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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在动作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基本原理讨论翻译问题 时，还遇到了一些问题，并引发了一些争论，而
且，翻译研究中的某些核心问题尚未进入诠释学派的研究视野。
譬如，诠释学本身思想庞杂，派别林立，空间该用什么样的诠释学来指导翻译研究？
接受美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是否具有指导意义？
应该如何正确理解“翻译即解释”这一古老的命题？
翻译究竟是“从文本出发”还是“文本与译者的对话”承认“翻译即解释”是否就否认了翻译应该有
标准？
从诠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视角出发，翻译又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
事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翻译研究与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它们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并已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诠释学派。
本书运用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基本原理，紧紧围绕“翻译即解释”这个命题，对“翻译即解释”
的基本内涵、翻译解释的基本特征、翻译中理想的解释度和现实的解释度、翻译中解释的结果与解释
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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