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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理论、译介传播与中国问题
——第四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2021年1月9日至10日，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上海大学批评

理论研究中心顺利举办第四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高层论坛。来自美国、日本、中国20余所高校的50余位专

家学者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与论坛发言，11家中文核心期刊杂志社编辑与会指导。

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westem Theory)，下设5个分论坛和1

个圆桌论坛，分论坛主题包括：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范式、方法与问题，中国美学话语的沿袭与拓展，文

学、影视、传播学等学科的中国问题，中国文艺学与中式“后学”的对话，翻译与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在圆

桌论坛中学者们则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曾军在会议闭幕式发言中谈到，“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研究，不仅需要在知识论上进行知识体系和话语

体系上的中心平行比较研究和源远流传的影响研究，而且还需要从认识论上破解因中西文论互传互鉴中的

不对等对话而导致的不同文论主体对待他者文论的态度、立场、策略、方法等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本次

论坛只是这一研究历程中一次短暂的对话，新时代中国文论如何借势发力，实现中西对话与中学西传，这对

于中国学者而言依旧任重道远。

(撰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汪一辰)

up℃≯℃pupqp℃pqp℃≯t≯t≯t≯q声‘p。≯tpupup℃pt≯t≯q≯tptp＼：pt≯t≯t≯t声q声tp。pupup≈pt≯qpqp℃p℃p

第四届全国翻译批评高层论坛通知(一号)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翻译批评研究向更高层次迈进，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翻译批

评高层论坛”拟于2021年7月23日至25日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举行。本次论坛旨在促进国内译界在翻

译批评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论坛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承办，《中国翻译》《中国外语》《上海

翻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当代外语研究》《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

版)》等期刊协办。会议将邀请翻译批评领域的知名专家做主旨发言，设立分论坛进行论文宣读，并向相关

期刊推荐高质量的优秀论文。会议议题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中国特色翻译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

中外翻译批评体系比较研究；3．我国应用翻译批评话语研究；4．翻译批评与英汉语言对比研究；5．翻译批评

与翻译伦理研究；6．翻译批评与翻译史研究；7．翻译批评与翻译家研究；8．翻译批评与翻译教育研究；9．翻译

批评与语料库建设；10．翻译批评核心术语研究。

有意参加此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请于2021年5月31日前将论文摘要(中文或英文500字／词左右)发送

至组委会邮箱fanyipipin萨021@126．com。论坛组委会收到论文摘要后将发送邀请函及会议回执。会务费

为每人1000元，研究生减半，差旅及住宿费自理。

会务联系人：刘老师(0532—86983233)、解老师(0532—86983182)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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