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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前言

　　受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两个过程的刺激，世界已进入全球传播时代。全球传播最主要的内容
便是国际间的新闻及相关评论的传播，政府（也包括许多非政府组织）把全球传播和对外宣传当作维
护本国利益、推行对外政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由此，政府愿意并主动倾注大量人力和财力，并
鼓励各种传媒机构为国家利益服务。于是，对外宣传的重要性愈显突出。在全球化浪潮中，只有加强
对外宣传，信息输出国才能让世界了解自己，将自己汇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去参与交流活动，否则就会
被外来强势传播带来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所淹没；只有加强对外宣传，信息输出国才能与世界保持平等
的交流，从而使自己的文化在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的交流中得到整合，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只有
加强对外宣传，信息输出国才能让世界了解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等，从而减少或避免由于互不了解带
来的冲突，为信息输出国带来更好的国际生存环境和更多的经济上的利益。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亦
突出了外宣翻译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全球化为促进外宣翻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也给外宣
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国要走向世界，要生存，就必须加强外宣翻
译，让世界了解中国。只有这样，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才能被全球各国认同，才具有全球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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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内容概要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内容简介：外宣翻译的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适应外宣翻译生
态环境并作出合理恰当选择的过程。译者不仅需要适应语言因素(文本的形式意义、言外意义、文化社
会意义、联想意义等)，还需要适应非语言因素(目标语读者、认知语境、目标语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意
识形态、外宣翻译目的等)。适应了外宣翻译生态环境的译者，需要在外宣翻译方法、外宣翻译策略、
外宣翻译文体等方面作出合理的选择。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与译者的意识观密切相关，译者的意识程度
越高，译者的适应和选择就越合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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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作者简介

　　刘雅峰，1966年7月出生，辽宁喀左人。湖州师范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毕业，师从张健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师从胡壮麟教授。潜心翻译学（外宣翻译）、生态翻
译学、英语教学的研究。迄今，已经在国内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参编词典1部，参编教材和
著作5部，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研究生科研基金课题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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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绪论第一节 理论框架及选题背景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创新第三节 主要研究方法及构成
第四节 研究外宣翻译过程的意义第一章 外宣及外宣翻译第一节 外宣相关术语概述及厘定第二节 外宣
翻译的异质特征第三节 外宣翻译的目的与效果的实现与评估第四节 外宣翻译的传播途径第五节 外宣
翻译研究的相对滞后第六节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宣翻译第七节 外宣翻译的特点第八节 小结第二章 
外宣翻译的过程：译者适应与选择第一节 外宣翻译与翻译适应选择论第二节 译者的适应过程第三节 
译者的选择过程第四节 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相互作用第五节 译者的适应、选择与意识程度的关系
第六节 小结第三章 译者适应与选择之偏差——外宣翻译误译研究第一节 何为误译？第二节 翻译适应
选择论视角下的语用外宣翻译失误第三节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文化外宣翻译失误第四节 翻译适
应选择论视角下的语言外宣翻译失误第五节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语篇类型外宣翻译失误第六节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外宣翻译失误的原因第七节 小结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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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章节摘录

　　综观上述诸理论，我们知道，顺应理论、关联理论、关联翻译理论与翻译适应选择论有关联之处
。也就是说“关联”和“顺应”与“选择”和“适应”是相通的。但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外宣翻译过
程的研究，而翻译过程是由译者来完成的。在顺应理论、关联理论、关联翻译理论与翻译适应选择论
中，只有翻译适应选择论即是研究翻译的理论，同时又是研究译者的理论。因此，顺应理论、关联理
论、关联翻译理论会对本研究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但只有翻译适应选择论体现了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外宣翻译的实际，对其有很强的解释功能并为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参照，符合本研究的
需要。这是因为文化的一体化是翻译的基础出发点与归结处，因而，翻译与它的关系是必然的关系，
不可否认因而也是必须强化的关系。只有适应或顺应了文化环境或语境，翻译才能使自身存在下去。
由此观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外宣翻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在文化全球化大背景下的“
整合适应选择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也毋庸置疑。　　本书之所以
选《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为题，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因素：翻译适应选择论符合外
宣翻译的实际，对外宣翻译有很强的解释力；外宣翻译研究相对文化全球化下我国的发展和实力的滞
后；对目前外宣翻译尤其是地方外宣翻译中存在的问题的不满与忧虑；作为一个外宣翻译学者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本书在研究的过程中将充分注意到外宣翻译的特点、译者的意识以及外宣翻译误译等问
题。这不仅对外宣翻译理论的成熟和完善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翻译实践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Page 6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编辑推荐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共分3个章节，主要对外宣翻译过程作了探讨和研究
，具体内容包括外宣相关术语概述及厘定、外宣翻译研究的相对滞后、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相互作
用、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语用外宣翻译失误、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外宣翻译失误的原因等。该
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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