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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颖，女，文学博士，哈佛 - 燕京 2005-2006 访问学人，密西根大学 2016-2017 访问学者，

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翻译研究、比较文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已出版《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语

言学概论》等专著及教材。

提    要
本书以中国古代文论英译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据问题意识，基于翻译中的若干核心问

题展开研究，探究翻译背后的跨语言、跨文化深层互动与交流机制。主要从译者主体性、

关键词研究、文类名称翻译、认知与翻译、数字时代的翻译等核心问题出发等方面入手，

结合文本分析进行讨论，共七章内容。

第一章概述中国古代文论英译的基本情况，并对本领域研究发展做了展望。

第二章讨论中国古代文论英译中译者主体性与译者身份问题，分析了中国古代文论译

者主体身份失落的原因，并以诗人型译者克兰默 - 宾对《二十四诗品》的创造性英译和学

者型译者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厚译”，探讨译者主体性在中国古代文论英译中的体

现。

第三章探讨了关键词在翻译中的重要意义，并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关键词为例，探讨

中国古代文论核心概念在他国语境中迷失、彷徨、共鸣、模筑的过程。

第四章指出中西文类观的差异及原因，并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赋”“颂”等英译为例，

探讨了文类名称的历史沿袭与动态发展，分析文类名称英译中“一词多译”“一译多词”“前

后混杂”等现象。

第五章和第六章提出翻译的认知观，并以个案探讨认知主体（译者）如何在自身语言

系统和概念系统的影响下，重新勾勒原作者构建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第七章主要以中国古代文论翻译中对数据库的应用为例，探讨“数字人文”时代如何

在古代文论外译模式及传播机制方面有所创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