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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方便读者阅读，及早理解并掌握相关基本问题，本章将以概

述的形式呈现如下。

1.1	 译者行为批评应用研究的定性

简单地讲，“译者行为批评应用研究”即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

下的译者行为研究。

本书呈现的译者行为研究是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以译者

行为为研究基点和研究对象的外化、动态、人本属性的“译者研

究”“（翻译）批评研究”和“行为（过程）研究”，目前以批评研究

最为成熟。不管是译者研究、批评研究还是行为研究，均聚焦以人

为本的互动关系研究，集中围绕“外化性”“人本性”“动态性”三

大关键词展开。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一直处于平稳向上的发

展态势，这与翻译活动中译者行为无处不在的事实和译者行为研究

“立足学术，对接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译者行为批评”是理论本身，但概称为“译者行为理论”，是

为了给未来可能的其他译者行为理论留下空间；“译者行为研究”是

研究对象本身，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之名分开对待是为了给其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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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理论指导下的译者行为研究留下空间；“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与“译

者行为研究”有稍许不同，前者带有翻译批评的目标，而后者在经

过对事实的研究后可归入翻译史研究、翻译策略研究等，当然也可

以归入翻译批评研究，只是不像前者预先设定翻译批评的目标。

批评研究是本理论的首要目标，而目前阶段所说的“译者行为

研究”，主要默认为“批评研究”（也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

相称），所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多、最成熟，发展最迅猛。理论建

设“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视域是“文本—语言视域”“行为—

文本视域”和“行为—社会视域”三大视域的简略形式。既然称为

“视域”（相对于“视角”），就必然包含广泛多元的视角和建设内容。

传统上的翻译研究虽然不都是直接以翻译批评为目标，但因为被称

为研究，而研究总体上呈现为批评性质，所以也会在“批评研究”

的视域中得到体现。

本成果多次提及三位一体的“文本—行为—社会”实际由三层

构成：

（1）宏观上，它是译者行为理论的发展系统和“批评研究”的

评价系统。

（2）中观上，它是理论框架和分析框架。

（3）微观上，它是分析方法和评价模式。

“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萌芽于行为观最初提出

之时，详细阐述见于周领顺《翻译批评第三季——兼及我的译者行

为批评思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 期）。行为观的

意义在于在翻译内外以及文本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所以周领

顺在上述文章中将“翻译内”称为“文本批评视域”，将“翻译外”

称为“文化批评视域”，而将“行为批评视域”看作“翻译内外”的

视域即为此意。如今为了更好地实现翻译批评全面、客观和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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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有必要在“行为”的统领下将“文本”和“社会”这一链条

上的两个端点连接起来，形成“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

价系统。立体地看，“行为”“文本”“社会”呈现出一个三角关系，

“行为”在上层，“文本”和“社会”是左右两个基点。
1

1.2	 理论和研究的称谓

“译者行为研究”领域的开拓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构建，

发生于传统上的翻译学研究阶段和“文化转向”后的社会学研究阶

段相交的转型期，其“人本”研究特征符合国际译学的大趋势，是

译学研究中理性、自然的转向，是对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Lefevere 1992：14）的具体解读，是对后文本中心研究时期翻译活

动复杂性的充分正视，所以既“前沿”，又“可持续”。译者行为批

评理论经过十几年的反复试用和不断完善，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广

泛认可。

出于对系统的思考，2023 年 7 月，许钧先生在来电中提议将“译

者行为批评”理论称为“译者行为学”。笔者理解许老师的良苦用心，

这是许老师对理论的肯定和对未来的期许，毕竟“理论在‘学’之

前”（朱含汐、许钧 2024：37）。笔者诚惶诚恐，实源于笔者对于“学”

的敬畏，20 世纪 90 年代有关“翻译学”能否成为“学”的争论笔者

至今记忆犹新，在笔者看来，能称为“学”的，一定是达到了高度

1 有关该系统的介绍见于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上
海翻译》2022 年第 5 期）、《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中国翻译》2023 年第
1 期）、《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一）》（《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学报》2023 年第 4 期）、《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
三）》（《外国语文》202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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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发现了底层的规律，实实在在地成了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学

问。方梦之（2024：133）从学术上讨论了“对‘学’的认识”。译

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虽然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初有成效，但仍然

在摸索中前行，仍需谨小慎微。“学”将是我努力的目标，故本书仍

采用传统的“译者行为批评”称谓。

1.3	 理论与研究的关系

作为理论的“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批评理论的一种，而“译

者行为批评”变为述宾结构后是“批评译者行为”，说明“译者行

为”是批评的对象、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领域，揭示出理论和

应用研究以及批评实践的密切联系。比如王峰等学者《基于语料库

的译者行为批评：〈西游记〉蓝诗玲译本中的詈语》（2024）一文的

题目中有“译者行为批评”字样，但并不是作为理论的名称使用

的，而是“批评译者行为”名词性结构的表达，与述宾结构表达的

含义一脉相承，所以其英语题目把“译者行为批评”翻译为 Critique 

of Translator’s Behavior，而不是文章中真正作为理论名称出现的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本书不是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把译者行为研究作为构建理论

大厦的基点，检验理论应用效果，特别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转型发展

和三位一体理论建设的效果，以丰富理论、完善理论、提高理论对

于应用研究的指导和对于翻译批评实践的指导，甚至间接对于翻译

实践的指导，总体偏于应用研究。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和译者行为研究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着重讨

论理论时，以“译者行为批评”相称，或概称为“译者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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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讨论研究时，以“译者行为研究”或“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相称。

“译者行为批评”和“译者行为研究”是理论工具和研究领域的

关系，但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的关系，鉴于译

者行为批评是目前默认的唯一的译者行为理论，所以也将“译者行

为批评”概称为“译者行为理论”。

1.4	 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特质

目前，译者行为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是在“译

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下实施的。

译者行为研究狭义上指的是一个专门的领域，研究的内容焦点

在“译者行为批评”这一理论工具的字面上得到了暗示，其中的“译

者”可扩展为“译者研究”，“行为”可扩展为“行为研究”，“批评”

可扩展为“批评研究”。对于“译者研究”，学者可以进行体系化理

论构建；对于“行为研究”，可以通过认知手段和科学仪器进行有关

译者行为过程的研究；对于“批评研究”，可以开展行为批评体系化

理论建设和操作性研究，不断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相关的

其他研究更多，如翻译社会学研究、应用翻译研究、服务地方的文

化翻译传播研究、翻译理论中国学派研究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国

际传播能力提升等研究，而各种交叉研究更是难以穷尽。

在“译者行为批评”名下预设的三大直接研究方向中，“译者研

究”是基础，“行为研究”是过程，“翻译批评”既是研究的目标，

也是一个研究的领域。“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用作手段（工

具）时即评价模式，用作分析框架时即具体的理论框架，用作分析

问题、解释现象的方法时即分析方法，统一归为译者行为理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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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评价系统的要件。译者行为批评中有关翻译内外的划分、超务实、

社会化、角色化、翻译活动、客观环境因素等内容，说明了广义译

者行为研究的存在，因为它们超出了译者的身份和行为。将广义研

究和狭义研究相结合，是以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为前提的：比如，既

要讨论狭义上“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能够评价的

务实行为倾向，也要讨论超越该评价模式评价的广义上的“超务实”

行为倾向。这与翻译课堂上既讨论狭义上的翻译问题，也讨论广义

上翻译活动中的一切问题一样，虽然狭义上的研究才是译者研究、

翻译研究，但与广义上的研究相结合，才是正视翻译活动（包括译

者及其行为）复杂性的应有作为。

1.5	 研究的路径

译者行为研究具体有“译内与译外相结合”“文本与人本相结

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等三大研究路径，但总体以“译者行为研

究”或“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为研究总路径，凸显其“以人

为本”的特质。它就像处在一个连续统上，起码指向研究上的五种

研究范式，除了纯粹的理论演绎和借用外，还包括纵向发展研究（通

过归纳、细化达到自我升华）、横向对比研究（比如对比国外同类研

究，发现差异，服务主体）和交叉应用研究（如服务社会、对接时

代）。

目前的译者行为研究主体是内部系统研究，也即主要说明文本

和行为的关系，将来还要进行外部系统的研究，也即行为和社会的

关系研究。行为和社会的关系，既包括译者作为社会人直接与社会

发生的关系，也包括行为的结果（译文）和社会发生的关系，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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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性与社会化，主观目的与环境性因素的互动，译文的生产、

改造、出版、传播、宣传、接受效果和人群等整个参与链条的互动，

更微观的还有审美、性别、时代等涉及翻译发生与社会大环境的一

切因素的体系化和规律抽绎的研究。总之，研究整个动态的互动关

系网络，才是真正的动态研究，也才可能产生最有意义的发现。

1.6	 “译者行为研究”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
的关系

当我们称“译者行为批评研究”时，是把它作为翻译批评的一

部分看待的，具体以三大路径（译内与译外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

结合、文本与人本相结合）为方法，以三大目标（全面性、客观性、

科学性）为旨归，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工具；称“译者行为研究”

时，是将其作为一个领域看待的，不局限于翻译批评（比如可归属

译者研究），也不局限于译者行为批评指导下的研究（比如社会学研

究），旨在为其他理论视域的有关研究留下开拓的空间。同样，若把

“译者行为批评”泛称为“译者行为理论”，则是出于增加理论维度

的考虑。“译者行为批评”只有一个，但理论上讲，“译者行为理论”

可以有无数个。至于称呼，既可以很具体，也可以大而化之，毫不

矛盾。有意淡化译者行为研究的个人色彩，不一家独大，这是科学

研究应有的态度。

至于“译者行为研究”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我们需要弄清

楚“概念”和“术语”的不同。称谓不同，作用也不同。概念可以

用作分析问题的工具和看问题的视角，但笔者没有把“译者行为研

究”限定为概念，是因为带上“研究”后构成了一个领域，难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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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论工具的职责，笔者将“译者行为”概念化，是为了满足分析

的需要。“译者行为研究”有自己的边界，作为术语（名称），是能

够准确指称这个领域的。

大体上讲，加上“批评”字眼，就多了批评的目标，即全面性、

客观性和科学性。“译者行为研究”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

都含有“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方法内涵。目前，研究者未对二者作

严格的区分，两种称谓共现，称“译者行为研究”的如李正栓、张丹

的《许渊冲译者行为研究》（2022），滕梅、杨君宜的《国内自译群体

译者行为研究》（2023）；称“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的如康宁的《中

央文献先例叙事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以〈习近平讲故事〉俄译为

例》（2022），林宗豪、王宏的《〈天工开物〉三英译本作者“误见”之

译者行为批评研究》（2022），周领顺、高晨的《葛译乡土语言比喻修

辞译者行为批评分析》（2021），周领顺、孙如莹的《唐人送别诗译者

群体行为批评分析》（2023）等。

1.7	 研究的视域和视角

“视域”宽广，里面包含了多个可以拓展的视角。以“译者”而

论，在“文本—语言视域”，传统的观点将译者视为纯语言人，讲究

的是语言差异、语言对比、句子结构的复杂度、句法、词彩等静态内

容，译者是隐形的；当出现“文化转向”后，传统的做法显然解释不

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所以需要“以人为本”介入对“译者行为”的

考虑，这样才有了第二个视域出现的必要。在“行为—文本视域”，

译者除了语言人，也是部分的社会人，因为他 /她有社会性的一面，

所以非本质上偏离原文意义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本质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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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原文意义的，所以需要第三个视域的出现。在“行为—社会视域”，

译者扩展为“意志体”，那么，原本在第二个视域的“求真—务实”

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就有了解释各意志体行为的作用了，拓展

的空间越来越大，指向一切与意志相关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有针对性

的结合研究，比如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旅游管理方与译者的互动研

究、利益方与译者的冲突研究、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研究、翻译能力研

究等。意志体包括译者（人）背后的国家、机构、经营方、利益方等

的意志。这方面就有很多研究的内容。

虽然第一个视域因其是传统上翻译批评的主流做法而被摒弃，

但是，摒弃它是因为它作为单一的评价模式时解释不了翻译活动的

复杂性，但并非说它没有用武之地。既然译者行为批评是为了实现

翻译批评的三大目标而建设的，那么，第一个视域也就构成了该评

价视域下的重要一环。不是要与传统割裂，而是要更科学地利用。

至于是“视域”还是“视角”的问题，就看怎样使用了。

在“文本—语言视域”“行为—文本视域”和“行为—社会视域”

三大视域的三位一体发展中，前二者重在“行为—文本视域”的理

论建设、应用研究和批评实践，后者转向了“行为—社会视域”的

理论建设、应用研究和批评实践，避免了传统模式在解释现象和解

决问题时的乏力之处，向着翻译批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总

目标更近了一步。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的宗旨是“立足学术，

对接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可持续的。

三大视域浓缩为“文本—行为—社会”，而“文本—行为—社会”

三位一体又可用作研究时的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具体进行翻译批

评时的评价模式，可用来分析问题、解释现象并指导翻译批评实践

甚至是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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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研究和理论建设的推进

2019 年以来研究和理论的深化发展具体是由连续四届的译者行

为研究论坛（2019 年北京、2021 年曲阜、2022 年重庆、2024 年日照）

和两次服务地方文化翻译和传播的译者行为研究论坛（“齐鲁文化

‘走出去’与译者行为研究论坛”，2023 年济南；“全国长江文化翻译

与传播译者行为研究研讨会”，2023 年扬州）大力推动的。如果进

一步将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分为传统期和现代期的话，那么

2022 年以前的研究属于前者，2022 年以后的研究属于后者，在学术

上的标志是“行为—社会视域”的理论建设（周领顺 2022a，2022d，

2022e）和随后的三位一体全面发展（周领顺 2023a，2023e，2024b，

2024c）。

1.9	 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关系

内部和外部是视野问题，笔者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

的开篇称其为“分野”。内部研究可以简称“译内”，主要指的是语

码转换和意义再现方式上的，或者说是与翻译本身相关的，是翻译

之“译”，直接面对的是读者，比如为提高译内务实效果而提高译文

的可读性。外部研究可以简称“译外”，主要指的是语言外的、社会

上的，是翻译之“用”，直接面对的是社会，比如翻译对社会的影响

和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如翻译对于改造社会的影响和社会人群

因喜欢“洋气”或“土气”而影响翻译采取异化或归化策略等）。当

然，“译内”和“译外”都是以翻译为中心的，与翻译的关系是直接

的。若以社会为中心，则是另外一番情形，比如为提高销售效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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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译书成本和定价，寻找声誉好的出版机构出版，采取有效的方

式推广宣传等，与翻译的关系是间接的。以内外视野分析问题，能

解决很多说不清或大而化之的问题，比如“省译”就要分出译内省

译和译外省译。内外视野不是“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实质是非黑

即白，因为极端化而导致片面化。视野的分化是分析方法的层次化，

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全面、客观和科学。

1.10	 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关系

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是路径方法问题。传统上以静态研究为主，

多以文本研究等静态内容为主要特征，即使是有关人的“译者研究”，

也主要研究人的思想、成绩、策略、生平等各自独立的内容。而动

态研究的核心是彼此间的关系，比如动态地研究一颗星体，就需要

研究它在轨道中与各元素（其他星体、相对速度等）的关系。在翻

译上，动态研究呈现为研究各种元素在“语境”“活动”“过程”或

“社会”中的关系，从彼此间互动的关系有望发现真实的意义。

本来，研究翻译就是研究意义的。至于意义是什么，则是个大

话题，不仅仅是我们平时说的“意思”，因为“意思”只限于交际上

的。奈达（N. Nida）当初给“翻译”下定义时用的是 meaning，也

是不够学术的，所以他后来改用了 message。意义分多种，要想弄清

楚真实的意义，就要动态地看问题，当增添人这一动态维度时，显

然能把问题说得透彻一些。比如传统上对于“翻译腔”的讨论多是

批判，那么译者为什么要使用翻译腔呢？再比如方言翻译研究，传

统上只说翻译方法上的“对接”与否，但使用者为什么要用方言讲

话呢？这就需要从人的维度看问题。不研究人的能力等客观因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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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上的目的因素，就难以看到问题的本质。译者翻译电影片名时，

有的片名严重偏离了原文，在实际的活动（包括心理活动）中，译

者已经反复揣摩了译文将和社会发生的关系（如票房收入），所以在

翻译的初期就已了然于心，这不是仅靠总结静态的翻译方法就能说

清楚的。再上升一个层次会发现，涉及利益的商业翻译大多数可能

都会偏离原文，因为要务实于市场并进而务实于社会；很多展现个

人文笔才华的文学翻译，也几乎都会偏离原文，夹杂进翻译者个人

的创作欲望和个人的风格，所以就有了许渊冲的“超越原文”“和

原文竞赛”（许渊冲 2000），也有了钱锺书一边批评林纾一边自己也

在进行“二度创作”的事实（周领顺 2021c：8），如果仅限于翻译

策略的“好不好”和方法的“对不对”而不聚焦于人来研究，很多

翻译实践谁也无法说清楚，这实际是从翻译活动演绎出了人学现象。

这一切都是译者作为社会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 / 她的行为是社

会化的，与翻译的整个社会化相关，在原文意义的影子里关照读者、

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是译者社会性的张扬。

1.11	 动态研究和行为研究的关系

“行为研究”就是“译者行为研究”中的动态研究，比如研究译

者的意志、身份、角色化、行为、译文和社会等等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般说来，有意志就有行为，但行为并不都是意志的反映，更不仅

仅是译者意志的反映。这些元素之间的互动会得到很多翻译事实的

印证，因此也就会有很多研究的课题可做。

“译者行为研究”中的“译者行为”是研究内容，而“行为研

究”也潜藏着以人为本研究的方法论。与“非行为研究”的不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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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为研究是有关人（以译者为中心，涉及作者、讲话者、读者、

消费者甚至赞助人等意志体）的研究，是动态研究，涉及上述各类

主体的互动，而非行为研究只关注语言的静态层面，比如翻译技巧、

翻译单位等。就翻译技巧而言，静态的非行为研究可以总结出直译、

意译、合并法等方法，但行为研究则需要解释为什么译者在可以直

译的情况下却要意译或者采用其他译法，涉及译者的目的性行为和

环境性因素的影响。

“非行为研究”是在文本研究的视域内看待译文和原文关系的。

注意，这里的“关系”不是动态研究所说的互动关系，而是像杨绛讲

的译文与原文的距离“愈小愈妥”这种关系（周领顺 2014a：30），它

主要发生于翻译研究历史上的传统期；“译者行为”则是在语境研究的

视域内看待涉及译者各元素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发生于 20世纪

80年代初的“文化转向”之后。从这一角度上讲，虽然“文化转向”

不是理论，但功莫大焉，它改变或更新了研究的视野、路径、思维和

范式。

语境研究包括对于社会环境等在内的一切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

对上述各因素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和上述各因素之间既不是平行关

系，也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相包容且互动的关系。传统上比较一

个原文的几种译文时，解读出来的多以对错论，而从人的角度切入

讨论时，就要复杂得多，因为人是复杂的。虽然还存在对和错，但

明知故犯或许是翻译执行者（译者）的主观努力。行为上的译者并

不鲜见，只是在研究传统上被忽视了。从这点来看，译者行为研究

对于研究范式的变革是革命性的。

译者行为研究中的社会性和社会化、意志和行为、行为和译文、

译文和社会、行为和社会等各元素的互动关系研究，呈现为一个动

态的网络。但很多时候，我们一边批判研究上、评价上的“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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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已经不知不觉地如此执行了，比如对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探讨。

在生活中，我们问静态问题时，期待的却是动态答案。比如大

人常问的“树上有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作为静态答

案，“九只”肯定不错，不管其他小鸟飞到哪里十减一永远是九，但

大人给出的却是考虑了枪声、树等环境因素的动态答案：“枪一响小

鸟都飞跑了”，所以就会有笑料迸出。有时我们问动态问题时，期待

的却是静态答案，比如苏小妹写的“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

腮边”，可能需要考虑太阳、风等因素的影响，结果只有苏轼“脸长”

的静态答案是预期的。静态研究、动态研究和作品里创造的静态之

景（静景）、动态之景（动景）并不一样。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

是动景，但如果对“闹”的词性、形式、种类、程度等方面进行各

自独立的研究，却是静态研究；“鸟鸣山更幽”是静景，但如果对“鸟

鸣”“山”和环境等元素之间作互动关系研究，却是动态研究。以上

说的是研究方法，不是创作问题。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既包

括静态各个板块的独立研究，也包括各元素的动态关系研究，比如

怎样的个性影响了怎样的意志，怎样的意志采取了怎样的策略，怎

样的策略导致了怎样的行为，怎样的行为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怎样

的结果影响了怎样的读者、市场乃至社会，之后又怎样反作用于译

者的“求真”“务实”努力及其相应的身份变化和角色变化等。

1.12	 基础理论概念和译者行为原则

关于理论概念的解释，因各理论的视角不同，使用范围不尽一

致。如果我们在译者行为理论的系统内解释，不必生硬套用其他理

论中的术语进行对等转换。比如，如果认为“直译”（直接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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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全部的“求真”，可能就有偏颇，因为“意译”也是向原文意

义“求真”的一种做法（曲线求真），只是“意译”兼有提高可读性、

迎合读者的一面，所以更多带有译者“务实”的行为倾向与相应的

效果（只能直译且有证据显示译者“务实”的行为倾向与相应效果

的除外）。而“异化”和“归化”都属于“务实”，因为不管是拉近

和原文的距离还是拉近和读者的距离，也不管是为了输出文化还是

方便交际，甚至也不管是为了“洋气”还是“土气”，最终都要体

现于市场。至于哪种做法能够提高市场份额，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

约，比如时代、人群、价格、译者和出版机构的社会知名度、宣传

渠道等。而当把“直译”和“意译”作比较时又可以说直译为“求

真”，而意译为“务实”。因为前者是在努力靠近原文的形式，后者

是在努力讨好读者。

“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针对不同的范畴。“翻译行为”针

对翻译范畴，涉及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译者行为”针对译者范畴，

涉及“身份”等对于翻译过程的干预和翻译活动的影响。在社会视

域看问题时，译者范畴进一步扩展为以译者为代表的所有意志体的

范畴，诸多意志体和翻译过程中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共同

影响着翻译活动。

译者行为批评中“务实高于求真”“务实为用”“务实为上”的

基本原则是把翻译看成社会活动。此时，忠实于原文的意义只是翻

译的基本条件，而实现翻译活动的功能才是最高目标，只有与目

标一致，才是最大的务实。例如，把“战国时期”翻译为 Warring 

States period，忠实于原文，意义完全正确，但其功能却没有得到很

好的实现。这是因为，当翻译作为社会活动进入异域社会时，异域

读者并无该时期的时间概念，此时，需要添加括号标出该时期的起

止时间，才算实现了翻译的功能，达到了译者和翻译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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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也是常规的“增词不增意”的翻版表述，但传统上的“增

词不增意”仍然是技巧层面的讨论和文本中心的思想，是“忠实”

的另外一种表述。真正把翻译作为社会活动看待时，为了实现译文

的功能和译者预期的目标，作为社会人的译者，将会把各种能达成

目标的方法如零翻译、厚翻译（本书也作厚译）、删减、叛逆、创造

等运用得游刃有余。

1.13	 学科包容关系

译者行为理论（译者行为批评）指导译者行为研究，而译者行

为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基础研究，既直接服务于“译者行为批评”

所指向的“译者研究”“行为研究”和“批评研究”，也间接服务于

相关的“翻译社会学”“翻译应用研究”等研究领域。译者行为研

究可以看作这些研究的一部分，比如王亚、文军（2023）就将“译

者行为研究”包含在“译者研究”中。周领顺的《译者行为研究及

其理论建设》（2023a）一文重点指向服务于“翻译社会学”的建设，

源于译者行为研究整体上是在社会背景下看问题的，所以最初指向

联系比较紧密且在构想中的“翻译社会学”是理所应当的。但“翻

译社会学”只是译者行为研究服务的目标，至于“翻译社会学”的

理论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并不会影响译者行为研究自身

独立的系统理论建设。但涉及的这些相关研究领域均缺乏自身清晰

的边界和概念系统，暂不具备自己独立的个性特征，整体尚处于构

想和建设之中。所以，一旦“译者行为批评”直接指向的“译者研

究”“行为研究”和“批评研究”领域的理论建设逐步做强、做大，

最终是否会建设成包容性更强的上位学科研究领域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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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执行者，其行为无处不在，而“人是多元的、

矛盾的、非学科性的、边缘模糊的”（乔·莫兰 2023），也注定它拥

有无穷的研究内容。

1.14	 	理论和研究的表述问题

张威（2023：67）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称为“译者行为批

评观念”，这可能不够妥当，因为“观念”只可能是体系化“理论”

的“前理论”。该文引言部分间接陈述的许钧和穆雷所说的“翻译研

究成熟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产出有广泛影响力的翻译理论、观

念、标准和程序，进而形成体系完整、创作规范、评价客观的研究

范式，不仅催生本土化的翻译流派或学派，也利于翻译思想的国际

传播”即为明证。称作“观”的翻译理论在文章中提及的还有“易

经翻译观”“翻译文化史观”和“建构主义翻译观”。按照《现代汉

语词典》（第 7 版）的解释，“观”是“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观

念”是“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有时指表象）”，均

不表示成系统的理论。或者通俗地讲，“观”是明确的主张，“观念”

是潜在的意识，均不表示成系统的理论。但是否有可能作者指的就

是碎片化的观念呢？非也，因为作者确实把这些被称为“观”或“观

念”的理论名目归于“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梳理”的部分，至于

为什么把“译者行为批评”称为“观念”而不是如“易经翻译观”

单独使用一个“观”字，文章未作更多解释。文章出现“观念”的

地方还有在陈述潘文国“文章翻译学”时所使用的“倡导文章翻译

学观念”（张威 20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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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所谓的理论——如‘翻译行为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和‘译者主体性’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等——皆不是理论，它们只是理论

概念（或者说仅停留在概念本身），不具备理论应有的体系化特征，

自然就没有逻辑约束力，所以与之相关的研究往往呈现为基于事实

的、‘自下而上’的充实性研究的路径。‘理论’（理论体系、理论框

架）和‘理论概念’‘理论观念’‘理论观点’‘理论认识’等有着根

本的不同。”（周领顺 2023f：13）如果笔者所言不虚，张威（2023：

69）所说的“当前中国学者的翻译理论探索都处于国内阐发和应用

阶段，真正为国际翻译学界了解的理论观念并不多见”之说，便是

弄混了碎片化“理论观念”和体系化“理论”之间的差异，比如国

际翻译学界并非不了解作为“理论观念”的“信达雅”。另外，文章

提到 “译者行为批评”并未明显地“吸收现代跨学科理念”，这一点

也可以再议。

1.15	 研究的守正和创新

译者行为批评发起了研究范式的革新。我们常说要“守正创新”，

但翻译研究上的“守正”是以原文为本的翻译研究。离开原文，就

失去了翻译之本，不仅使翻译实践无所依，也使翻译批评实践无所

从。“守正”守的就是原文这个核心，这是底线，以原文为本的翻

译研究，也称为翻译本体研究。但以原文为本的翻译研究只是一种

研究范式，虽然守住了底线，却忽略了翻译活动包括翻译过程和作

为翻译行为执行者的译者等一切因素所导致的复杂性，比如环境性

因素和主观性因素对于整个翻译活动的影响，在开展翻译批评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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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继续依照原文作正误判断，既显得任意，也不够全面和客观。此

时，我们需要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创新”是改变思维方式，

特别在“文化转向”之后，人们的视野已逐渐从翻译内部转向了外

部，这种思维方式创新的好处就在于看问题更全面、客观、科学了，

其直接功用体现在翻译批评上，最终落实到翻译研究范式的创新上。

对于研究而言，研究范式的创新才是根本的创新，才是研究质性进

步的推进力。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的译者行为研究，与其他理论视域的译者行

为研究并不冲突，多元视域更有利于学术进步，这也是本研究的初

衷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围绕译者行为的核心目标作多理论间的

共性抽绎（比如各理论的“译者中心”）研究，打破理论壁垒，也必

将成为未来译者行为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1.16	 翻译理论中国学派的发展问题

译者行为批评属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一部分。第一，中国本

土翻译理论需要发展和创新，这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的需要，也源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际需求。译者行为理论针

对现实需求的再体系化构建，将作为中国文化内涵的一部分走向国

际。第二，译者行为批评坚持“以人为本”的理论构建和研究，将

有效打破理论之间的壁垒，抽绎出以译者为中心、真正为理论再体

系化构建和文化译出目标所用的理论核心。第三，该理论与时俱进，

针对新的现象和问题不断开展体系化建设，不会一劳永逸，滞后于

事实。第四，该理论符合去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翻译研究新趋势。

翻译理论中国学派或泛称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主要由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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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构成：

1） 滋养源（中国本土文化）指向。以滋养源论，中国独特的本

土文化是理论构建的营养，只要是基于独特中华文化所构建

的翻译理论，即使提出者是国外学者，也仍然具备中国特

色，毕竟研究主体是中国学者，所以仍可大约归入中国本土

翻译理论，但严格地讲，根在中华却发生于中国本土之外，

实为“中华翻译理论”。

2） 提出者（中国本土学者）指向。以提出者论，中国本土学者

提出的翻译理论无疑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如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但滋养源未必是中国本土文化，要解决的问题也未

必是专门面对中国独特文化现象的。

3） 问题域（中国本土文化现象）指向。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不管

是指向滋养源还是指向提出者，只是侧面的不同，但共同指

向问题域，而回应现实关切是最大的问题域。因此，在中华

文化“走出去”和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新时代，需要在

解决民族文化翻译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构建为目标所用的理论体系，而对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进行

革新，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译者行为批评诞生于十几年前。当时我国并没有创建本土翻译

理论的意识，更没有形成热潮，而在改革开放后，在大量引进西方

翻译理论而又证明西方有关理论解释乏力后，这种意识开始觉醒。

译者行为批评并非为理论而理论，是在对新的研究（解释）路径挖

掘和研究范式的创新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包括译者行为批评在

内的翻译理论反映了研究上的中国特色，也有助于推动打造翻译理

论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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