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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名女性，在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中难免遇到种种与性别相关的问题，产生一些疑问与想法。
例如，为什么古往今来人们都用女人或与女性相关的表述来比喻翻译？
为什么翻译与女性一样被置于从属的甚至被忽视的地位？
为什么一些女性翻译家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是女性或者不愿意承认自己具有女性意识？
⋯⋯这些疑问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促使我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生浓厚的兴趣，产生进一步
探究的愿望。
特别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包括在阅读研究文献与作品／译品的过程中，在与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研究者
的接触交谈过程中，在与同学同行的辩论交流过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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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由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性别研究与翻译三个大部分组成，尝试解答了
中国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中是否存在女性主义的意识和视角；从女性主义到性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对学
术研究有何影响；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的发展前景与方向何在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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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翻译研究资料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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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教学、比较文学等。
曾在国内权威或核心期刊与国外发表研究论文一百余篇，参编各种论文集、辞典、教材等多部。
多次获得各种科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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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女性主义观照下的译者主体性　　传统的翻译忠实观造成了对译者主体的遮蔽，译文／译
者处于低级的、派生的、附属的地位。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对（女性）译者地位的关注，这正迎合了文化转向中对译者主体认
识的觉醒。
本章尝试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审视译者主体性问题，同时通过对《荒山之恋》英译本的分析，
探讨在中国语境下女性译者的性别主体意识在翻译中的体现。
　　一、译者主体的发现　　译者主体的发现得益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同时也构成了文化转向的
重要分支。
当人们的目光由文本转向社会文化因素时，译者这一在翻译过程中最为活跃的主体自然成为关注的焦
点之一。
译者主体的发现.一方面来自翻译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例如国内首先对翻译主体做出界定的杨武能
（1987：3-6）；另一方面来自翻译理论的发展，例如翻译操纵学派的翻译就持改写和操纵的观点，后
殖民翻译理论对翻译活动中权力政治关系的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性别身份的强调等，都极力彰显
了译者的主体作用。
　　综观近年来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代阐释学理论和接受美学理论被应用到解构原
作中心、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位、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的研究中（杨武能，1987；袁莉
，2002；等）。
此外，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或建构译者的主体作用，例如，翻译家研究（穆雷、诗怡
，2003；廖七一，2003）、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许钧，2003；朱献珑.2003）、互文性理论（舒志奇、
杨华，1999）、翻译单位（杨庆华，2004）、多元系统和多元互补论（张文娟，2004）以及翻译标准
（袁莉，1996；高宁，1997）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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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作者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教学、比较文学等。
曾在国内权威或核心期刊与国外发表研究论文一百余篇，参编各种论文集、辞典、教材等多部。
多次获得各种科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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