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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史研究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主组成部分，也是译学研究的

一项基本建设。本文在分析总结有关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的基础上，主

要探讨学者们在关于翻译史研究方法在译者中心、翻译史的史学研究、

翻译理论和语境构建这五个主要方面的观点，以此总结翻译史研究方法，

形成对翻译史研究方法的清晰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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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翻译史主要是对翻译思想、翻译理论、翻译作品、翻译家、

翻译运动等对象进行描述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究竟选取哪种研
究方法是关键，这影响翻译史研究过程的顺利进行和研究成果展
现。 

作为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翻译史的研究成为焦
点，受到文学界、史学界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其研究队伍在不断
扩大。虽然目前翻译史研究在不断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
还是与其他已有自身系统理论基础的学科有一定的差距，翻译史
研究的发展之路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加强翻译史方法论的建设尤
为重要。 

2.翻译史研究方法的不同视角 
2.1 译者中心 
在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一书中，皮姆强调译本、译

本的社会语境和语言特征等都不是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译者
才是翻译史研究的真正对象，翻译史以译者生活和工作为中心展
开。 

但目前人们对翻译家的研究却集中在文学翻译名家身上，出
现扎堆现象。据穆雷、邵兵（2014）对近年两岸四地近 700 篇博
士论文的统计，得出的统计结果为林纾、林语堂、许渊冲、鲁迅
的研究非别为 6 篇、5 篇、4 篇、3 篇，出现扎堆现象，并且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趋于一致。基于研究数据，穆雷、邵兵得出
结论，翻译史中关于翻译家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近现代的知名译
家且被用同样的方法重复研究，大多探究译者的翻译风格和身
份，但对名气小的译者较少涉及。 

基于对译者个案研究对象扎堆和研究方法单一的问题，学者
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方梦之，庄智象（2016）认为研究对象
要揽全局全方位，关注对翻译实践家的研究，可以从译者素质、
成长经历、翻译动因和翻译环境等方面对翻译家进行描述。穆雷、
邵兵（2014）认为要对致力于社会科学、自然人文科学的翻译家
进行研究，这将有利于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皮姆在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中也强调要了解译者从事翻译职业的原因
及背景。对译者的研究至关重要，阐述译者在跨文化的时代背景
下所扮演的角色，展现译者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翻译行为及所做
的贡献，将促进社会历史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以及推动翻译
行业的进步。 

2.2 翻译史的史学研究 
翻译史的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涉史学和翻译学两个

学科，所以翻译史研究要具有跨学科的视野，且有必要借鉴史学、
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的方法。 

许钧、朱玉彬（2007）在其论文中具体探讨了翻译史四种研
究方法，即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计量学方法。
蓝红军（2010）在《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四题》提到史识观和翻译
史研究方法论是相互作用、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史学研究方法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心理学、人
类学、计量学、社会学、信息论和控制论等理论和方法都可以为
史学研究所利用。穆雷、欧阳东峰于 2015 年发表一篇论文，专
门探讨史学研究方法对翻译史研究的阐释作用，文中列举了历史
学分析方法中的历史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
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和历
史心理分析方法七个方法在翻译史研究中的应用，之后又展示了

历史学实证方法和叙述方法在翻译史研究中的应用。 
学者们对于用史学研究方法对翻译史进行研究的观点不谋

而合，例如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计量学方法
等研究方法曾在不同学者的论文中被探讨，因此应尤其重视这些
方法的运用。 

2.3 翻译理论 
翻译理论与翻译史相互依存，翻译理论的探讨在翻译史研究

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蓝红军（2010）肯定了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他认为虽然翻译史研究中很少显性地出现翻译理论的阐述，但在
隐形层面上都要以翻译理论为指导，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夏天
（2012）则围绕理论是束缚还是工具展开讨论，他认为在语言本
体研究中理论工具不可或缺，理论工具影响研究的合理性以及科
学性，理论能为翻译史研究提供新话题新角度，因此理论应被当
成一种工具。之后，穆雷、邵兵（2014）在对中国两岸四地翻译
研究博士论文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专门指出翻译史研究在理
论视角存在的三个问题，即对所声称借用理论的来源和本质含混
不清，多种理论视角混乱杂糅，理论视角与语料 / 文本分析“两
张皮”。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史研究相互依
存，但是由于有些研究者对翻译理论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导致在
研究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研究者容易把理论当成束缚自
己研究视野的框架。 

2.4 语境构建 
语境指语言的使用环境，包括一切主客观因素。翻译史研究

的语境构建指在研究翻译史时，要考虑除文本本身之外的一切的
因素，把翻译背后隐藏的信息现象语境化。 

20 世纪 90 年代，翻译界出现“文化转向”这一现象，提倡
研究者从单纯的文本结构中解放出来，从政治、经济、社会、历
史等方面以开放的动态的方式对研究译入语文本、译者、文化语
境等进行研究。夏天（2012）在其论文中提出了构建翻译活动的
语境的三个方法，即副文本与文本选择的语境构建、文本细读与
翻译策略的语境构建和读者考察与译本接受的语境构建。 

在翻译史研究中构建翻译语境说明了翻译史研究的综合性
和整体性，把翻译史研究放入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宏大的
语境中十分必要。 

3.结论 
从注重译者的中心地位到具有史学思维，从翻译史与翻译理

论的互动到语境分析构建，可以从中看出翻译史研究绝非简单的
资料罗列。究者还应具有跨学科意识和史学思维，注重翻译研究
与史学研究相结合，以此来促进翻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
科的发展，还应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为其增添新知识新内容，注
入新活力，给该领域带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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