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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段峰的学术专著《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是当今巾罔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一部新著。
该书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体系添砖加瓦，为繁荣和发展中同的翻泽事业出力，并取得了可
喜成绩。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长期自我隔绝的状态被彻底打破。
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罔的对外交往迅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而。
当代中同的翻译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其规模宏大，繁荣必盛，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各次翻译高潮。
伴随着中国翻译的这一次新高潮，中国的翻译研究也得到檄大的发展。
近卜多年间，一大批翻译研究的论文和沦著陆续发表和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也
为中国酬译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
作者的学术研究和这部学术专著，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并完成的。
本书的基础是作者的博十学位论文。
在近年的翻译研究领域，包括研究生在内的研究者通常关注泽作研究、翻译家、典籍翻译、翻译历史
、翻泽教学与教材等课题，有些研究生正是以这类研究的论文获得了学位。
本书作者知难而进，勇于探索，以翻译的理沦研究（即文化视野卜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作为自己的
博士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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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论文框架以文化作为研究视野，以文化诗学作为理论支撑，以后现代和后殖民
、跨文化交流和体验哲学与认知作为研究的视角或切入点；其中，研究视角还可以随着新的理论的出
现而增加，这也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全书共分共分四章，主要内容包括理论与阐释：文化转向下的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跨越差异与拥抱
差异：当代文化研究视角的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文化认知与身体体验：文学翻译主体性再认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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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峰，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英语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并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英
语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和德国的高校学习进修；
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研究和浯声学，曾承担教育部项目1项，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40余余篇，
并有教材和译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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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理论与阐释：文化转向下的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  第一节  在对话中重构：从文化诗学的理
论出发    1.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研究范式转变    2.文化转向背景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的提出    3.文化诗
学：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的理论框架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主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1.主体性的黄昏与主
体间性的黎明    2.翻译主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辨析    3.中国翻译界的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  第三节  译
者的隐身与译者的显现    1.译者的隐身与译本的透明    2.译者的从属性和主体性    3.译者主体意识的觉
醒与译者的显现  第四节  小结第二章  跨越差异与拥抱差异：当代文化研究视角的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
 第一节  译者主体性与翻译伦理    1.译者主体性的文化阐释    2.翻译规范与翻译伦理的回归    3.翻译伦理
与文化他者  第二节  “离散译者”与“趋同求异”    1.文化的趋同和求异与翻译的“归化”和“异化”
   2.跨越差异与拥抱差异    3.“离散译者”与第三种翻译方式  第三节  女性译者主体意识的文化意义    1.
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    2.女性主义的“重写翻译”与“身体翻译”    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
接受  第四节  小结第三章  “他者的世界”：文化人类学视角的文学翻译主体性  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与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    1.表现他者的世界：文化人类学与翻译研究    2.译者：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
穿行    3.第三种文化：译者的文化归属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与文化异质的传送    1.文学翻译与“歌德模式
”    2.文化相异性的本土化改造    3.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发起研究  第三节  深度翻译：译者的话
语空间    1.深度描写与阐释之阐释    2.深度翻译：译本的语境化和历史化    3.深度翻译：译者在作者阐
释之上的再阐释手段  第四节  小结第四章  文化认知与身体体验：文学翻译主体性再认识  第一节  文学
翻译的文化认知    1.文学翻译的文学性与文化性    2.文学翻译的文化心理分析    3.语言学的“文化转向
”与文化翻译  第二节  转向译者与体验翻译    1.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再认识    2.翻译的理性与翻译的感性  
 3.“个体身体学”与“从心所欲”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的身体学    1.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    2.
认知语言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解释力    3.译者主体性：认知与体验、理智与情感的对话  第四节  小结
结语  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倾听与对话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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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理论与阐释：文化转向下的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第一节 在对话中重构：从文化诗学的理论出
发1．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研究范式转变应该说，文学翻译主体性概念的存在由来已久，甚至可以
追溯到翻译活动产生之时。
翻译研究的一些永恒主题，如翻译是什么、谁在翻译、怎样翻译等等，都与翻译主体性有关。
在翻译理论发展史中，无论是传统语文学／文学研究方法对原文意义和原作者的“唯此独尊”，结构
主义语言学方法对翻译的语符转换形式的“情有独钟”，还是文化研究方法将译者“解蔽显现”，讨
论的都是谁是主体的问题。
所以，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背景下的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只是“旧事重提”。
但这一“旧事重提”就翻译研究而言具有极其深刻的革命性意义，在讨论翻译研究文化研究方法的“
主体性”如何区分传统语文学／文学和语言学的“主体性”之前，有必要对作为背景的翻译研究文化
转向做一简单概述。
所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亦可译为“转向文化”，即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引起了翻译研究界对文学翻译主体性的重新解读和定义，其外延与内涵已大大地
与以往不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区别就是文学翻译主体性不再被禁锢在静止的历史意义和恒定的文
本意义当中，而是在一个对话性的文化语境中生成和发展。
可以这样说，没有文化转向，就没有文学翻译主体性的研究。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文学翻译主体性，尤其是译者主体性问题成为翻译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为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以及丰富的学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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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
除了一些必要的改动外，我尽量保持了博士论文的原貌，以经常唤起我对攻博学习期间既艰苦又美好
的时光的回忆。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导师杨武能教授。
杨先生渊博的学识、认真的治学态度和真诚的待人方式令我景仰。
杨先生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我在先生的指导下搞翻译研究，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受。
当然，在我感到荣幸的同时，也倍感压力；所以我唯有不懈努力，才能不负恩师的厚爱和期望。
其次，我要感谢曹顺庆教授、冯宪光教授和王晓路教授。
我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习期间，有幸能再次作为学生坐在课堂上，
聆听他们的授课。
他们的授课令我眼界大开，将我送上了学术之路的一个新的起点。
我要感谢朱徽教授和廖七一教授。
朱徽教授细心阅读了我的论文初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建议，并欣然答应我的请求，为本书作序
；廖七一教授在论文选题的时候，为我提供了翻译研究的参考书单，给我的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
在我的论文提交答辩过程中，谢天振教授、郑海凌教授、崔永禄教授、王永贵教授和严啟刚教授认真
审读了我的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在此，我向上述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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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作者把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翻译主体性的理论框架，以便多学科、
多角度地对文学翻译的主体性问题展开研究，作者提出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的基本态度是倾听与对话
，体现了一个中国博士研究生的独特视野。
——谢天振作者运用对话理论和认知语言学、体验哲学的基本学理论。
建构了翻译学的文化研究的基本模式，显示出独特的学术眼光和整体把握能力。
——郑海凌论文是国内迄今颇具学科前沿性，采用相关学科最多，考察角度最多样的文学翻译主体性
研究。
——王友贵论文以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等为理论支撑，运用了人类文化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将语言学
体验理论扩展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情感体验和文化体验，从而为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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