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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中的科学翻译与艺术翻译：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为2010年度天津市社科规划
项目，编号TJYWl 0-1-5401。
　　《文学中的科学翻译与艺术翻译：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以言外之意的文学翻译作为
研究对象，突出言外之意翻译的生成和表达问题，确立含蓄式、寄寓式两种意向型言外之意和意象式
、意境式两种审美型言外之意的研究核心，目的在于探讨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问题，重点在于
理解和表达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实际解释力。
其创新点如下：　　一、提出了现代语言学视角的言外之意概念和翻译视角的分类，并归纳出“意向
型”和“审美型”这两种分别隶属于语言学和文学的两大研究类型；论证了二者在文学作品中的会合
，非人为架构而是语言文学本身的特质使然，从而超越了以往或唯科学或唯艺术的分析框架；　　二
、将推理机制和审美意象图式机制引入翻译研究，开拓了思路，提出了新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方法；　
　三、创造性地提出了言外之意文学翻译的语境建构模式和重构方法，创造性地将语用预设（特别是
文化预设）用于语境重构之中，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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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古典时期分为神学翻译时期和文学翻译时期。
文学翻译时期主要是指文艺复兴及之后的古典文学翻译阶段。
我们以有较大影响的西塞罗、哲罗姆、奥古斯丁为例来说明这一时期的译论特点。
西塞罗（M.T.Cicero）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理论家，他对翻译理论所作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他的至理名言“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翻译不是句当字对，而是保留语
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说明他主张活译，反对直译；主张翻译传达的是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非原
文的语言形式，因此应当保留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义。
（引自谭载喜1991：26）哲罗姆（St.Jerome）的翻译方法在古代的翻译家中最为系统、最为严谨。
他提出切实可行的翻译原则，主张灵活运用翻译原则；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直译和意译之
间是互补的关系，有时直译有时意译；认为风格是内容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谭载喜1991：15-40）奥古斯丁（St.Augustine）在翻译中曾应用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学理论，
强调所指、能指和判断的三角关系，并将意义和语言形式区别开来，认为意义是“常数”，是根本，
语言风格是附带的东西。
他认为译者的中心任务是内容和精神，在神学翻译中，奥古斯丁比哲罗姆更倾向于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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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中的科学翻译与艺术翻译·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是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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