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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识谢思田博士已经十来年了。
记得是在1998年11月27日，我应巴黎第三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前院长塞莱丝柯维奇教授和当时任院长的
勒代雷教授的邀请，为该院博士研究生作有关翻译基本问题和中国译学进展的学术报告。
那天两位院长都在场，还有著名的国际会议译员乌法拉尔先生。
讲座后按例有提问和讨论，提问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中国学生，他就“信、达、雅”的阐释问题
提出如何进行中西译学的比较研究。
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价值，值得进一步探索。
尤其是在国际翻译研究界，外国学者对中国译学的发展知之甚少或者基本不了解，对中国译学界关心
和讨论的翻译基本问题更是没有了解，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有中国学者对中国译学的重要理念进行探
索，在比较译学的视界下展开中西译学对比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推动中西译学的交流，推进译学理论
的建设。
　　后来得知，提问题的就是谢思田先生，他当时师从国际著名的“释意派翻译理论”创始人和代表
人物之一——勒代雷教授，正在作有关“信、达、雅”的接受的博士论文。
巴黎高级翻译学院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翻译学院，塞莱丝柯维奇教授和勒代雷教授是翻译释意派的创
始人，在国际译学界享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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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比较译学视角下，以百年来中国译论家对“信、达、雅”的重构性阐发为主线，系统梳理了这
一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重构历程，同时通过透视各大重构形态之下的理论流派及其子流派的理论性征
，将西方相应的译理思想有意识地吸纳进来，进行中西译理的有机接洽与融合，并对中西方共同关注
的问题场作出了理论的纵深与发展，得出“信、达、雅”的各种重构都是学术思想上难能可贵的探索
和努力，并展望21世纪以“信、达、雅”为代表的中国翻译释意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最后提出中西译
学在学术互动中加深认识和拓展这一前瞻性的学科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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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词语背景（contexte verbal）。
读者（译者）读到某一句话时，处于表层的字面语义在视觉界面先得以辨识，也即常人所谓的语言理
解。
语言语义的辨识与理解主要依靠读者（译者）的语言知识——词汇、意群、句法、语法等层面，捌如
，在一孤立的句子中，分析某个词受其前后词的左右和影响，从其纯语言含义平面过滤出一确切含义
，该词这一含义又反过.来影响并决定着其前后词含义的取舍与拟定，以此类推，可谓互为关照（这种
语词所处氛围被称为“词语背景”或“小语境”，其作用是排除特定句子中一词多义的可能性），而
由此产生的各个词义又相辅而行、并合一起，共同组成句子（语句）的语义。
　　对于语篇层面的话语阐释，领会原语表层的语言语义自然是必不可少，如同在所有语言交际中语
言知识不可或缺一样。
但这只是译者必须预先具备的一个条件，因为从实质上讲，表层语义的角色仅是表征意义而又往往不
等于所指意义本身。
所以，只动用单一的语言知识，只抓住表层的语言语义，是远远不足以理解原文文本的，更不用说是
捕捉原作者的欲言深意了。
若要确立一文本话语的意义，译者就得将相关的语言外认知补充同原文结合起来。
不具备必要的语言外认知，译者的文本阐释将可能会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
　　（2）交际情景（situation）。
口语或笔语交际行为发生的时空及情形，简称为“情景”。
“情景”是语篇一重要的语言外参数，而直观、辨别并领会出原文话语的“交际情景”是语篇话语阐
释所须介入的关键成分，也是译者与原作者密切合作的显著标志，以使其可以进一步确定并抓住原作
者的欲言——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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