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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翻译生态学与生态翻译学都是翻译学与生态学相互渗透、相互催生的新兴学科。翻译生态学侧重研究翻译

与其周围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和规律，生态翻译学则侧重从生态学视角研究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两者

不仅名称相似、容易混淆，而且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走向等方面既具有相似性，又存在互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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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ecology and eco-translatology are the new developing disciplines permeating and combine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Translation ecolog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mechanism and interaction rule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en-
vironment，eco-translatolog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wholenes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theory noumenon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eir names are similar，extremely confused． There ar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in re-
search objects，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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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前行、社会的进步与翻译的发展密切相关。
上世纪 70 年代，埃文·佐哈尔( Even-Zohar) 就指出，“对

于人类交流的研究……不应把许多因素当成独立个体，

而是应该从一个系统角度进行研究”( Even-Zohar 1979:

287) 。人类每时每刻都处于生态系统中，人类对生物与

环境逻辑关系认识的不断加深，使现代生态学扩展到研

究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人与生态间的互利

共生、协同发展等问题。“在经历了生态与政治、生态与

文化、生态与教育、生态与语言、生态与文学的学科交叉

研究之后，生态与翻译的交叉与嫁接也成为必然。”( 郭兰

英 2011: 45) 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

学，今天的翻译发展已离不开翻译的生态环境，翻译学与

生态学 相 互 渗 透 催 生 两 个 新 兴 学 科———翻 译 生 态 学

( translation ecology) 与生态翻译学( eco-translatology) 。下

面，将分析两种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走向。

1 翻译生态学与生态翻译学
翻译生态学是一个较新的领域。1988 年，皮特·纽

马克( P． Newmark) 在其出版的教材中最早使用“翻译生

态”一词( Newmark 1988: 102) 。1999 年，戴维·卡坦( D．
Katan) 提出翻译生态环境的具体内容: 物理环境、政治环境

和工作环境等。( Katan 1999: 168 －171) 2003 年，迈克·克

洛宁( M． Cronin) 在《翻译与全球化》( Translation and Glo-
balization) 的第五章中首次提出“翻译生态学”概念。他

主张将生态与翻译结合研究，“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进行翻

译实践”( Cronin 2003: 166 ) 。2009 年，许建忠的《翻译生

态学》一书首次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翻译生态学的理论

体系。他认为，翻译生态学是根据“生态学的原理，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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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

翻译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翻译发展的规律，揭示翻译

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概括地说，翻译生态学是研究翻译

与其周围生态环境( 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生理心

理的) 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具体地说，就是将

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及其生态环境

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究，

从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力求对翻译中的

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阐释……翻译生态学从分析各种翻

译生态环境及其因子对翻译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翻译对生

态环境的反作用入手，进一步剖析翻译的生态结构，从而

阐释翻译的宏观生态和微观生态以及结构的生态椎体，

翻译生态的层次分析包括翻译的个体生态、翻译的群体

生态、翻译的生态系统及其耗散结构、翻译的水平结构、
翻译生态的分布模式”等( 许建忠 2009: 3) 。

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于 2001 年 10 月在香港浸会大

学做翻译讲座时首次提出的。同年 12 月，他在国际译联

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

探”，并于 2004 年出版《翻译适应选择论》，“被视为生态

翻译学 初 期 发 展 的 一 项 探 索 性 的 基 础 研 究”( 胡 庚 申

2009: 48) 。2006 年 8 月，他在翻译文化国际会议上宣读

论文“生态翻译学诠释”。在此基础上，2013 年 10 月，他

出版《生态翻译学———构建与诠释》。生态翻译学在翻译

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

译研究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胡庚申将生态翻译学

定位为一种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以生态整体主义为

理念，以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的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

以华夏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 /选择”理论为基石，系

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

系和相互作用，致力于从生态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生态

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他强调译者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以

及在翻译实践中的选择，目的是提供一个系统的以译者

为中心的研究视角( Tang 2011: 364 － 369) 。翻译理论作

为翻译学的一部分，是对翻译实质、原理、过程、方法和标

准等一系列翻译知识的理性认识和高度抽象。生态翻译

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

发，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重新描述和解释翻译的本

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

2 两种理论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翻译生态学

与生态翻译学都是翻译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他们不

仅把翻译、生态环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把翻译与

生态环境联系起来，寻求切入点，进行新的探索与研究。
翻译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 ( 1) 将翻译与生态

环境联系起来，分析其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人类与

环境作为生命系统的一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2 )

全面分析各种生态环境和翻译的相互关系以及生态环境

中各种生态因子对翻译的作用规律。( 3 ) 翻译的生态系

统和生态平衡。“按照层次分析的方法，翻译生态粗分为

宏观翻译生态和微观翻译生态; 细分为翻译的个体生态、
翻译的群体生态和翻译的生态系统。无论是翻译的个体

或群体，都有自己的年龄结构和译级结构，从而形成生态

椎体。在翻译生态的不同层次中，有一系列翻译生态的

原理和规律。尤其是翻译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

关于翻译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知识流，需要重

点加以探索。”( 许建忠 2009: 4 － 5) ( 4) 翻译的分布模式、
翻译的水平结构以及翻译生态的功能等。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则主要包括: ( 1 ) 翻译生态

( 译境) 。翻译生态指翻译主体之间及其与外界环境的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换言之，翻译生态是翻译主体

在其周围环境的生存和工作状态的“整体”。( 2) 文本生

态( 译本) 。文本生态指文本的生态环境与文本的生命状

态。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来说，原语是一个文本生态系

统，译语是另一个文本生态系统。原语的文本生态系统

涉及原语系统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等; 译

语的文本生态系统涉及译语系统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

态和交际生态等。( 3) “翻译群落”生态( 译者) 。“翻译

群落”指“与特定翻译活动的发生、发展、操作、结果、功

能、效果等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与翻译活动相关的‘译

者’的集合体。”“在‘翻译群落’生态系统中，译者有责任

协调各方关系，有责任践行生态理性，有责任保持生态平

衡，有责任维护生态和谐。”( 4) “三生”主题及其相互关

系。所谓“三生”，指翻译生态、译本生命和译者生存，即

以“生”字为线索展开研究和论证阐述，表明“生”是生态

翻译学发展的基石( 胡庚申 2013: 88 － 95) 。

3 两种理论的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凡是适用于一般翻译研究的方

法，对于翻译生态学和生态翻译学都适用。翻译生态学

将翻译放置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中，研究这

3 种生态环境和人的生理、心理环境的各种生态因子与翻

译的相互关系。生态翻译学则是从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

综观审视的整体性研究。研究方法由于人们认识问题的

不同角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等因素处于一个不断相互

影响、相互结合、相互转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目前，翻

译生态学与生态翻译学在研究方法上有相近、相似之处，

也有独特之处。
翻译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 4 种: “整体

论”、“还原论”、“灰色系统理论”和“区域分析法”。( 1 )

整体论: 主张一个系统中各部分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割

裂或分开。对于高度复杂的系统，我们应该以整体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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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论观点考察事物。研究翻译生态的大系统或某个子系

统，须要把握系统的全部基本要素，采用系统分析的理论

和方法。简言之，就是要把握翻译生态学的各种因果关

系结构，从整体上进行综合分析或系统思考。( 2 ) 还原

论: 在翻译生态学的微观研究方面，大多采用还原论的研

究方法。所谓还原，是一种把复杂系统或者现象、过程层

层分解为其组成部分的过程。运用科学技术手段，采用

精确的定量分析与步骤，详细研究翻译系统核心部分，随

着层层还原过程的深入，越来越多地了解翻译生态学的

机制及其深层的本质规律。( 3) 灰色系统理论: 是一种基

于数学理论，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的方

法。在控制论中，常用颜色的深浅形容信息的明确程度。
早在 1956 年威廉·艾什比 ( W． Ashby ) 就提出，“黑箱

( Black Box) 在各门科学中普遍存在”( Ashby 1956: 86 －
90) 。他将内部信息未知的对象称为黑箱，并已经普遍被

人们接受。信息未知的系统称为黑色系统，信息完全明

确的系统称为白色，部分信息不明确、部分信息明确的系

统称为灰色系统。翻译生态学运用灰色系统理论，以“小

样本”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抽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类
比法、观察实验以及聚类分析、排序和矩阵等方法提取有

价值的信息，实现对翻译生态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

正确描述与有效监控。( 4) 区域分析法: 对翻译生态系统

的内部结构主要采用区域分析法进行横向或纵向分析。
所谓区域分析，主要分析区域发展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

背景特征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探讨区域内部各个自

然及人文要素间和区域间相互联系的规律。由于翻译生

态学区域发展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它不仅涉及经济发展，

而且涉及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因此翻译生态学区域发

展的分析也应该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 3 个方面，并

以 3 者综合效益作为区域发展分析中判断是非的标准。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方法则主要包括“学科交叉”、“相

似类比”、“概念移植”和“系统综观”( 胡庚申 2013: 96 －
100) 。( 1) 学科交叉: 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是跨学科研究方

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结合、发展，逐渐形成

一批交叉学科。生态翻译学是生态学与翻译学的跨界研

究，是运用和借鉴生态学的科学原理、生态理念、研究成

果和研究方法等从生态学视角研究翻译，对翻译活动进

行整体性的综观和描述，构建和诠释生态翻译学理论话

语体系。( 2) 相似类比: 客观事物本身及其发展不管存在

多大差异，总能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 反之，事物不论多

么相同，必定存在差异。相似类比正是基于客观事物同

与异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其前提是在相似的环境中有

相似的产物，相同的 ( 足够大) 区域内有相似的资源量。
认识相似现象，探索相似规律，创造性地运用相似类比方

法，对生态翻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 概念移植: 是

将植物移动到其他地点种植或将生命体或生命体的某一

部分通过手术或其他途径迁移或转移到同一个体或另一

个体的特定部位，并使其继续存活的方法，后引申为比喻

引进别处经验、长处、做法等。生态翻译学中生态概念移

植、生态原理移植和生态术语移植等多个层面统称为“概

念移植”，因为这些移植的本质都是一种生态概念的移

植。( 4) 系统综观: 系统综观指整体性的综合观察，从整

体或宏观上观察。生态学是奠基于整体主义的科学，生

态学的整体观是当代生态理论的核心观念，生态翻译学

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了解整体的翻译生态体系，有

助于进一步认识生态翻译学。系统综观强调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的系统性与整体性，采用综合论证和分析例证

相结合的方式，从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文化和交

际等视角审视翻译，认识生态翻译的系统组成、结构和功

能，发展生态翻译系统的整体性、有效性和持续性。

4 两种理论的研究走向

翻译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在新世纪之初应运而

生，发展已逾十年，方兴未艾，相关论文五百余篇，著作数

部，以许建忠 的《翻 译 生 态 学》和 胡 庚 申 的《生 态 翻 译

学———构建与诠释》为代表。许建忠主要是运用生态学

的基本研究模式和内容，探讨翻译的外部生态环境问题，

侧重论述翻译的周边环境及翻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胡

庚申则主要是借鉴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以

译者为中心的翻译本体研究，“从选择与适应的角度高度

地概括了翻译行为的基本准则”( 韩巍 2013: 126 ) 。就目

前的研究进展来看，两项研究不是面对面、完全不同，而

是背对背、相互补充。翻译生态学与生态翻译学未来的

研究走向如何，怎样深化和拓展各自的研究领域仍处于

持续发展与不断探索中。诚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两

个学科或许会逐渐渗透，扩大交叉，日益融合，趋于统一

也未可知。
翻译生态学主要是研究翻译与其周围生态环境相互

作用的机理和规律。从生态学视角审视和研究翻译，剖

析和阐释翻译中的各种现象，进而掌握翻译的发展规律。
翻译生态学研究主要具有以下 4 种走向: ( 1) 翻译生态学

的系统化走向日趋明显，把握翻译生态系统的大系统或

某子系统的基本要素及动态情况，以整体论与系统观进

行全面、系统的思考。( 2 ) 翻译生态学同其他学科 ( 如翻

译生态学与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行

为学、管理学、人类学等) 相互融合与渗透，催生交叉学科

的产生。( 3)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战略，生

态问题是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树立良好的生态意

识，顺应国际化大趋势，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探寻自然、
社会和包括翻译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统

一。( 4) 翻译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密不可

分，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翻译生态学的研究必

701

2015 年 果笑非 论翻译生态学与生态翻译学: 研究对象、方法和走向 第 1 期



将在借鉴世界各国翻译理论与梳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

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不断拓宽国际视野。
生态翻译学则主要是从生态学视角研究翻译生态整

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贯通译学、译论和译本 3 个层面，侧

重研究翻译本体的系统理论，将翻译活动视为一个由“译

境、译本、译者”构成的翻译生态共同体。生态翻译学研

究主要具有以下 4 种走向: ( 1) 中国现代译学的发展走向

是中西合璧，古今贯通。生态翻译学的命题由中国学者

首次提出，有着中国文化的烙印，体现中国式思维方式，

虽然具有浓厚的“中国情结”，但并不排斥西方的学术思

想及翻译理论，追求传统哲学文化思想与现代翻译理念

的结合。( 2) 生态翻译学追求理论与实践、开放性与整合

性相结合。生态翻译学正是得到众多学者的不断关注、
认同、实践与应用，才逐渐扩展到不同的研究领域，取得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生态翻译学虽然有自己的范式，

但这个范式并非固定。它在吸收外来文化和其他翻译理

论的过程中不断整合，发展实践。( 3) 译论研究的历史表

明，翻译理论通常构建在哲学思潮的基础上。在西方生

态哲学影响下，哲学理念出现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

转型，使翻译理论由局部适用向普遍适用转变。语言学、
文化学、外交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等领域的学者已

经开始借鉴和运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和成果等探讨其相

关领域的问题。( 4) 生态翻译学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译

界人士及组织的参与和支持。《生态翻译学学刊》的创刊

和发行、“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获批成立、“国际生

态翻译学研讨会”的连年召开都预示着生态翻译学的可

持续发展与国际化推进。

5 结束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改革不断深入发展，

与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翻译作为桥梁的作

用更加凸显。”( 果笑非 2013: 146 ) 然而正如卡齐鲁 ( B．
Kachru) 的“世界英语同心圈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当今翻

译领域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话语霸权现象( Kachru 1992:

221 － 223) 。在“热闹喧嚣的翻译理论盛会中，中国译界

仿佛得了失语症”，原因是中国缺乏创新的、具有活力的、
能够“走出去”的话语系统( 黄秀敏 2009: 60) 。翻译生态

学与生态翻译学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起的桥

梁。翻译生态学的延展与创新及生态翻译学的产生与发

展都为中国翻译学在国际上的发展赢得了重要的话语

权，有利于搭建中西翻译理论平等对话的舞台。两项研

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走向上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两者都是生态学与翻译学结合的产物，而并非是翻译学

与生态学的简单相加。二者皆借鉴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对

翻译现象进行重新阐释，但侧重点不同: 翻译生态学主要

研究翻译本体与翻译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生态翻译学则

侧重于翻译本体研究。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
翻译生态学与生态翻译学不仅发展了跨学科研究，使人

们可以在更加广阔、更为复杂的生态背景下研究翻译，也

使翻译理论的多视角综合性研究日趋凸现。笔者希望有

更多的国内外学者投入到翻译学与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

中来，为其添砖加瓦，使其健康发展甚至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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