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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绪论，探讨哲学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指导；第二章是传统翻译学，重点关注传统翻译学
的不足以及其产生的原因等；第三章是规范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讨论它们之间相互融合的关系；第
四章是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的合而为一，主体性、主体间性、客体间性等是这一章的重点；第五章是
翻译理论与进化，讨论后哲学与翻译理论的进化、翻译学的系统性、翻译学中概念的变异和翻译理论
的倒退现象等；第六章是对于丹《[论语]心得》案例分析，分别讨论《论语》的语体特点、《论语》
文本解读的多样性和于丹《[论语]心得》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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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明，女，1960年出生，教授，硕士生导师。
分别于1982年和1989年在河南师范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重点研究通过哲学和翻译研究的结合建构翻译学，其目的是使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在描述、
解释翻译实践的同时，检验规范翻译学，使规范翻译学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曾在《外语与外语教学》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专著《翻译：创造性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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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但长期以来，哲学却被一般人认为是无用的、抽象乏味
的、只有哲学家才感兴趣的东西。
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甚至是科学研究工作，大多都是针对具体的、个别的、或者局部的事
物和现象，一般人很少会把相关的因素进行整体考虑，进而有意识地思考普遍性的问题，因此&ldquo;
叶障目不见泰山&rdquo;的&ldquo;盲人摸象&rdquo;也就成了人们生活实践的认知常态。
　　哲学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常常处于分离的境况。
究其原因，还要从哲学的历史讲起。
哲学的本质是整体思维，它不仅关注&ldquo;在场的&rdquo;，更重要的是关注&ldquo;不在场的&rdquo;
。
但鉴于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动态性，思维的整体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普通人一般爱就事论事，思维的角度比较单一，而哲学家的思维总是从&ldquo;在场的&rdquo;飞越
到&ldquo;不在场的&rdquo;。
但&lsquo;不在场的&rdquo;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可以无限扩张的网络，哲学家的网络也有一个从比较复
杂到很复杂的发展过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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