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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
五四”的西学翻译。
而目前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
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
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
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
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
为契机的。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中，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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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联理论与翻译研究(原创版)》既注重理论研究，也关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侧
重了英汉对比与翻译的研究。
评述当前国内外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状况，对关联理论及其翻译理论提出新的认识。
提出翻译中的推理空间等距原则及其补充原则，并据此讨论笔译与口译、回译、文化翻译、科技翻译
等实践问题。
关注当前翻译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涉猎翻译单位、翻译中的隐化和显化、英汉词典例证翻译、翻译文
学中译者和读者的义务、英汉疑问句翻译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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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认为，就翻译而言，在翻译过程中，随着不断的理解，译者不断提取或建立起一系列设想，
并对它们进行处理，从而形成一个逐渐变化的认知环境。
在话语的理解过程中，新信息被处理后就会成为认知环境中的旧信息，使认知环境不断扩大或充实，
供下一个新信息处理使用。
话语就是这样给译者提供不断变化的背景，译者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工新命题。
因而，翻译的理解过程，实质是一个连环推进式的思维活动过程，不存在完全意义上割裂式的以词、
句、段落、篇章为固定单位的理解活动。
　　由于译者理解的语境是选择的，足够的语境效果产生于由译者选择并进行话语理解的语境，因而
，我们可以认为，被选择的语境，即对话语进行理解时听话人所选择的系列设想，实际上就是翻译的
理解单位和操作单位。
但是，又由于译者对语境的选择，受到译文读者的关联期待和译者的认知环境的制约，译者在理解过
程中所选定的语境，难免会出现差异，获得的语境效果也将肯定大小不一。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所说的能够相对封闭起来的语境，其实是个抽象的单位，它会因译者的不同而不
同，具有一定的个性化特征。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认为，以某个层次的言语形式为固定翻译单位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为
这个单位本身就在于译者本人在理解过程中所选择的、能够给他带来足够语境效果的语境，是认知感
知的，因人而异。
其实，对翻译单位持不同的观点的学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翻译单位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认为，任何译文的产出都是在具体关联期待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作出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任何一种以任何一种形式为翻译单位的翻译行为，也就能解释上文Newmark所
描写的“译者会根据不同情况调整翻译单位”的情况。
　　同声传译以及非言语形式的翻译交际的情况，可以进一步证明关联理论对翻译单位问题具有统一
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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