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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系统的翻译学 认识翻译学的系统

口雷 岚[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摘要】为了真正揭示翻译活动中客观的内在规律，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必要对

翻译进行研究，建立起翻译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系统的翻译学，以便对翻译进行多

视觉、多方位的探讨。而要建立系统的翻译学，关键在于：认识翻译学中的系统——翻译的内部系

统和外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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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极其古老而重

要的活动。早在远古时期，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就开

始通过翻译进行交流，它不仅能影响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的文化意识、宗教思想，而且在促进整个世界科

学技术的发展方面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现

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翻译的历史作用

和现实价值，因此，许多学者开展了翻译理论研究，以

便对这样一项古老、重要，与人类文化、思想交流密切

相关的活动，有一个全面的、本质的、科学的认识。

然而，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翻译理论或集中于一些

主观的经验之谈．或局限于翻译研究的个别方面，难

以对翻译实践起到指导作用。谭载喜(1988)在《试论

翻译学》一文中谈到：实际上，“任何性质的翻译理论，

如要经得起科学的检验，都必须具备客观、系统、实用

三个特征，即能客观地反映翻译的真实面目，系统地

总结出翻译的内在规律，并有效地指导翻译的实际工

作⋯。”如果研究者们站在狭隘的立场上，对翻译问题

缺乏系统、宏观的认识，只是凭着个人兴趣、感受或经

验，进行微观、片面的分析，或就事论事，从个别词、句

出发，津津乐道于翻译标准、方法和技巧，而不运用科

学方法，那么，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提

出全面而系统的理论。

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主要起源于古典文论和传

统美学，研究的题目大多是针对翻译的标准、方法和

技巧。例如，从我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等等，到后来严复的

“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都

是针对翻译标准的探索。就翻译技巧而言，中国传统

的翻译理论也对其予以了大量的关注和研究。不少

关于翻译的书籍和论文或分门别类地罗列翻泽的技

巧和方法、或列举详实的例子加以阐述、或就汉英语

法句法展开对比，以便给翻译学习者以指导”‘。应当

指出，这些翻译标准的讨论和对翻译技巧、汉英对比

的研究体现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然而，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的局限性：评论译作往往采取

“评点式、印象式、随感式”的批评，一般是在观察译作

表面的基础上，进行主观判断，缺乏科学的客观的评

判方法、依据和概括力；理论的主观色彩浓厚，认识上

盘旋重复，没能更广泛更深入地形成科学系统。难怪

有人觉得，中国的翻译理论零星分散，虚无飘渺，难以

掌握。相比之下，西方的翻译理论较为系统化，对翻

译的历史和现象的研究更深人～些。但是，有些西方

学者将翻译纳入某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如把翻译学看

作语言学或文艺学的一个分支，使翻译失去了独立

性。由于各个学派的出发点不同，各自的方法论也大

相径庭，因此，大多各执一词，过于偏激，虽然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但也尚未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由此看来，要想真正揭示翻译活动中客观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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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建立

研究翻泽的科学，建立起翻译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

知识体系——系统的翻译学，以便对翻译进行多视

觉、多方位的探讨。

那么，怎么样来建立系统的翻译学呢?应该通过

什么途径呢?笔者认为，要建立系统的翻译学，关键

在于：认识翻译学中的系统——翻译的内部系统和外

部系统。

王克非(1997)在《论翻译研究之分类》中总结出：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

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1。”这是我们对翻译的一般性

认识。翻译的全过程就是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

传递信息的流程。原文的作者从客观世界出发，进行

创作，再由译者完成译作，传给读者，最后反馈回到客

观世界，可见，翻译本身属于一个封闭的流通系统。

这个流通系统就是翻译的内部系统，它包含一个主体

系统和一个客体系统，其中的主体系统包括了原文作

者，担任着原文“读者”和译文“作者”双重身份的译

者，以及译文读者；而客体系统包括了原文和译文。

从对翻译的内部系统的分析出发，我们可以开展深

人、细致的研究，例如，原文作者的时代背景、作品风

格，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要准确理解原文所必备的

语言、文化知识“1，作为“第二作者”的译者要充分表

达原意所必需的语言功底，译文读者所存在的文化背

景空缺，原文的语篇类型、译文的接受环境，泽文评判

的标准等”J，都是值得进一步细致探讨的课题。

同时，翻译学作为一门多边缘交叉性科学，涉及

面相当广泛。翻译以语言为媒介，离不开语言学；翻

译的对象分属不同文体，离不开文体学；翻译要考虑

不同的国情、文化、风俗，离不开社会学；翻译需要译

者的主体参与，离不开心理学。所有这些相关学科，

埘

语言学、文体学、社会学、心理学，还有文艺学、符号

学、交际学、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等等，与翻译学交叉

产生的子系统就构成了翻译的外部系统，成为翻译本

体的外延“j。因此，现代翻译理论研究显示出跨学科

多层面综合性的趋向，其研究的范围和视角空前广

泛，这也是翻译研究的自身规律和要求。

当然，这里只是一个简要分析。实际上，不少学

者都从系统论的角度来阐述了翻译学的构架。刘宓

庆(1989)曾在《西方翻译理论概评》中提出，翻译学的

内部系统由三大部分组成，即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

信息工程；翻译学的外部系统，即“横断科学网络”，分

为哲学(美学)、社会文化、语言符号三个领域”。由

此可见，要真正地建立系统的翻译学，全面地认识翻

译学的系统，完成包括有时间维、知识维和逻辑维的

翻译系统工程，还需要我们更广更深地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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