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连贯与翻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连贯与翻译>>

13位ISBN编号：9787544609364

10位ISBN编号：7544609367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作者：王东风

页数：263

字数：28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连贯与翻译>>

前言

　　王东风教授在英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拓展、充实、修改而成的书稿《连贯与翻译》即将付
梓，可喜可贺。
当年在报考北大博士生之前，东风寄来了他发表的几篇论文。
从这些论文，尤其是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英汉语序的比较与翻译》一文中，我看到了他
的研究潜力。
进入北大以后，他在翻译领域刻苦钻研，不断进取。
　　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为《文学翻译的多维连贯性研究》，这是一个具有前沿性但并非时髦的选题。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借助当代语言学的快速发展，逐步走向学科化以来，这一领域出现了空
前繁荣的局面，学者们借鉴了多种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各种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派别。
19世纪80年代，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转为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通过
描写的方式来研究翻译问题。
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方“历时”诞生的纷呈不一的各种研究方法被
近乎“共时”地引入国内。
但也许跟国内学界经历了长期政治文化批评相关，“文革”后的中国学者关注客观性和科学性，尤为
重视各种语言学翻译研究方法，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依然没有多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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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连贯是任何文学文本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但在传统文学翻译研究中，这一问题却未受到应有
的重视。
本书将语言学理论与文学理论加以有机的结合，以语篇连贯性为切入点，考察不同维面上的连贯机制
在语篇的结构、意义、风格、效果等方面的整合作用；意在突破传统翻译理论单维视角的局限，摆脱
其一一对应的静态语义等值模式，并用大量实例表明，任何一个语言单位都与语篇内其他语言单位和
语篇外相关知识存在着不同维面上的相互关系。
在文学翻译中，只有以最优化的手段体现了这些关系，才有可能以最接近于原文风格的方式再现原文
在各个维面上的连贯机制。
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才可以获得最高的等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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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可见，通顺策略主张的是信息取向的交际，追求的是以常规、常见、透明为特征的“一目了
然”式的语言体现。
这一传统被奈达加以理论化后，形成了一种功能对等的理论范式，以追求译文对原意的通顺体现。
但是，根据韦努蒂的观点，这一策略一方面会模糊原文的文体或诗学创造性和社会文化身份；另一方
面又会“掩盖译本的文化和社会状况——审美、阶级、和民族意识形态”（同上：61）。
从这个意义上讲，通顺实际上就成了一种归化译者语义理解的翻译策略；于是，通顺所追求的目标归
根到底就是语法连贯和语义连贯，因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文体和语用的连贯维度，而这正是韦努蒂打
算通过异化策略来实现的几个方面。
　　本书秉持的连贯策略旨在最大限度地在译文中体现原文中的各种关系。
这一策略要求译者将原文中的任何一个成分都能与语篇内外其他相关成分联系起来。
根据这一视角，译者应该把语篇中的任何一个成分都看做是与语篇内的近邻以及远亲之间的潜在的联
络点，同时也是与语篇产生和解读相关的超语篇因素之间的潜在的联络点，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片
面解读或孤立取义。
　　事实上，从根本上讲，连贯与文学翻译中的通顺并不对立；相反，通顺是语篇连贯的一个典型的
或无标记的特征。
一般来说，连贯的翻译听起来应该是通顺的，但在不同的文体体现中，连贯也会有程度上的差别，甚
至在一些小说的局部，尤其是试验性的小说中，某些有标记连贯的语言体现就是以不通顺为形式标记
的，因此，在翻译中，不能一味追求通顺而让原文的文体和语用特征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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