业硕士点（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简称MTI），从而在办学的体制上、组织形式或
行政上为翻译专业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保障，形成了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这必将为我国翻译学科健康、稳定、快速和持续发展，从而形成独立的、完整的专业学科体系奠定
坚实的基础，亦必将为我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高素质的翻译人才，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增强与世界各
国的交流和沟通，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积极贡
献。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简称外教社）作为全国最大最权威的外语出版基地之一，自建社以来
，一直将全心致力于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反映外语教学科研成果、繁荣外语学术研究、注重文
化建设、促进学科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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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典籍英译》主要内容：教育部于2005年批准设置本科翻译专业，为翻译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
了新的契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本着全心致力于外语教育事业发展的宗旨，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首家隆重推出“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以大力支持本科翻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充分满足翻译
专业师生的需要，为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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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典籍英译概述    第一部分  中国古典散文英译第一章  中国古典散文英译概述    第一节  中国古典散
文概述    第二节  中国古典散文英译第二章  中国古典散文英译评析    第一节  孔子及其《论语》英译    
第二节  庄子及其《庄子》英译    第三节  墨子及其《墨子》英译    第四节  老子及其《道德经》英译    
第五节  苏轼及其“石钟山记”英译    第二部分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第三章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概述    第
一节  中国古典诗歌概述    第二节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第四章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评析    第一节  《诗经》
及其英译    第二节  陶渊明及其“归园田居”等英译    第三节  李清照及其“声声慢”等英译    第四节  
柳宗元及其“江雪”英译    第五节  张继及其“枫桥夜泊”英译    第三部分  中国古典戏剧英译第五章  
中国古典戏剧英译概述    第一节  中国古典戏剧概述    第二节  中国古典戏剧英译第六章  中国古典戏剧
英译评析    第一节  王实甫及其《西厢记》英译    第二节  汤显祖及其《牡丹亭》英译    第三节  关汉卿
及其《窦娥冤》英译    第四节  《孽海记·思凡》及其英译    第四部分  中国古典小说英译I第七章  中国
古典小说英译概述    第一节  中国古典小说概述    第二节  中国古典小说英译第八章  中国古典小说荚译
评析    第一节  曹雪芹及其《红楼梦》英译    第二节  施耐庵及其《水浒传》英译    第三节  吴承恩及其
《西游记》英译    第四节  罗贯中及其《三国演义》英译英译节选翻译练习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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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英译》

章节摘录

　　其二，汉魏六朝倾向文学审美。主要表现在古典散文受辞赋和骈文影响，因而产生铺张美、整饬
美、音韵美以及错落美。富含艺术美感的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咏物叙事赋以及六朝骈俪之
文，本是古典散文变体，由于文体的自然演化，附庸遂蔚为大国。辞赋与骈文在文体归类上或与古典
散文并立，成为独立文类，或为其所涵盖，成为古典散文的支派。从战国时代辞赋产生，到汉魏六朝
辞赋流行，骈文大盛，辞赋和骈文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学体式。辞赋和骈文对日后唐宋古典散文的改造
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三，唐宋表现自由挥洒。唐宋散文家针对骈文之讲究对偶、声律、典故、辞
藻诸形式美感，进行反思，作为古典散文创作取舍之参考。韩愈提倡于前，柳宗元与之呼应，韩柳以
理论指点创作，再以创作印证理论，倡导散文写作，遂突破了骈文的形式美，回归到秦汉古典散文不
拘一格、自由灵活之优良传统，中唐文风为之一变。其后，北宋六大散文家将之发扬光大，散文创作
复见自由随意、挥洒裕如之风格。唐宋时期，散文和骈文相互争辉。就大势而论，散文创作较占有优
势地位，唐宋八大家散文之脍炙人口，可为明证。同时，赋体的创作技巧，直接影响了散文的创作，
“以赋为文”，成为唐宋散文的重要表现手法。其间，文类的交融整合成为创作时尚，杜甫“以诗为
文”，韩愈、欧阳修“以文为诗”，苏轼、辛弃疾“以文为词”。　　其四，明清两代转化为复古与
创新的消长。明代前后七子力主模拟，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因袭多于创新，散文价值不高
。公安三袁，独抒性灵；晚明小品，清新悦目，颇有生机，可惜如夕阳余晖，可爱有余，精彩不足。
清代中叶，桐城派提出“言之有物，言之有序”之“义法”说，宗法《左传》、《史记》，作为古典
散文创作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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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英译》

编辑推荐

　　本书是高等院校本科翻译专业系列教材的一种，旨在使本科翻译专业高年级学生接触典籍英译的
基本理论和知识、了解典籍英译的特点、掌握典籍英译的基本策略和标准并进行一定的翻译实践，为
今后进一步学习和实践打下坚实基础。在编排体系上，本教材首先介绍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和现状，
然后分四部分分别介绍中国古典散文英译、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国古典戏剧英译和中国古典小说英
译，每一部分又分两章，第一章为理论综述，着重介绍该文体的流变、写作特点、英译概况及英译基
本原则；第二章为英译评析，从两种以上译本中分节对具体的英译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全书共8章，
散文部分探讨《论语》、《逍遥游》、《墨子》、《道德经》、“石钟山记”等英译；诗歌部分探讨
《诗经》、“归园田居”、“声声慢”、“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江雪”、“枫桥夜泊”等英
译；戏剧部分探讨《西厢记》、《牡丹亭》、《窦娥冤》、《孽海记·思凡》等英译；小说部分探讨
《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英译。每章节后附有深入阅读、问答题，绝
大多数章节后还编有翻译练习。书末附有英译节选和翻译练习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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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是正品，学习用
2、需要慢慢品
3、看了目录和评论还以为是那些文章的翻译呢，结果只举些例子，教你怎么翻，想看这本书要下点
功夫
4、对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5、听汪先生的课每次都座无虚席，没有一个人逃课⋯⋯
6、这本书不错，拿到以后才发现这么厚，里面内容很多，也很详细，基本上汉译的资料都有了，对
研究典籍英译的同行来说是个不小的帮助。
7、了解用書。分析欠深入。
8、实用，很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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