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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意识形态成为翻译学的一个关注对象应归功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一度成为主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译学研究开始式微，因为它
对一个译文文本在译入语文化中如何诞生、生产和发挥其社会功能完全不能提供任何解释。
这是它这种理论天生的缺陷。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解构主义思潮横扫译学界，一股强劲的怀疑与否定、反思与批判的解构之风
给我们已近僵死的旧范式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让我们认识到翻译活动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活动，更
不是文人雅士们在书斋中的消遣，而是与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有一
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翻译活动的整个环节。
这是很有启发性的，继而一种新的译学研究范式，即解构主义范式开始成为主流。
人们开始关注文本外的诸多因素，如主体性问题、权力话语、文化因素、意识形态，甚至后殖民问题
、女权主义等都纷纷与译学结缘，形成所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陈旧的疆界，丰富了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们也有着一个通病，
那就是只关心外部因素而未能深入到文本内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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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反顾以往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成果与不足的基础上，廓清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中意识形态
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借鉴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解释学的研究成果，以翻译为导向，理论阐述与以
小说《骆驼祥子》三个译本为语料的实证研究相结合，提出了文本意识形成的批评分析解释方法论架
构，着力研究隐藏于文本内部词汇和语法层面包括分类系统、及物性系统、情态系统和转换系统在内
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其在翻译中的转换。
本书认为，语言不仅具有交际功能，而且具有控制功能；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存
在着作用与反作用、建构与被建构的辩证关系；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有赖于意识形态的翻译和翻译
的意识形态研究的双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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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翻译的文化转向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意义的确定性的否定。
翻译等值等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假设也从根本上受到极大的挑战。
一时间，翻译和语言研究从文本意义和结构研究走向文本产生过程和话语的研究，从语言的内部研究
走向语言的外部研究，从文本走向文本的背后和潜层等研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翻译界出现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的回转”（张美芳
，2006）。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语言学回转”的背景之下，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有必要回归到文
本自身的意识形态研究。
陈国华（2007）在为《翻译与语言：语言学理论解读》一书所写的导读中说，据福塞特介绍，受语言
学影响的（1inguistically-oriented）翻译研究主要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但是语言学
的影响后来并没有中断，而且近来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同时，我们注意到斯奈尔·霍恩比（2006）在谈到当时翻译研究界的语言学回转的时候，称之为一种
“U”型转向，即180。
的大倒退。
她之所以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转持否定的态度，是因为她认为这种转向是翻译研究又回到了结构主
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不少研究又开始讨论“对等”、“语义原型”和“翻
译规律”等问题，局限于传统的语言学架构之内，普遍忽视了德国的功能翻译等翻译理论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转有其必然性，同时要实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转并不能重新回归到
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而是要探寻适当的语言学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主体语言观，回
归到对语言本体的研究，重视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内部与语言外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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