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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译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碰撞：翻译社会学视阈》探讨了翻译社会学“名”与“实”之间的关系
。
作者以翻译学为学科本体，以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以译学范式的反
思批评为前导，以翻译文本在何时何地以及产生何种影响为客体，以翻译研究回归现实世界为归宿，
深入分析译者主体与他者的关系、社会选择、社会操控、社会传播与文化消费乃至网络翻译等诸多层
面，充分展现跨学科研究足以触及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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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传统翻译研究重视共性、齐一性，排斥个性与差异性，因此，它
一直是以一致性追求为目标的，把源语文本作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来看，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
过规律去预先设定的，其意义是具有确定性的，而且任何人只要按照语言规则去解读，都应获得相同
的理解。
①可见，结构主义给人们带来分析的方法，使人们通过对客体的分析，认识其内部的层次与结构，从
而更好地把握认识的对象。
这种研究摆脱了语文学范式的神秘性与不可知性，让人们转而关注语言规律与文本结构。
为此，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范式曾一度取得瞩目成就。
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
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
这是因为，以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例，结构主义理论不能具体地论述文学作品的特点，不能论述文学作
品的历史差异和美学差异；结构主义把文学的概念变成了写作的概念，因而文学作品变成了符号学的
“文本世界”。
　　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进入解构主义阶段。
除了诠释学流派，解构主义范式阶段还体现在目的派、操纵派等观点上。
其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
譬如，女权主义者重视译者的存在，强调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占有和摆布的主导地位。
操纵学派则认为文学翻译实际上是译者做出抉择和摆布文本的过程。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同其他行为一样都有一定的目的。
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
这些对翻译主体性的认识对我们译学研究大有启发。
②但是，解构主义思潮由于自身缺乏一个整体性理论框架和统一的纲领，因而，可以说它只是一种精
神、一种反思性精神、一种怀疑主义和破坏精神、一种否定性思维方式。
所以，在它之后，人们会茫然，会困惑，原来的理性被破坏了，原来的结构被解构了，而它又没有带
来一个新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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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教社博学文库·译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碰撞：翻译社会学视阈》探讨了翻译社会学“名”与
“实”之间的关系。
作者以翻译学为学科本体，以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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