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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翻译概论》到《翻译概论》（修

订版）：翻译教材的与时俱进

1）屈海燕、冯全功（以下简称 “屈、冯”）：许老

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翻译概论》（修订版）

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全国优秀教材一等

奖”。这是我国翻译学科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也

是国内翻译学科教材建设的又一里程碑。作为一

位资深的翻译教育专家，您如何看待这一奖项的

重要意义？

许钧（以下简称 “许”）：《翻译概论》（修订版）

能够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活动中获得高等教

育类一等奖，我感到高兴，也很感激。特别感谢

学界同仁对我的鼓励。我觉得，这个奖项不仅是对

我个人的认可，更是对整个翻译学科的认可，我感

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全国教材建设奖的设立旨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总结我国教材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

就，表彰奖励优秀教材以及对教材建设作出突出贡

献的集体与个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带动教材

质量的整体提升。我之所以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

了，是因为这次获奖只是起点，如何编写出更多高

质量、符合国家和时代需求的优秀教材，是我们每

位教师需要认真思考与探索的。就翻译教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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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挥每位优秀教师的力量，如何调动编写教材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何带动翻译教材质量的整体

提升，如何有效地使用优秀教材，如何真正发挥高

质量的翻译教材在立德树人方面的作用，也是我们

翻译界的每位教师需要认真考虑的。我相信将来会

涌现出更多的优秀教材，在培养新时代翻译人才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2）屈、冯：您曾以做翻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

“三位一体” 的方式来总结您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这三方面对您的教材编写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许：的确，四十多年来，我主要就是在做翻

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这三方面对我的教材编

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做过口译，也做过笔译。

1976年，我在法国留学时，就有幸被中国驻法国

大使馆选中，为中国卫星火箭代表团做口译。之

后，我又迷上了文学翻译，从1980年真正动笔翻

译算起，做笔译已经有四十多个春秋了，翻译了

包括巴尔扎克、雨果、普鲁斯特、昆德拉、勒克

莱齐奥等在内的多位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翻译

实践经历不但大大提升了我的翻译能力，也让我

对翻译有了切身的体悟与深刻的认识。例如，我

在《翻译概论》第七章讲到了翻译活动的三对矛

盾，即可译与不可译、异与同、形与神，就是基

于我大量的文学翻译实践感悟与思考总结出来的。

如果没有亲身实践，写出来的东西常会有隔靴搔

痒之感。教材不是凭空编写出来的，教材编写者

必须有教学经验。多年来，我一直在上翻译课，

如给本科生上“汉译法”课程，给硕士生上“法

汉翻译实践与理论”和“翻译通论”课程，给博

士生上“翻译研究专题”课程。从南京大学到浙

江大学，“翻译通论”这门课一直没有中断过，我

一直在担任主讲教师。《翻译概论》从初版（2009

年）到修订版（2020年），是在教学过程中修订的。

在编写初版之前，我也已经上过多轮课了。有了

丰富的教学经历与经验，思考会更加全面与系统，

教材编写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也会把课堂上学生

的反馈融入教材。作为一门概论性的教材，《翻译

概论》不是对相关知识的简单介绍，而是融入了

我多年的思考，这些思考都是研究的结晶。正是

几十年来对翻译的深入思考与系统研究才使这本

教材成为一本有一定学术深度的教材。当然，教

材的编写不能只是自话自说，还要融入已有的相

关研究，对前人观点有全面、辩证的认识，如对

翻译的定义、翻译的主体、翻译的价值等方面的

认识，都离不开相关研究。我想，一定的翻译实

践、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扎实的翻译研究，对一部

优秀翻译教材的编写而言是缺一不可的。

3）屈、冯：您多次提到季羡林先生所说 “翻译之

为用大矣哉！”，对翻译学科而言，我们似也可以

说 “翻译教材之为用大矣哉！”。您能否谈一谈翻

译教材建设对翻译人才培养的作用、对翻译理论

研究的推动和对翻译实践的启发？

许：翻译教材的主要作用在于培养翻译人

才。一部概论性教材，应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翻译观，理解翻译的本质，认识翻译的价值与作

用，了解翻译的机制与规律。翻译在于跨文化

交流，人类文化与文明因交流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这也是我把翻译视为“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

动”的重要原因。翻译观在翻译人才培养中至关

重要，翻译教材要融入正确的翻译观，体现在如

何正确理解翻译的定义、翻译的过程、翻译的标

准、翻译的价值等方方面面。我在教材中从五个

方面对翻译的价值进行了论述，即翻译的社会价

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

值，这有利于学生全面认识与理解翻译，真正把

握住翻译的精神。大多数翻译教材有很多翻译实

践方面的范例，也有对相关翻译技巧的归纳与总

结，对这些范例与技巧的学习、体悟与探讨，对

学生的翻译实践无疑有较大的指导与协助作用。

就此而言，翻译教材对指导学生了解正确的翻译

方法与技巧，提升翻译能力应该是有帮助的。至

于翻译教材与翻译理论研究的关系，我认为翻译

教材要主动地融入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要跟得上

时代与理论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实践性、

针对性、系统性与理论性，发挥教材在各个方面

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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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屈、冯：从《翻译概论》到《翻译概论》（修

订版），体现了翻译教材建设的与时俱进，也反映

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变化。您认为在这十余年

间，我国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领域发生了哪些新

变化，《翻译概论》（修订版）重点针对哪些新现

象和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

许：这十多年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发生的巨

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针对翻译教学而言，国内

先后设立了翻译专业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目前已

有数百所培养单位，翻译学也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一

级学科的五大支柱性学科之一。最近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教育部又印发通知，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

专业目录（2022年）》，翻译作为专业学位正式可以

培养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这标志着翻译学科和专业

建设的又一实质性进展。这些政策与成果都是喜人

的。国家与社会需求促进了这些政策的诞生，对翻

译教育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的整个翻译教育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先进的，规模也是最大的。针

对翻译研究而言，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

从“教学翻译”到“翻译教学”研究，从理论跟随

国外到自主理论探索，从以语言学为主到多元化跨

学科探索，从以文学翻译研究为主到多领域共同发

展，从传统翻译研究到翻译技术研究等，这些都是

近二十年涌现出的新变化。翻译研究总体态势是好

的，译学界也出现了大量新秀，再加上国家对翻译

的日益重视，发展后劲十足。为了顺应国家和时代

需求，呼应翻译以及翻译研究的新动态，《翻译概

论》（修订版）主要增加了两章内容。一是第十一章

“新技术如何助推翻译与翻译研究”，我自己虽也积

极关注翻译技术的发展，但毕竟是“技术盲”，这

一章我是请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胡开宝教授撰写的。

二是第十二章“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翻译研究

如何开展”，这一章的写作是基于我近年对中国文学

与文化外译的思考，我请南京大学曹丹红教授协助

整理的。在此，我特别感谢两位教授的大力支持！

 

2	 从《翻译论》到《翻译概论》：

翻译教材的编写原则

1）屈、冯：您在 “后记” 中提到这部教材与您的

《翻译论》之间的传承关系。与《翻译论》相比，

《翻译概论》内容更简洁，但又绝不是《翻译论》

的简写本。在您看来，一本概论性的翻译理论教

材，该如何选材，化繁为简，做到简练而又不简

单化呢？

许：《翻译概论》的编写的确是以《翻译论》

的思考与主干内容为基础，但专著与教材毕竟

还是有区别的。编写这本教材时，我从“翻译

概论”课的教学实际出发，对结构做了重大调

整，更新并充实了实际教学需要安排的内容，如

把翻译批评论与翻译价值论分为两章、调整部分

章节的次序、增添章节后的思考题等。教材紧

扣“翻译”二字，宏观与微观兼顾，内部与外部

紧密结合，以问题为线索，展开思考、研究与探

讨。应该说，在《翻译概论》中，我融入了对翻

译的一些新思考，教学的针对性也更强。关于概

论性翻译理论教材的编写，全面而又不失深刻应

该是一个标准。所谓全面指内容的覆盖性，要涵

盖翻译的基本问题与翻译研究的主要方面，如翻

译本质、翻译主体、翻译过程、翻译价值等；所

谓深刻并不是要求像专著论文那样，而是要在综

观的基础上有正确的导向，有鲜明的观点，有些

观点不妨详细论述，有些观点不妨点到为止，要

做到有轻有重，详略得当。如在教材第七章“翻

译活动会遇到什么矛盾”中，我重点论述了三对

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可译与不可译、异与同、形

与神），但这不是翻译矛盾的全部，而是我认为

这三对矛盾具有根本性，牵一发而动全身。“翻

译有什么作用”等章节也是如此。编写概论性教

材，要善于抓住各个话题的重点，纲举目张，其

他不妨顺带论述。

2）屈、冯：《翻译概论》的编写体系性很强，您是

如何安排这些章节结构的，每个章节是平行的还

是层层推进的？

许：作为概论性教材，必须要有体系性，所

以章节结构的安排很重要。总体而言，我想每个

章节在逻辑上应该是层层推进的，不宜轻易调换

位置，尤其是核心章节。《翻译概论》（修订版）

第一章为简要的 “翻译概说”，论述了翻译思考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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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去的三个问题，即“翻译是什么”“翻译的是

什么”与“翻译有何作用”。第二章就讨论“翻译

是什么”，也就是翻译的本质问题，这是所有讨论

的起点。接着是第三章“翻译是如何进行的”，也

就是翻译过程，再接着是第四章“翻译什么”，也

就是翻译的意义观问题。基于对翻译过程、翻译

意义观的探讨，然后再探讨“谁在翻译”，也就是

第五章的内容。这几章内容涉及比较根本的问题。

然后再依次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有什么因素影响

翻译活动”“翻译活动会遇到什么矛盾”“翻译有

什么作用”“如何评价翻译”“如何在多元文化语

境下认识翻译与翻译研究”“新技术如何助推翻译

与翻译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翻译研究

如何开展”。大致是按从内到外的路径展开的。

3）屈、冯：您本人集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于一

身，对翻译独有洞见。但翻译理论教材写作不同

于专著，需要全面、系统地介绍为学界所公认的

一些共识，而不仅仅是著作者个人见解的阐述。

您的教材既有您自己的创见，又反映了学界主流

的认识。对于理论概述类教材如何在个人创见和

共识之间取得一种视角的平衡，您有什么建议？

许：我在《翻译概论》中的确提出了很多自

己的观点与看法，如我对翻译的定义，即“翻

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

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这是我自己对翻译的理

解；再如我提出的“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的

观点、对翻译五重价值的论述等，这些都是基于

自己的思考。人文学科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空无依

傍的，都是在继承中发展的，不管你提出的观点

有多新，总会有前人发出过类似的声音。这就需

要对前人的研究或观点进行梳理，然后再提出自

己的观点，教材编写同样遵循这样的思路。如对

翻译过程的探讨，我自己比较认同广义的翻译过

程，但这并不排除对狭义翻译过程的论述；对翻

译意义观的探讨，我自己比较认同动态意义观，

但对动态意义的论述需要以静态意义观为前提。

针对如何在个人创见与共识之间取得平衡这个问

题（其实共识也会发生改变的，尤其是从历时角

度而言），我想编写者在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可以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与倾向，但不要轻

视或刻意忽略其他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这样编

出来的理论性教材才有张力，才有活力，才能经

得住时间的考验。

4）屈、冯：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教材语言风格。

作为一部理论类教材，《翻译概论》能够以流畅轻

快的语言讲述宏大的理论问题，深入浅出，不枯

燥，不艰涩。我们知道语言风格是翻译家所特别

追求的，不知您对语言风格是否格外关注？您对

这部教材的语言风格是如何定位、如何把握的？

许：作为一名翻译家，我对语言风格特别敏

感，也特别重视。如果一位作家没有自己的风格，

作品便没有了生气。翻译家要尽量再现原作品的

风格，我在翻译《追忆似水年华》《不能承受的生

命之轻》等名家名作时对这一点体会很深。作为

普及性的翻译理论教材，语言自然不宜晦涩难懂，

要避免使用过多复杂的术语，尽量把其中的道理

用浅近的语言论说出来，这也是对读者友好的一

种表现。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编者要对

相关理论与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然后再用

自己的话把它复述出来。我在编写这部教材时也

尽力这样做了，希望在语言层面对读者不会造成

阅读困难，能让读者尽可能多地吸收里面的内容

与思想。

5）屈、冯：您也编著过其他有影响力的教材，如

《法汉翻译教程》和《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请问

《翻译概论》与这些教材有哪些区别与联系？

许：不同翻译教材的编写，有不同的目标定

位。不过同一教材编写者编写的不同教材之间总

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关联。《当代法国翻译理

论》是1998年出版的，顾名思义，主要是介绍

与阐释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包括“翻译诗学”理

论、翻译的释意派理论等。法国翻译理论是很活

跃的，对我本人的影响也很深，法国翻译理论家

的很多观点也融入了《翻译概论》，如在第四章

“翻译什么”，我就专辟一小节讲释意派对意义的

分类，这部分内容在《当代法国翻译理论》中有

更加详细的论述。“异与同”是《翻译概论》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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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讲到的三对重要矛盾之一，我对“异”的论述

很大程度上基于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

曼关于“异”的思考。作为当代西方翻译学的奠

基人之一，贝尔曼的翻译思想很深刻，对我影响

也很大，我把他的思想融入了相关翻译教材，并

对之进行拓展思考。《法汉翻译教程》是2007年

出版的，里面也涉及翻译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在

前两章“翻译概述”与“翻译的过程与步骤”中，

但内容非常扼要，没有《翻译概论》中那么详细。

由于《法汉翻译教程》是本科生教材，所以重点

在于实践讲解与赏析，如后面几章论述的“词

义与翻译”“结构调整与长句的处理”“比喻与翻

译”“谚语和成语的翻译”“语体与翻译”“标点符

号的处理”等。从这些章节标题很容易发现，《法

汉翻译教程》和《翻译概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作为理论概述性的教材，《翻译概论》基本上没

有涉及实例的翻译。所以翻译教材的编写一定要

有明确的目标和定位，要有针对性，对症下药，

方有成效。

3	 从《翻译概论》教材到“翻译概论”

教学：翻译教材的有效使用

1）屈、冯：“翻译概论” 是高校MTI专业的必修课。

由于各校情况不同，学生背景差异较大，特别是

当学生来自其他专业，缺乏翻译理论背景知识，

或有些青年教师缺乏教学经验，课堂上只能照本

宣科时，教学效果会受到很大影响。对如何使用

《翻译概论》教好 “翻译概论” 这门课，您有哪些

建议？特别是对教学新手而言，应该从哪些方面

提升自身能力和素养，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许：上好一门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

是学科概论性的课。从学生角度而言，攻读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由于专业背景不同，不见得

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翻译理论训练，这些翻译理论

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需要花点力气补充关于翻译

的系统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吸收课堂知

识，吸收教材知识。从教师角度而言，更要系统

了解整个翻译学科的相关知识，尤其是教学新手。

其实，我在给浙江大学的学生上 “翻译通论”课

的时候，很多翻译教师都会去旁听，有的已经坚

持五六年了，这也不妨说是一种自我充电。值得

一提的是，冯全功博士从我的课堂上，从他参与

“翻译通论”课教学的经历中，近年对很多翻译研

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如翻译的

定义、翻译的单位、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的

忠实观等，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我觉得这种自

主探索值得鼓励，为其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教

材为教学提供指引，好教师是不会照本宣科的，

他们往往会有自己的研究与思考。所以针对教师

而言，要上好“翻译概论”或“翻译通论”这门

课，首先自己要对翻译的基本问题有清晰的认识

与透彻的理解，要有自己的观点，对相关问题也

要有一定的研究。除了多读书、多思考、多研究

之外，别无他法。只有自身的认识体悟与理论素

养提高了，才能透彻地理解教材中的内容与思想，

才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基于但又不拘泥于教

材。这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日积月累，需要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一起思考，一起讨论，做到

教研相长，把自己的课堂变成有针对性问题的课

堂，变成有质疑、有讨论、有研究、有思考、有

思想的课堂。这样一来，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就

有保证了。

2）屈、冯：在学生方面，不少MTI专业学生对翻

译的认识仍停留在 “语言转换” 层次，在实践中

也难以感受到翻译理论的指引价值，因此对翻译

理论类课程不够重视，也影响了教学效果。对于

如何启发学生从追求翻译技艺到探索翻译之道，

您有什么建议？

许：在本科翻译教学阶段，大家都强调“语

言转换”，着重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这是没

问题的。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甚至要贯穿译者的

一生，需要终身学习，本科阶段也只是打基础而

已。在研究生阶段，除了继续强化翻译实践教学、

培养学生翻译能力之外，学生还要树立自己的翻

译观，对翻译本身、翻译理论乃至整个翻译学科

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这涉及从“如何译”到“何

为译”“译何为”“为何译”等方面的思考。没有

对这些问题相对全面的认识，就不能成为一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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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翻译硕士生或博士生。翻译理论的功能不只

是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还能理解与认识翻译

本身、描述与解释翻译实践、启发与预测翻译实

践等。只有认识了翻译理论的多元功能，才不至

于对理论产生误解。语言转换技巧是静态的，翻

译实践本身是复杂的，需要我们用辩证的、动态

的眼光去对待，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本领。

翻译技艺是微观的、形而下的，翻译之道是宏观

的、形而上的。从翻译技艺到翻译之道，首先需

要树立正确的翻译观，需要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

以及翻译的作用与价值有清醒的认识。这些都需

要理论的指引，需要思想的介入，需要有一个

“不变”的法宝。

3）屈、冯：作为教材出版者，我们也希望为 “翻

译概论” 课程建设与教学创新提供更多支持，持

续提升教材使用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您对出版

社的教学支持工作有哪些建议？

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教材建设方面，

成就卓著，有目共睹。应该说，没有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徐建中和常小玲两位领导的鼓励、信

任和支持，就不会有《翻译概论》这部教材的问

世。责任编辑做了很多工作，出版社的编辑团队

充分参与教材撰写的全过程，最大程度为教材编

写服务，这让我感动。教材投入使用之后，出版

社主动收集一些教师使用教材的反馈，然后再把

这些反馈返给教材编写者，为继续改进与修订教

材提供参考，这很重要。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

组织课堂教学的交流会，提供一些优秀任课教师

的课堂教学作为样板，为兄弟院校的相关教师提

供参考。还可以以《翻译概论》这部教材为抓手，

推动课程建设和师资建设，打造一批“翻译概论”

精品课程，发挥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在教学资

源方面，可围绕教材，搜集一些密切相关的研究

文献、学习资料、名家相关讲座等作为辅助学习

资源，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和翻译

人才培养需要的翻译课程资源库，推动翻译教学

和研究。我相信课程资源库对拓展师生的学术视

野、激发他们的理论思考还是有所帮助的。

4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

翻译教材的时代使命与发展方向

1）屈、冯：您曾多次强调，文化交流应该双向互

动发展。我们要向国外学习，也要主动展示自己，

为他者提供新文化之源和新思想之光。这就需要

通过翻译，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活思想与优秀文

化介绍、推广至全世界。从 “翻译世界” 到 “翻译

中国”，这一重要转向对未来的翻译教学和教材编

写会有哪些影响？您认为我国翻译界还需要做哪

些方面的努力？

许：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

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下，翻译愈来愈受到重视，尤其是汉译外，国家

翻译能力也被提上日程。这对整个翻译学科的发

展是一件大好事，教材编写要适应时代发展，呼

应国家需求。我本人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文

学与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也做了很多探索，

还在《小说评论》等期刊上长期组织专栏探讨中

国文学与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传播。这次修订版教

材增添的一章“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翻译研

究如何开展”，就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

一种回应，以期引发更多师生关注这一领域，为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出自己的贡

献。翻译教学与教材要体现思想导向与价值指引，

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作为教学的执行者和教

材的编写者，翻译教师一定要对“翻译中国”这

个大局有清晰的认识，要知道国之所需，知道加

强中译外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译界学人的重任。

我认为国家文化对外的深层次影响主要体现在价

值观上，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影响。因此，要提升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应当推动中国历史中形

成的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文化“走出

去”。我们需要强化这些本质性文化的国际传播，

也需要助推大众文化的国际传播，综合提升中国

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的“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更是呼应党和

国家需求的宝贵尝试，有助于培养具有家国情

怀、全球视野和专业技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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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全面落

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

求。前不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组织一套

翻译研究丛书的编写，常小玲副总编辑给我打电

话，说出版社邀请我出任总主编，我欣然同意了，

这套翻译研究丛书的名称，我建议就定为“‘翻译

中国’研究丛书”。总之，我们在翻译教学与教材

编写中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要求，把其视为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在具体的教材编写与翻译

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把相关要求与元素有机融入其

中，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2）屈、冯：进入新时代，无论是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还是中国文化 “走出去” 战略

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都离不开翻译，离

不开翻译人才，离不开翻译教育与学术研究。您

对我国翻译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有怎样的

理解和判断？

许：的确如此，在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有力推

动下，在广大译学界人士的不断努力下，翻译以

及翻译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十多年来发生了

很多重大变化，翻译学在整个外国语言文学一级

学科中的地位也大大提升。我们感到自豪，但依

旧任重道远。如何做到翻译学科的内涵式发展是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关于翻译研究的发展

方向，我想以下几点值得我们积极关注与深入探

索。第一，中国话语的对外译介和传播问题。这

是事关国家战略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应该把学术

性放在首位，同时兼顾对策性。我们的学术研究

不是简单地回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战

略，而是要通过扎实的研究，不断创新，提出新

观点、新建议，真正服务于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

使传播内容变得更加精当，传播渠道变得更加顺

畅，传播效果变得更加深入人心。第二，翻译教

育研究的问题。翻译对维护语言多样性、文化多

样性，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

翻译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了自

己完整的翻译教育体系。无论是翻译教育体系建

设，包括教材建设、翻译教学等，还是国家与社

会对多语种人才以及特殊翻译人才的需求，都对

翻译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赋予了翻译教育

研究非常广阔的空间与前景。这需要我们努力探

索，在世界翻译教育中形成一股引领力量。第三，

翻译家与翻译史研究。要想真正认识翻译在人类

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的伟大作用，必须要进行

翻译家研究，包括古今中外的翻译家。翻译家研

究依然大有可为，我们要深入翻译家的精神世界，

探索翻译的建构力量以及翻译家的精神价值。我

们不但要继续深入研究古今中外著名的翻译家，

还要善于挖掘出大量被遮蔽的重要翻译家，尤其

是具体学科或特殊领域内的翻译家。翻译家研究

本身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史研究

既可以以翻译家为线索，也可以以翻译事件、翻

译活动为中心。翻译史研究要展现出翻译与翻译

家在中外文化交流与思想碰撞中的重要作用，从

语言、社会、文化、文学、思想、政治以及具体

学科等多个维度对翻译和翻译家进行立体化探索，

挖掘翻译家的时代价值，树立翻译家的精神坐标。

我坚信，不管是翻译教育研究，还是中国文学与

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翻译家与翻译史研究，

空间都很广阔，前景无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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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ompiling principles of the textbook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un
QU Haiyan, XU Jun & FENG Quangong……………………………………………………………………………………… 3

Abstract: Professor Xu Jun’s textbook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was awarded the first prize among 

the National Textbook Construction Awards. This communication 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un about 

the compilation and use of this textbook concerning issues such as the revision of the textbook, its compiling 

principles, the mission imposed by the age represented in the textbook, the influence of the author himself on the 

textbook and so on. Professor Xu Jun argues that the aim of such general translation textbooks is to help students 

foster proper outlook on translation. The textbooks only featuring comprehensibility and readability should keep 

up with the times and have substantial views on translation. It is hoped that Professor Xu Jun’s viewpoints on 

and experience in translation textbook compilation should shed some light on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National Textbook Construction Awards;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compiling principles 

of textbook; views on translation

Feedback literacy studies in China and abroad: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DONG Zhe & GAO Ying………………………………………………………………………………………………………………………… 10

Abstract: Feedback literacy is an emerging concept in this decade, which mainly embraces teacher 

feedback literacy and student feedback literacy. Scrutinized 57 journal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2012 to August 

10, 2022, we found that the amount increased rapidly these years; research participants have been expanded 

from pedagogical field to journal article submission/peer review field, and theoretical and qualitative studies 

outnumber quantitative studies; the research topics cover feedback literacy dimensions, current levels, enhancing 

strategi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on topics such 

as feedback literacy theory, participant expans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enrichment.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feedback literacy; dimensions; enhancing strategie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ory 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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