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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撰写目的是想以个人的思考所获，走出翻译的“科学观”和“艺术观”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峙
局面。
当然了，这或许只是一种奢望。
不过，翻译理论的确不应该只是徘徊在“科学观”和“艺术观”所含有的工具论与艺术论的两极之间
，进而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不能自拔。
多元的视角，可能为翻译研究展现出新的途径。
而我们这本书里所要做的，则是想从翻译与人的关系这一视角入手，来考察它的历史性及其背后隐含
的人本身的“构成”问题。
这里说的“构成”，是指人本身的意识指向与转化、变易以及更改意义上的翻译之间的关系背后所具
有的那种自我保护或保守倾向。
换言之，我们认为，只有在认可了人的个体性的情况下，才能有针对性地去探索这一由个体及其差异
形成的翻译世界，以及这一世界所得以成就自身的多元格局。
因而，我们在书中提出了人的“元翻译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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