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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翻译过程为主要论题，从哲学认识论、心理学、语言论和交际论等多个层而步步深入地探讨了
翻译活动涉及的文本生成与理解、译文的接受和演化等问题，全方位地论证了翻译的对象、意义的追
踪与文本的产生、翻译和演化过程，提出了“显文本”、“隐文本”、交际意义、综合与分析过程、
横向与纵向过程、面向意义与面向语言的翻译理念等概念。
内容涉及而广，多学科交融，除了阐述翻译理论，还触及对索绪尔、雅柯布森、韩礼德、巴尔特、德
里达等两方经典与现代理论以及对中国古典的语言观和美学思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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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2．3顺应　　顺应是当客体作用于主体而主体的图式不适应客体时，主体调整图式或在原
有图式的基础上创造新图式，以便接纳并适应客体的过程。
当主体遇到新情况或新客体时，会试图首先运用旧图式将其同化，当同化不能完全做到时，才会调节
或改变主体的原有图式，调节是指个体受到刺激或环境的作用而引起和促进原有图式的变化和创新以
适应外界环境，也就是顺应过程。
只有在顺应调节发生之后，图式才能更新，然后在新的水平上进行下一轮同化。
同化是主体改造客体的保守性过程，而顺应表明了在客体的作用下主体得到改造的过程，所以，同化
和顺应这一对机能代表了主客体的相互作用。
①　　皮亚杰多次指出，顺应发生的前提是主体对某一新客体感兴趣，而原图式又无力将其同化。
但主体所面临的新客体不计其数，并不是其中每一个都能引起主体的兴趣。
只有当新事物与旧事物既有某些相似之处，又与之有差别时，才能引起主体的兴趣。
②主体在同化客体时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人们生活在绚丽多姿的客观世界中，这个奇妙的世界从每一角落向我们发放无数信息，主体每时每刻
都要接受这些信息，并对其作出反应。
只有适宜的刺激才能引起反应。
所谓适宜刺激是符合主体需要，能够被主体所同化的刺激。
外界刺激中只有一些刺激在一定时刻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因而能被主体所同化。
但主体的需要是随适应能力而发展的，那些不适宜刺激将随着主体的需要和同化能力的发展逐渐变为
适合刺激，暂时不能被主体所认识的客体，随着认识过程的发展终将会被认识。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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