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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是国际经济快速发展的纽带。
在不同语言转换的背后，人们增加了理解和信任，科学和技术为更多的人造福。
翻译研究是对翻译工作的概括和提炼，为翻译实践提供系统的理论和有效的指导。
翻译研究中的哲学取向从哲学思想出发透析翻译的本质和翻译过程中人与文本的深层互动。
翻译哲学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广度，增强了翻译研究的深度，为已有翻译研究模式注入新的理念。
不论是在西方理性主义古典哲学占据主要地位的时代，还是20世纪哲学“语言论转向”时期，语言与
哲学一直是人们不断探寻的话题。
罗素、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德里达、奎因、哈贝马斯等哲学大师都曾从哲学角度对翻
译作过精辟的论述。
对哲学家来说，了解语言有助于了解人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了解语言的结构有助于了解人的逻辑心
理和认知模式；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有助于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
从单一语言的研究看世界是片面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会受本族语言的限制。
翻译作为两种语言的交流和转换，是用另外一种语言解构一种语言表达的思想。
通过对比研究同一思想内容的表达和再现，更容易说明语言和世界的本质。
凭借哲学诠释学提供的独特视角，本书试图揭示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及其产生、发展到形
成的过程。
翻译作为诠释性对话，是从理解到表达的双重对话过程，是两种世界观的交流与融合，是人类迈入“
交谈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对话”是贯穿本书各章节的基本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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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哲学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广度，增强了翻译研究的深度，为已有翻译研究模式注入新的理念
。
不论是在西方理性主义古典哲学占据主要地位的时代，还是20世纪哲学“语言论转向”时期，语言与
哲学一直是人们不断探寻的话题。
《从独白走向对话：哲学诠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研究》是关于研究翻译哲学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
了：诠释学理论与翻译的关系——从理解到诠释、翻译活动中的主体间对话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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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哲学思潮异彩纷呈，可以大体分成两大走向。
就空间而言，可分为科学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建构主义、解构哲学）和人文主义哲
学（现象学、存在哲学、诠释学①、法兰克福学派）；就时间而言，可分为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
义思潮。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建构主义、现象学、存在哲学代表了现代主义思潮，分析哲学、诠释学、解构
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则代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
诠释学作为后现代主义萌芽的哲学，对文化学，符号学和传媒理论乃至读者阅读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作为一种人文哲学，诠释学有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诠释学源于古典释义学，中世纪时成为注释圣经的理论。
该理论又经历了从生命哲学到现象学再到本体论的发展，又从本体论发展到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哲学诠释学的形成及其理论特征一、古典诠释学的起源和发展由于长期的历史疏远化作用，诠
释学的源头在当代人的视野里已是一幅模糊不清的图景。
诠释学起源于语言学和《圣经》注释，而不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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