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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形象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历史场”中，一切都是作为形象而存在的。
具体的翻译活动就是一种塑造他者形象的活动，从文化他者的形象，主权他者的形象，到作家在译入
语文化中的形象，原作通过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形成的形象，都是通过翻译活动实现的。
在形象塑造过程中的各种操控与改写，可以使他者的形象与其本来面貌发生很大的偏差，更可以对他
者形象预先设定或者有意遮蔽，从形象学角度所进行的翻译研究，关注的绝不只是必然发生变易的翻
译过程中所生成的形象的真伪，而是关注形象得以生成并定型的过程，定型化形象的持久性与传播性
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通过塑造他者形象对于自我认同建构的重要意义。
张晓芸编著的《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lt;在路上&gt;汉译为个案》以“垮掉派”作家
凯鲁亚克及其代表作《在路上》在中国的形象演变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分析翻译活动中的形象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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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文学理论前沿》、《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前沿》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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