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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2022年6月11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全国首届“翻译与社会”

高端论坛在线上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秘书处主任仲文明宣读专委会成立决议，上海大学傅敬民教授任专委会名誉会

长，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洪涛教授任专委会会长，华南理工大学朱献珑教授任秘书长，秘书处设在北京外国语

大学。同济大学吴赞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胡牧教授、南开大学王传英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汪宝荣教授、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邢杰教授、朱献珑教授(兼)任专委会副会长。

在开幕式环节，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罗选民教授表示，希望社会翻译学专委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与特色，助力提升翻译学科建设水平，推动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培养政治坚定、胸怀祖国、融通中外的

高端翻译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向专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在嘉宾致辞环节，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先生指出，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翻译见证了中国

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外语人肩负着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重任，专委会的

成立恰逢其时。希望专委会推动内涵式发展，积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打造高水平翻译人才，展现中国立场，

明确中国态度。浙江大学许钧教授指出，社会翻译学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翻译是社会发

展的动力，社会又为翻译提供资源和土壤。社会翻译学要重点关注社会与翻译之间的互动，不断拓展思想疆

域，切实提升社会对翻译的认识。各专委会术业有专攻，建议相互之间加强交流，着力推动翻译的跨学科理

论建构。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认为，翻译是人类社会的跨语言交流，必然与社会各个层面发生联系，

这成为社会翻译学的学理基础；社会的发展不断对翻译提出新要求和新期待，这成为社会翻译学的价值基

础。他强调，社会翻译学研究可以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方法视角，聚焦社会进程中的翻译，加强不同学

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理论体系。

在大会发言环节，专委会名誉会长傅敬民教授谈到，社会翻译学研究关键在于以翻译的社会维度为研究

对象展开跨学科研究，其逻辑在于跨学科的社会学与跨学科的翻译研究之间的越界与会通，社会的翻译性和

翻译的社会性构成其视界融合的基础。社会翻译学应以翻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的翻译问题为双向发展进

路，为寻求解决翻译的社会问题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与应用路径。专委会会长王洪涛教授回顾了社会翻译

学的发展历程并诠释了社会翻译学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共变关系，剖析了开展社会翻译学

研究的学术理据，以及开展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可行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探讨了社会翻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

则，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开展社会翻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主旨发言环节，同济大学吴赘教授指出，对外翻译传播是多学科复合概念，具有多学科理论依据，在运

作中具有依附性，在价值上表现为翻译对传播在语言层面的具体化和操作化，以及翻译阐释的交往理性意

义。杭州师范大学汪宝荣教授从学科史角度回顾了社会翻译学的发展历程，认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
需要遵循“借鉴国外成果与建构本土理论并举”的基本思路，立足于中国翻译实践，融通中西理论。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邢杰教授指出，社会学理论与翻译研究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构成社会翻译学存在的客观基础。社

会翻译学体现明确的问题指向，讨论新时代翻译实践、翻译行业、翻译教育等系统性论题，已初步展示出对翻
译系统的建构性作用。

在青年论坛环节，北京外国语大学王颖冲博士、浙江大学冯全功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张汨博士、厦门大学

袁唯博士、中山大学王悦晨博士等5位青年学者分别从合作翻译、翻译文化研究、翻译口述史研究、文学翻译

场域研究以及社会系统研究等方面分享了研究心得。

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根本导向，聚焦翻译实践、翻译教育与翻译行业中涌现出

来的重要现实问题，致力于推动新时代翻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社会服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助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朱献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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