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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与自我》是对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死结》的翻译学解读和批判。
作者认为，如果承认理性主义确已呈现出无法通行这样的“死结”，其原因就在于逻辑的片面化与单
一化使人只能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来展开思想，因而最终无法走向人与他者的正常交流。
因此，《翻译与自我》提出了“自我翻译”这一概念，认为“语际翻译”首先是它的一种表达形式。
翻译研究应该首先是对人心灵的研究，然后才是其他层面或方面的探索。
《翻译与自我》以苏格拉底为例，分析了“自我翻译”的意义和作用，并引入了庄子的有关思想，以
说明中华文化资源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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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新乐，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建有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第一带头人；已出版有《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文学翻译的艺术
哲学》（获河南省社科二等奖）及《翻译的本体论研究》（获河南省社科二等奖）等专著多种，发表
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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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死结”、“死亡”边界的“这边”的翻译及其意义　　2.1 “死结”与翻译的可能性连接　
　2.1.1 人的生命、自我翻译与语词转化　　“死结”，顾名思义，是指因固着、固执地纠缠在一起几
乎达到了牢不可破的程度因而让人理不出头绪、找不到开口，也无法了解到底该如何打开的那种绳索
或那样的“结”。
也可以认为，它无头无尾，无始无终，其形态有如绝对的“文本间性”状态下的文本：只有文本与文
本之间的关系，就是见不到独立自足的文本；只有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纠缠或缠绕，就是没有从这
样的相互作用之中摆脱出来的独立的文本。
　　这样看来，如果缩小范围的话，就会追问，文本之内是否也含有这样的“结”，文本本身是否就
属于这样的“结”？
也可以追问，文本本身能否进一步构成这样的“结”？
　　这样的“结”，与翻译有什么关系？
一般地说，它同翻译的“结”（联结或连接）能否打开、能否解开？
既然是“死结”，是否会由于纠缠在一起而在翻译之中根本就无法打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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