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启？

——从中西翻译史看当前的文化外译问题

◎ 谢天振

近一二十年来 ， 国内译学界 ， 甚至文学界和文化界 ，

￥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国际传播问题开始给予越来越多

的关注 。 要确立对文化外译问题的全面正确认识 ， 就有必

要从文化外译问题的历史渊源 、 当前翻译理念的演进 ， 以

及当前翻译所处时代语境的变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考察 。 本

文拟对中西翻译史上的两个翻译活动
——佛经翻译和传教

士翻译进行新的剖析 ， 探索其中的文化外译因素及其历史

表现 ， 希望能为当前我们正在讨论的
“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

去
”

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

最近一二十年来 ， 国内译学界 ， 甚至文学界和文 首先我们拟对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做一番审视

化界 ， 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国际传播问题开始给予越来 和探讨。

越多的关注 。 而半个多世纪以来 ，
我们国家在中国文

学文化的国际传播一事上也投人了相当大的人力 、 物 一

、 佛经翻译 ：

＂

外来和尚好念经
＂

力和财力
；
但实际效果 ，

正如我们大家所看到的 ， 并

不是很理想 。 之所以如此 ，
究其根源 ，

跟我们国家有 中国的佛经翻译 ，
历来我们都是从文化译入的角

关部门的领导和实际从事中 国文学文化外译的工作人 度展开讨论的 ，
这 自 然无可非议 ，

因为佛经翻译首先

员缺乏对文化外译问题的全面正确的认识有关 。 而要 就是建立在对外来文化有所需求的前提之上的 ，佛经
确立对文化外译 问题的全面正确认识，就有必要从文翻译的性质也因此只能定位在译人行为的范畴 内。然
化 外译 问题的历史渊源、当前 翻译理念的演进，以 而如果我们对佛经翻译再深人探究一下的话，则不难及当前翻译所处时代语境的变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考发现，其中也是有文化外译的因子在里面，尤其是一
察。限于篇幅，本文拟对中西翻译史上 的两个翻译活 批“外来和尚”参与了对佛经的翻译，这让我们对佛
动
——

佛经翻译和传教士翻译——进行一个新剖析 ， 经翻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且，有必要指 出的是 ，探索其中的文化外译因素及其历史表现，希望能为当 这些因子对于今天我们思考和探讨中国文化 的外译 问
前我 们正在讨论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提供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启迪意义。
一个新的视角。关于佛教何时传人中国的探讨，目前引述较多的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