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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5翻译学6作为一部翻译学的概论性著作,在我国翻译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通过综述全书

的基本内容, 再回归历史、还原语境,以翻译学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评述5翻译学6一书的学术特点和时代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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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是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谭载喜的贡献有二:一是在对外国,

特别是对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研究基础上, 为中国译学研

究引进了新的观念, 新的方法,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二是对翻

译学的建设做了许多扎实的基础性的开拓工作。0 [ 1] 5翻译

学6一书正是谭载喜先生为翻译学建设所做开拓性工作的代

表。该书作为一部翻译学概论性著作, 对新世纪我国译学建

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全书概要

5翻译学6一书文字简练, 通俗易懂。作者本着翻译学是

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的观点,以坚定的学科立场首先从宏

观的理论角度对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内容、研究目的、范

围、任务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然后从翻译实践

所面对的问题出发, 阐释了翻译的语义传达和文化交融等核

心问题。最后,在对比较译学的学科属性、研究目的、任务和

方法进行系统阐述后,作者以开阔的视野融汇中西,向读者展

示了自己近年来进行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的成果。

全书共九章, 第一章为绪论, 作者对制约翻译理论发展

的诸因素作了概要的分析,以明确译学发展所急需解决的主

要问题和译学界应该扎扎实实去做的几项基本工作。

第二、三、四章, 分别为 /翻译学的学科性质 0、/翻译学

的任务和内容0和 /翻译学的研究途径0, 是为翻译学定位、

指路, 属于宏观的把握。作者在第二章中首先开宗明义地分

辨了 /翻译学0和 /翻译 0这对翻译研究中最易混淆引起争议

的概念, 认为翻译不是科学, 翻译学才是科学。然后旗帜鲜

明地阐述了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

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 (包括国情学、文化学

等 )、心理学、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性学科,

或称多边缘交叉性学科。这是一门应当享有独立或相对独

立地位的学科。接着作者阐述了翻译学的内部结构, 认为翻

译学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

用翻译学。在第三章中, 作者从整体上对翻译学的任务和内

容做出概括和探讨,指出: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其任务是对

翻译过程和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客观的描写, 揭示翻译

中具有共性的、带规律性的东西, 然后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

上升为能客观反映翻译本来面目的理论。同时,它又把通过

描写、归纳而上升为理论的东西作为某种准则, 以便指导具

体的翻译工作。在第四章中, 作者讨论了翻译研究的五种基

本途径:文艺学途径、语言学途径、交际学途径、社会符号学

途径、翻译学途径,指出第五种途径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描写

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等特点。

第五、六章分别是 /翻译学与语义0 /翻译学与词汇特

征0。翻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是对语义即语言或言语的意

义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科学分析,为翻译操作提供一个可靠的

理论基础。遵循这一指导思想, 作者在第五章中从翻译学的

角度, 对语义的种种解释模式作了概括和剖析, 并从句法意

义、修辞意义、词汇意义三个层次和所指意义、联想意义两个

方面, 对语义的内容实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在第六章

中, 作者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的角度, 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词

汇之间存在的四种关系 (词汇偶合、词汇并行、词汇空缺、词

汇冲突 )进行了逐一探讨 ,并辅以丰富的实例以指导具体的

翻译实践。

最后三章是作者近几年来的研究重点:中西译史译论的

比较研究, 其目的非常明确, 那就是 /开阔我们的视野, 从别

国的经验中摄取对我们有益的养分0。作者在对西方译史译

论进行总体梳理之后, 提出了比较译学的研究构想, 指出:

/国别译学0好比是在墙 (国界 )内观察事物, 即在各个单独

的国家或语言文化内观察与研究翻译问题; /比较译学0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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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跨在墙上观察墙里墙外的事物,即站在民族或语言文化的

边缘, 注视两种或多种译论体系是如何看待与处理翻译问题

的; /总体译学0则好比居高临下看事物, 即跨越民族与语言

文化界限来观察和探讨各类翻译的共同规律。在这三类翻

译研究中, /国别译学0是基础, /比较译学0是 /国别译学0的

发展所需, 两者都属于 /特殊译学0的范围。三者是相互促

进、相互依存的关系。接着作者阐明了 /比较译学0作为翻译

学分支学科的三个基本目的:定位、认知和实用,然后用树形

图的方式详细说明 /比较译学0的研究范围, 并向读者介绍了

作者自己在 /比较译学0研究过程中采用的直接比较和间接

比较两大基本研究方法,以及在具体比较的层面上可以采取

的 /横向比较0、/综向比较0、/主题比较0与 /综合比较0等四

种方法。

二  还原语境,评析5翻译学6的时代贡献

诚如赫曼斯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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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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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5翻译学6一书的客观评析要求我们不

断地将它置回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

我国的翻译研究史已有了近两千年的历史。可关于翻

译学建设的讨论在上世纪 50年代才刚刚开始。 1951年董秋

斯发表了5论翻译理论的建设6一文, 明确提出了建立翻译学

的设想, 吹响了研究翻译理论的号角。可是, 由于历史的原

因, 直到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董秋斯的号召才真正有了回

应。 1987年夏,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开

启了我国翻译学建设的新时代。谭载喜在会议的主题论文

5必须建立翻译学6中, 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口号。此后国内

译学界围绕翻译学建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 并于上世

纪末一度达到高潮。 5翻译学6一书正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之

中。其学术特点和时代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清晰的概念界定。基本概念、范畴的建立与界定是学

科建设的基础工作。翻译的艺术论和科学论以及翻译是否

可以成为科学等问题曾经一度是译界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焦

点, 可是持论者,无论其观点如何,在论辩中都对 /翻译0这个

多义词不加界定, 从而在各自的立论中混淆了两个不同层次

的概念:翻译与翻译学,所讨论的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

双方都在自说自话, 片面强调个人的理由, 产生了艺术派与

科学派两种互不相容的翻译学理论的争论。作者开宗明义

对翻译与翻译学这对概念的清晰界定, 澄清了模糊的认识,

为统一认识推动学科建设健康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强烈的学科意识, 明确的学科定位。英国著名哲学家

卡尔# 波普尔曾说, 科学划界问题是 /认识论基本问题0, 这

一问题的意义 /并不是因为它对理论具有内在价值,而是由

于科学逻辑的所有重要问题都与之相关0。[ 3]波普尔的话可

谓一语中的。 /翻译学是一门独立学科0这一论断的意义不

在其本身有多少理论价值,而是它涉及到这一学科的理论发

展和如何构建的许多重大问题。作者以明确的独立学科意

识, 对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翻译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翻译学的学科框架、研究途径等具有构建性和纲领性的问题

做了论述, 为翻译学研究的逐渐系统化和科学化, 建立自己

独特的翻译理论体系进行了可贵的摸索和尝试。

3、多元的理论视角。 /从学科学的角度来看, 翻译学属

于综合学科 , , 综合学科是以特定问题或目标为研究对象

的, 但因对象的复杂性, 任何单一学科都不能独立承担, 必须

综合运用多学科的学科理论、原则和方法来完成。0 [4]谭载喜

教授阐明了若干种不同的翻译学研究途径, 体现了一种多元

化思想。

4、创先的 /比较译学0构想。尽管事物可以凭借 /反思0

反诸于身, 但毕竟不及 /他者0之镜显现得尽致。作者在此书

中较为充分地阐述了他的 /比较译学0构想, 将 /比较0从具

体的方法上升为一种思维方式, 贯彻到研究的各个方面, 为

译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

5、开阔的学术视野。作者以开阔的学术视野,以自己长

期研究的成果为依托,梳理了西方始自公元前 3世纪的翻译

实践史和始自西塞罗的翻译理论史,概述了在西方翻译史上

独具特色俄罗斯的翻译传统, 并在全面考察、深人钻研中西译

史译论的基础上, 比较其异同,考察其得失, 探索中西译论背

后的社会文化、哲学思想因素,从而拓宽与充实了译学领地。

对翻译研究领域来说,从零星的、随感式的 /术0的探讨,

走到系统的、科学的 /学 0的研究, 经历了漫长的两千多年。

如今, 距5翻译学6一书的出版已有近十个年头。从学科建设

的角度来说, 随着 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翻译学硕士、博

士学位授权点的建立, 翻译学这一人文科学领域的独立学

科, 即由理论家们争论的抽象话题而转变成了有形可见的现

实, 在我国内地的高等教育体制中获得合法地位。从理论研

究的角度来看, 我国翻译研究在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研究模

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进入了以描述为主

导、规约与描述并存,以语境化的社会文化视角为主导、其它

视角并存的多元化翻译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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