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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1951年就提出
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
（Susan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
称：“The gf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
国1979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
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年以来，国家
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
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
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20年来，这
个领域的中国和外国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
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和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
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29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
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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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批评学引论》是一部关于翻译批评的理论著作。与实践批评不同，它不是对翻译的具体文本或
翻译现象的批评，而是对实践批评的依据进行反思或批评，即对批评的批评，由此具有元批评性质，
是一种纯理论的思考。《翻译批评学引论》共分三编：第一编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讨论了翻译标准以及
翻译批评中所涉及的多元性与客观性等问题；第二编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对翻译活动的几大要素（如主
体、客体、媒介等）进行了理论探讨；第三编是以建构主义思想为指导对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提出作
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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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翻译活动是人类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同样是一项价值活动，同样需要评价理论的指导。
翻译活动既是一种事实存在，又是一种价值存在，作为事实存在，它有它的本质特征和规律，而作为
价值存在则表征着能满足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性质。翻译活动要实现其社会价值，它必须遵循
自身的规律性，合规律是为了合目的，即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翻译批评学正是运用评价理论对翻译
活动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关系的揭示与认识。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两者的关系，评价理论理所
当然地应对这种活动的结构系统、中介系统、主体系统和场域系统进行研究。它的结构系统包括翻译
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要素以及它们的互动过程。中介系统是指社会实践，实践是一切评价活动的中介
，它一头牵着客体，一头牵着主体的需要，在翻译中的实践就指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的实践，主体系
统是指评价主体。虽然评价主体可以是个体主体、群体主体，或社会主体，但作为社会评价来说一般
是指社会主体，是以满足社会主体需要为评价标准的。即使一个译者是为了谋利而进行翻译活动，他
的这种私人目的也不会成为我们评价的对象，因为从抽象的角度来看，任何个人都是一个社会人，他
的目的性不可能脱离社会的需要，必须以社会赋予他的条件为前提条件，因此，他个人的目的性行为
结果也因此不可能完全是私人性的，必须带上社会性特征，即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换句话说，他所
译的作品一旦产生，就带来相应的社会价值。我们在评价他的译作时，也同样不会去问他是否是为了
挣几个稿费而翻译的，而只能评价他的译作在哪些方面如何地满足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要。所以，
评价论中的主体具有属人性质。　　翻译批评学摆脱了翻译批评那种以特定文本或现象为评价对象的
具体层面，就可以把原来无法进行比较的翻译活动放在一起比较了。如原来我们无法把《共产党宣言
》的翻译同一本文学名著的翻译放在一起进行评论，甚至认为这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荒唐的。但
是如果把两者均放在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大目标下来看，它们的社会价值就显而易见了，一个是改
造社会并带来人类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强大思想武器，而另一个给人们带来的仅是满足审美需要的愉
悦感。若从审美需要的满足上来看，前者又无法同后者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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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派送人员态度还可以，不过时间能再快点就更好了
2、挺合口味的。。。
3、名家对于翻译批评的建议与思考，对于做翻译研究的人来说很有参考价值。
4、看了前面几章就知道要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中间点明，批判了结构、解构，谈到建构的时候
，没有超越后现代，反而回归了现代性是未竟工程的观点。理论不新，建构未成。
5、有种瞬间哲学素养提高很多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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