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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是关键。翻译学已脱离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从早

期的经验总结、归纳思辨等走向当今的跨学科研究；而上个世纪 60年代之后，描述性翻译研究又渐渐兴起，

作为实证研究的一种主要类型，它与理论研究方法中的规定性研究几乎完全背离。本文对翻译学中几种主

要类型的研究方法进行概述，再具体对比描述性翻译研究和规定性翻译研究，并对新兴的描述性翻译研究

作出理性分析，以探索未来翻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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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关键部分，要使研究具有价值，必须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点同样适用

于翻译学。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不再是依附语言学的状态，不应全盘采用语言

学的方法和理论模式；应该具备自己的理论支柱,自己的研究对象、自己的内在体系和自己

的研究方法,应强化以科学理性的方法论来指导翻译研究。 

1.翻译研究方法的选择 

要为翻译学选择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要了解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翻译学是一门特殊的

学科，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因此翻译学的研究方法既要有科学性，也不能抹杀

其人文性质。作为整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最主要的区别，除了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之

外，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包含着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价值评价。翻译作为

一种跨文化的语际转换活动，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翻译研究

同时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两重性质，过分强调其中一种而忽视另外一种是有失偏颇的。 

翻译学由于形成初期是和语言学紧密联系的，它的第一重属性是科学性，那么我们应该

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翻译。由于翻译本身是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性质复杂的实践

活动，以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研究也就具有了多样性和复杂性。主要的翻译研究方法类

型有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而每种类型又有不同的具体方法，本文将会对两种类型

中具代表性的方法进行分述、总结，使两种类型方法的特点能够较全面地展现。 

2.理论研究方法 

理论研究方法是指运用一种已有的理论观点或理论体系对翻译现象进行说明和解释的

方法。研究过程以理论假设为前提，以主观思辨为手段，通过理论性的阐释与分析产生或形

成新的理论观点或体系。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解释、说明概念，阐释或重新阐释观念，引进新

的概念或隐喻或理论框架，建立一般性原则，用以解释或预测翻译行为和作品等现象。理论

研究的总体结构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多用逻辑推理或哲学思辨、演绎法进行，最终实现

理论推进。需要注意的是理论研究方法中，一开始就存在一个理论原理，这个原理通过逻辑

思辨的论证或者被否定推翻；或者得到支持或补充，从而丰富发展原有理论，产生新的原理

（杨梅，2009:139）。 

理论研究方法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规定性翻译”理论。20 世纪50年代以前，国内外

的翻译研究从一开始都是遵循经验归纳的模式，即“规定性翻译”模式。它的显著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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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一个规范（norm），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timeless），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

读者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在他们的翻泽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若有违

反，便叱之为不忠实或结构笨重（heavy structure）、误导读者（misleading）等等。”

（林克难，2001：43） 

“规定性翻译”理论从微观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把翻译当作是纯粹的语言艺术。它以源语

为中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原文文本，通过文本对照来探索语言转换的规律，并且根据一定

的价值标准，对译文的优劣作出判断，再以此判断指导翻译实践。如泰特勒的“等效”，奈

达的“动态等值”，严复的“信、达、雅”，许渊冲的“三美”，钱钟书的“化境”等，都

是根据经验或者语言学的原理对翻译制定规范， 用以指导翻译实践。而在此模式指导下的

翻译批评，“几乎全是枝枝叶叶的挑错儿”。（申连云，2004：38） 

理论研究方法中最为简单、初期形式的研究方法是经验总结法。研究者根据自身在翻译

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对翻译技巧进行总结。采用该方法的研究者往往具有深厚的翻译功底，

在研究中举例多且具体而生动，对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员来说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但由于该方

法重体验，故抽象分析不细、不深，缺乏较为严格的理论体系。而第二种早期普遍运用的归

纳思辨法指研究者对翻译实践进行归纳思辨,对翻译的规律、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抽象总

结的研究方法。其特点是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论证及哲学思辨作出概念性的总结,重规

约,轻描述,即注重翻译方法的规范化和翻译标准的制定, 轻视客观描述与解释。另外，语言

学理论研究法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应用也比较常见。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几乎

总是借用语言学的理论进行研究：如语言成分分析理论、句子结构理论、语篇理论以及语言

系统功能理论。 

    跨学科研究法是理论研究方法中比较新颖的一种。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持续时

间并不长，甚至至今也不能说翻译学已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因为翻译学从一开始

就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发展自身。就西方来讲，这种借助不仅表现在语言学，翻译学与哲

学、美学、文学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随着历史文化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学科与学科

之间出现更多相通的领域，其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西方翻译研究更是进一步融合了信息论、

心理学理论、解构主义等多种理论方法。这些理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跨学科研究往

往是多种理论的综合，它为多种理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冲破了语言学理论研究封闭的文本

结构体系，将文本置于社会文化的多元结构中，形成了翻译学互补、互动的系统结构。 

跨学科研究法这种将文本结构置于社会文化的多元结构中的思想，与实证研究类型中的

描述性研究有着相似之处。实证研究方法是对译作、翻译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表

现进行描写、分析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方法不同，实证研究的模式是先提出一个理论假设，

通过对数据的观察和实验获取新的数据和信息，在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下得出理论总结。实证

研究中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现象，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这个大环境中

研究翻译，考察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互动关系。其着重点不在制定规范、作出价值判断，而

在于客观地描述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 

3.描述性翻译研究 

    “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是针对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理论的不足而产生的。由于翻译

所涉及的因素很多，利用传统“规定性”的翻译理论有时并不能合理解释诸多翻译现象。规

定性翻译理论从微观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把翻译当作是纯粹的语言艺术，把对原文的忠实

度作为评判译文的标准；而描述性翻译理论则与之完全相反，它从宏观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

究，以译语或目的语为中心，以翻译的结果为研究对象，但并不指定某一特定的翻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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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跳出原语文本把翻译放到时代中去研究，即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

济、文化中去研究。（Tymoczko，1999:25）它研究翻译中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译

文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和译文的独立价值与功能。

（方梦之，2004：55） 

    描述翻译研究对西方翻译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我国的译学建设也有很

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包容性。 

描述性翻译研究最大的优点在于其包容性。由于描述性翻译研究以客观描述为基础,对

自然环境下、真实生活中产生的翻译现象或过程进行观察与分析,强调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

作干预；因此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翻译现象和翻译理论，在描述性翻译研究中都可以找到存在

的空间。在此，翻译规范和标准上的不同不会给人带来困惑和争论。以传统规定性翻译理论

标准去评判某一翻译现象，得出的结果可能不为人所接受，但如果从描述性理论的角度来衡

量，只要能解释出其存在的理由，该现象在翻译中就是合理的。（周俊博，陈述军，2011:131） 

    （2）描述性翻译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翻译现象 

    描述性翻译研究不再像以前规定性翻译研究那样将视野局限于静态、封闭的文本体系，

而是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目的语的社会文化环境，探索翻译与其所在的文化环境

之间的互动关系。翻译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现象。这样，为了更系统、

全面地研究翻译，就应该采取将其“还原语境”的方法，将其放回其产生的历史、社会、文

化语境中，去研究与这一翻译行为有关的多项因素，进而对各种翻译现象做出解释。（韩子

满，刘芳，2005:98） 

尽管描述翻译研究有着种种优点,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不可否认,就其现状来看,这

种新的研究范式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是我们在提倡描述翻译研究时不能忽略的。总体而

言,描述翻译研究的缺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片面强调研究者的客观中立,过于避免价值判断。描述翻译研究主张研究者应该保

持客观、中立,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既然描述翻译研究的提倡者们坚信,翻译是多种因素共

同制约的过程与产物,译者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力量的操纵,无法超然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

化环境之外；那么参与翻译研究的研究者就不可能抱着超然的态度完全客观地描述翻译行为

而不附个人主观因素。翻译学本身同时具有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就决定了翻译研究中价值判断

的不可避免性。 

二是脱离翻译实践,过度提倡将不利于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描述翻译研究虽然扩大了

翻译研究的视野,但同时也逐渐偏离了翻译活动本身,甚至混淆了翻译与其他文化活动的界

线,长远来看必然会对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形成障碍。跨学科研究方法值得提倡，但部

分学者关注翻译作品或翻译活动的文化意义,对原/ 译文转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则不太在意,

他们所从事的翻译研究渐渐偏离翻译研究的主课题，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在他们的研究中实际

上被边缘化了。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虽然不能像规定性翻译那样限定静态的文本框架，严格

按照词句对应程度来衡量，但其质量确是有优劣高下之分的。过度关注于相关文化因素的讨

论,不对译文质量作应有的评判,极有可能引起误导,使注意力转向文化层面而不是翻译本身,

从而导致整体翻译质量的下滑。 

4.结语 

我们既要充分了解描述性翻译研究给翻译学带来的贡献，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局限性可

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该范式的特点及中国译学发展的状况来看，描述性翻译研究有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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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优点，的确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译界重点努力的方向，但研究者们不能盲从和一

味接受。再者，虽然描述翻译研究是一定程度上对规范翻译研究的背离和反叛, 我们在客观

承认描述翻译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巨大贡献的时候,也应该承认在规范翻译研究引导下,翻译

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如林克难所指出的,描述翻译研究和规范翻译研究并不矛盾,“两

者应该结合起来, 这样的翻译研究才能揭示翻译的全部。”(林克难, 200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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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method is the key element in translation study. Translation study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rather than being attached to linguistic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ranslation 
also changes from summary of experience and induction to inter-discipline research. Since 1960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y gradually rises. As a main type of empirical study, it almost comes totally 
against another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prescriptive study. This essay makes a conclusion on 
some main research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y, then comparing descriptive method with prescriptive 
method. Through all the above research and rational analysis on descriptive method, this essay aims at 
explor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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