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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翻译学术语的规范

邹笃双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

陕西 西安 71 00 62)

【摘 要】翻译学的长足发展需要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元语言 ( m e
间an gu ag e )

。

翻译学发展过程中术

语 的形成和厘立是这 一学科科学化
、

合理化的表现
,

是翻译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
。

本文阐

述 了当前中国翻译学术语使用的混乱状态及原因
,

以事实为根据指出中国翻译学术语走向规范的条件已

具备
。

文章列举了在中国规范翻译研究术语使用理应包含的三方面内容
,

即 : 对传统译论中的术语进行

系统科学的解读
,

规范传统翻译学术语 的使用 ; 规范现 已引进的西方翻译研究术语的使用 ; 规范将要引

进的国外翻译理论中术语 的翻译和使用
。

【关键词】翻译学 ; 术语 ; 规范 ; 元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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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的长足发展需要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元

语言
。

基于翻译学发展的需要
,

意义准确
、

概念

明晰的术语便是翻译学的元语言
。

翻译学发展过

程中术语的形成和厘立是这一学科科学化
、

合理

化的表现
,

是翻译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阶段
。

作为一门跨语言
、

跨文化
、

参与广泛
、

参

与者主体性强的学科
,

翻译学术语的形成与规范

必定错综复杂
,

充满争论
。

当前
,

翻译学的建立

方兴未艾
,

译学术语的最终形成依赖于翻译学发

展的迫切需要和基于翻译实践和翻译学理论研究

之上的经验总结
。

在这个过程中对其他学科知识

的借鉴和融通对翻译学术语的最终形成尤其重

要
。

术语学研究的对象是
“

某一领域
,

某一学科

中的全部术语
” ,

是一门
“

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

科学
” ,

术语学家致力于研究
“

术语的收集与分

类
、

新词创造
、

术语标准化 和术语 的传播方

法
” 。

川由此可见
,

术语学对术语内容和形式所进

行的研究及取得的理论成果能够成为翻译学术语

形成和建立的指导
。

一 翻译学的术语

翻译学术语的纷繁芜杂在译学界已是不争的

事实
。

D i e ti o n a砂 o f T r a n s la t i o n S t u d i e s
( M akr Sh u t

-

il ew
o rt h & M o ir a

C
o w i e ,

200 4 ) 中收录了 3X() 余条翻

译研究用 语 ; rT
a n s l a t o l o盯 T e

mr i n o lo 盯 ( n e l i s l e ,

2004 ) 一书有译学研究关键词约 200 个
。

比对两书

可以发现
,

同为国外汇编翻译研究常用语的经典之

作
,

两本书在内容上却不尽相同
,

T arn sl at ol
o gy

eT mr i n o l o群 一 书 中的很 多词 条在 n i e t io n

脚
。 f

T ar n s

lat i o n S tu d i e s

中并未出现
。

国内方面
,

《译学

辞典》 (方梦之
,

20 04 ) 一书有词条 11 00 多条
,

涉及了从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到国内外著名译者及

译学理论家介绍等众多方面
,

共 26 类凡 60 余万

字
。

这不禁让人对译学术语的内容产生困惑
,

不禁

要问
:

到底哪些才算得上是翻译学的术语? 难道这

些都是翻译学的元语言么 ?

要弄清这些问题
,

首先要明确术语学规定的术

语的五大特征
: t2] ( l) 术语的语义外延是根据所

指关系而不是根据能指关系确立的
,

即
,

确立术语

就是要研究用哪种语言形式代表业已确立的概念 ;

( 2) 组成术语的所指部分是根据属于同一领域内

的全部所指的关系来定义
,

不能孤立地看一个术

语
,

术语总是出现在同一个语义整体中 ; (3) 名

称与概念之间具有单义性 ; ( 4) 术语有其特定的

产生方式 ; ( 5) 同音异义术语不会造成歧义
。

凭此再来考察这诸多所谓的
“

术语
” ,

就会发

现 Di e ti o n a尽 of Tar n s l a t i o n s t u d i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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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关于翻译研究中同一现象的不同用语
,

采用

客观描述的方法
,

体现了
“

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仁

者见仁
,

智者见智的过程
” `, ,。 比如对

“

译者自写

自译
, ,

这一现象就有
:

au t o tar s
l
a ti o n , s e

ir tar n s l a -

t i o n , a u t h o d z e d t ar n s
lat i o n

三种说法
。

与此不同的

是 arT sn laot fo gy eT mr ioln
o gy (2 00 4) 一书中的 200 多

个关键词精选自翻译教学中的惯常用语
,

在对术

语进行分析和阐释时遵循了由加拿大魁北克省法

语语言事务办公室采用的
、

在该地区广泛推行的

方法
。

该书中的词条是翻译教学实践的产物
,

又

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凝练而成
,

为规范的翻译学术

语的确立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

二 中国翻译学术语的使用情况

翻译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
,

在中国尤其

如此
。

在强调跨学科研究
,

学科交叉成为热点的

今天
,

很多所谓的翻译学术语都可以追溯到其它

相关学科
,

如哲学
,

语言学
,

文化学和文学理论

等
。

根 茨勒在 C o n t e m p o

明 arT
n s l a ti。。 T h e o d e s

( 20( )4 ) 一书中把始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

翻译理论概括为北美翻译培训派
,

翻译科学派
,

早期翻译研究派
,

多元体系派
、

和解构主义等几

个学派
。

各学派由于哲学基础不尽相同
,

在术语

的使用上体现出各 自不同的倾向与偏好
。

西方译

学研究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局面也引发了

翻译学术语的
“

大爆炸
”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国

在大量引介西方译学理论的同时也难免陷人到术

语不统一的泥沼中
。

另外
,

在引进和翻译西方理

论时过分的规范化
,

套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术

语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国外翻译研

究术语的准确理解
。

这种忽视翻译学术语的产生

和演变与语言及文化环境的关系
,

忽视所指与能

指之间关系的做法
,

造成了在译介西方翻译研究

理论时
,

术语概念 (名 ) 与所指 (实 ) 之间的紧

张状态
。

中国的译论
, “

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

的一股支流
,

慢慢由合而分
,

逐渐游离独立
”

l’]
,

它们与古典文学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

这些与实践

相伴而生的译论
,

既是翻译实践的总结
,

更是译

者探求翻译活动规律的见证
。

众多的译者在两千

多年的时间里创立 了大量的反映译者翻译思想
,

带有浓烈汉语特色的术语
,

如道安 ( 3 14 一 3 8 5)

认识到语言差异对佛经翻译的影响
,

提出了
“
五失

本
”

; 玄类 ( 602 一 664 ) 在翻译梵文佛经时提出了
“

五不翻
”

的音译原则 ; 以及将中国传统的译学理

论概括为
“

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
” ,

等等
。

这

些已有术语既是建立中国翻译学的起点
,

同时也因

其用词简约
,

强调意会
,

表意模糊
,

巫需在翻译学

术语规范化的要求下逐步明晰自身在翻译史中的位

置和各自的指称范围
。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
,

中国翻

译学术语的使用正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

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1
.

翻译学词典的问世和引介
。

( 中国翻译词

典》 (林煌天主编
,

1997)
,

《译学大辞典) (孙

迎春主编
,

19 99) 和 《译学辞典》 (方梦之主编
,

2004 ) 等中国译学研究者 自行编纂的辞典
,

以及

D ie t i o n

明
o f T ar n s l a t i o n S t u d i e s

( 1997 )
,

Rou il e d罗

E n e y e lo pe d i a o f T r a n s l a t io n S tu d ie s
( 199 8 ) 及

T r a n s lat ol ogy eT mr in ol o gy ( 2 00 4 ) 的弓!介必将推动

和促进中国翻译研究者术语使用的规范化
。

2
.

《中国翻译》
,

《上海翻译》 和 《上海科技

翻译》 等学术期刊为翻译学搭建了讨论和展示研究

成果的平台
,

成为译学研究者交流经验和进行学术

争鸣的园地
。

以讨论翻译实践及翻译理论研究为

例
,

200 5 年 《中国翻译》 上发表了论文 79 篇
,

(上海翻译》 上发表文章 125 篇 (注
: 以上数据是

笔者根据
“

万方数据库
”

统计而得 )
。

再加之众多

大学学报中的学术专栏
,

翻译研究的广泛性可见一

斑
。

这些讨论势必推动译学术语的使用趋向规范
。

3
.

中国翻译协会和各地方翻译协会的历次会

议成为翻译学术语谋求统一的论坛
。

中国翻译协会

(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

简称
“

中国译协
”

)

主持的历次会议推动了翻译学的发展和独立
。

4
.

中国高校翻译学专业的设置
,

高层次翻译

理论和实践人才的培养为规范的翻译学术语的传播

起到重要作用
。

据报道
,

自 20 06 年起
,

复旦大

学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开始招收翻

译专业本科生
,

并进行先期试点
。 `, ’在此之前

,

已

有几所院校设立了独立的翻译学院
。

这些学院虽以

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为主
,

但势必也会规范学

生正确使用术语的意识
。

三 翻译研究术语的使用规范

术语诞生于专业语言所必需要求的精确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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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

规范翻译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术语符合翻

译学专业化的要求
。

同时也要看到
,

规范术语是

要统一表达
、

使术语成为促进思想和学术交流的

工具
,

而绝非统一思想
。

对翻译研究中所使用术

语的规范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
对传统译论中

的术语进行系统科学的解读
,

规范传统译学术语

的使用
,

规范现已引进的西方翻译研究术语的使

用 ; 规范将要引进的国外翻译理论术语的翻译和

使用
。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学术价值观念
,

并由此

形成不同的学术范式和传统
,

这些差别也必将表

现在术语的使用上
。

要规范 中国译学术语 的使

用
,

就必须对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术语进行系统而

全面的解读
,

按中国传统译学发展的过程
,

研究

各个时期译学术语的内涵外延及分类
。

马祖毅先

生编纂的 《中国翻译简史 (五 四 以前部分 ) 》

( 19 9 8) 是一部
“

系统阐述我国自远古到
’

五 四
’

运动以前历代翻译活动的专著
。

它对我国历史上

出现的三次翻译高潮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
’

五 四
’

前的

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
,

作了重点阐述
,

评介了各

个时期的重要译家及其译作
,

提出的翻译理论与

方法
,

以及有关的翻译组织与规章制度
” 。

6I] 这种

以史实为线索
,

以人物和译作为叙述重点的方

法
,

系统地展示 了中国传统译论中各个时期术语

之间的继承关系
。

无独有偶
,

《中国译学理论史

稿 (修订本 ) 》 (陈福康
,

20 05) 一书也通过记述

评说中国翻译史上有代表的
、

或有较大影响和意

义的译论家和译学流派的观点
,

大致勾画出中国

译学理论的轮廓和梳理出其流变的线索
,

也反映

了传统术语的发展过程
。

深入地研究和解读中国

传统的译学理论
,

规范地使用传统术语
,

既能让

我们明确中国译学研究应有的范式和传统
,

更体

现了中国译学理论的特色和建立了完备翻译科学

的基础
。

其次要规范现已引进的西方翻译研究术语的

翻译与使用
。 “

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些个术语
,

更

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用传统的翻译思想去片面的加以

理解
,

一旦这样做了
,

对于新译论当中的新东西就

难以接受
,

你又在那原地兜圈子了
” 。 L, }要完成这

一工作就要统一对已引进的西方翻译研究术语的汉

译
。

编纂双语的翻译学词典是达成这一 目标的途径

之一
。

以《译学辞典》为例
,

辞典
“

收人了很多西方现

代译学的重要范畴与术语
,

而且收人了很多译学相

关学科
,

如语言学
,

哲学
,

逻辑学
,

思维科学
,

心理学
,

美学
,

文化学
,

信息论
,

交际学等学科的范畴和术

语
。

此外
,

在词条的选择上依据的是通用性和权威

性原则
,

并做了很多去伪存真
,

去粗取精的整理工

作
。

在外来术语的翻译与术语的解释方面遵循单一

性和科学性的原则
” 。 `. ,该辞典以传统术语为基

础
,

囊括中西
,

以其学术性
,

科学性和系统化的特

点为译学研究中术语的使用提供了参考
,

对翻译学

的长远发展和译学术语的规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同时
,

对已引进的西方翻译研究术语的统一与规范

必将对西方新术语和理论的引进工作提供借鉴和参

考
,

促进中西方译学理论的对话和交流
。

四 结束语

当前中国翻译学术语的
“

多元
”

状态有其存在

的理由
,

中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翻译学术语的

使用上表现为表达方式和语义范围的不同
。

一个学

科领域的术语与其发展状态是该领域的发展阶段的

最好见证
,

通过考察一个领域的术语就能大概了解

到该领域的发展进程
。

而且一个学科也只有在明确

本领域所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后
,

才算是真正的

牢固的确立起来
。

这一规律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是

成立的
,

在诸如翻译等其它人文科学领域也被证实

是成立的
。

在实现翻译研究的
“

语言学转向
”

到
“

文化转向
”

的过程中
,

翻译研究正不断拓宽视

野
,

寻找新的支撑点
。

这一转向更为翻译学突破藩

篱
、

长足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
。

为此
,

尽快确立和

规范翻译学术语对翻译学在中国的最终确立和继续

发展来说刻不容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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