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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批评模式研究》从翻译批评主体、客体、参照系和功用的角度，审视翻译批评的定义、分
类和学术地位，提出了“翻译批评是批评的批评”的论断，赋予翻译批评建构之名。
作者提出翻译批评标准的三个层面：社会道德标准、行业规范和学术尺度，加强了对道德批评，尤其
是行业规范批评的讨论。
《翻译批评模式研究》比较全面地总结、归纳中西学术史上重要的翻译批评模式，并在翻译批评学术
层面上构建开放、多元、动态、选择的翻译批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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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该方法的鼓吹者反感任何形式的客观化、系统化和翻译过程的规则假定，于是导致了一种扭曲的
翻译观。
和心灵主义方法的追随者不同，接受行为研究法的提倡者认为，评判翻译必须要用更为可靠的方法，
至少有以下两个形态：行为主义观和功能主义的“目的”关联论。
行为主义观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设计了大量行为测试，使用了宽泛的行为主义标准，与此相连的是奈
达的“动态等值”原则，不过休斯认为，这些测试最终是失败了，因为它们无法把握类似于“译作整
体质量”那样错综复杂的东西。
功能主义的“目的”关联论声称，我们要考虑的是翻译目的以及对目标文化规范的遵从方式和程度，
这些才是评价译作时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重要准则。
休斯觉得，该理论赋予翻译目的以重要功能，提升翻译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并相应地把原文缩约为“
信息供给”，混淆了译作和其他文本形态的区别。
第二类面向文本和话语的方法包括描述翻译学、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以及与语言学相关
的方法。
描述翻译学的翻译评价主要依据目标文化和文学系统内的形式和功能，它保留了等值的概念，不过不
再是指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被看成影响翻译的特定环境条件中的多组关系。
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提倡者是韦努蒂，此方法的兴趣主要在于翻译的外部压力，但是我们
可以指出无论翻译经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变迁和扭曲，它首先是一种语言操作过程。
在对译文采取评判的立场之前，在强调宏观视角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应该从微观视角着手，那就是对
原文和译文的语言形式和功能进行详尽的理论分析。
语言学取向的许多方法重视原文和译文的关系，试图解释文本特色间的关系，阐述文本特色如何为作
者、译者和读者所接受，但是它们之间在如何提供详细的分析和评价的步骤上有分歧。
其中能明确解释语境和文本的相互关联性的是最有前景的方法。
（辜正坤、史忠义，2006：249-253）作者休斯博采众长，将自己的模式建立在语言学理论基础上，致
力于详细描述和解释译文是否而且如何与原文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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