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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解构主义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所
发表的题为《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差异运动》的演讲及次年连续出版的三部重要理论著作
《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书写和差异》为标志。
　　中国大陆对解构主义的引进、介绍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
本人初识解构主义翻译观是通过阅读了蒋晓骅、刘军平、郭建中等学者的论著。
时至今日，我对当初首次认识解构主义翻译观时所受到的巨大冲击仍记忆犹新。
那的确是些前所未闻的崭新观点，与自己以往所掌握的知识截然不同：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忽然不
见了，文本的意义也再不可把握和琢磨了，存在了数千年的翻译事实原来都是不可能的虚幻！
“差异”、“延异”、“踪迹”、“播撒”、“补充”等全新的术语扑面而来，“文本之外无物”、
“作者已死”、“翻译应更名为有条件的转换”等惊人之语随处可见，让我一时目瞪口呆、应接不暇
，既新奇，又困惑。
后来，在北京参加全国中译外翻译研讨会，我以论文“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影响与悖论”和到会学者
进行了交流，结果发现我曾受到过的冲击及所产生过的困惑，多数与会者都曾有过。
大家对解构主义翻译观、对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该如何认识和应对等等都感到一片茫然：一方面，对
照翻译实践与现实，直觉解构主义翻译观并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又感到反驳不了它，充
分反映出大家对整个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特性认识不够，对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来龙去脉更是缺乏深入
透彻的了解，也不知该怎样去认识和把握它。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我的深思，从此，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阅读有关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的资料，产
生了对它做一项专题研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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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借鉴与批判：解构主义翻译观专题研究》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
解构主义翻译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析，阐明它是西方主观唯心主义与东方犹太民族文化特性相结合
的产物，其优点是彻底的批判精神、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有效的阅读方法，其缺陷为理论与实践脱节，
立论与体系背离，以偏概全走极端；指出我国译学理论的构建、发展之路应当是以外译中和中译外实
践为基础、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的翻译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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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龙泉，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重庆翻译协会会员。
长期从事本科及研究生专业英语教学，主攻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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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解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观一、解构主义1.哲学立场2.思维模式3.阅读策略二、解构主义翻
译观1.德里达的“延异”论及翻译观2.本雅明的“纯语言”及其翻译观3.韦努蒂“异化论”及其翻译观
第二章 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的思想文化背景一、西方哲学思想的轨迹二、东方犹太民族特性第三章 
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之借鉴与反思一、价值与借鉴二、反思与质疑第四章 翻译的本质属性第五章 中
国人的文化传统及思维范式一、中国人的地理环境及思想萌芽二、中国早期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萌芽三
、儒、道哲学之前的思想观念1.混沌整体与万物有灵2.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四、儒家哲学基本观点简
述1.孔孟之道与中庸学说2.儒学的地位和影响五、道家哲学基本观点简述1.老、庄哲学2.道的艺术3.道
家哲学与儒家哲学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1.以人为本2.儒道互补3.以和为贵4.实践理性第六章 中
国传统哲学与传统译论的联系与特质一、尊崇先贤，忠信第一二、知行合一，实践为重三、天人合一
，辞约意丰第七章 辨证唯物主义与翻译研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亲缘关系二、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翻译研究1.物质观2.意识论3.实践观4.唯物
辩证法5.认识论6.真理论第八章 解构主义翻译观批判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立论与体系背离二、同一
：差异产生的基础三、以偏概全的解构思维结束语参考文献附录“改写论”的缘由及弊端“叛逆观”
的缘由、缺陷及危害性析“目的论”之不成立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弊端与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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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解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观　　一、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以它在哲
学立场、思维方式和阅读策略等方面的鲜明特性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并进而形成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
文化思潮的一股主流，对整个西方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要研究解构主义翻译观，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解构主义。
　　1.哲学立场　　解构主义的哲学立场十分鲜明：就是要以一种崭新的哲学观念去消解统治西方达
两千多年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否定中心，否定本源，从根本上颠覆西方传统哲学的根基
。
　　“逻格斯”源于古希腊的“Logos”，原指说话、思想等，后被引申为“圣言”、统一性、本质、
规律、终极存在等。
“逻格斯中心主义”即是以逻格斯为基点的思想。
德里达说，这种逻格斯中心主义“既贯穿在前苏格拉底的或言哲学的意义中，也贯穿在神学对上帝无
限性的理解中或人类学的观念中，同时，也贯穿在前黑格尔或黑格尔之后的认识论中”，它是西方人
几千年来最基本的思想方式。
这种思想设定事物和世界中有一种内在的、先天固有的、永恒的“逻格斯”、统一性或言中心，它是
事物和世界的根基，哲学和科学的目的就是全力发掘事物和世界中的这种“逻格斯”、统一性或中心
以深刻把握世界的运行规则。
对此，德里达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逻格斯中心主义所孜孜追求的这种深藏于事物和世界中的先天
而一成不变的“逻格斯”、统一性或中心根本就不存在，是一种理论幻想。
在他看来，所谓“中心”即是组织和统辖某种结构的核心，这意味着它既必须涵盖结构中的每个东西
又不能是结构中的任何成分，所以它不可能在结构之内。
比如：我们说“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这句话，那么，统辖、规定这个句子结构的核心在哪里呢
？
上海这个城市本身并不能说明自己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说明它是最发达的城市的这个事实是通过和
中国的其他城市进行比较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可见统辖和规定“上海最发达”这个结构的核心不是上
海本身，而在其他城市的发达程度。
“整体的中心在其他地方”，它处在结构之外。
由此而言，逻格斯中心主义者所说的那种隐藏于事物或结构内部的先天而一成不变的中心只是逻格斯
中心主义者的理论设想，是一种子虚乌有。
所以德里达说：“没有中心在那里，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中心点”，“中心不是中心”，一个事物或
构的中心不在它本身，而在其他的东西或言“他者”（other）那里。
“中心是整体的中心，然而，因为中心不属于整体（不是整体的部分），所以整体的中心在其他地方
。
”　　由于作为参照物的“他者”在根本上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中心的位置也就不是固定的，而是流
变不居的。
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中心没有自然基地，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中心点而是一种功能，是一种无中
心点，在那里无穷尽的符号——替换物开始投入到差异运动中。
”　　德里达正是通过对逻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中心”的分析，揭示出其中自相矛盾
的悖论：一方面，作为统辖、规定、组织一事物或结构的核心因素，中心必须涵盖事物或结构中的每
个东西，另一方面，要涵盖每个东西，它自身就不能在事物或结构之中，而只能在事物或结构之外。
由此看来，逻格斯中心主义者要人们在事物或结构本身上去追寻其中的中心或本源岂不是一厢情愿的
虚幻？
可见，逻格斯中心主义关于世界本源、中心的哲学思想是站不住脚的。
一事物的意义或中心不在该事物本身，而在该事物与其对比参照物构成的差异关系中，是差异运动的
结果。
德里达由此而完成了对长期统治西方哲学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并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心不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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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自身，而在其他地方”、“‘他者’无限，故而中心无固定居所、流动无限”的解构主义新观念。
　　2.思维模式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其实质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
统治西方思想界达两千多年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一直向人们宣扬这样一种观点：事物和世
界中有一个本源、一个中心或者说一种宇宙统一性，它是事物和世界的根基。
一切事物都从它而出，由它构成、由它显现，最后又归终于它。
人类的全部知识和文化都在这个根基上生成、发展；人们在世的所有努力也都是为了去追寻那个诞生
万物的根基，以求得宇宙万物的“终极本质”、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从而，一劳永逸地通达“终极存
在”。
　　有中心，必然就有非中心，由是生发出主要与次要、重点与非重点、存在与意识、本体与表象、
思维与语言等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
在这种思维模式影响下，人们的一切行为必然要围绕着“中心”、“主体”、“重点”等来进行和展
开，而那些所谓的“非中心”、“非主体”、“次重点”则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压制或遮蔽，处于边
缘化和被遮蔽的地位，正如德里达所说：“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
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
”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指导下建立的世界是一个压制性的片面狭隘的世界，其结
果必然是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殖民者奴役被殖民者、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的不公的世界，而且，
只要这种思维模式不从根本上被清除，那么，这样的社会就将永恒地存在下去。
故而德里达提出了解构主义的思维模式，“解构这个对立命题”，“在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
倒过来。
”　　德里达解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思想源自他的“延异”观。
首先，德里达认为“中心”、“本源”、“重点”等概念是在与“非中心”、“非本源”、“非重点
”等概念进行对比之后才形成的，是二者差异运动的结果。
”倘若没有“非中心”、“非本源”、“非重点”等的存在，所谓“中心”、“本源”、“重点”等
也就不会出现。
故而“中心”、“本源”、“重点”等的在场，并不是由它们自身所决定的，倒反而是由“非中心”
、“非本源”、“非重点”等不在场的因素决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关注的重点不仅不应该是“中心”、“本源”、“重点”，反倒应该是“非中
心”、“非本源”、“非重点”。
这样，德里达把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关于“中心”、“本源”、“重点”与“非中心”、
“非本源”、“非重点”的等级秩序给颠倒过来了。
其次，德里达认为“中心”与“非中心”的关系实际上是看待事物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从“中心”与“非中心”关系可以相互颠倒的事实，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不是一方决定、压制另一方
，彼此对立，而是互为前提平行互补的。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总是注重“中心”而忽略“非中心”正是由于逻格斯中心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影
响，使之形成了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看问题总是非此即彼，走着绝对、片面的道路。
第三，把“中心”与“非中心”的关系换作“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自我”的
显现并不在于“自我”本身，而在于衬托“自我”的“他者”，是二者间对比差异的结果。
所以，任何事物本身的意义或重要性并不是由该事物自己决定或说明的，而是由与该事物进行比较的
“他者”来衬托或说明的，是二者进行比较后产生差异的结果。
这种差异不是静止、封闭的，而是运动。
开放的。
由于作为“自我”的“他者”可以是无限的，因而二者对比后产生差异的结果——“自我”的意义—
—也就可能是无限的，不确定的；同时，又由于“他者”自己又有“他者”，而“他者”的“他者”
无论是在历时的范围或是在共时的范围都是可以无限多，以至无穷的；故“自我”的意义也就永远处
于无限推迟的状况中。
对于这种状况，德里达称之为“延异”，指意义或中心总是处在差异运动在时问和空间范围内的无限
推迟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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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延异”的观点看待万事万物，事物间的关系便不再是决定和被决定、压制和被压制的立体型等级
对立关系，而是互为前提没有等级差别的平面互补关系，这种关系结构也不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
是动态的，开放的和多元的。
由此，德里达用他以“延异”为核心观点的解构思维模式实现了根除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目的。
　　3.阅读策略　　德里达一生自视的使命便是消解统治西方达两千多年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哲学思想
，颠覆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的等级关系，向人们提供一种以“延异”为核心概念的新的认识
视角。
他实现自己这一理想的方式便是通过对西方传统经典著作的精细阅读，从旧话语中发现它们各自的漏
洞和自相矛盾处并予以揭示，与此同时构建出全新的话语形式，从而达到改造旧文本重写新文本的目
的。
　　德里达的这种阅读方法通常被人称为他独特的解构阅读策略，而他本人则称之为“修补法”。
从“修补法”这一称谓中，我们便不难看出德里达的解构阅读策略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位哲学大师对传
统经典作品的解读。
在他之前，无论尼采、海德格尔或是胡塞尔、福柯，他们对西方传统逻格斯中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反叛
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一种共同的策略，即以某种与逻格斯中心主义哲学截然相反的哲学来取代它，并以
某种全新的话语形式来代替现存的旧话语，以实现除旧布新式的彻底革命的目的。
对此，德里达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所谓除旧布新式的彻底革命，其结果往往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本来是为了推翻旧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思想、铲除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可新的哲学仍旧是建立在
以某个“中心”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之上，形成新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而无论新旧，逻格斯中心主义本
身却并没有改变，所谓彻底革命式的反传统的目标当然也就没有实现；至于以新话语代替旧话语，这
在德里达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之事，因为我们本身就置身于现存话语之中，我们的一切思想表述都离
不开对旧话语的使用，难道仅凭几个新词的撰写或使用就能实现以新话语代替旧话语的目的？
所以，德里达对以往哲学大师的反传统策略都不赞同，他使用的是截然不同的阅读手法：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偷梁换柱式的解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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