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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北京外国语大学2006年学术著作系列丛书之一。全书共分九章，内容包括：什么是后殖民翻译
研究、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后殖民翻译研究、后殖民写作与后殖民翻
译研究、翻译策略的语境和方向、“翻译的翻译的翻译”——文化翻译(误译)之考察、后殖民翻译的
阶段性、权力关系参照下的旅行和翻译、权力关系参照下的全球化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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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什么是后殖民翻译研究　　一、后殖民与后殖民翻译研究　　在了解什么是后殖民翻译
研究之前，不妨先了解什么是后殖民。关于“后殖民”的定义，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看法。有一些人
常常引用阿里夫·德里克的定义[如罗钢、刘象愚（1999：1）]。德里克在《后殖民的辉光：全球资本
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一文中这样描述“后殖民”：　　（1）用于描述过去的殖民地社会的状
况，此时它有最具体的所指对象，如后殖民社会，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等：（2）用于描述殖民时期过
后的全球状况，此时，它似乎更抽象，所指对象也并非十分具体，其模糊性堪与更早时候的“第三世
界”相比，而它也正意在代替后者；（3）用于描述关于上述状况的话语，这些话语可由这些状况所
导致产生的认识和心理取向来指示。（施山译，1997：3）罗钢、刘象愚认为，第三个定义是我们一般
意义上的后殖民主义。当然这个定义也并不清晰明白。　　“后殖民翻译研究”作为一个专门术语，
是由道格拉斯，罗宾逊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后殖民翻译研究”也可以称为“把翻译与帝国联系起
来的翻译研究”（1997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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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半本算是很好的文献综述的典范。
2、该书十分系统详尽地分析了后殖民翻译，学术性强，而且深入浅出。对于了解学习后殖民翻译很
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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