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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还是在读硕士期间，就开始对文学翻译产生浓厚的兴趣，不论是经过翻译的文学作品，还是译者
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都令我产生非常奇妙的感觉。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翻译而言，文学翻译更加灵活多变，难以把握。
读着那些文学译作，想象着译者当初是怎么翻译出来的，他（她）为什么要翻译这部作品？
为什么译文的语言是这样的而不是另外一张面孔？
原作者会认同经过翻译的自己的作品么？
译文跟原作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常在我的头脑中出现，因此硕士论文就探讨了有关文学翻译的几方面的问题。
　　随着对文学翻译方方面面的接触越来越多，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就成了我日益关心的一个主
要课题。
古今中外的翻译界都曾论及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认为译者做的工作与创作有些相似，然
而仅此而已，很少有译家深入探究，更不用说从不同角度展开详细的研究。
事实是，文学翻译给我们带来的深远影响与我们对文学翻译者的研究工作是极不相称的，我们应该对
文学翻译的研究做一些更深层次的分析与论证。
这就是这篇论文的最初由来。
如果说当时的想法还是不甚清晰，那么后来将论题确定在“创作”上则是因为受了导师开设的一门课
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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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对文学翻译方方面面的接触越来越多，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就成了我日益关心的一个主
要课题。
古今中外的翻译界都曾论及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认为译者做的工作与创作有些相似，然
而仅此而已，很少有译家深入探究，更不用说从不同角度展开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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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和审美经验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作品的意义在交流中产生
。
读者的理解是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行为，它在理解和体验作品中的文学形象时，加入自己的个性和意识
，其所有心理活动全部被激活，因而作品的意义包括作者赋予的意义和读者赋予的意义两个组成部分
。
读者接受是一个情理交融的心理过程，读者与藏在文本中的作者进行对话，对阅读对象进行理解和阐
释，不同的读者因为各自不同的经验、个性和观念对作品会有不同的审美感受。
　　在文学翻译活动的最后阶段，译文读者要对译文进行理解和阐释，他们能动的、建设性的参与是
译文潜在的美学价值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二、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与阐释空间　　根据文学接受理论，译文只有在经过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后才能够实现其审美价值，也就是说，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必须与文学文本相结合，否则，理解和接
受无从谈起。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在阅读作品之前或阅读作品的过程之中，读者因为
个人经历或社会体验，在头脑中已经具有某种思维定式和先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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