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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探索我国翻译学科理论建设的现实问题。第一章从理论与实践的内涵入手，对翻译研究进行
总体反思；第二章检视学科名称与体系框架，探究学人在当前观念转型期应注意的问题，讨论了本土
话语的流变与争取国际认同的可行性；第三章对目前翻译论文写作的现状以及治学态度和学术规范问
题作了剖析；第四章将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与翻译伦理结合研究，并指出国内译界对
部分关键术语的误认；第五章阐述翻译政治概念及研究范围和意识形态概念及研究范围，解释了中西
观点的差异与分歧；第六章从翻译实践的角度具体探讨了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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