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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人类发展史中，翻译是文明交流

互鉴最为重要的途径和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文明史就是世界各民族翻译实践的历史，

也是翻译认识不断深入的历史。在每一次翻译活动高潮的背后，都离不开翻译研究所提供的

推动力。

方法论是学者进入一个研究领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也是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当

前，翻译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研究方法论也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要进一步推动翻译

研究的发展，方法论的把握和创新是前提。对于具体研究项目而言，方法论体现学者对项目

的研究目标、研究性质、研究问题、理论框架、相关概念、研究设计、研究可行性、预期发

现等的认识，对于一门学科而言，方法论体现学术共同体对这一领域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

对象域、范式路向、程序规范、视野边界、功能价值等的认识。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古今中

外翻译研究方法论发展及其未来趋势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以期给新时代翻译研究

的发展提供思路。

《译学方法论研究》一书不以介绍翻译研究的具体程序、步骤、工具和方法为目的，而是以

翻译研究活动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为对象，

探讨译学方法的理论基础、来源和适用范围，揭示和解决方法论体系构成与学科问题域发展

之间的矛盾。本书侧重于对中西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进行实然描写，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

解释和评述，将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发展置于译学史的宏观框架内，从哲学层面思考译学方法

论演变的内在依据，并从范式基础和创新途径来考察翻译研究的发生和发展，从而帮助读者

获得较为完整系统的学科意识和方法论意识。

我们的第一阶段阅读将涵盖本书的第一至第三章。第一章首先对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进行厘

清，讨论了方法论的内容构成，并指出了译学方法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第二、三章从发生

学的角度分别对中西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历时演进予以梳理，揭示方法论演变与学科发展的关

系。

我们的第二阶段阅读将关注本书的第四章至第六章。第四章从哲学层面讨论译学方法论哲理

基础；第五章在理论层面上探讨译学方法论中的跨学科途径；第六章作为结论章节，指出译

学方法论目前呈现出的两大发展趋势和发展动力提出译学发展的方法论原则。



亲爱的学友，让我们一起阅读和交流吧，共同为翻译学的未来发展而努力！

第一阶段阅读思考题：

第一章

1、翻译学方法论、翻译研究方法论、翻译方法论，这三者有区别吗，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根本差别何在？为什么说区分这两者对于学术研究很重要？你能

举出以往的一些翻译研究中将价值和事实混淆在一起的案例吗？

3、有人说，方法相当于工具，方法论相当于工具箱，你如何理解这种表述？你是如何理解

方法和方法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的？

4、翻译学方法论中的认识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5、最时新（时髦）的研究方法是否最好？

6、我们经常说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你如何理解“科学的方法”？这是否意味着

我们应该放弃思辨之类的方法？请问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两个问题的呢？

7、翻译学有哪些实践形态？各种形态实践的方法论一样吗？

8、翻译学的认识活动与翻译学的实践活动有什么关系？

9、翻译学方法论中的认识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10、译学方法论成为了研究对象，这意味着什么？它对翻译学科而言意义何在？

第二章

1、从方法论来看，古代西方翻译研究活动有什么特点？

2、古代西方翻译研究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3、西方最早对翻译的讨论并不是围绕忠实开始的，这说明了什么？

4、古代西方有人赞成直译，有人赞成意译，这两种观点之间矛盾吗？

5、西方翻译思想的发展与《圣经》的传播有什么关系？

6、古代西方《圣经》翻译思想经历了哪些变化？

7、泰特勒翻译三原则和严复的“信达雅”有什么异同？

8、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本体是否相同？有了翻译本体意识是否就有了翻译研究本体意识？

9、西方翻译研究者什么时候才真正表现出具有翻译研究方法意识？这种研究方法意识有什

么具体体现？



10、当前西方译学方法论发展有哪些特点？

第三章

1、玄奘的“五不翻”是什么性质的理论性论述，对当前我们的翻译有借鉴作用吗？

2、前学科时期，中国翻译研究方法论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影响？

3、近代中国翻译研究主要研究对象和核心论题有哪些？为什么会有这些核心论题？

4、“五四”时期是我国现代性翻译思想形成的时期，这种“现代性”有哪些表征？

5、学科形成时期，中国翻译研究在引介西方译论时呈现出什么阶段性特征吗？对西方译论

的引介性研究具有什么历史意义？又有什么不足？

6、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翻译研究不再以引介西方译论为第一要务了？引介性研究和原创性研

究的研究起点有什么不同？

第 71 期我来读文献第二阶段导读及思考题

导读

第二阶段阅读的内容是《译学方法论研究》的第四至六章。第四章从哲学层面讨论译学方法

论的哲理基础；第五章在理论层面上探讨译学方法论中的跨学科途径；第六章作为结论章节，

指出译学方法论目前呈现的两大发展趋势和发展动力，提出译学发展的方法论原则。

思考题

第四章

1、哲学在我们的翻译和翻译研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有人说，我从来不学什么哲学，我

照样做翻译，照样做翻译研究，哲学跟我的翻译和翻译研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怎么理解这

种说法？

2、什么是范式？范式和模式有区别吗？

3、这本书将翻译研究范式分为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如果你来划分，你会将翻译研究范式

划分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划分？

4、请简述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观点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的认知。哲学本体论的探讨对翻

译研究有何影响？

5、传统的人文主义范式翻译研究主要的研究模式/路径有哪些？这些研究路径/模式具有何

种特征？

6、翻译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7、科学主义范式翻译研究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人文主义范式翻译研究的式微？两种范式是此

消彼长的关系吗？

8、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有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几个层面？

9、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对中国翻译研究产生了何种影响？这

对中国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有何启发？

10、请简述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演变线索和过程。这一线索和过程与西方翻译研究发展的三个



阶段有何内在联系？

11、传统哲学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区别在于何处？当下的哲学发展对翻译研究有何种哺育

作用？

12、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和对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认识，这两套哲学体系、思想对翻译

研究的发展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和西方哲学方法论日后是否可能

产生交融？如果有，交融的基础是什么？

第五章

1、请问跨学科与交叉学科有何区别，可否举例说明？

2、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对于翻译学的发展有何利弊？请问您觉得跨学科研究有什么我们应

该注意的陷阱？

3、跨学科方法是否适用于解决所有译学研究问题吗？若不是，请问跨学科方法运用的起点

是什么？

4、跨学科研究是否意味着学科边界的消散，不同学科之间壁垒的破除？

5、为什么要给学科知识分类？学科知识分类与翻译研究有什么关联？

6、从中西方学科史中对学科分类来看，中西的哲学观和知识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

7、翻译学是如何确定其学科分类和地位的？

8、试总结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生机制？你认为还可以有哪些补充？

第六章

1、当前的翻译实证研究具体有哪些研究方法？可否结合自身研究兴趣举例说明？

2、关于翻译研究对象域的扩展，除了书中所列之外，能否还有补充？

3、翻译研究的复杂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4、简述翻译研究的单值思维和多值思维以及两者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表现。

5、如何理解翻译研究的主客体关系？这种主客体关系对翻译研究者提出了何种要求？

6、可否结合自身研究兴趣举例具体说明遵循多值思维原则的翻译研究？研究思维的多值逻

辑性对翻译学的学科发展有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