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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好的翻译批评既能给读者提供理论，告诉他们方法，同时
它又像作品或译本鉴赏一样，给人以审美享受。
《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力图提供有说服力的方法，旨在告诉学生批评的途径和切入点
，并注重分析，讲究逻辑，力争使批评公正、客观、科学，让人信服。
书中所讲批评方法，在运用时也可以综合其中几种，同时运用。
 　　《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
理论部分讨论翻译批评的性质、翻译批评的观念、翻译批评的原则、翻译批评的标准、翻译批评的形
态、翻译批评的角度、翻译批评的方式、翻译批评的方法。
实践部分主要是运用方法，结合具体译本，分析讨论。
所选实例和范文基本上是批评史上较有代表性、文字本身也很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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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元性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主体的因素，还有历史的因素。
如主体多元性是指标准设立者在生活经历、教育程度、文化修养和思想倾向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不同
的翻译观及其批评观。
这种主体多元性体现为不同的主体对翻译本质特征的不同认识，对翻译内部功能的不同要求，对译者
译本的不同评价。
在中西翻译批评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由不同的翻译观念而提出的不同批评标准极为常见。
历史推移性也是批评标准发生改变的一大主因，即批评标准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改变。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历史在改变批评标准。
在人类漫长的翻译活动中，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翻译活动规律认识的加深，以及翻译中
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时代对翻译提出新的需求等等，都会导致批评标准的改变。
虽然批评标准可变因素众多，面目纷繁，但也具有一定的同一性。
原因在于古人所说的“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即人们在趣味方面既有差异的一面，也存在着共同要求，这种要求就会反映到批评标准上来。
在中西批评史上t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批评标准中，有时会有一些对翻译进行批评的
共同标准。
比如，亚里士多德以及现实主义者的翻译批评，都将忠实作为一条重要的批评标准。
鲁迅曾提出“真实”、“前进”和“美”三重标准（《批评家的批评家》），刘再复认为这“美”、
“真实”和“前进”三个范畴即“真善美”（《鲁迅美学思想论稿》）。
张今在《文学翻译原理》中明确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的翻译标准，就是“真实性
原则”、“思想性原则”和“艺术性原则”。
并且认为这三重标准可以与严复的“信达雅”相对应。
奈达也认为“检验译文质量的最终标准”有三个方面：“能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即忠实原文”
；“易于理解”；“形式恰当，吸引读者”（见谭喜《奈达论翻译》）。
虽然在对“真善美”的具体理解上，不同的批评主体会赋予它们不同的具体内涵，但一般认为，真属
于哲学的范畴，善属于伦理学的范畴，美属于美学的范畴，它们都属于最基本的抽象理念，所包含的
内容异常宽泛。
可见，人们在对译本进行批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真善美”的问题，体现出同一性，也反
映出人们在翻译上的追求同一性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
尤其是鉴于翻译的本质上的思考，中西批评家也都会具有相同的观念。
但是以“真善美”作为翻译批评的具体标准则会显得笼统，难以用它们准确地反映翻译的特殊审美价
值，也不可能准确地评价具体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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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翻译批评作为翻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在许均、杨晓荣、文军等人努力下已基本确立。
翻译批评联接着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对于批评者的素质来说，既要有理论的修养，又要有实践的训
练，因此这门学科的特点在于它要求把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
但目前翻译批评的研究，虽然有一部分结合得好的文章，但这方面的专著仍不多见。
尽管作为批评学意义上的研究可以是纯理论性的，但一般意义的“批评”，它应当始终是面对实践的
，否则不成其为“批评”了。
翻译批评是支撑翻译学的重要学科，它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它要求理论和实践、历史和逻辑、观
点和材料相互统一。
对于翻译专业的研究生来说，翻译批评也是一门重要的课程，对于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
但目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批评课程既无理论深度，也没有好的实例范文，更没有把理论方法和实例范
文结合起来的教程，致使翻译批评课流于浅层次的挑错式批评，或停留在本科生教学水平上的技巧性
作法。
这样，学生学了理论仍然不知怎样作翻译批评，原因在于没有严格规范的翻译批评课的指导，尤其是
缺乏批评方法的训练。
为应对当前翻译学习和研究，提高研究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本书注意结合中西翻译批评方法，
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便于翻译批评教学与研究。
好的翻译批评既能给读者提供理论，告诉他们方法，同时它又像作品或译本鉴赏一样，给人以审美享
受。
本书力图提供有说服力的方法，旨在告诉学生批评的途径和切入点，并注重分析，讲究逻辑，力争使
批评公正、客观、科学，让人信服。
书中所讲批评方法，在运用时也可以综合其中几种，同时运用。
批评方法和模式是多样化的，不限于书中所举。
只要能对批评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认识翻译现象，都可以作为方法运用。
本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
理论部分讨论翻译批评的性质、翻译批评的观念、翻译批评的原则、翻译批评的标准、翻译批评的形
态、翻译批评的角度、翻译批评的方式、翻译批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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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是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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