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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介 Hatim 与 Munday 的新作《翻译——高级资源全书》1 
 

张美芳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澳门大学） 

 

1. 引言 

本文作者在“英国译学界的名人”一文 2 中介绍 B.Hatim 和 J.Munday 两人时曾这样说，

他们“合着的《翻译——高级资源全书》（Transl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已脱稿，

此书将由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我们期待着早日拜读此两位著名学者联手合着的新作”。
此书在 2004 年底已问世了，本人收到出版商寄来惠赠书一册，因此有机会先读为快，也将

其纳入本人的教学参考书目之中。 

《翻译：高级资源全书》是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的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之一。该丛

书旨在为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读者提供学习与研究的资源，主编是应用语言学界

的著名学者 Christopher Candlin 和 Ronald Carter。 

该系列丛书的设计非常有特色，每套书都分为 A、B、C 三大部分，每部分有十个或十

多个单元。各单元的主题横跨 A、B、C 三个部分，循序渐进，相互呼应。A 部分是各个主

题的导言，介绍主要术语与概念，引导读者通过实践掌握初步的分析方法；B 部分承接 A
部分的主题，引介在此领域中有影响的文章，并设有问题引导学生结合文章中的观点作进一

步的讨论；C 部分对专题继续深入探讨，设有思考题，提供更详尽的参考资料，启发读者对

该专题作深入的讨论与反思，从而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 

由此可见，该丛书的设计者是希望通过 A、B、C 三个相互关联的篇章，循序渐进、由

浅入深地提供不同主题的研究资源，让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中获益。 

2. 《翻译：高级资源全书》概述 

2.1 作者简介 

《翻译：高级资源全书》的两位作者都是翻译学界的著名学者。Basil Hatim 因《语篇

与译者》5 与《译者即交际者》6两书而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随后，他相继出版了《跨

文化交际》7 和《翻译教学与研究》8 两本同样很有影响力的书籍，前者是专着，后者可说

是现在出版的《翻译——高级资源全书》的前期作品。 

Hatim 于 1981 年在英国 Exeter 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语篇语言学”。他在

Heriot-Watt 大学期间（1980-1999），曾任翻译硕士课程（英语/阿拉伯语）主任，教授翻译

理论、语篇分析、语义学、语用学等课程。1999 年他留职停薪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

大学任教，现为阿联酋美国大学英语系教授，是本科与研究生英语/阿拉伯语课程的负责人；

但他仍然为 Heriot-Watt 大学指导着近十个博士研究生，据说，按协议他的研究成果（专着、

论文）仍然全部记在 Heriot-Watt 大学的成果本上。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修辞学、语篇语言

学、翻译研究。 

Jeremy Munday 因其著作《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实践》3 的问世而得到译学界的广

泛关注，世界各地很多大学的翻译研究生课程都把该书列为必读书目。著名翻译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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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Chesterman 在《译者》2002 年第一期发表评论文章（2002），高度评价这一新作，

认为该书再次证明，翻译研究已逐渐奠定其跨学科的地位。此书也可以说是《翻译——高级

资源全书》的前期作品。 

  Munday 于 1983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主修现代语言（西班牙语和法语）。

大学毕业后十年，曾在西班牙和布鲁塞尔等地任教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同时做兼职翻译，

取得实践经验后于 1992 年重返校园，次年在利物浦大学获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1997 年

在英国布拉福（Bradford）大学取得翻译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自 2000 年开始在萨里

（Surrey） 大学工作，在该大学的翻译研究中心任教翻译研究生课程，同时任西班牙系主

任，这一职务使很多人误以为他是西班牙人，或认为他至少是在西班牙长大。其实，Munday 
是地道的英国人，说一口标准的英国英语。不过，人们的估计也没有完全错，因为他的妻子

是西班牙人，按中国的传统说法，他应该算是半个西班牙人了。 

Munday 是一个跨学科的具多方面才能的研究型学者，其主要研究范围包括：翻译理

论、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语言学、文学研究。其博士论文《翻译系统：机助系统分析 Garciá 
Márquez 译文》（1997），就是他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语料语言学对文学翻译作进行

研究的综合体现。近年来，他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语言

学相关的论文，例如“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主位问题研究”（1998），“利用功能语言学研究翻译”
（2000），“寻求翻译对等：基于语料库的研究”(2000) “翻译中的系统：描写翻译研究的一个

系统模式”（2002）等。 

2.2 本书概要 

《翻译：高级资源全书》，顾名思义，这是一本关于翻译研究的系统全面的参考书，其

目标读者是硕士研究生和高年级的本科生、翻译工作者、翻译教师。 

全书按系列丛书的体例，分为 A、B、C 三大部分，每部分设十四个单元。这十四个单

元是：（1）翻译与翻译研究；（2）翻译策略；（3）翻译单位；（4）翻译转换；（5）翻译的

语义分析；(6) 动态对等与信息接受者; (7) 语用意义及其翻译; (8) 翻译及其关联因素; (9) 
文本类型及其翻译; (10) 语域分析与翻译; (11) 文本、语篇体裁、话语与翻译; (12) 权力与

翻译; (13) 意识形态与翻译; (14) 信息技术与翻译。单元的论题横跨三大部分，例如：A1、
B1、C1 的题目都是“翻译与翻译研究”；A2、B2、C2 的题目都是“翻译策略”。每个单元后

面提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目，书后还附有相关的词汇表。词汇表基本上囊括了翻译研究的

主要术语。作者对所列词汇还做了非常周到的处理，即，凡收在词汇表的术语，在书中出现

时以黑体的形式出现，以方便读者辨认查阅。 

从该书的内容安排可看到，作者力图从基本理论到专门论题、由远至近地涉及翻译学领

域的所有热门话题。整体说来，该书从语言学及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

审视。审视的对象包括语义、对等、功能语言学、语料及认知语言学、语篇分析、性别研究

及后殖民主义等。本书以英语为基础语言，所涉的其它语种包括法、德、俄、西班牙和阿拉

伯语；材料的来源除传统的文学与宗教文献外，还来源于广告和互联网等大众使用中的语料。

理论参考资料全部选自翻译研究领域中有影响的学者的文章。 

3. 评论：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提供研究资源 

 我们常见的翻译教科书的开篇章通常是先做翻译定义，例如张培基等编的《英汉翻译教

程》4 的开篇句是，“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

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翻译——高级资源全书》也不例外，第一单元就是关于翻译的定

义及有关翻译研究的概念。不同的是，该书不是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而是用横跨三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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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引经据典地提供给读者全面的参考资料。单元 A1“翻译的定义”一节首先提供了

三幅视觉材料，材料源于作者家附近小餐馆内表示“欢迎”的海报，上面是三面不同国家的国

旗：意大利国旗下面写着 “Benvenuti!”；英国国旗下面写着 “Welcome!”；美国国旗下面写

着 “Hi!”。如何定义这种词义不对等但功能对等的翻译现象呢？作者借助了《牛津简明英语

词典》和《翻译研究词典》9 中的定义，还提供了 R. Jakobson 提出的语内翻译、语际翻

译、符际翻译三种定义 10 给读者参考。 

那么，什么是翻译研究呢？作者除了介绍 R. Jakobson 提出的“对等”、“不可译”等概念

外，着重介绍了 Holm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11 一文中的见解，尤其是详细地介绍了 Holmes
关于描写翻译的两大目标：（1）描写客观的翻译现象；（2）建立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原

则和参数体系。 

此外，作者还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发展路程及其研究途径，例如从哲学、语言学、文学

研究、文化研究、语言工程学等各种途径研究翻译。不同途径的翻译研究又包括了多个方面，

例如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包括：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语料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篇语言学/语篇分析；文学途径翻译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包括：

诗学、修辞学、文学批评、叙事学、批评性语篇分析、比较文学；文化途径翻译研究所涉及

的范围包括：电影研究、语言与权力、意识形态、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历史、后殖民主

义等。 

承接单元 A1 所介绍的“翻译”的基本概念， 单元 B1 提供了两篇相关的阅读材料：（1）
R. Jakobson 于 1959 年发表的“论翻译的语言学观”；（2）J. Holmes 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
阅读材料后面还设计了学习任务，例如，在“论翻译的语言学观”后面，任务之一是：请看

Jakobson 在文中所举的例子并将其译成你熟悉的语言。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后面的

任务之一是：Holmes 在文中描述了他认为的翻译研究的“最终目标” 是建立“全面的、兼容

性的翻译理论”，你认为这样的理论如能建立的话，应解释及预测哪些翻译现象呢？单元 C1 
承接单元 B1 阅读材料中的概念和理论设计了一系列的任务 (tasks) 及研究课题 (project)，
供教师与学生选择。总的说来，《翻译——高级资源全书》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而详尽

的学习与研究的资源，读者可以从 A 部分到 C 部分详细阅读此书，也可选择性地阅读，从

中取其所需。 

4. 结语 

 《翻译——高级资源全书》虽然纳入 Routledge 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出版，然而，该书

所涉及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应用语言学的范畴。翻译发展到今天，已成了一项兼具文学性和

商业性的活动。翻译研究在过去二十多年已迅速地发展成为一门交叉性的、发展前途光明的

综合性学科，其相关的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学、现代语言学、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

因此，无论是以语言学途径、现代语言学途径，还是以文化研究途径研究翻译的读者都可以

从《翻译——高级资源全书》中获得相关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源与思考得提示。不过，该书用

来分析研究的对象没有汉语文本，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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