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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

互补和共赢
———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的未来

吕 黎

摘 要: 21 世纪的比较文学会走向何处? 这不仅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相当关心的问

题，也是许多国别文学研究者不能不在意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对翻译的不同理解入手，

分析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影响此消彼长之中的一些原因，并提出比较文学

是这三门学科的制度基础，翻译研究是这三门学科未来发展的学术基础，达姆罗什式的

世界文学可能是这三门学科未来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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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比较文学会走向何处? 这不仅是

比较文学研究者相当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别

文学研究者不能不在意的问题。国内学者在议论

这个话题时，更多地是从世界文学对比较文学的

挑战这个角度着眼，较少关注翻译以及翻译研究

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竞争与合作。本文试

图从对翻译的不同理解入手，分析这些学科的影

响此消彼长之中的一些原因，并指出这些学科的

未来就在于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
从上世纪末开始，美国的比较文学就一直面

临着巨大的危机。简单地说，这场危机有两个主

要原因，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文化研究的巨大冲击

以及后来理论的退潮。作为一种高级且精英的文

学研究和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

的学科，传统的比较文学学者一般只关注欧美的

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已经经典化了的作品，欧美

之外的作品只是作为欧美文学的影响和补充而存

在的。而文化研究首先打破了( 上层) 精英文学

和( 下层) 大众文学之间界限，接着打破了文学与

其他文化媒介之间的界限，其结果就是文学这个

概念松动了，文学研究的边界急剧扩大。在这种

变化中，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所必需的独特的研

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变得不再那么独特了。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理论的兴起是比较文学存在

的重要原因。这里的理论指的是结构主义、后结

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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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潮首先是来自于欧陆学界，主要与本雅明、
巴尔特、拉康、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和保罗·
德·曼等学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由于语言的优

势，比较文学学者能更早地接触和了解欧洲的理

论发展，及时地将其介绍到美国学界。所以在一

段时间里，比较文学是理论的温床，是推进文学研

究发展的主要策源地。而到了 90 年代，一方面是

越来越多来自单一国别文学系所的学者转向理论

研究，另一方面是理论的热度开始降温，比较文学

就慢慢地失去了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和活力。
比较文学面临危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冷战后

美国区域研究的范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比较文

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和( 后) 殖民主义色彩集中地

突显出来。所谓区域研究是指冷战之后，美国为

了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将世界( 尤其是其对手)

划为不同的区域来做整体的研究。这些研究受到

了私人基金会、联邦政府和科研机构大量的资金

支持，其目的是要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对手，其研

究成果作为美国政府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策略

的依据。在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时，歌德是

希望有一个超越了民族和语言界限的、为人类所

共享的文学，但是，欧美比较文学的发展始终受到

民族主义的影响，一直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

倾向。正如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

所指出的:“比较文学的学术工作伴有一种观念，

认为欧洲和美国共同构成了世界的中心，不仅由

于它们的统治地位，而且由于它们的文学是最值

得研究的。”①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区域研究

的殖民倾向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一起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强烈批判，比较文学陷入

了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之中。
作为比较文学的最有力的挑战者，世界文学

和翻译研究在近二三十年来的蓬勃发展是相当引

人注目的。从很大程度上说，世界文学和翻译研

究的巨大挑战来自于它们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的

不同理解。比较文学从定义上说就与翻译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比较文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要

研究两种以上语言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但是

从一开始，翻译( 文学和研究) 在比较文学的领域

中就处在边缘的地位，因为能够阅读外域国族文

学的原文是比较文学研究与单一国别文学研究的

基本区别，国别文学研究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区域

的本土文学研究者使用本土语言对本土文学进行

研究。一般认为，建立在翻译作品上的文学研究

通常不被认为是地道的比较文学的研究。就像精

通近 10 种语言的比较文学大师韦勒克在《文学

理论》这部教材中所言: “如果仅仅用某一种语言

来探讨文学问题，仅仅把这种讨论局限在用那种

语言写成的作品和资料中，就会引起荒唐的后

果。”②这种对语言的严格要求使得很多学者认为

比较文学是一门更为高级且精英的学问，在比较

文学的研究领域中，通过翻译研究文学是不能被

接受的，只有在国别文学系所( 如英美高校的英

文系、中国高校的中文系) 研究翻译文学才是可

以原谅的，而比较文学系则要求文学研究者除了

母语之外熟通一门或两门以上的外语及相关古典

语言。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保罗·梵·第根是较早讨

论翻译与比较文学关系的学者，但是，在 1931 年

出版的《比较文学论》这部教材中，他也只是在

“媒介”的章节下简略地讨论了研究翻译文本的

问题。
比较文学对翻译的歧视直到 20 世纪末也没

有完全消除。1993 年，以伯恩海默为首的专家组

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了题为《世纪之交的比

较文学》的报告。尽管这份报告提出要消除对翻

译的敌视，然而它也坚持精通外语对学科的必要

性:“懂外语仍然是我们学科的一个根本的存在

理由。比较学者总是那些对外语特别感兴趣的

人，他们通常具备掌握外语的技能并有本事时刻

享受使用外语的乐趣。这些素质应该继续在我们

的学生中培养，而且，应当鼓励他们开拓语言视域

……有些系现在仍然要求三门外语和一门古典语

言。许多系要求三种文学知识。”③而在此前的列

文提交的报告和格林提交的报告中，对翻译的使

用都被视为对比较文学的威胁。1965 年，列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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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学》，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一辑，第 23 页。



交的报告就批评比较文学的教师越来越多地使用

翻译，提出“应当区别对待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

和仅阅读翻译文本的学生”①。1975 年，格林提交

的报告更是把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看作是

最令人不安的趋势，并指出“许多今日在比较文

学名下教授的课程其实名不副实”②，因此强调真

正的比较文学学者应该使用原文。
世界文学首先挑战的就是比较文学的精英

化、贵族化以及它对翻译文学的歧视。上世纪末

和本世纪初，世界文学成为美国比较文学界讨论

的热门话题。其中，大卫·达姆罗什2003 年出版

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可以说是开风气的一部英

文著作，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达姆罗什看来，世

界文学“包括了所有在其起源地文化之外流通的

文学作品，要么是以翻译的形式，要么是以原语言

的形式”③。在世界文学的提倡者看来，阅读和使

用翻译文学有着必然性和合法性，因为一个学者

不可能懂得所有的语言，尤其是当文学研究的对

象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等的作家、作品时。从

1960 年代以来，在美国各种民权运动以及文化多

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的、少数族裔的、非西

方的文学不断地经典化，进入到美国文学研究的

主流。传统比较文学学科所要求的语言不足以应

付这些作品，翻译便成了不可替代的选择。所以

对达姆罗什来说，世界文学关注的不是读什么，而

是怎么读的问题。尽管这种立场得到了很多人的

支持，但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反对者认为使用

翻译会降低学术的品质，而且世界文学那种对各

国文学简介式的方法完全是业余水平的，不是真

正的学术。另外，世界文学的经典化方式也让人

诟病。多元文化主义必然要求世界去文学学者发

现和推出各个文化传统的代表，这种经典化过程

往往是以不同文化传统的非历史化为代价的。这

其实就违背了文化交流的初衷。
这种争论至今也没有停止。美国比较文学学

会 2011 年年会的主题就是“比较文学 /世界文

学”。在这次年会上，达姆罗什与斯皮瓦克就比

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做了一场对话。这场对

话的信息量很大，很好地反映了比较文学和世界

文学之间的同与不同。在发言中，达姆罗什首先

检讨了比较文学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思想。有学

者认为，比较文学其实是所谓的北约文学。而达

姆罗什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并没有超过四

分之一的北约国家的文学，比较文学学者都是带

着德国和法国的口音。二战时期，一大批欧洲比

较文学学者来到美国，推动了比较文学在美国的

迅猛发展，不少东岸的精英( 私立) 大学成为比较

文学的重镇，保持着传统的精英和欧洲中心主义

的立场。在这样的背景下，达姆罗什从阶级和地

域的角度描述了世界文学在美国的发展。1959
年在中部的威斯康星大学举办了一次有关世界文

学教学的大会。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大多来自中西

部和南部的公立大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分

歧在会议发言中一览无余。一方面，世界文学的

教学在这些中西部和南部的公立大学十分兴盛，

很多学校修课的学生从以前的 10 几人猛增到几

百人。从外部因素说，这既是因为很多公立大学

开始接受黑人入学，也是因为不少非文学专业的

学生被要求选修世界文学课程。从教学上说，世

界文学课程不仅使用翻译文本来教授古典文学以

及其他国别文学，而且这种课程一般在短短的 1、
2 个学期里就将( 西方) 文学传统简介一遍。另一

方面，身在东西两岸精英大学里的比较文学学者

非常鄙视这种做法，认为这降低了学术质量，玷污

了比较文学的名声。也正是这次大会的严重分歧

才 促 使 美 国 比 较 文 学 学 会 开 始 发 布 学 科 状 况

报告。
通过评述斯皮瓦克的名著《一个学科的死

亡》，达姆罗什觉得，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一样，

正面临着三种威胁: 即( 世界) 文学研究很容易蜕

变成文化的根除、语文学的破产和与全球资本主

义中最恶劣倾向同流。为了应对这些威胁，达姆

罗什从三个层面上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道，显示

出他对世界文学未来的信心。在语文学层面上，

211

吕黎 互补和共赢———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的未来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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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需要更多的语言和语言学习，但也需要有侧

重和区别。比较文学学者要求在几种语言上有着

近乎母语的能力，这样才能显示他们有国别文学

学者的能力和知识，更有国别文学学者所没有的

理论水平。达姆罗什当然鼓励学习和获得更多的

语言，但是觉得比较( 世界) 文学学者不必非要在

语言和知识上达到国别文学学者的水准。在方法

论层面上，研究合作和教学合作都要增强。在这

个问题上，达姆罗什主要关注的是教学合作。以

前，比较文学学者在教学中都认为，老师懂的语言

比教室里的所有学生懂的加起来都要多。如果说

这在以前是个事实的话，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课堂

上总有学生来自老师不了解的文化背景。因此，

如果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在教学和学习中加强合

作，那在一个教室里面大家就能面对着整个世界。
达姆罗什还以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他的世界文学简介课上，他不要求学生写论文，

而是把学生分为 2 － 3 人的小组，让他们每周在维

基百科上给阅读材料写一个条目。小组中的一人

懂得阅读材料中提到的语言或者有这方面的文化

背景，另一个人则只是对材料本身感兴趣。达姆

罗什发现，这样的合作在教学上很有成效。最后，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多元主义还是必须的。在

美国学界，意识形态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但在市场面前，达姆罗什提议不同政治立场的学

者应该团结起来。另外，美国例外论在不少美国

学者身上都有体现，就是认为美国是个特殊的多

元文化社会。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了一种新的

种族主义，比较文学也深陷在这种国族主义的藩

篱中。世界文学就是要挑战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

美国例外论，通过激励语言学习以真正了解世界，

来打破美国学者的民族自我满足感。最后，达姆

罗什提出，对世界文学的批评其实也是对比较文

学的批评，“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将我们不同的方

法锻造成一种积极的关系，在其中我们在全球化

语境中重新设计比较文学，用它来推广对语言和

文学的研究，并在每一个可能阶段阻击全球化资

本市场的种种无常变化”①。
翻译研究更早构成对比较文学的挑战。1993

年，英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斯奈特在她的新

书《比较文学导论》中提出: 比较文学已经死了。
更具争议的是，她认为: “从此以后，我们应该把

翻译研究当作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比较文学只是

其中一个有价值的附属领域。”②从比较文学作为

一个学科出现开始，比较文学危机论就不绝于耳。
在这个意义上说，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死亡论也

许并不那么出乎学界的意料。但是，她将比较文

学的未来放置在翻译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肩上，

这确实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使人们不得不

去认真地思考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
正是因为翻译( 文学与研究) 一直在比较文学学

科领域认同的边缘，所以巴斯奈特对这二者关系

的颠覆性再定位就极具争议性。而巴斯奈特之所

以敢于提出这种石破天惊的论断，重要的原因就

是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人们对翻译和交流

新理解。翻译不再被看成传播固定意义的媒介，

而是一种受文化、政治、社会与制度等各种因素影

响的重写。德里达更是认为，翻译是人类的法律、
职责，是对上帝无法解除的债务。翻译就是人类

交流活动中面对种种不可能性的必然，也就是人

类生存的根本。在这种理解下，翻译在文学和文

化中的影响与作用无处不在，因此翻译研究的领

域就变得无限广阔了，结果是，比较文学研究就必

须要把翻译( 文学与研究) 置于中心的地位，这门

同样强调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范

式的年轻学科因而获有了挑战比较文学的信心。
但是，随后的历史证明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

的挑战并不是致命的。2006 年，在一篇题为《21
世纪比较文学反思》的文章中，巴斯奈特承认她

在 1993 年提出的论点是故作惊人之举，目的是为

了提高翻译研究的地位，而现在，她意识到当初的

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翻译研究在过去 30 年的

发展并没有大的进步，比较还是翻译研究学术的

中心”③。所以，她悲观地认为，比较文学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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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不应该当作是学科，而只是研究文学的方

法和阅读的方式。在她看来，由于一些学者，如斯

皮瓦克、艾米丽·爱普特( Emily Apter) 等的努力，

比较文学现在开始重新塑造自己，已经在走出 20
世纪 90 年代的那种危机。虽然翻译研究在学术

上进展很慢，但不少学者也在从比较文学( 尤其

是世界文学) 中汲取理论资料，这可以使翻译研

究能够保持持久的活力。这样看来，比较文学和

翻译研究的未来就在于两者的相互依存与互动

发展。
在预测翻译研究的未来走向时，斯奈尔 － 霍

恩比在《翻译研究的诸种转向》一书中再次讨论

了歌德致托马斯·卡莱尔的一封信。在这封写于

1827 年 7 月 20 日的信中，歌德高度评价了翻译

( 者) 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以及德国对各民族之

间的相互理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斯奈尔 － 霍

恩比看来，歌德的这个评价是正确的，只是我们现

在所处的时代变化了，所以翻译面临着新的问题。
在歌德的时代，德国正在走向一个统一的民族国

家，在整个欧洲，民族国家的理念也非常盛行。歌

德因而强调既要尊重各个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独特

性，又推崇超越民族国家的、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价

值，所以翻译的沟通价值就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
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出

现了一种歌德所期待的国际通行语言———英语

( 尽管歌德希望的是德语) 。随着英语帝国的形

成，英语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唯一语言，国际翻译会

议和翻译期刊都使用英语，其结果就是研究方法

和角度极度欧美化，非英语的研究因为翻译的问

题而不能走向国际学界，因此英语和非英语的权

力差别扩大化了。即使是欧洲内部的国际化组织

( 比如欧盟) ，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也被标准化和

综合化。斯奈尔 － 霍恩比希望翻译研究今后要做

区分化的工作，要更注重差异性和多样性。
除了英语帝国的问题，翻译研究的另一个问

题是元语言( metalanguage) 。在斯奈尔 － 霍恩比

看来，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

很多基本的概念没有被精确定义，所以造成了很

多混乱，影响了翻译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因

此，她提议“翻译研究史”应该成为翻译研究者的

必修课，以便使研究者了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

以增强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任务的理解。斯奈尔

－ 霍恩比对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的预测实在而具

体，带有较强的语言学色彩。这可能和她对翻译

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的理解有关。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爱普特并不认同这种语言

学转向，她认为这样的语言生态学倾向可能会

“将有地方色彩的语言因素异国化，如粗喉音、语
义转借和个人化表达，从而加强了语言的文化本

质主义，将方言的自然流动和变异置于语法规则

的标准语言模式之下”①。她希望在保持翻译研

究的语言学方向的情况下，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

语言政 治 的 美 学 和 理 论 问 题 上，而“翻 译 区”
( translation zone) 的概念是她思考翻译研究未来

的理论框架。9. 11 事件之后，美国进行了一场反

恐战争。爱普特发现，在这场战争中翻译的错误

导致了生命与财产的损失，甚至导致了战争的爆

发。所以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翻译失

败的继续。所以翻译是政治行为，在反恐战争、政
治斗争与种族冲突中都发生着巨大的作用。所以

翻译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

念和心理概念。从这三个层面入手，她希望注重

思考 21 世纪的重要语言现象，如语言的夹心化

( creolization) 、诗人和小说家的语言多元化、边缘

人群的新语言等等，并且主张将它们与全球化、战
争、反恐、互联网与虚拟技术等联系起来; 在这个

意义层面上，翻译成了“人文学科商讨过去和未

来传播手段的代名词”②，因此爱普特所预测的新

的比较文学，其实就是翻译研究的新方向与新

发展。
在《美洲的翻译和身份认同: 翻译理论的新

方向》这部著作中，美国学者根茨勒认为爱普特

的“翻译区”的概念代表了翻译研究的新方向，因

为它将翻译的地理、社会和心理因素完整地表达

了出来。但是，根茨勒本人的研究所关注的是身

份认同的问题，因为，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下一个转

向将是社会 － 心理转向。通过研究美国的多元文

化主义、加拿大女性主义剧作家的翻译、巴西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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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 义 翻 译 观 以 及 加 勒 比 地 区 的 文 化 适 应

( acculturation) 和文化转化理论，根茨勒发现翻译

是观察美洲人民身份认同的绝佳场所，因为翻译

以各种形式扎根到每一位美洲人的心理之中; 所

以翻译不是美洲人民建构身份的环境和条件，而

是他们身份的组成部分。根茨勒借用法国精神分

析学家吉恩·拉普朗虚( Jean Laplanche) 的理论，

将翻译与无意识、压抑等概念联系起来考察，试图

挖掘出美洲人民被压抑的、创伤性的历史和文化

记忆，并将翻译作为通过重新记忆以获得身份认

同的手段。因此，对于根茨勒而言: “翻译与其说

是对书写文本的翻译，不如说是一种记忆和再历

史化的形式，它超越了任何一种单一语言的限制。
阅读这些历史标记就像是在破解一个密码，精神

分析的手段( 释梦、口误、笑话、愤怒的爆发以及

矛盾) 或许被证明是有帮助的。”①翻译研究的未

来也就在于翻译为研究社会心理打开了通向世界

的各种可能性。翻译不再是被动的、消极的、创伤

性的活动，而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解放性的力

量，帮助人们积极地理解过去，勇敢地面向未来。
巴斯奈特曾经提到，身份问题是翻译理论家

们开始不断讨论的问题，但是很多这样的讨论都

是在非文学的领域进行的。在《世界标靶的时

代》这 部 著 作 中，美 国 著 名 的 华 裔 理 论 家 周 蕾

( Ｒey Chow) 在文学领域思考了身份政治与比较

文学的关系。区域研究是“二战”后美国人文社

会科学的主要的研究模式，周蕾通过分析区域研

究、后结构主义和比较文学的运作方式，发现这三

者都受到自我指涉性的制约，共同构成了美国的

知识生产体系。因而从一开始，比较和文学就不

是中性的词，而是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比较文

学的范式其实就是“欧洲及其他者”。在西方学

者看来，比较就是欧美和东方的关系，在这个关系

中，欧美一直处于主导的、中心的地位，而东方则

需要以这个中心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就好

比 novel ( 小说) 这个术语就专指英国的( 有时也

包括法国的) 小说，而其他地方的小说一定要在

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如日本小说、中国小说及阿

根廷小说。在周蕾列举的对传统比较工作的反抗

方式中，有一种可以看作是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

那就是东方单一语言、单一文化和单一民族的文

学研究应该被看作是比较文学的工作，因为它们

往往带有跨语言、跨民族与跨文化的历史痕迹，这

些痕迹是它们在与西方痛苦的交流和斗争中遗留

下来的; 所以语言不能被看作区分比较文学工作

的唯一标准，是否是比较的标准应该是看它有没

有“批 判 不 同 语 言 间 文 化 资 本 的 不 平 等 分 配

的”②。这个创见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雅各布森定

义的“语内翻译”，也让人们对德里达在“他者的

单语主义”中体现的身份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并帮助文学研究者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待单

一的国别文学研究。
在上面提到的研究中，学者们有的讨论的是

比较文学的未来，有的关注的是翻译研究的未来，

有的展望的是世界文学的未来。但从学科上来

说，他们要么是在比较文学系获所得的学位，要么

是在比较文学系所任教。所以比较文学是这三门

学科的制度基础。而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世界文

学还是翻译研究，都是在边界、在之间做工作，都

是要通过跨越语言、文化、疆域、肤色、种族、信仰

等各种界限，达到增进交流、增进理解的目的。这

样的越界工作，不能不以翻译为基础，所以这三门

学科未来发展的学术基础是翻译研究。在全球化

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公正往往被一个地球

村的美好图景所掩盖。达姆罗什式的世界文学试

图抵抗全球化市场对文化和人性的根除，就可能

成为这三门学科未来的道德基础。总之，对美国

学者而言，这三门学科的未来不是谁取代谁的问

题，而是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对中国学者而言，其实还有重要的工作没有

完成，那就是这三门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国

的比较文学专业要么设置在中文系，要么设置在

外文系，有的学校甚至在这两个系都设置有比较

文学专业。经过学科调整，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在 1997 年取代了外国文学，成为中国语言文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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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学科。随着翻译研究的兴盛，很多大学都

设置了翻译研究专业，但几乎全部都设在外语系

里。同时，国内在中文系里还设有文艺学专业，这

在欧美国家的大学里是没有的，因为大部分做理

论的学者是在比较文学系所里。这样的一种体制

造成三门学科的研究者分布在不同的院系和专业

之中，使得研究合作和教学合作都有难度。所以

这三门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不在于创立一个所谓的

中国学派，而在于在体制上整合分散的研究力量，

以便有力地回答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问题。

Complementation and Win-Win: The Fu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U Li

Abstract: The fu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cerns not only comparativists but also students of
national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vicissitud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t
concludes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unctions a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other two fields，
translation studies serve as the academic foundation，and world literature as proposed by David Damrosch as
the moral found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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