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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文化、学术和翻译的阐述构成了这本《翻译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形成》的理论框架。
以文化三元层级空间和学术三维为理论背景，以翻译概念为线索，本书的主体部分展示了五位重要学
者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与科学观念和方法论相关的学术思想。
本书由彭发胜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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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发胜，安徽巢湖人，1972年生，北京大学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合肥工业大学讲师。
主要致力于翻译学、中西文化比较与交流方面的研究，参与编著译多种书籍，出版过《美国散文经典
》、《诺贝尔获奖演说》、《英汉对照三字经&middot;千字文》等译著，在《中国翻译》等期刊发表
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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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空间和学术维度　　第一节  传播与文化空间　　翻译作为文化问传递信息的媒
介总会伴随其他的交流形式，比如人员的往来、物品的交换。
与&ldquo;译&rdquo;字声旁相同的&ldquo;驿&rdquo;很形象地表示了翻译的传递性，或者说信　　息凭
借翻译做跨文化旅行的特性；而&ldquo;译&rdquo;字的形旁&ldquo;言&rsquo;&rsquo;则显示了最初的翻
译应以口译（Interpreting）为主①。
至于&ldquo;翻译&rdquo;一词在中文里最初是与佛典的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加上去的&ldquo;
翻&rdquo;字与翻阅佛经的动作本身不无关系。
相应地，英文中&ldquo;Translate&rdquo;一词，词根&ldquo;late&rdquo;本义为记载经文的石板，前
缀&ldquo;Trans-&quot;意思是&ldquo;跨越、超出&rdquo;，与&ldquo;翻&rdquo;字在语义上相吻合；不
过整个词却缺少&ldquo;译，，字在中文文化语境中内在具有的&ldquo;传播和诠释&rdquo;的含义。
　　在古代，口译者称为&ldquo;重译&rdquo;或&ldquo;通译&rdquo;。
&ldquo;重译&rsquo;&rsquo;指偏远的少数民族为了向当时的周朝献礼，因言语障碍，须借助多个口译
者的接力，如驿道那般向着一个中心程程相续。
&ldquo;重译&rdquo;之名也反映了地方单方面向着中央的不对称关系。
相比之下，&ldquo;通译&rdquo;概念的出现晚于&ldquo;重译&rdquo;，指在两个平等的或近于平等的文
化主体之间执行传递信息功能的译者，如《后汉书&middot;孝和帝纪》：&ldquo;都护西指，则通译车
万。
&rdquo;《新唐书&middot;地理志七下》：&ldquo;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
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
&rdquo;无论是&ldquo;重译&rdquo;还是&ldquo;通译&rdquo;，总不免要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
方。
作为文化的中介，他们不只是文化或政治信息的透明表征。
他们既要完成使命，也须入乡随俗，具备随机应变的适应能力与相对独立的主体性。
这些特点当然也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译者、翻译、或经由翻译传播的信息与概念。
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相遇，有形的旅途，自然存在的译者，译者的跨文化交往，不同媒介的翻译（
口译、笔译），翻译话语传达的核心概念（如现代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个体等），这些无形的
概念与本土文化的概念化合，新的观念附着于物质之上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展现出崭新的形态，同时
又反作用于跨文化交往，这一系列的运动构成了翻译话语传播的谱系。
爱德华&middot;萨义德在描述&ldquo;理论的旅行&rdquo;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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