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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研究 

让 - 雷内·拉德米埃尔

张香筠 译 **

一

有一句话我总是在说 ：翻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 ! 那就

该怎么做怎么做吧 …… 这么一来，《翻译与创新》这样的标题

是不是有点不大对头呢？也就是说，谁能找出什么真正的新东

西来呢？

这里涉及的问题，正是一般人文科学性质中特有的一种模

* 译者经作者许可，根据他在以“翻译与创新”为题的国际研讨会上（巴黎，2012

年 12月）的同名主旨发言编译整理而来。法文原稿 （Sur la recherche en traduction）

已发表于论文集中，参见 P.Phillips-Batoma & F. Zhang （ed.）, Translation as Inno-

vation—Bridging the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Dalkey Archives Press, Victoria/
McLean/London/Dublin, 2016， pp.393—407。

** 让 - 雷内·拉德米埃尔（Jean-René Ladmiral）为当代日耳曼语学者、翻译家和

哲学家。他曾为巴黎第十大学教授，现任教于巴黎跨文化传播管理学院。他翻译过康

德、哈贝马斯、阿多诺的作品，并著有《翻译定理》《直译和意译》。 发表过多篇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为当代翻译研究奠基人之一。

  张香筠 （Florence Xiangyun Zhang），巴黎狄德罗大学（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学院

中文系副教授，翻译研究中心（CET）负责人之一，法国东亚文明研究中心（CRCAO）

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理论、文学翻译、戏剧翻译、中国现当代翻译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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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两可。硬科学，例如化学，的确可以发现一种新的元素，迄

今从未发现的元素，而人文科学只能是把已知的人类经验的某

个方面重新认识或是加以深入，把原来不清楚的地方展现出

来。如何解释这种性质上的不同呢，我认为，人文科学的研究

对象是人们不了解的事物，而不是从未发现的事物。从这个角

度来看，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多或少能

够有助于解释人文科学中的逻辑，列维 - 斯特劳斯在《忧郁

的热带》（1955）一书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这对于翻

译学这门刚刚起步的学科当然也适用。

不过，翻译活动的确存在已久，而且似乎一直被束缚在实

践范围内，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怀疑翻译学研究能否

存在，或者对这门学科的内容有疑问。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文科

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弱点，而是研究对象不明。

不可否认，翻译活动的核心是不会变化的，那么研究的目

的就是在翻译活动的边缘及四围寻找新的东西。信息技术的发

展给译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使他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

无限的参考资料。总体上，翻译与信息通讯新科技应用之间的

联系非常密切。文字处理的技术也大大方便了翻译活动，但却

不能改变翻译的本质。近年来自动翻译的发展对翻译未来的影

响是积极还是消极，这还难以预料，但是已经触及了翻译工作

的方式。这些因素，再加上市场的变化，使得译者工作的范围

扩大，内容也变得多样。翻译的文化转向理论也对翻译工作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问题我并不打算在此探讨，一方面有跑题之嫌，另一

方面还是我刚才说的，这并不影响翻译活动的核心。不过，如

果从上面提到的认识论上的模糊性角度来看，发生变化的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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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翻译原则本身，而是以翻译为客体的翻译学科所做的描述

和理论分析。

在几十年中，翻译学研究曾一直受限于一种纯语言学的方

法论。翻译被认为是语言问题，是“互相接触的语言”的问题；

于是，翻译学一直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在德国尤其如

此）。后来人们才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译者和译者对意义的捕

捉方面来。当时这就意味着需要打破围绕“一切抛开精神”的

认知禁区 [1]。现在回头来看，这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一些

翻译研究者认识到需要把精神活动和脑力（认知）工作置于翻

译行为的出发点。

这一认识论方面的巨变在我看来就是根本。另外，我曾

经给翻译学研究的发展演变总结出四个时期 ：规范性翻译学，

描述性翻译学，生产性翻译学和科学性或归纳性翻译学四个时

期。在此基础上还应补充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最近的社会学转

向，以及普遍波及人文科学的意识形态潮流，这尤其对北美的

翻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接下来谈谈跨学科翻译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说，翻译是科

学与人文之间的桥梁。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形式的跨学科 ：内

部的跨学科与外部的跨学科。

[1]　作者这里强调的是过去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中追求客观，把语言作为物质而故意

回避人的精神活动因素的做法。——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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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的内部跨学科包括什么？一般来说，大家都认同

翻译学是跨学科的。正因为这一学科出现较晚，它自然是处于

人文科学中的几大学科之下。它正是汲取了几大学科的方法论

和概念方面的养分才得以发展的。我把这几大学科叫作翻译学

的跨学科三角。

尽管我在上文中提到翻译学不能被简单地看作应用语言学

的一支，但是翻译学显然是从语言学那里获取了奠基石，因为

语言、词汇、文本等基本概念的确存在。而且，语言学近年来

也突破了原有的限制，进行了不少创新，引入了实践的方法，

更新了语义学、陈述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等。

翻译是从意义出发的，翻译的主要功能是对意义进行跨语

言和跨文化的“管理”。但是尽管语义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它还是无法给翻译实践带来适用的概念工具。我认为以后有必

要开发一种有实际效用的描述性语义学，不同于纯“学术”的

语言语义学。

这种实用语义学，我也称之为“野生语义学”，原因就在

于它不是被封闭在定义某一学科（如语言学）的方法论限制当

中。这一点可以说是翻译学与哲学的共同之处。同时，哲学传

统中的理论思考给翻译学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概念工具，使翻

译学得以对意义进行探索。从更根本上说，哲学赠给年轻的翻

译学的，是诠释学的遗产，而诠释学正是海德格尔和伽德默

尔等哲学家从神学那里发展而来的。其实翻译就是要诠释文

本 ——从不同意义上予以诠释。

在心理学的众多分支学科中，翻译学也从个性心理学研

究中汲取养分。但精神分析学显然是对翻译学最为重要的学

科，其他分支学科也有一定的影响。首先，跟哲学一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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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础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套概念系统，用来表述翻译问题。的

确，心理学的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哲学，但是心理学正试图摆

脱哲学的影响。临床学也同样进行一种诠释，它的诠释工作的

对象不是语言符号，而是一系列症状，语言符号在症状中获取

意义。因此，从精神分析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最深层的

阐释”。

另外，心理学视角可以帮助译者对自己的工作和遇到的困

难进行反思。有时，各种来自外界的压力在译者身上引起某种

心理阻滞，双语运作带来的精神紧张会使他产生暂时性的表达

方式缺失焦虑。翻译学话语能够使主体将其经历的困难进行表

述和归纳，从而帮助他摆脱此类阻滞。

不过，翻译学的内部跨学科伙伴并不仅限于语言学、哲学

和心理学三个学科。我认为翻译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阅读和阐释原文，二是生产译文。一方面，译者是一个特殊的

读者 ；另一方面，译文也是写作的过程。因此，译者的文学

功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翻译一直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内容，

比较文学便成为翻译学的第四个内部跨学科伙伴。

当然，以上四学科并非全部。翻译学能够借助所有的人文

科学，以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成果，成为一门起步的跨学科的

翻译人类学。

三

除了内部跨学科伙伴为翻译学提供方法论和概念理论方面

的基础之外，也存在翻译的外部跨学科伙伴。这里我们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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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

首先，从深层的问题来看，还有精神分析学。最近法国重

新大规模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使得素来就很有争议的翻译问

题成为焦点问题，不仅促进了对翻译研究的思考，更对精神分

析研究带来影响。

翻译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学科互动是双向的。这一点非常

明显。弗洛伊德把梦的解析比作翻译，潜在的内容为原文，显在

的内容为译文。反过来，弗洛伊德的“转移”概念可以看作翻

译的同义词，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让翻译学能够处理非常微妙

的引申意义的翻译问题，以及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其他缺憾问

题。我认为在不同学科之间有些概念是可能迁徙的。比方说一

些哲学概念的迁徙。在教学传授过程中，康德的“先验性”概

念就可以当作笛卡尔的“先天论”的发展，而“先天论”的概

念也可以认为是柏拉图的“回忆说”的解读。甚至莱布尼茨的“微

知觉”概念也可以看作精神分析学中无意识概念的超前解读。

总的说来，我们应该寻找翻译在干预别的学科过程中可能

给这些学科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通过翻译，我们能够思考

民族社会学、跨文化关系、人类学的某些不变因素、交流问题，

甚至两性问题 …… 外部跨学科，就是纯粹的跨学科！因而，

研究的范围是无穷无尽的。

在此有必要对这两种不同的跨学科方式予以说明。第一种

是把翻译当作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为了翻译而研究翻译，这

是翻译学的范畴。内部跨学科伙伴正如我上文所说，是翻译学

的组成部分。这些学科的思考融入翻译学研究思考中，成为内

部跨学科研究的内容。我本人就是这样的研究角度。

第二种是把翻译当作研究的手段，也就是说翻译的用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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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翻译可以作为语言学研究中的调查工具使用。翻译也可

能被当作哲学研究的一种思考范式，或是精神分析中的类似模

式。其实，翻译在很多领域都可能以某种隐喻的方式出现。因

此外部跨学科研究是完全开放的，能够根据不同的轴心围绕不

同主题展开。

四

作为结尾，我首先重申已经在数篇文章中谈到的这一认识

论的基本问题，即人文科学与硬科学之间的区别。这直接关系

到大家所关心的翻译学的学科定位。

我们的研究是有临床效应的。因为心理学，心理治疗，精

神分析学都有医学基础，而我们关心的翻译问题其实也与心理

治疗有类似之处。临床学在人文科学中有着最根本的认识论依

据，因为人文科学的基础范式就来自心理学的历史。心理学的

临床专家与实验主义者在方法论方面的分歧演变成为认识论的

两大分支，即我一再强调的人文科学与硬科学的不同性质。

我上述观点都归结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对实证主义

的批评。实证主义是在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极为有害的

一种思想，其对于翻译学一类的人文科学的危害远比它在认识

论方面的不足更严重。

此外，我也希望主体论能够回到思考活动的中心，无论是

哲学思考、翻译学思考，还是心理学方面的思考。对于翻译来

说，我们应该把译者置于研究的核心，由此研究的成果自然可

以对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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