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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帮助对当代国外译学理论流派及其代表性论著感兴趣的读者，尤其是广大翻译专业的研究生
，在短时间内即可较快地把握当代国外翻译理论的概貌，并且可以比较迅速地从中发现自己的专业兴
趣和研究方向所在，从而再去寻找合适的相关译学专著进行深入的阅读。
为此，作者在对当代国外翻译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之后，确定从中择取八个主要
的理论流派(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译论、苏东学
派)，然后在每一个流派里面找出几个最主要的代表性学者(共33名)及其代表性论文(共33篇)，把它们
全部翻译成中文，并在每一章(即每一流派)、每一篇论文前都配上一篇简明扼要的导读性文字，以便
读者能比较快地对该流派或该论文的学术背景、基本框架和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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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文　　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的概念代表了我对普通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我现在重新谈及它们
是因为要修正和廓清这两个概念。
　　以一元论为基础的理论认为翻译基本上是一种交际方法，或者说是对一人或多人说话的一种方式
，认为翻译和语言一样，仅仅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以上两个概念的表述与这一观点是对立的。
　　考虑到翻译至少建立在三对二元对立体之上，它们分别是外国和本国文化、两种语言、作者和译
者，而译本读者则将给整个过程造成压力——因此翻译似乎不能被概括到某一个理论中去。
由此，过去所有的作者都定义了翻译的两种或三种方法，有时还只推荐一种，而贬低其他方法，如奈
达( Nida)和纳博科夫(Nabokov)就是如此。
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对翻译的著名定义当中，就让译者既不依赖于作者
也不依赖于读者。
最终，这些翻译讨论的背后是哲学观点的对立。
现在据说是一个复制的时代，是媒体的时代，是大众交际的时代，而我认为社会因素只是真相的一部
分，一直以来，技术和民主政治的进步过于强调这一因素了。
因此，“意味深长”的文本代表的是个体，而并不整个都是被社会化或是被制约了的声音。
　　必须承认，所有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都既是交际翻译也是语义翻译，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只
是重点各有不同而已。
在交际翻译当中，原文中唯一被翻译的那部分意义（甚至可能与原意“相反”）是与译文读者对这一
信息的了解相对应的部分。
如果译者处理的是两种语言的标准化词汇，那就不会有问题。
然而，如果译者心目中有一个拼贴想象出来的读者，要符合恰当的译语用法，他就常常不看原文而来
修饰、改正和完善他翻译的最新版本。
显然，这就有可能只捕捉住原文信息的极小部分。
交际翻译的许多问题之一就是要决定到底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简化和强调基本信息。
第二个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方法，以确定读者群体所拥有的智慧、知识和情感中最为普遍的要素——不
可避免，人们都把交际翻译当作大众交际。
第三个问题是，一定不要如媒体常做的那样去愚弄读者。
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交际翻译的直观性本质，可以仅仅通过考察预期读者的反应来衡量它是否成功。
　　在重新思考语义翻译的时候，我首先要将它与直译区分开来。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将纳博科夫对语义翻译的定义改写为：“试图确切翻译原文的上下文意义，
又尽可能接近译语所允许的语义和句法结构。
”（纳博科夫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翻译。
）我将这一翻译方法与交际翻译对立起来，后者也同样是真正的翻译，而且更受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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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既可以作为各外语院系翻译专业(方向)研究生翻译理论课的教材，也可作为本科高年级相应
课程的教学辅导参考书。
对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教师，以及广大对翻译理论、国外文论感兴趣的读者来说，《当
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也是一本极有价值的案头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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