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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是学界之共识。
仅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形成。
近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无不以翻译为利器，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
文学，改造语言。
　　然而，中国的翻译研究很长一段时期大多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在国际上相对滞后。
20世纪90年代前，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探讨翻译技巧，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
翻译的学术论文寥若晨星。
曾经一时，人们谈中国译论，必言“信、达、雅”，谈论西方译论，离不开奈达与功能对等。
90年代后，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学
派等等，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国际接轨。
新世纪初，全球化给中国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的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数以
千计，一批翻译系、所或翻译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西方翻译学术名著得到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著作
得到大量出版，两岸三地的翻译学刊增至十种之多，有关翻译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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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语境描写论纲》具体介绍了基于经验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三个范畴的翻译语境描写
体系，共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从“模式—途径”和“语境张力”两个视角对50余年来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集中对语
言学途径进行反思，揭示翻译研究中跨学科移植的规律，探讨语言学途径的发展路径。
下编基于上述对翻译研究发展史的认识，借鉴Vcrschuercn的“语境顺应论”模式、Halliday的“语言元
功能”等语用学、语言学概念，提出翻译语境模式，并以平行语料为例证，力图建立以“语用—功能
”为框架的翻译语境描写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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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运兴，天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Perspectives：Sfudies in Translatology编
委，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天津电视台国际部译审。
　　主要著述有《英汉语篇翻译》、《语篇翻译引论》、《汉英翻译教程》等。
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另有译著100多万字。
　　致力于将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等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理论模式植入翻译研究及教学，力求在翻译研
究的“经验—描写”和“历史—阐释”两大范式间建立互动界面，促进翻译研究学科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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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结构5.5.3 去名物化过程是心理过程5.5.4 小结和假设第六章 人际意义描写6.1 概说6.2 互动语旨6.2.1 
作者的呈现度6.2.2 译者的可见性6.2.3 感染力(pathos appeals)6.2.4 语言变体6.2.5 小结和假设6.3 功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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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7.3.5 小结和假设7.4 互文性7.4.1 互文性的含义7.4.2 语篇间的互文关系7.4.3 小结和假设7.5 连贯7.5.1 概
说7.5.2 连贯的心理属性7.5.3 连贯的语篇属性7.5.4 小结和假设结语8.1 对本书的总结8.2 翻译研究的学科
间性8.2.1 翻译研究的学科间性8.2.2 学科间性视阈下的现代翻译研究“示意图”8.2.3 理论研究诸范
畴8.2.4 理论研究诸范畴所体现的以植人式为主导的学科间性关系——首要关系8.2.5 应用研究诸范
畴8.2.6 应用研究诸范畴所体现的以合作式为主导的学科间性关系——次要关系8.2.7 小结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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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者的大脑既是源语语境诸参数的聚焦点，也是译语语境诸参数的聚焦点；译者的翻译决策和选
择是这两个视野面互动的结果。
从所处理的语境参数的数量和语境因素复杂性来看，译者为交际活动所付出的努力要大于作者。
译者的思维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对照式；第二种是顺应式；第三种是移情式。
对照式指将上图所示的语境范畴沿水平方向进行对照，以确定翻译策略；顺应式指构建译文的过程中
时时顺应外部世界中的相关因素，即语篇的构建因语境制宜；移情（empathy）式指对源文作者和译文
读者的心理世界的推想和假设，这是将作者的意图接力传给译文读者的关键。
　　译者以特定的心理视角摄取外部世界和语篇世界中与具体翻译活动关联性最强的因素，作为解读
源文和构建译文有关决策的理论根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翻译语境描写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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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