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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主要以语料库语言学的工具和方法来描写、分析和解释翻译过程中的译者痕迹。
译者痕迹指的是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由于翻译策略的取向、源语文本的选择或译者个人因素等，译
者在翻译源语文本时留下的创造性并有别于原作的痕迹，依照这些痕迹便可以分辨出译者的目的、个
性、风格以及其他特征。
译者痕迹只是翻译研究者对译者所体现出的某些性质的总体期望，它是一个非绝对化的、具有一定弹
性、并随着社会文化变迁而不断变化的概念。
译者痕迹可以真实地反映译者在一个时期的翻译行为，并且可以对某个时期不同译者的翻译行为做出
合理的解释。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内容包括：“译者痕迹”及其历史起点；“译者痕迹”理论、分析框架及解
释机制；基于林语堂翻译语料库的“译者痕迹”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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