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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翻译工作发展至今，学者们将翻译作为独立学科来建设，已经成为必然( 冯全功)。同时，围绕

翻译中的具体现象( 王国文) 和特殊文体的翻译技巧开展工作( 朱姝) ，依然具有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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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方法论的系统构建对学科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作为新生学科，翻译学的方法论体系建设还比较薄弱，急

需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本文在借鉴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把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分为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

方法两大范畴，每个范畴分别管辖 7 种具体方法，前者如系统方法、评价方法等，后者如观测方法、实验方法等。笔者也

通过例证，即具体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实际或潜在应用，对各个方法进行粗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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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stemic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ical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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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ic 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ical methodology is far from mature，which needs to be resolved urgently． By referring to methods in other disci-
plines，this paper divides translatological methodology into two categories，namely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empirical re-
search methods，and each category governs seven specific methods． The former includes system method，evaluation method，etc．
and the latter includes observation method and experimentation method，etc． Each of them is roughly analyzed by some specific
examples，that is，the actual or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each metho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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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实践历史悠久，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

科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1972 年，霍姆斯( J． S．
Holmes) 发表了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
tion Studies，文章勾勒出翻译研究的结构与范围，

被普遍视为学科成立的宣言( Gentzler 2004: 93 ) 。
霍氏在该文中指出，翻译研究是一门经验学科

( empirical discipline) ，旨在如实描述在我们经验

世界中出现的翻译现象和建立普遍原则以解释和

预测翻译现象( Holmes 2007: 71) 。虽然霍氏很少

涉及具体的翻译研究方法，但文中的很多观点具

有方法论的性质，如对翻译研究的学科性质及主

要目标的定位，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方向，尤其是以

实证方法为基础的描述翻译学。霍氏在文末还指

出两个维度，即翻译研究的历史维度和方法论维

度，其中后者涉及什么样的方法和模式最适合运

用于翻译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 ( 同上: 79 ) 。可

见，霍氏的方法论意识是很强的，对后人从不同的

学科、以不同的方法探索翻译研究中的各种现象

和问题很有启发。但与蓬勃发展的翻译研究总体

相比，对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探讨还相对滞

后，对翻译在当今社会作为职业和产业的关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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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充分，而翻译职业和产业的出现对翻译学的

研究对象、学科定位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影响是

不容小觑的。

2 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方法论是哲学研究的 4 大主题之一( 另外 3

个分别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 ，也是具体学

科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重

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方法论体系建设是翻译学学科建设和

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学科知识的发展源于研究

问题，问题的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的

方法是否合理。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科学，是一

门元理论性科学，可分为元方法论、哲学方法论、
系统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 4 个层次( 杨

自俭 2002b: 2) 。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建设应融合

上述各个层次，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以理论方

法和实证方法为两大范畴，每个范畴管辖数种具

体的研究方法 ( 如理论研究中的怀疑方法、系统

方法，实证研究中的实验方法、统计方法等) 。翻

译学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是学科建设的 5 大支柱

之一( 杨自俭 2002a: 9) ，也是整个学科基础理论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方法论的系统研究会

从多个方面推动译学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国内外对翻译学方法论的系统研究还比

较匮乏，特别是具体方法的跨学科移植与应用。在

翻译研究领域，真正的方法论专( 编) 著并不多见，

目前有: J． Williams 和 A． Chesterman 的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Ｒ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04) 、黄忠廉的《翻译方法论》( 主要为翻

译实践方法论) ( 2009) 、穆雷主编的《翻译研究方

法概论》( 2011) 、姜秋霞的《翻译学方法论研究导

引》( 2012) 等。另外，杨自俭、姜秋霞、苗菊等撰

写的关于翻译研究方法的论文在国内也很有影

响。但这些专( 编) 著、论文的数量与质量还跟不

上翻译研究发展的强劲势头，这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一些横断学科方法，如系

统论、信息论、协同论等，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应用

潜力也远未充分挖掘，特别是系统科学方法论。
虽然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理解方法、评价方法等已

有了广泛的应用，但观测方法、统计方法、过程方

法、预测方法等的应用则比较有限。翻译学研究

对象的复杂性和学科性质的综合性决定其研究方

法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但翻译学方法论的多层次

研究和互补性研究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这

须要做一些尝试性研究，初步理出翻译学方法论

的体系构架，然后再根据新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来

丰富和完善翻译学的方法论体系。
第三，翻译学研究对象的变化要求研究方法

也要与时俱进。目前翻译研究的职业转向已蔚然

成风，势不可挡，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扩展到

翻译产业、翻译职业、译员培训、语言服务行业、职
业翻译能力等领域，呈现出产学研一体化的趋势。
一旦翻译研究的对象扩展到翻译产业，而不再局

限于个体译者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势必会发生相

应的变化。翻译产业领域更注重对象的社会性

( 群体性) ，而非单个主体( 如译者) 的人文性( 主

体性) 。这就要求应多用观测方法、定量方法、统
计方法等实证方法对群体 ( 如翻译公司、翻译团

队) 和产业进行综合研究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

性和科学性。以往的翻译研究通常采用理解方

法、评价方法等对文本或主体进行研究，由于个人

理解的相对不确定性，研究结果通常具有很强的

主观性和相对性。当然，这正是人文科学不同于

自然科学的地方，也是其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

( 皆为人) 难以分隔的必然结果。翻译研究的对

象发生了变化，研究方法也必须根据实际问题做

出相应的调整，综合应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

各种方法，以实现主观性与客观性、个体性与群体

性、理解性与描写性、伦理性与中立性、微观性与

宏观性的和谐统一。

3 翻译学方法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本文主要根据方法本身的基本属性( 概念支

撑或数据支撑) 对翻译学方法论体系进行初步探

索，把其分为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两大

范畴，每个范畴分别管辖一系列具体研究方法。
理论研究旨在界定、理清概念，解释或重释观念，

把概念植入更大的系统之内，引入新的概念、隐

喻、框架; 实证研究旨在从对数据的观测和实验中

寻找新的数据和信息，寻找支持或推翻假设的证

据或产生新假设的证据 ( Williams ＆ Chesterman
2004: 58) 。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相反，在众多学

科中犹如太极图中的阴阳两极一样互补互通，此

消彼长，翻译研究中尤为如此。翻译学中的理论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怀疑方法、定性方法、系统方

法、信息方法、评价方法、理解方法、预测方法; 实

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观测方法、定量方法、统计

方法、黑箱方法、个案研究、过程方法、实验方法。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根据方法，主

要是概念支撑还是数据支撑，是主观性主导还是

客观性主导来划分的，并且一些具体的方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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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相似或重叠之处。下面我们对具体的研

究方法进行简单介绍，并对其在翻译研究中的事

实性或潜在性应用进行例证分析。我们尽量选取

与翻译服务行业相关的研究对象，以凸显翻译学

研究对象的社会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3． 1 理论研究方法

3． 11 怀疑方法

真正的科学研究发端于问题，问题产生于人

们对已有理论或结论的质疑。怀疑方法并不是怀

疑至上、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而是

“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对客观事物的真实

性或具体认识、实践的科学性、合理性所做的反

思、批评、评价和规范”( 欧 阳 康 张 明 仓 2001:

152) 。怀疑方法是通过反思、批判和超越建构，

通过质疑、探疑、解疑和析疑运作的( 同上: 165 －
172) 。波普尔 ( K． Popper) 曾说“科学的态度就

是批判的态度”( 陈其荣 曹志平 2004: 32 ) ，怀疑

方法便涉及很强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在译学

研究中，怀疑方法可广泛运用，如对翻译本质( 何

为翻译) 的怀疑。以往研究中，翻译的本质或被

界定为语言符号转换行为、或跨文化交际行为、或
信息加工行为、或理解本身、或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等。这些界定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从某一 ( 学科)

的角度而言是合理的，但单一的视角能否反映出

翻译的真正本质呢? 这也值得怀疑。那么又如何

对之进行超越呢? 显然，回答这样的问题现象学

的“悬置”( 本质) 是不可取的，只有通过全方位、
多角度、分层次地对翻译的本质进行跨学科界定

才能对之有更深刻的识解。再如，对翻译能力的

研究，A． Pym( 2003) 通过对 4 种翻译能力认识模

式的批判( 如语言能力的总和、多种成分的综合

等) ，提出了自己的最简方案说，即翻译能力指针

对相关的原语文本产生出多个可行的译语文本，

并自信而迅速地从中选择一种译语文本的能力。
皮姆对翻译能力的重新界定便体现出很强的怀疑

精神和批判态度，也是对怀疑方法的具体运用。
3． 12 定性方法

定性研究主要包括对各种现象的属性认定、
类别归并和价值判断等基本方面( 欧阳康 张明仓

2001: 206) 。特点有: 参与者是专家; 受宽泛问题

驱动; 没有系统的研究步骤，不重视重复性; 研究

主题形成前不重视概念界定; 分析主要以普通模

式或趋势进行等 ( Wolfer 2007: 485 ) 。定性研究

一般是依据典型或少量的个案得出结论，结论不

一定具有普遍性。例证法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

究，在文学翻译研究中运用得炉火纯青，如《红楼

梦》翻译研究中绝大部分采取的就是例证法，并

且常与比较法 ( 不同的译本之间) 一起运用。但

例证过程中为了证明某种观点经常会出现各取所

需、不顾其余的倾向，这须要引起学界的重视。哲

学思辨研究，如从关系本体论视角探讨翻译研究

中 3 大间性( 主体间性、文本间性与文化间性) 及

其相互关系( 冯全功 2012) ，也属于定性研究。另

外，国内译界出现的几次大争论，如科学与艺术之

争、理论与实践之争、归化与异化之争、特色与共

性之争等也都属于定性研究的范围。值得说明的

是，定性方法比较宽泛，怀疑方法、理解方法、评价

方法、观测方法等亦可归为定性研究，只是侧重点

或范畴大小有所不同而已。
3． 13 系统方法

系统方法是系统论的精髓，指按照客观事物本

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形式中加以考察，从

而揭示出系统的性质和规律，实现最佳地处理问题

( 欧阳光明等 2006: 41 － 42) 。运用系统方法要遵

循 6 个基本原则，即整体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层次

性原则、结构性原则、环境关联原则和功能原则( 常

绍舜 2004: 51 － 61) 。系统方法的动态性原则、自
组织原则和最优化原则也同样重要。在译学领域，

从系统论观点研究翻译现象最典型、最有影响的莫

过于 I． 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论，尤其是他对翻

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辩证论

述。随后 Theo Hermans 把自己的一本专著直接命

名为《系统中的翻译》( Translation in Systems) ，论

述了翻译作为社会系统的合理性( Hermans 2004:

135 －150) 。刘宓庆根据系统论把翻译学学科构架

分为内部系统( 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信息工程)

和外部系统( 哲学思维系统、语言符号系统、社会文

化系统) ( 刘宓庆 1999: 17 －21) 。吕俊从系统论观

点研究风格，把风格系统分为主观风格和客观风格

两大范畴，两者又都分别涵盖几种相互制约的构成

要素( 吕俊 1992) ，颇有说服力。还可以把翻译产

业、翻译教育和翻译科研分别视为 3 个开放的大系

统，通过系统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输和交换打

通它们之间的壁垒，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翻译研究

和翻译教育模式。每个大系统可以细分，如翻译教

育系统可分为师资队伍系统、课程设置系统、教学

方法系统、教材编写系统、教学评估系统。不管以

何种系统为研究对象，都要把它放在更大的系统内

考察，遵循系统方法的主要原则，尤其是整体性原

则，以获得最优化的解决方案和研究效果。
3． 14 信息方法

信息方法是在信息论和信息科学的基础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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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出的研究方法，指“用信息的观点来考察系统

的行为结构和功能，通过对信息的获取、传递、储
存、加工过程的分析，达到对某个复杂系统运动过

程的规律性认识”( 王晖 2009: 170) 。建立信息模

型是运用信息方法的关键环节，传播学是信息科

学的分支，翻译的传播学模式便是信息方法的典

型应用。传播模式一般从信源( 如作者与译者) 、
信息( 原文与译文) 、噪音( 自然或心理噪音) 、信

道( 笔译或口译) 、信宿( 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 、
反馈( 如读者反应) 等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探讨翻

译的本质、过程和效用。
3． 15 评价方法

评价指对价值的反思、批判、提升和规范，以

建立一个合理的价值体系，与价值哲学紧密相关。
评价主要有批判、选择、预测和导向 4 大功能，评

价理论是整个翻译批评学的基本理论，对翻译批

评具有总体性指导作用( 吕俊 侯向群 2009: 20 －
22) 。译学研究问题都可成为翻译批评的对象，

如文本( 原文与译文) 、主体( 译者、研究者、赞助

者等) 、文化( 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 、翻译理论与

思想、翻译职业与产业等。不管以何为评价对象，

都要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尽量提高批

评的信度。对译文 ( 尤其是文学翻译) 的评价需

要一定的标准或视角，如信达雅、功能对等、修辞

美学、女性主义、神话 － 原型等。在翻译产业领

域，很多翻译公司( 如传神) 都有自己的质量检测

流程与工具 ( 软件) ，并把翻译质量指标化分解

( 如低级错误、术语差错率、语义差错率、语句通

顺度等) ，大大提高了对翻译评价的客观性。另

外，也可从论辩修辞的角度评价翻译质量问题，如

M． Williams( 2004) 、冯全功( 2012) 等。
3． 16 理解方法

社会科学中的理解是指对社会客体具有的本

质、规律的一种深层把握和对其价值、意义的自觉

领悟( 欧阳康 张明仓 2001: 346) 。解释是理解的

通道，根据不同的侧重点理解方法可以分为 3 种:

注重情景因素的整体性方法、注重直觉体验的直

观性方法和注重时间因素的历史性方法 ( 同上:

364 － 372) ，在翻译研究领域，3 种理解方法皆可

广泛运用。以历史性理解为例，研究严复的翻译，

不管是用他提出的“信达雅”标准，还是用今人制

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译作，都不能割断当时“国

将不国”的历史，毕竟当时他从事翻译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启蒙国民，救亡图存 ( 他启蒙的对象主

要是封建士大夫，目标读者的审美需求在很大程

度上也可解释他采用“尔雅”文言的译法) 。再

如，职业翻译能力 ( 包括历时翻译能力和共时翻

译能力，前者是基础性组成部分，后者是区别性组

成部分) ( 冯全功 张慧玉 2011 ) 的提出也是以历

史性理解为基础，因为翻译能力是一个开放性的

动态概念，随社会翻译环境的发展而发展。在当

今的科技信息时代，翻译服务已经实现了职业化

和产业化，这对翻译和翻译研究( 包括翻译能力)

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17 预测方法

预测指人们根据一定的理论或事实对研究对

象的发展图景和可能状态做出的有根据的推知和

判断( 欧阳康 张明仓 2001: 394) 。在翻译研究中，

要善于观察社会翻译环境中的“浪潮前锋”，解析

译学历史进程中的新兴因素，从而对译学的发展趋

势做出科学的预测。如 A． Chesterman 从模因论视

角提出了翻译研究中的 8 大模因( 如词语、修辞、交
际、认知等) 之后，预测另外两个模因，即实验研究

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伦理研究，将会变得越

来越强( Chesterman 1997: 46 － 48) 。如今看来，这

是一个正确的预测。再如，目前译学研究中已出现

了第三次大转向———职业转向，据此可预测: 翻译

学的研究对象将逐渐侧重翻译技术、翻译职业、翻
译流程、质量评估、译者培训、翻译公司、翻译产业、
语言服务行业等，而不再仅仅专注于传统的文本、
主体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与翻译教育模式将呈现

出产学研一体化的趋势。另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

的不断提升，翻译作为对外传播和提升文化软实力

的有效途径，将会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这些都

是宏观预测，有待事实验证。
3． 2 实证研究方法

3． 21 观测方法

观测方法指观测主体借助一定的观测中介以

经验实证的方式把握观测客体的一种自觉的活动

( 欧阳康 张明仓 2001: 184) 。人类学中的田野调

查也是一种观测方法，观测主体在一定的理论假

设指导下，运用某种方式收集资料，然后对其进行

整理、分析，从而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如苗菊、
王少爽( 2010 ) 通过观测调查翻译公司的招聘信

息探讨翻译产业的职业趋向及其对翻译硕士专业

( MTI) 教育的启示; 王传英( 2012 ) 通过问卷调研

2011 年企业语言服务人才需求等。职业翻译能

力研究也可采用观测方法，假设职业翻译能力中

的历时能力主要由语言知识、文化知识、风格知识

和认知能力构成，共时能力主要由专业领域知识、
职业知识、实用翻译理论知识、翻译工具 ( 软件)

运用能力、信息检索能力、文献编辑能力、基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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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自我评估能力、快速学习能力、团队合作

精神以及生理 － 心理承受能力构成。然后再深入

翻译公司内部对其用人要求、翻译操作模式、翻译

经营管理模式、翻译团队构成及运作、翻译工具技

术、翻译服务流程、翻译规范与质量、译者职业道

德等进行实地调研( 也可是参与性的) ，以便对职

业翻译能力的假设进行验证，特别是共时能力的

具体构成。这种调查研究便是验证性观测方法在

译学领域的具体应用。
3． 22 定量方法

定量方法指从量的方面认识事物的研究方

法，侧重对事物的规模、程度、速度、范围和空间结

构的测量、计算和分析，是精确地认识事物的方法

( 孙小礼 2004: 114) 。定量研究的特点有: 研究者

是专家; 研究受假设和理论驱动; 步骤系统，有利

于重复研究; 数据主要以数字呈现; 分析常涉及统

计测 试 ( Wolfer 2007: 485 ) 。如 A． L． Jakobsen
( 2003) 通过实验( 媒介主要为 Translog) 调查有声

思维( TAPs) 对翻译速度、修改数量与停顿分节

( segmentation) 的影响便是一项典型的定量研究，

其中亦涉及预测方法、比较方法等。对翻译公司

的地域分布、职业译者的数量需求与能力要求、职
位类型、专业领域、所需语种的调查以及翻译质量

评估等也可用定量研究，从而为高校的翻译教学

( 如 MTI 教育) 发挥导向作用。对译学某一领域

的规模与趋势 ( 如语料库翻译学、《红楼梦》翻译

学) 也可采用简单的定量方法，如通过对特定时

间段内相关专著、期刊文章、硕博论文、项目立项

的统计与分析等。
3． 23 统计方法

统计方法指运用统计学原理对研究所得的数

据进行综合处理，以揭示事物内在数量规律的方法

( 欧阳康 张明仓 2001: 234) 。统计方法可分为描述

性统计和推断性统计，是定量研究的重要手段，也

可归为定量方法。翻译研究的语料库途径是统计

方法在译学领域的典型应用，如从词语变化度、词
汇密度、词类频次、虚词代词显化、句子类型、句子

长度等方面探讨翻译共性( 如简化、显化、范化、隐
化等) 的研究。再如，对译者风格、翻译规范以及英

汉语言特征的研究亦可通过语料库统计途径实现。
另外，统计方法亦是机器( 辅助) 翻译的重要原理。
统计方法体现现代科学思维的逻辑本质( 概率性统

计) ，在翻译研究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如刘泽权

( 2010) 的专著《＜ 红楼梦 ＞ 中英文语料库的创建

及应用研究》中的 11 篇应用研究就有 8 篇用了语

料库统计方法( 同时也运用了多译本对比法) ，为

《红楼梦》译学的健康发展吹来了一股新风。
3． 24 黑箱方法

黑箱方法是控制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指在不

打开黑箱( 如大脑) 的情况下，利用外部观测、实

验，通过输入、输出信息及其动态过程研究黑箱的

功能和特性，探索其构造和机理的方法 ( 欧阳康

张明仓 2001: 258) 。研究翻译过程的有声思维亦

可视为一种黑箱方法。有声思维是探索黑匣子

( 大脑) 的重要方法，也是观察译者思维、发现翻

译规律与策略、研究翻译内在过程的重要途径

( 苗菊 2005: 46) 。建立黑箱模型亦可帮助探索一

些译学研究对象，如 D． C． Kiraly ( 1997: 156 ) 基

于心理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模式图，Ｒ． Bell( 2001:

46) 基于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建构的翻译过程

模式图，F． Alves ＆ J． L． Gonalves ( 2007: 43 －
52) 基于关联理论和认知心理学中的联结主义建

构的翻译能力模式图等。其实，人类大脑到底是

如何运作的( 信息加工、联结主义抑或其它) 本身

就是一个黑箱，几乎所有关于大脑运作机制的研

究运用的都是黑箱方法。
3． 25 过程方法

过程方法指从共时层面揭示社会有机体的运

动与变化，从历时层面揭示有机体的进化与发展，

从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交互作用中揭示有机体

的活动与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 ( 欧阳康 张明仓

2001: 293 － 317) 。过程方法本质上是时间和历史

问题，强调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阶段之间的衔

接性。翻译学的诸多对象都可用过程方法加以系

统探索，如某一翻译理论流派的诞生、发展与消亡

过程，某一译文的诞生、接受及产生影响的过程，

翻译思想史的发生与历时演变过程等。在翻译产

业领域，过程方法也大有用武之地。如调研一个

具体的翻译项目就可以采用过程法，从项目信息

的获取到与顾客谈判，到项目翻译过程的实施

( 包括考察任务分析、译前排版、技术把关、项目

派发、具体翻译、项目回收、译后审校和排版以及

团队分工合作方式、项目管理模式等) ，再到项目

的提交以及后期的质量跟踪。对整个翻译项目过

程的调研有利于发现职业译者所需的技能与素

质，掌握现代群体翻译 ( 翻译团队) 的特点与流

程，为翻译教育提供具体的指导。
3． 26 个案方法

个案研究主要指采用定性描述方法，运用多

种数据详细分析一个或几个案例，是一种深入地

调查与论述个体现象或行动的研究( 姜秋霞 杨平

2005: 24) 。翻译学中的个案研究主要用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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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文本( 包括原文与译文的对比研究、把译文

作为一个独立文本的研究等) 、主体 ( 翻译家、翻

译理论家、职业译者等) 和文化 ( 民族文化类型，

如译者的思维模式、语言风格、翻译策略、意识形

态等) 。运用过程方法观测具体翻译项目的整个

流程亦属于个案研究。在翻译产业领域，还可以

对具体的翻译团队、翻译公司、区域产业概况等运

用个案方法进行调研分析。实证性个案研究要注

意个案选择的典型性，所采用的数据建立在系统

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以便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
深刻的描述与分析。

3． 27 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指为了检验某种新的或已有假设、理
论等而进行的具体、明确、可操作、有数据、有算法、
有责任的技术操作行为。实验方法有两个内在的

特质，即变量的相对可控性和高机率的重复性

( Toury 2001: 222) 。实验方法对翻译研究的最大贡

献在于对限制翻译的所有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

系的解释潜力，这些因素可以限制翻译活动，也可

限制这些相互依存关系对翻译过程、翻译产品和翻

译功能产生的效果，并增强它们的预测能力( 同上:

221 －222) 。具体而言，翻译过程研究、翻译能力研

究、翻译效果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等皆可通过具体

的媒介( 如调查问卷、屏幕录像专家、眼球追踪装置

等) 采取实验方法，以期对理论假设或预期效果进

行证实或证伪。若有可能，则尽量采取三角验证或

多元数据验证以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典型的

如西班牙 PACTE 小组对翻译能力及习得过程的系

列实证研究( 如 PACTE group 2003; 2008; 2011) ，方

法和结果都比较令人信服，值得译界借鉴。

4 结束语
方法是理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的

必要条件，随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更新 ( 杨自

俭 2002b: 9) 。方法论的自觉是学术研究和学科

发展的重要动力。翻译学方法论主要指翻译研究

方法论，也包括翻译实践方法论、翻译教学方法论

和翻译批评方法论。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翻译研究

方法论( 有的也可迁移到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等

领域) ，是整个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核心组

成部分。除上述方法之外，还有很多有待深入挖

掘的方法，如演绎法、协同论、突变论、博弈论、形
式逻辑、模糊数学、社会网络理论等。在此，笔者

主要采用粗略的例证分析，即具体方法在翻译研

究中的实际或潜在应用，粗略分析是为了翻译学

方法论的系统构建，这不可避免要“牺牲”掉很多

内容，如具体方法的学理基础、优劣之处、方法之

间的区别与联系、具体方法在译学研究中的应用

历史与潜力等。
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须要广泛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更需根据社

会环境、译学观念以及研究问题的变化调整甚至

“发明”自己的方法，争取实现科学观、社会观和

人文观的和谐共存与协同发展。要做到问题先

行，根据具体的翻译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所以 Pym 建议采取别人的方法之前，要认真思考

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问题的重要性( Pym 认

为这种 思 考 也 是 方 法 本 身 的 内 在 要 义 ) ( Pym
2007: 30) 。黄忠廉提出的翻译研究中的“三个充

分”，即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 ( 黄忠廉

2009: 218 － 232) ，为各种具体方法的运用提供了

总体性指导原则，有利于实现主观性和客观性的

有机统一。总之，翻译学方法论的系统构建是为

了在唯物辩证观的指导下更全面、更科学、更深刻

地研究翻译现象、翻译规律、翻译职业和翻译产

业，从而推动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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