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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话语分析就是对使用中的话语进行分析（Brown&Yule，1983／2000：1）。
但是，人们对这一术语的界定至今存在分歧，其原因就是对“话语”的解释源于不同的学科，包括话
语的理解模式和分析方法所涉及的各种学科，如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Dijk，1985），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话语分析的繁杂性及其难以界定性并非缺点，相反，它有益于本学科自身的发展，对其他各学科领域
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翻译与话语分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两者因涉及共同的研究对象而相互联系；又因研究方法
和侧重点的不同而相互区别。
话语分析主要研究构成语言体系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而翻译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两种语言转换中
各种制约因素的互动关系。
本书将话语与翻译结合起来研究，旨在探讨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如言语行为、语境、衔接与连
贯、主述结构、视角、会话分析、语域分析、体裁分析、跨文化交际、批评性话语分析等对翻译实践
与翻译研究的启示。
　　本书共分十二章。
第一章导论，概述话语分析和翻译学的诸多方面，旨在为读者勾画出一幅比较宏观的图景以及这两门
学科之间的切合点。
第二章将话语分析的言语行为模式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帮助回答译者如何使用语言来“做”翻
译。
言语行为模式下的话语分析重点是语境，通过话语所表达的言语行为往往因语境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
的含义。
第三章语境与翻译可以帮助区分话语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
第四章讨论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尽量地把作者／话语意图传达的隐含意义翻译出来。
然而，制约译者对话语理解的主要因素就是话语的连贯性，而连贯的话语主要通过各种衔接手段得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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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与话语分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两者因涉及共同的研究对象而相互联系；又因研究方法和侧
重点的不同而相互区别。
话语分析主要研究构成语言体系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而翻译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两种语言转换中
各种制约因素的互动关系。
本书将话语与翻译结合起来研究，旨在探讨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如言语行为、语境、衔接与连
贯、主述结构、视角、会话分析、语域分析、体裁分析、跨文化交际、批评性话语分析等对翻译实践
与翻译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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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2 中国翻译史简述　　据有关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在夏商时期便已存在。
在我国古代，不同民族之问在相互交往的同时便已开始了简单的口译活动。
书面翻译活动始于周代。
不过，早在汉朝成立之前几百年，发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开始通过翻译传人
我国，佛教文化被引进后逐渐地融入了我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在汉代，为了满足我国佛教信徒日益增长的需求，大量的佛经从梵文译人中文。
隋唐时期迎来了我国古代翻译的第一次高潮。
这一时期从事翻译的活动者大多为出家的和尚，他们主要从事佛经翻译。
初唐时期的高僧玄奘就是该时期的著名翻译家之一。
他长途跋涉，历经17年到印度研究佛学，满载着佛经返回中土。
玄奘翻译了多达1335卷佛经，其长度据估计相当于基督教《圣经》译文的84倍。
玄奘在其翻译实践中遵循着“忠实、易懂”的原则，力图最充分地利用直译和意译的优点。
到了北宋，佛经翻译已日渐式微；到了元朝，翻译活动更少。
　　明末清初时期，从事翻译的人员逐渐增多。
他们主要从事旨在译介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活动，其翻译作品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
然而，这一时期的重点在翻译实践，而忽略了对翻译理论的探讨。
到了清朝末期，大量的西学译介在诸多方面对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翻译作品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形式，而且还扩大了我国人民的视野，使之更了解西方的生活方
式、风俗习惯等；更重要的是，通过翻译引进的西方思想意识观念，尤其是西方的民主思想，极大地
影响了我国的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者，使他们投身于改革当时业已病人膏肓、腐朽的社会的行动之中
。
严复（1853-1921年）就是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
他翻译了大量优秀的欧洲政治与社会科学著作，其中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
他在该译本的序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一标准至今对我国翻译实践与理论探讨还
有极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译界就翻译理论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着严复先生的三字标准而展开，但论争的核心是直译与意
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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