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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近现代常州翻译文学史研究

【摘     要】 翻译在现代中国文化构建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它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作为四大文明

古国之一的中国，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关于翻译史的书写历史并不长，且现阶段对于地域翻译史况的研究仍十分缺乏。丰

富多彩的地域翻译史是中国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翻译史的丰富和改写，有助于弘扬地域文化特色，进而培养

地域“文化自信”。

本文以近现代常州翻译文学史的书写为例，探讨“文化自信”视域下地域翻译史研究的文化意义，展现常州特有的地域特色，

传承常州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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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光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翻译活动就有两千多年。但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审视、分析和书写中国翻译史的历史并不长。收集、整理有关中国翻译史的相关史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翻译史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翻译的本质 , 还展示了翻译作为一项人类活动本身所固有的、有代表性的问题。无视翻译史 , 任何针对翻译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万江松，2007：
92）翻译研究无疑离不开翻译史研究，缺少翻译史实形成的经验支撑，翻译理论难以全面发展。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最热门的当属理论研究，翻译史研究并未受到重视。粗略考察一下上世纪后半叶我国翻译方面出版的书籍约 500 多本，其中理论研究方面占有 20% 以上的比重，而译史仅 1% 而已。（柯飞，
2002：31）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翻译学科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翻译史的研究，成绩斐然，但是相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等其它方面的研究而言，翻译史相关研究仍显单薄。目前国内学界大多数关于翻译史的研究都是从整体的角度对整个中国翻译的历史进行考察的，对于区域性的翻译史况研究，仍然十分缺乏。地域翻译史彰显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篇幅宏大的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位于江苏省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的常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有着 3200 多年的悠久历史，自古以来便被称之为“中吴要辅”。常州人杰地灵，近百年来涌现出一批批杰出的翻译家，为中国翻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常州籍翻译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他们译学思想的分析、综述，从宏观层面对常州地域翻译史的书写仍然十分缺乏。收集和整理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重新挖掘、梳理和勾画相关史料，并进行阐释解读，不仅有助于厘清地区内翻译史况的脉络，而且对传承地域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习总书记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他曾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文化自信”的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1997年春，在太湖边一户农家的实地考查中，费老先生道出了他对于“文化自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番感慨，微言大义，引人深思。费老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而“文化自信”应该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自信，否则，有可能导致自大而非自信。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各地有着自己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石。文化之于人，好比水之于鱼。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地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塑造着我们。只有高度认同它，欣赏它，高扬地域文化旗帜，才能进一步升华为民族和国家层面的“文化自信”，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1 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翻译在现代中国文化构建中的作用毋庸置疑。新时代文化翻译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大力弘扬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全面梳理中国的翻译史无疑能够帮助我们以史为鉴，述往事、思来者、明道理（贾洪伟 姜闵虹 ,2014），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为世人所知。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源远流长，哪怕最为详尽的中国翻译史巨著限于篇幅也难以涵盖所有翻译活动和现象的描述，更不用说对某一地区的译者群体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而这些包含丰富文化内涵、各具特色的地域翻译史况恰恰是中国翻译史书写中最富魅力，也最吸引人的地方。丰富多彩的地域翻译史是中国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翻译史的丰富和改写，有助于弘扬地域特色、传承地域文化，进而培养地域“文化自信”。

二、近现代常州翻译文学史的内容构建
翻译文学史属于文学史的范畴，书写翻译文学史就是“把翻译文学放在历史的坐标中纵向考察”。（李东杰 蓝红军，

2018：17）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前，翻译文学史的编写仅仅被视为翻译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翻译文学属于文学的范畴，它是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翻译。
1.钩沉常州地区近百年翻译活动的脉络 常州翻译文学史属于地域翻译史范畴，围绕常州地区的主要翻译活动、重大翻译事件和译者群体，进行史料的挖掘和爬梳，力争全面客观地呈现该地区的翻译文学史概况。其内容构建主要以时间为主线来划分文学翻译活动的历史分期，梳理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译人、译事、译作等，力争全面反映常州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概况，并探讨时代背景、地域文化等因素对翻译家的译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勾勒常州地区的翻译文学史况，首先应明确的是，如何科学划分历史分期。按照翻译文学自身的发展历史规律，结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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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演变和各历史时期的特征，可将常州地区百年来的翻译文学历史，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考察：从晚清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文学史，从“五四”以后到新中国成立时期的翻译文学史，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翻译文学史。特定时期的翻译作品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会对该地区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产生影响。
2.勾勒百年常州译坛群像 常州是一座有着 3200 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它坐落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万里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凭借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常州自古以来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自古以来便崇文重教，受西学影响较大，新式教育十分发达。因此，近百名来，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孕育出的杰出翻译人才不胜枚举，赵元任、瞿秋白、方重、姜椿芳、汤永宽和屠岸等便是其中的翘楚。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常州人。赵老博学多才，在数学、物理、音乐、哲学多个领域皆有极高的造诣，然而他在语言上的天赋亦少有人能及，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在语言学领域的代表作包括《现代吴语的研究》、 《中国话的文法》、《国语留声片课本》、《季姬击鸡记》等；在音乐领域的代表作有《教我如何不想她》、 《海韵》、 《厦门大学校歌》等；在翻译领域，《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部用白话文翻译的小说极大地推动了那个时代的白话文运动，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后世鲜有人超越。作者借助千奇百怪的动物和植物，诡异荒诞的情节，巧妙地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荒诞不稽，又乐趣无穷。在翻译的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大量的谐音、双关、藏头诗、典故和文字游戏等文学修辞手法，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惊人的语言天赋。瞿秋白（1899-1935），字秋白，江苏常州人。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个身份之外，瞿秋白在文学上造诣

极高，是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他与鲁迅私交甚笃，二人并称为“译学双壁”。鲁迅曾称赞瞿秋白的译文“信而且达，举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瞿秋白的一生非常短暂，但却无比灿烂。他留下了著作和译作共 500 多万字，据粗略统计，其中包括 200 余万字的外文译作。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家，此外，他还翻译了很多果戈理、托尔斯泰、普希金等著名苏联作家的作品。为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增添了异彩。方重 (1902-1992)，字芦浪，江苏常州人。方重老先生学贯中外，通晓多国语言，在文学翻译、教育、中古英语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等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于 1923 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英国中世纪文学，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后来又进入加州大学深造。1947 年学成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国内多所著名大学。方老一生致力于中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于 1962 年完成了《乔叟文集》的翻译，于 1978 年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汉译本的增补和校译，于
1984 完成了《陶渊明诗文选译》的翻译。他们都是常州历史上蜚声中外的翻译大家，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常州历史上不乏一些杰出的女性翻译家，例如陆小曼、方于、杨乐云、屠珍等。她们也曾在翻译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应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里。目前从地域角度对女性翻译群体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后期可以尝试从这个角度开展深入研究。系统梳理常州地区的译人、译事、译作，勾勒一幅生动的常州译坛群像，并探索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家学渊源等因素对翻译家译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意义深远。从历史和文化维度研究常州翻译文学史，有助于弘扬常州地域文化，培养人们对常州地域文化的“自知之明”，进而形成“文化自信”，彰显常州地域特色，传承常州地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