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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以丰富的实例为基础,从研究线索、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探讨抵达西方译论研究之堂奥的路径,

理出了西方译论研究的四条线索,论述了在西方译论研究中该如何突破传记式研究模式对事实性知识的平面呈

现, 如何提出问题、学会反省的怀疑,如何通过知识系谱法、语境还原法、纵向梳理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达到

对西方译论的透彻理解 ,从而最终实现推进和超越。

关键词: 翻译学;西方译论; 传记式研究模式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美丽的阿里阿德涅公

主送给勇士忒修斯一只会滚动的线团, 这只线团引导忒修斯

通过多歧而混乱的路进入迷宫, 杀死了怪物弥诺陶洛斯, 然

后, 忒修斯又由线团引导从迷宫中走出。这个神话故事具有

原型的意味, 它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尚未发达到对外物和自我

有较高把握力的时代, 人类对方法的感性化理解和渴求。在

古希腊语言里,  方法!这一概念是由  沿着!和  道路!两个

词组合而成, 意为  遵循某一道路!,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直观

的方法观念。[ 1]从 20世纪 50年代始,西方翻译理论历经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超越和震荡, 在深度与广度上迅速扩展,新

的观点和流派层出不穷, 异彩纷呈, 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

多元化翻译理论景观。面对西方译论的众声喧哗, 我们该如

何  倾听!, 如何提问,如何通过研究抵达认识, 通过认识学会

反省的怀疑 ,通过怀疑、批判从而实现推进、超越? 本文从研

究线索、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入手, 为抵达西方译论

研究的堂奥寻找引导路径的  阿里阿德涅线团!。

一 � 研究线索
面对众声喧哗的西方译论,我们首先需要学会的是如何

在纷繁复杂中理出线索, 准确定位自己的研究课题。在西方

译论这个研究领域里选择课题,可从以下四个向度着手。在

实际的研究过程中, 往往是以一个向度为主, 四个向度相互

交叉, 互为经纬。

一是以  时间!为线, 截取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某个历史

阶段进行研究。西方译论的发展历时几千年, 留下了丰富的

资源。  一方面,历史的积累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

面, 向前发展了的事物又需要回过头来重温已经走过的历

史, 以不断从历史的渊源和积累中寻找继续向前发展的养分

和动力!。[ 2]玛丽∀ 斯内尔 -霍恩比编著的 #翻译研究的多

重转向∃ [ 3]就是这类研究的典范。全书共分 6章, 借用勒菲

弗尔的  先驱!、 开拓者!、 大师!、 门徒!的分类,颇有见地

地梳理了现代西方译论的发展脉络,内容涵盖翻译学作为一

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起源于 80年代的文化转向, 90年代的跨

学科研究、实证研究转向、全球化转向, 翻译学在新千年的发

展现状, 当下的困境和难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该书结构

清晰, 文字晓畅,以时间为线系统明了地分析和评述了当代

尤其是 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的新发展和转向, 对翻译

研究这一年轻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

二是以  流派!为线, 研究某个西方翻译理论流派, 如多

元系统学派、功能目的学派、操纵学派等等。此类研究旨在

探讨某一具体译论流派的生成背景、理论基础、洞见与不见、

可能影响和发展趋势等。当代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赫曼斯

教授编著的#系统中的翻译: 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 [ 4]一书

就是介绍和评述描写 % % % 系统派理论的基础性著作。全书

除引言外共分 12 章, 以先总后分的方式展示了一幅描

写 % % % 系统理论的全景图。第一部分 (从第一章到第三章 )

追溯该派观点的理论之源,概括该学术共同体共同的理论导

向和信念, 为该派理论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第二部分

(从第四章到第七章 )和第三部分 (从第八章到第十章 )分别

从  描写!和  系统 !两个向度对该派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脉络进行了动态的梳理与分析。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辨证

地分析来自该学派之外的批评,第四部分 (第十二章 )指出描

写 -系统范式今后的发展方向。他对该派理论源流的动态

梳理为我们展示了该派学术肌理日益丰满、学理基础日趋扎

实、学术品格渐臻完善的动态发展图; 他对该学术共同体的

 主干!和  枝蔓!、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个性和共性的全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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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为我们描画了一幅空间维度上的全景图; 他对该派理论

成就的客观总结、对其缺陷的深思熟虑的批判、对未来方向

的深入思考更使该书具有了关注现实的学术品格和难以企

及的理论深度。不过, 若能结合该派理论发展的历史文化语

境, 把该派思想置回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 读者的理解将更

加透彻, 论著也会更加丰满。

三是以  人!为线, 研究西方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

等的翻译思想。祝朝伟的#构建与反思 % % % 庞德翻译理论研

究∃ [ 5]就是一例。该书从目的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

总结了庞德的翻译思想,并将其与现代中西翻译理论进行比

较论证, 在庞德翻译思想与现代翻译理论的经纬交织、纵横

交错中理解庞德翻译思想,在中美文化交流的背景中探索庞

德翻译的意义。该书既有翻译理论的系统梳理,又有哲学、

美学、诗学以及文学主张的溯流探源, 既有宏观的理论论述,

又有详尽的个案研究, 为以  人!为线的翻译理论研究树立了

较好的典范。

四是以  关键词!为线, 研究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某一主题

或关键词, 如译者、主体性、对等、操纵、规范等等。无论是作

为整体的西方译论史, 还是某个理论家或理论流派 ,其思想

精华常常凝聚在几个核心概念即关键词中。学术推进的前

提是学界对自身所使用的基本术语、概念和范畴的清晰把

握, 而非任其先验自明地出没于研究之中。对关键词的考辨

是梳理和把握西方译论的有效途径。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专业刘小刚的博士论文#创造性叛逆: 概念、理论与

历史描述∃ [ 6]针对目前创造性叛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采用理论阐发与历史描述相结合的方法, 在大量文本对读的

基础上, 分析、描述了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内涵、创造性叛逆在

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形态以及在译语语境中的文化意义, 可算

是以  关键词!为线研究翻译理论的优秀个案。

二 � 问题意识
无论是以  时间!为线, 还是以  人!、 流派!或  关键词!

为线, 要通过研究抵达认识,通过认识学会反省的怀疑, 通过

怀疑、批判从而实现推进、超越, 都需要我们打破那种拘于对

现存材料的转述和阐释的传记式研究模式, 因为这种传记式

研究模式停留在为读者提供一种事实性知识, 然而单纯的事

实性知识本身却不能决定理论的意义, 对事实性知识的平面

呈现亦无法为西方译论研究带来应有的学理深度和力度。

推进、超越和创新始于问题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能

否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是能否有所创新的关键所在。善于

发现问题、清晰地提出问题是科研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和能

力。在西方译论研究中, 问题不仅是引导我们学术研究的指

挥棒, 还是推动我们引介、阐释、改写和移植西方理论的内在

逻辑秩序和文化立场。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译学界有太多的西方思潮走

过, 每种思潮最初都给人以希望和承诺, 以惊人的力量给原

有的知识状况带来巨大的冲击。面对西方译论的丰富资源,

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跟进,一拥而上, 似乎它们是万能钥匙,

能解决所有问题、澄清所有疑点, 而是定下心来,探讨这个观

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  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 应

用它、拓展它;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 就停下来。! [ 7]

带着一种认知世界、解释世界的冲动,以勒菲弗尔为代

表的操纵学派在翻译这一各种社会因素和力量交互作用的

文化场所中辨认权力操纵或隐或显的运行机制, 宣称: 从译

入语文学的立场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一目的对

原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操纵。环绕在原作 (者 )身上的神一

般的光辉迅速黯淡,  忠实!、 对等!等传统翻译研究的核心

概念也被解构。  等值和透明的翻译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脚

的, 尽管这种思想在我们思考和谈论翻译的过程中已经根深

蒂固!, [8]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赫曼斯如是说。操纵学派以

其福柯式的知识考古视角为翻译研究走出传统规范性研究

的桎梏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以其或彰显或隐含的消解规范的

危险为翻译研究埋下了不安的种子,从而在惊醒  迷梦!、俘

获人心、引来追随者无数的同时亦不免为人所批判和诟病。

不过, 追随也好,批判也罢, 真正的对话产生之前提是对话双

方站在同一个思想平台上。缺少对关键问题的认真清理,热

闹总是表面的。何为  操纵!? 它是个什么性质的概念? 这

个概念解决了哪些问题 ,又引发了哪些问题? 对它的有效批

判应该在什么思想视野和逻辑框架内展开? 何为  忠实 !、

 对等!, 它们是什么性质的概念? 对它们的有效批判应该在

什么思想视野和逻辑框架内展开?  操纵 !为何批判  忠

实!、 对等!, 又是如何批判  忠实 !、 对等 !?  操纵!是否

旨在消解  忠实!、 对等!, 又能否消解  忠实!、 对等 !? 对

以上问题的追问是我们建立起更坚实广大、更有肺活量的知

识场域, 避免隔靴搔痒、批判错位的前提。

三 � 研究方法
提炼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后,还需要选择适当的研究方

法。在文学创作中,题材选择创作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

对象选择研究方法。在西方译论研究这个领域里,以  时间!

为线, 以  流派!为线,以  人!为线, 以  关键词!为线的研究

分别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共通之处是主要的。现以西方

译论流派研究为例,说明西方译论研究的主要方法。

1、知识系谱法

 理论是有其根源的, 理论也是有其 &伟大的传统 ∋ 的,

理论不是三两个人精心策划的骗局!。[ 9]知识系谱法是对西

方译论刨根问底的寻思, 是对西方译论谱系传承、演进路数

的梳理, 是对西方译论知识图谱的勾勒。重溯谱系、清理谱

系可以让我们从思想的源头、从理论的制高点看清西方译论

的内在原理。例如, 操纵学派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把人从

 忠实!、 对等!的迷梦中惊醒, 并迅速俘获人心, 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占据翻译研究的中心,掀起一股股解构  忠实!神话

的热潮。可是, 究竟何为  操纵 !, 它缘何具有如此大的感召

力和颠覆力, 它为何要解构  忠实 !, 它又是如何解构  忠

实!,这种解构是否有效, 在什么意义上有效? 脱离该派理论

的知识系谱, 忽视该派理论的内在逻辑 ,割断该派理论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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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传承, 上述问题就不可能澄明。

2、语境还原法

对西方译论除了重溯谱系之外,还需要不断地把它置回

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以避免理论和观念的使

用不当所造成的把事实不断抽象化、去脉络化的结果。正如

西奥∀ 赫曼斯在#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中所

论述的, 我们要想公正地对待历史的复杂性、透彻地理解过

去的翻译思想, 就必须不断地把这一思想置回原历史脉络和

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随着背景的置入, 翻译思想就鲜活

了。理论的移植关键在于语境的适配问题。西方的译论话

语本身是什么? 产生于何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 这种理

论是否与中国的现实适配,它在何种层面上可以被重新语境

化并成为把握中国现状的资源? 研究西方译论,做到知其然

又知其所以然, 不可忘记该理论滋生的土壤和环境 ;借用西

方译论, 亦不可忘记我们自己的土壤和环境。

3、纵向梳理法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不可能外在于时间线性而独立于历

史之外。西方译论的研究, 无论是以  史 !为线 , 以  派!为

线, 以  人!为线, 还是以  关键词!为线, 都不能脱开纵向的

时间线性上的考察和梳理。如西奥∀ 赫曼斯在#系统中的翻

译: 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 ∃中首先追溯了该派观点的理论之

源: 麦克法兰  诊断式而非劝告性!研究方法的提议、俄国形

式主义诗学的学理注入、以及比利时、荷兰、捷克学者的早期

贡献, 然后从  描写!和  系统 !两个向度对该派理论形成和

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动态的梳理与分析, 内容涵盖霍尔姆

斯、佐哈尔、图里、切斯特曼、勒菲弗尔、杜尔斯特、朗贝尔、布

迪厄、卢曼等人的理论贡献, 为我们展示了该学派学术肌理

日益丰满、学理基础日趋扎实、学术品格渐臻完善的动态发

展图。

4、比较研究法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比较是人类认识

事物的一种重要方式, 有助于研究者拓展思路, 扩大视野,消

除认识上的偏差, 从而增加研究深度。根据比较过程中参考

体系的不同, 比较可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种基本形

式。西方译论研究中的纵向比较是指以时间阶段为座标,在

不同历史阶段的西方翻译理论思想之间、或同一译论流派的

不同发展阶段之间进行比较,从而追溯西方译论发生发展的

历史渊源, 了解其来龙去脉和历史变迁, 推测其发展方向。

横向比较是把处于同一时间平面的西方译论或中西译论作

横断面的静态比较, 由此达彼地得出新的认识结论。西方翻

译理论流派或兴衰更替 ,或同时共存, 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呈

现为一张纵横交错的网。在纵向和横向互相渗透、彼此交织

的参照体系下进行比较,对深入一层地辨明某一特定西方翻

译理论流派的特征、准确定位其贡献与不足是必要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翻译研究的多学科性、开放

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西方译论日益明显的跨学科发展趋势,

以及后现代语境下西方译论表现出来的思想上的革新性、语

言上的晦涩性等特点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理论素养和方法

论储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的探讨旨在抛砖引玉,期

望得到译界同仁的响应, 大家共同努力 ,为抵达西方译论研

究的堂奥寻找引导路径的  阿里阿德涅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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