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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运用当代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文化批评理论和当代文化翻译理
论，从社会文化因缘、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功能以及译学社会文化分析和译学社会文化行为反思
等五个方面，结合对中国五四前后：三十年间英诗汉译经典文本的分析，论证了这一独特历史时期英
诗汉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的关系与影响，具有相当的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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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因缘　　2.1　“文化”概念的泉源与厘定　　“翻译之事
，由来已久”（王克非，1997：1），如若追究其存在的根源，乃是因为缺失了翻译活动，不同民族的
文化融合与发展无法想象。当我们谈论翻译与文化这一主题时，首先应该对“文化”概念的来龙去脉
有所了解，然后结合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研究的实际需要加以厘定。　　从词源上讲，“culture”（拉
丁文是cultura）一词最初是一个农业术语，意为种植和耕作，后来逐渐转义为培养、教养和修养等意
思，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哲学家、历史学家、社
会学家、文学家以及人类学家等从不同层面对文化进行了揭示，文化概念也因此而注入了丰富多样的
泉源。本节首先聚焦于文化概念的哲学泉源、文学泉源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泉源，对其演化过程做一
个简要追述后再加以厘定。　　2.1.1　“文化”概念的哲学泉源　　“culture”一词无论作为耕作、
培养之义还是作为文化之义，都明确地表明它属于人类的范围而不属于自然的范围，即它表明了人类
与自然或其他动物的差异，表明了人类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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