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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振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 9 点 55 分在上海华山

医院去逝世，享年 76 岁。2020 年 4 月 26 日，谢天振教授追悼会在上海

宝兴殡仪馆举行。追悼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副校长代表学校致

悼词。本刊特此刊登悼词全文，表达我们对谢天振教授的哀思。

悼念谢天振教授

◎ 查明建

各位领导、来宾、各位亲友 ：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

送别我国著名比较文学家、翻译理论家、比较文学与

翻译学教育家、译介学开创者、中国翻译学学科最重

要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谢天振教授。

谢天振教授 1944 年 3 月 5 日出生在浙江萧山。

他少年时代就聪慧好学，爱读文学作品，从而打下了

深厚的文学基础。1962 年，他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

俄语系。1966 年大学毕业，适逢“文革”，他默默地

自学起英语、德语、法语和日语，后担任中学英语教

师长达十年。在此期间，他为各出版机构翻译了一百

多万字的内部资料。1979 年秋天，他以第一名的优

异成绩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成为首届俄苏文学专业

唯一的研究生。1982 年 5 月，以优秀成绩通过硕士

论文答辩。毕业后留校，进入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工

作，从此在上外辛勤耕耘 38 个春秋，历任上海外国

语大学社科院副院长（1996）、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

（1996）、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2003）。

谢天振教授终身勤奋，好学深思，他以一生的勤

勉、努力和智慧，而成为一代名家和名师。他一生的

努力，以“学”为核心，贯穿着五大领域 ：学术、学

科、学生、学刊和学社，即学术创新、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创办学刊、创建学术社团。

学术是这五大领域的核心和基础。谢天振教授一

生孜孜于学术，念兹在兹，视学术如生命，即使在遭

受病痛折磨最为痛苦之时，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心里

所惦记的，还是学术。

从《译介学》《译介学导论》到《译介学概论》，

再到《从译入到译出》；从 1994 年台湾业强版的《比

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到 2011 年复旦版的《比较文学

与翻译研究》，就是他不断思考、不断开拓创新的学

术轨迹。从“翻译研究”到“超越翻译”，从“为弃

儿寻找归宿”到翻译文学史的编写，从“创造性叛逆”

学术命题的阐发到译介学理论体系的完整建构，就是

他学术观点升华、学术思想凝练的结晶。

作为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比较文学家和《中国比

较文学》主编，谢天振教授密切关注着国内外比较文

学发展动态，在国际比较文学出现危机、中国比较文

学面临“何去何从”之际，他及时地提出了要加强比

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强调不能迷失比较文学的研究

目标和发展方向。他所开创的译介学研究，为比较文

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成为 20 年来中国比较文

学最富学术活力、最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之一，也是

中国比较文学国际学术贡献的典范。谢天振教授的译

介学研究，也有力地促进了传统翻译研究观念和研究

范式的更新，与翻译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而最终

促成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建立。

除自身的学术发展外，谢天振教授还表现出杰出

的学术组织才能。他不畏艰难，筚路蓝缕，组织和参

与创办、创建了两个学术期刊、两个学科点和两个学

术社团。

1982 年，谢天振教授受命筹办《中国比较文学》

期刊，在季羡林、贾植芳、施蛰存、范存忠、方重、

廖鸿钧等前辈学者的大力支持下，筹建、创办了中国

大陆第一本比较文学专业杂志《中国比较文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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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10 月正式创刊。1985 年 3 月，谢天振教授主

持筹建的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1990 年 9

月，与廖鸿钧先生一道领衔申报的比较文学硕士点获

得教育部批准，从此，上外开始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

究生。1994 年 11 月，谢天振教授创建中国比较文学

学会翻译研究会，并担任创会会长。1995 年，担任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副会长。1996 年，担

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1997 年，出任上海市

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2003 年，与柴明熲院长一道，

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申报设立翻译学二级学科

点，获教育部批准，成为我国首个翻译学二级学科。

2005 年，高翻学院在全国首次招收翻译学的硕、博

士生。同年，又与柴明熲教授一起，参与设计了全国

MTI 的立项和申报方案，并多次出席论证会。200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投票通过了全国翻译硕士专业

学位的设立，上外成为首批授权开设 MTI 的院校之一，

高翻学院于 2008 年春季开始招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2009 年，柴明熲教授和谢天振教授共同创

办新的学术期刊《东方翻译》。

谢老师从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到博士生导师，从

教半世纪。除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学外，他还受聘为

复旦、北大、川大、上海交大、暨南大学、广外、川外、

广西民大等校的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指导比较文学

和翻译学科建设，培养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专业博士生。

而聆听过他的讲座、阅读过他的著述的学生，更是不

计其数，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谢老师言传身教，

亦严亦慈，春风化雨，润物有声。他培养的学生中，

很多已成为我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领域中知名的中

青年学者，是所在院校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谢老师

既是治学严谨的学者，同时也是重情重义、热爱生活

的性情中人。他性格直率，好交友，富有幽默感。因

此，他在学生心目中，既是严师，也是慈父 ；既是师

长，也是朋友。

谢老师身体一直健壮，突然罹患重病，并且这

么快就遽然离去，令学界同仁和弟子们万分震惊和悲

痛！老师身体一直那么好，精力那么充沛，那么乐观、

幽默，那么热爱生活，怎么会真的就这样走了？四月

本是最美好的季节，但就在这美好的季节，恩师永远

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年年

春来，江南烟雨朦胧时，有青草处，有心伤。

得知先生逝世的噩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

翻译家协会、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教学协作组、北京大学、浙

江大学等机构、团体和院校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寄

送挽联 ；众多媒体发表了有关先生的报道，成千上万

的学界同仁、后辈学子更是在各种微信群中留言，表

达对先生深切的哀思和深深的感激。他们有的也许不

像谢老师的弟子们那样有幸，得到先生的亲炙教诲，

但他们通过学习先生的比较文学教材，通过研读先生

的译介学论著，从此走上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学

术道路。先生的治学格言“学术面貌要清” 9999“目

标始终如一”，成为众多学子的座右铭。

如诗如歌筚路蓝缕奠基开业 铸译学重镇一

代师尊高山流水人共仰

亦严亦慈苦心孤诣言传身教 育后学英才

万千桃李春风化雨世同钦

这副挽联，代表了比较文学学界和翻译学界的同

仁对先生深深的怀念，代表了弟子们对先生深深的感

激和敬仰。

先生虽然不在了，但先生的著作在，薪尽火传，

他的学术思想和译介学理论，会继续滋养后辈学子，

引领他们发奋继起。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先生

的学术精神和治学风范，将激励后辈学子见贤思齐，

开拓进取，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中国比较文学和翻

译学事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为提升中国学术国际

话语权，贡献自己的力量！再也听不到先生爽朗的笑

声，看不到先生矫健的身影，喝不到先生亲手调制的

香浓咖啡，但先生豁达的人生态度、热爱生活的情怀，

将激励着我们努力地生活，富有情怀地生活，丰富生

命的内涵，提升生活的品质，创造人生的意义。

先生的一生，事业辉煌，如诗如歌！先生的名字，

与中国比较文学事业，与翻译学科的建立，与中国译

学的国际化和学术创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先生的

名字，就是译介学的代称！先生的名字，就是勇于开

拓、不断学术创新的象征！先生的名字，就是比较文

学和译学研究一面高高飘扬、感召引领的旗帜！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敬爱的先生，今天我们来送您。您一路走好！

◎ 查明建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副校长
    zhamingjian163@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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