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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
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
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
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
译的认识几乎是零。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
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
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
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
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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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
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
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
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
译的认识几乎是零。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
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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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因为如此，双语词典学作为词典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学科性质的归属问题也同样经历了一个
比较长的过程才得到人们的基本认同。
张柏然在《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论》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人们之所以看不到词典学研究的学科独立性，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往往只片面地强调词典学
与语言学研究的密切关系而忽视了词典学“与纯粹语言研究无关的，有其自身特征的一面。
”①双语词典处理的是语言，双语词典（编纂）学与语言学之间必然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
语言学理论对双语词典（编纂）学研究的影响是无疑的。
但是，我们在确定双语词典学的属性上，却不能把这种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因而做出以偏概全的结
论，以为双语词典（编纂）学隶属于语言学。
张柏然强调，双语词典研究更要关注其自身的许多特点，“如动态对比的特点，编纂原则和方法、技
巧的特点，语际转换的特点，以及机助双语词典的特点等，而这些特点不能与一般的语言特点相提并
论。
”②　　近年来，双语词典的编纂实践活动极为活跃，这同样带动了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双
语词典学著作层出不穷。
双语词典学研究积极追踪现代语言学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但针对双语词典编纂实践中
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新视角的探索与构建，极大丰富了双语词典学的理论内涵，而且针对一些传统问题
进行了理性的思辨与反思，增强了源于实践的经验的学理性与科学性。
理性的思辨无疑将有助于实践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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