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大凡一件事袁有人开始做袁就有人开始评遥有文

学创作发生袁于是有文学批评曰有翻译活动发生袁翻
译批评随之而来遥 冶[1]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与翻译实

践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袁 是一种实

证性的知性审美认知活动袁 是批评者根据一定的批

评标准和原则袁 采用相关方法袁 对翻译现象和结果

渊包括译作和译论冤进行分析和评价遥翻译批评对促进

翻译事业发展和跨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遥
批评免不了要作判断袁要作判断就得有个标准遥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袁翻译批评离不开批评标准遥
野标准问题是一切批评的中心问题遥 冶[2]翻译批评标

准问题自然是翻译批评的中心问题遥 所谓翻译批评

标准袁顾名思义袁是批评者在翻译批评活动中所遵循

的准则遥 与翻译标准一样袁翻译批评标准多种多样袁
本文拟从大易的视角探讨野中和冶翻译批评标准遥 所

谓野大易冶袁即指叶周易曳以及推演这部经典的观点和

学说遥本文中的野大易冶主要指叶周易曳袁包括叶易经曳和
叶易传曳遥 叶易经曳 含六十四卦卦符和经文曰叶易传曳由
叶彖传曳渊上尧下冤尧叶象传曳渊上尧下冤尧叶系辞传曳渊上尧下冤尧
叶文言传曳尧叶说卦传曳尧叶序卦传曳尧叶杂卦传曳 等七种十

篇组成遥 有时人们用叶易经曳代指叶周易曳[3]遥

一尧野中和冶翻译批评标准的哲学依据

叶周易曳尚中遥 六十四卦中袁野中冶指一卦的第二尧
五爻的爻位遥第二爻为下卦之野中冶袁第五爻为上卦之

野中冶袁象征事物守持中道袁行为不偏遥 易学的中道思

想袁 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最早的源头之

一袁 就是通过这两个爻位体现出来的遥 在一个卦章

中袁六二爻和九五爻同时出现袁便是野中正冶袁这被认

为是一个非常吉利的征兆袁同人卦和观卦就是如此遥
叶同人窑彖传曳说院野耶同人爷袁柔得位得中应乎乾袁曰同

人遥同人袁曰耶同人于野袁亨袁利涉大川爷袁乾行也遥文明

以健袁 中正而应袁 君子正也遥 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

志遥冶淤叶观窑彖传曳说院野大观在上袁顺而巽袁中正以观天

下遥 冶
当代美国著名易学家成中英根据叶周易曳中野中

正冶尧野当位冶尧野应冶尧野失位冶尧野不当位冶尧野失中冶渊野不
中冶冤尧野敌应冶等结构袁将野中冶的概念扩大袁认为野中冶
就是阴阳与位的适当结构袁 而这种结构会在适当的

关系中发展至其他的结构遥 这意味着野中冶一方面是

一个和谐尧秩序尧融贯尧协调的结构袁一方面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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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更多和谐尧秩序尧融贯尧协调袁或至少是维持及继

续此种融贯尧协调之历程[4]遥
野和冶的概念在叶周易曳中极为深厚遥 叶易传曳中的

叶乾窑彖传曳就说院野乾道变化袁各正性命袁保合太和袁乃
利贞遥 冶天道变化袁万物各自禀受其性袁得天赋之命袁
而太和元气得以保全尧融合袁这样就使得物性和谐袁
各有其利袁万物都能正固持久地成长[5]遥 野和冶是阴阳

二气交互作用的结果袁而阴阳观念是叶周易曳的灵魂袁
泰尧否尧既济尧未济等卦都以对比的方式袁形象地表明

了阴阳相交而达到和谐的思想遥 叶周易曳野和冶的美好

境界袁还诗意般地体现在一些爻辞中袁如叶中孚窑九

二曳展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院野鸣鹤在阴袁其子和之遥 我

有好爵袁吾与尔靡之遥 冶山清水秀袁鹤鸣子应袁一幅和

泰尧和谐的自然图景曰笙歌美酒袁贤主嘉宾袁一片和

睦尧和悦的人伦之情遥
野和冶的思想在诸子中获得认同遥 老子说院野万物

负阴而抱阳袁冲气以为和遥 冶渊叶道德经曳第四十二章冤
荀子说院野天地合而万物生袁阴阳接而变化起冶曰野列星

随旋袁日月递照袁四时代御袁阴阳大化袁风雨博施袁万
物各得其和以生袁各得其养以成冶渊叶荀子窑天论曳冤遥管
子说院野顺天之时袁约地之宜袁忠人之和袁故风雨时袁五
谷实袁草木美多袁六畜蕃息袁国富兵强遥冶渊叶管子窑禁藏

篇曳冤王充主张野天地合气袁万物自生冶袁野阴阳和袁则万

物育冶渊叶论衡窑自然曳冤遥 董仲舒也十分推崇野和冶的思

想袁他认为院野和者袁天地之正也袁阴阳之平也袁其气最

良袁 物之所生也冶曰野天地之道美于和冶曰野天地之美莫

大于和冶渊叶春秋繁露窑循天之道曳冤遥 野和冶是万事万物

发生发展的根源袁是儒家文化中知识分子野修身尧齐
家尧治国尧平天下冶的理想境界遥

野中和冶是野中冶与野和冶的结合遥 野中冶与野和冶的关

系可以说是体用关系或因果关系袁 事物因 野中冶而
野和冶袁野中冶是体袁是野和冶的前提袁野和冶是用袁是野中冶的
结果遥 不同事物相处一起袁 要保持一种均衡稳定状

态袁必须彼此协调一致袁和谐共存遥 野和冶的本身就是

追求一种恰当有序的和谐状态袁任何偏激尧失衡尧失
度尧失序的错误倾向袁都是与和谐不相容的袁而事物

之间的和谐袁 绝不是一时东扯西拉尧 胡乱拼凑在一

起袁而要按各自的客观规律让其自然发展遥野和冶必须

以野中冶为度袁各种因素必须公平尧公正尧合理袁相协互

补袁恰到好处袁这就是野中和冶[6]渊P7冤遥 中和思想贯穿

叶周易曳全书袁书中的卦象尧卦辞尧爻辞尧系辞等都体现

了中和思想遥
野中和冶思想在儒家著作中袁逐步演进袁次第完

成遥孔子讲野中庸冶尧野中行冶袁孟子讲野中道冶袁而荀子第

一次提出野中和冶一词袁他说院野故公平者袁职之衡也袁
中和者袁听之绳也遥冶渊叶荀子窑王制曳冤野衡冶是衡量轻重

的野秤冶袁野绳冶是辨别曲直长短的准绳或标准袁故野衡冶
与野绳冶都是代表公平准则的中和之道袁都是指合理

的评判是非的标准[6]渊P310冤遥
根据以上对野中冶尧野和冶以及野中和冶的分析袁笔者

认为袁翻译批评应以野中和冶为旨归袁野中和冶可作为翻

译批评的标准遥

二尧野中和冶翻译批评标准的特性

野中和冶以适中和协调为内在精神袁形成一种普

遍和谐的关系体系遥 以野中和冶为理论依据而建立的

翻译批评标准就形成一个和谐的翻译批评综合体

系袁呈现多种特性遥 本文着重探讨其整体性尧多元性

和动态性遥

渊一冤整体性

叶周易曳卦爻是一个整体袁八卦尧六十四卦为二级

全息系统遥 八卦由阴尧阳爻三重构成袁六十四卦由八

个单卦推演而成遥后者六个爻位上二爻为天道袁下二

爻为地道袁中二爻为人道袁天尧地尧人三才融为一体遥
六十四卦模式以野六爻冶尧野六位冶关系为基础袁以时尧
位尧中尧比尧应尧乘等为原则和标准袁给人们提供一个

从时间尧空间尧条件尧关系全方位分析问题尧认识事物

的思维方法[7]遥 这种思维方法不仅把整个世界视为

一个有机整体袁 认为构成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

相互联系尧相互制约的袁而且把每个事物又各自视为

一个小的整体袁 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

系尧相互制约的关系外袁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尧
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8]遥 这种思维方法显然体现了

中和思想的整体性遥
翻译批评应该将局部的尧微观的批评与整体的尧

宏观的评价有机结合遥评价一篇译文或译论袁总有所

侧重袁 不可能面面俱到袁 但不管是对翻译的专题评

价袁还是局部的批评袁都不能忽视对整体的把握袁不
能忽视对相关影响因素的考虑遥为此袁杨晓荣提出了

一个野翻译相关因素及制约作用分析模式冶袁为我们

勾画出了一个基于翻译过程的综合性翻译批评模

式袁 并用图示作了说明 [9]渊限于篇幅袁 具体内容从

略冤遥我们可以从杨晓荣的综合性翻译批评模式得到

启示院翻译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袁翻译批评时应对相关

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袁 明确各因素间的联系与制约关

系袁强调翻译批评的整体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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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尧成中英等著的叶中国思维偏向曳说院
中国传统哲学袁不论儒家或道家袁都强调

整体观点遥 整体是一个近代的名词袁在古代称

之为野一体冶或野统体冶遥 所谓整体观点袁就是认

为世界渊天地冤是一个整体袁人和物也都是一个

整体袁整体包含许多部分袁各部分之间有密切

的关系袁因而构成一个整体袁想了解各部分袁必
须了解整体遥 叶易传曳强调野观其会通冶袁即观察

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统一关系遥 [10]渊P120-121冤

野任何事物都不能独成其美袁事物只有在整体中

显现其美遥冶[11]翻译批评也不例外遥在翻译批评中袁我
们不能仅凭感觉行事袁忽视局部的尧具体的翻译转换

活动遥 翻译批评者应从大处着眼尧小处着手袁注意局

部与整体的有机统一遥

渊二冤多元性

叶国语窑郑语曳记载了西周史伯论和同的一段话院
夫和实生物袁同则不继遥 以他平他谓之和袁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曰若以同裨同袁尽乃弃矣遥 故

先王以土与金尧木尧水尧火杂袁以成百物遥 是以和

五味以调口袁刚四支以卫体袁和六律以聪耳袁正
七体以役心袁平八索以成人袁建九纪以立纯德袁
合十数以训百体遥 噎噎周训而能用之袁和乐如

一遥 夫如是袁和之至也遥
从中可以看出袁 只有多种多样不同的事物协调

和合袁才能产生新事物并且具有无限生命力袁从而得

到兴盛和发展遥 这就是事物的多样性统一袁 也就是

说袁事物只有达到多样性并存的中和状态袁才有可能

显现出多彩多姿 [6]渊P10-11冤遥 因此袁我们可以断言院
野和冶是异类相承的结果袁表示相互对立尧相互补充的

多层阴阳关系的和谐统一遥
王夫之认为院野物物有阴阳袁事亦如之遥 冶渊叶张子

正蒙注曳卷一冤正所谓人人一太极袁物物一太极袁事事

一太极袁每一种存在尧每一种过程都是一个阴阳和合

的太极建构遥而每一太极建构自身也是多元尧多层面

的袁其间各组成部分共依并存袁相互联系遥 可谓阴阳

中藏阴阳袁阴阳之外有阴阳遥 叶中庸曳第三十章中说院
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袁道并行而不相悖遥小德川流袁大
德敦化袁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遥 冶野小德川流袁大德敦

化冶袁说明系统的不同部分袁母系统和子系统各自释

放自身的能量袁发挥自身的作用[12]遥
世界是一个系统袁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袁文化是

一个系统袁翻译批评也是一个系统袁他们分别实现自

己的太极建构遥就翻译批评而言袁它不仅仅是单纯的

文字批评袁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遥所谓文化批评是把

研究对象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袁 把研究对象作

为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来理解袁 在文化整体

系统中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功能袁 研究其在文化

系统中的受制性尧独立性和超越性袁研究其与文化其

他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尧渗透与分离尧交融与转

化等[13]遥 野所谓翻译的文化批评就是要求在多元文化

语境下建立多元的批评标准体系袁 突出批评标准的

历史性和社会性袁 注重翻译的文化背景及相关因

素遥 冶[14]渊P24-25冤
王宏印在叶英汉翻译综合教程曳中指出院

野翻译冶这个术语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遥 整个

翻译活动可以按照翻译所涉语言尧 活动方式尧
文体特点和处理方法分为若干类型袁每一类型

又包括若干具体的小类遥 因此袁就整体而言袁翻
译又是一种多元多向多层次的活动系统遥 [15]

既然翻译是一种多元多向多层次的活动系统袁
而翻译批评是对翻译活动及其社会效果的评价袁它
自然是一种多元多向多层次的活动系统遥 翻译离不

开多元文化语境袁而野多元文化语境要求对事物的判

断采取多元价值取向冶袁翻译批评野应当是多层面和

多角度的袁对待译作尧译者得出的概念和结论也不应

当是唯一的冶[14]渊P181冤遥 一条死板的翻译批评标准不

能作为衡量所有译作或译论的尺度遥在翻译批评中袁
不可能有唯一的客观标准遥从解释学角度看袁因语言

具有流变性袁 其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袁 而且翻译的目

的尧材料尧策略等的不同袁具体的翻译批评标准也会

是多元的遥现以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为例略加说明遥
科学翻译是以传递科学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袁 是译

者用译语表达源语科学信息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

活动和语际活动遥因此袁科学翻译批评袁除了忠实尧通
顺外袁应特别强调明晰尧准确袁因为知识的传播和科

学的普及不允许丝毫的含糊和错漏遥这里的明晰尧准
确主要就原文信息而言袁而具体措辞袁只要不歪曲原

文的意思袁可不必细究遥文学翻译是把原文学作品中

包含的一定社会生活的映像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

种语言中遥翻译过程中追求语言的艺术美尧再现原作

的艺术性是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主要任务遥 相对于科

学语言袁文学语言生动得多袁繁杂得多袁可变因素也

多得多遥显然袁用科学翻译的标准来衡量文学翻译是

不够的遥 文学作品的丰富多彩决定了翻译批评标准

的多元性遥例如袁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译文生动

形象尧形神毕肖尧雅俗等同尧简洁精美尧词情并茂 [16]遥
而在翻译实验性尧探索性的文学作品时袁最要讲究的

窑150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16 年 第 33 卷



是忠实[17]遥 同是小说袁科幻小说和一般严肃文学的翻

译标准也有所区别[18]遥 诗歌翻译在文学翻译中最难袁
要求最高袁因其具有独特的音韵尧格律尧语气尧意象尧
意境尧修辞等袁如何外化为译文袁绝不是忠实尧通顺所

能包含的[14]渊P138冤遥王宏印从六个方面提出了一套以

诗歌翻译为模式的文学翻译评判标准袁 可供我们借

鉴院渊1冤 译文体制是否与原文体制相一致而且合适曰
渊2冤 译文是否像原诗一样具有诗味而且有可读性曰
渊3冤 译文是否具有译入语应当具有的文学语言特色曰
渊4冤译文是否体现译入语(或译出语) 的文化特色而且

和谐曰渊5冤 译文在思想内容上是否符合原作的创作倾

向曰渊6冤译文的表现风格是否与原作属于同一类型[19]遥

渊三冤动态性

叶易传曳认为袁天地万物是一个野穷则变袁变则通袁
通则久冶渊叶系辞下传曳冤的发展过程袁而野物不可以终

通冶渊叶序卦传曳冤袁必然再次转化为穷遥 于是就形成了

一个自然法则院物穷必变袁变则通袁通久必穷袁穷而后

再变遥 这一法则说明野中和冶仅是事物发展的一个阶

段或说一种状态袁当然是事物发展最顺畅尧最和谐尧
最美善的阶段或状态遥 这种阶段或状态不会恒定不

变袁和久必变是任何事物尧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自然

规律[20]遥 因此袁叶易传曳提出野与时偕行冶尧野时行冶的观

点遥 例如院
终日乾乾袁与时偕行遥 渊叶乾窑文言传曳冤
损益盈虚袁与时偕行遥 渊叶损窑彖传曳冤
凡益之道袁与时偕行遥 渊叶益窑彖传曳冤
坤道其顺乎浴 承天而时行遥 渊叶坤窑文言传曳冤
其德刚健而文明袁应乎天而时行袁是以元

贞遥 渊叶大有窑彖传曳冤
时止则止袁时行则行袁动静不失其时袁其道

光明遥 渊叶艮窑彖传曳冤
野道者袁与时迁移袁应物变化遥 冶[21]李鼎祚叶周易集

解曳 说院野天道有昼夜日月之变袁 地道有刚柔燥湿之

变袁人道有行止动静吉凶善恶之变遥冶[22]野道有变动遥冶
渊叶系辞下传曳冤道具有野变动不居袁周流六虚袁上下无

常袁刚柔相易冶渊叶系辞下传曳冤的特点袁即道具有运动

变化的特点袁在天地四方流动袁时上时下袁没有定止袁
时刚时柔袁互相转换遥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规则能通古

今的袁也没有一种教化是屡试不爽的曰即使有也一定

会被今后的时代所代替袁绝对没有永远存在的道理遥
所以袁任何标准都不能当成教条袁要根据具体情况灵

活运用袁这就是叶系辞下传曳所说的野不可为典要袁唯
变所适冶遥野中和冶翻译批评标准是一个开放性的而不

是封闭性的系统袁它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动态调整遥世
界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翻译批评标准遥 个中原因非

常复杂袁这里仅谈两点院
1.翻译活动的历史性

时代变迁袁社会发展袁翻译活动不断发生变化袁
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规律就有新的认识遥 不同历史时

期袁如中国当今改革开放时期与清末民初时期袁人们

对翻译的本质以及原文与译文尧 作者与译者之间的

关系等就有不同的认识遥 这些认识的变化要求翻译

批评标准作动态调整袁 翻译批评标准因此会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翻译活动的变化而变化遥 诚如刘宓庆在

叶现代翻译理论曳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院
80 多年来袁我国译坛虽然大体仍以野信达

雅冶为译事楷模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袁野三难冶之
说的内涵迭变袁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

史阶段价值观之不同而演进变化遥 因此袁我们

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流变不定尧莫衷一是的

权宜之议袁也不能将翻译原则尧翻译标准及方法

论等等看成一成不变尧恒定守常的条条框框遥 [23]

刘宓庆的见解符合野中和冶的动态观袁说明了翻

译批评标准具有相对性尧非恒定性的特点遥
2.批评者的主体性

翻译批评是由批评者作出的袁 而批评者具有主

体性遥 这种主体性在于袁自我赋予对象以意义尧自我

解释对象尧自我统一对象尧自我构成对象袁即主体决

定客体袁意识决定对象[24]遥 正如不同的人看叶周易曳袁
会从中看到不同的东西院算卦者从中看到卜筮袁哲学

家从中看到哲理袁史学家从中看到历史袁科学家从中

看到科技袁政治家从中看到治世袁军事家从中看到用

兵噎噎
批评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群体袁 有着历时和共

时的差异遥从历时的角度看袁每个批评者总是处于不

断变化的世界中袁时刻经历着变化遥批评者的期待视

野尧审美经验尧思想观念等是历史形成的袁并随时代

的变化而变化遥 也就是说袁社会在发展袁人类的知识

在不断丰富袁批评者的认知环境尧审美能力尧接受心

理尧 价值取向等也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差异遥 因

此袁 对同一译作或译论的评判就会出现历时性的差

异遥 从共时的角度看袁同一时代的批评者袁由于生活

环境尧教育背景尧审美情趣尧文化立场等的差异袁也存

在使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评判同一

译作或译论的情况遥客观上袁同一时代不同的批评者

总是从自己的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译

作或译论的遥我们平常所说的野见仁见智冶袁在翻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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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讲的就是对同一个问题袁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

场或角度有不同的看法遥
进入 21 世纪后袁翻译需求甚殷袁翻译作为一种

产业进入专业化时代袁翻译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袁
社会对翻译的需求也朝着多元化发展遥所以袁翻译批

评也应与时俱进袁 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客观地评

价现实社会中多样化的翻译活动[25]遥

三尧翻译批评野致中和冶的方法

野中和冶标准为翻译批评要达到的目标树了一个

杆遥 怎样野致中和冶袁翻译批评方法尤为重要遥 翻译批

评方法袁野就是翻译批评者认识尧 理解和沟通对翻译

活动看法的各种途径尧媒介尧方式的总和冶[26]渊P168冤遥
翻译批评方法多种多样袁不胜枚举遥笔者拟从野三多冶
要要要多层次尧多视角和多途径进行讨论遥

渊一冤多层次

叶系辞上传曳开篇道院野天尊地卑袁乾坤定矣遥卑高

以陈袁贵贱位矣遥 冶天地并非处同一位置袁有高低之

分曰事物并非属同一层次袁有贵贱之分遥 叶周易曳六十

四卦每卦由初尧二尧三尧四尧五尧上六爻构成袁初尧二爻

代表地袁三尧四爻代表人袁五尧上爻代表天袁地尧人尧天
一体袁但所处不同位置袁分属三大层次遥 野方以类聚袁
物以群分遥冶渊叶系辞上传曳冤天下各种意识观念以门类

相聚合袁各种动植物以群体相区分遥万事万物各有所

归袁处于不同位置袁属于不同层次遥
由上述易理推及翻译批评方法袁 翻译批评方法

无疑有层次性遥 所以袁 翻译批评不能局限于同一层

次袁而应在多层次上进行遥 杨晓荣在叶对翻译评论的

评论曳中提出野表层批评冶渊技巧性批评冤和野深层批评冶
渊理论性批评冤概念袁并对这两种批评袁特别是深层批

评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袁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27]遥 温

秀颖等将翻译批评方法分为哲学层次尧 逻辑学层次

和具体学科层次进行阐述袁 这对翻译批评者有一定

借鉴作用[28]遥 吕俊尧侯向群在叶翻译批评引论曳中说的

下面一段话很有见地院
翻译批评学摆脱了翻译批评那种以特定

文本或现象为评价对象的具体层面袁就可以把

原来无法进行比较的翻译活动放在一起比较

了遥 如原来我们无法把叶共产党宣言曳的翻译同

一本文学名著的翻译放在一起进行评论袁甚至

认为这不但是不可能的袁而且是荒唐的遥 但是

如果把两者均放在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大

目标下来看袁 它们的社会价值就显而易见了袁
一个是改造社会并带来人类社会翻天覆地变

化的强大思想武器袁而另一个给人们带来的仅

是满足审美需要的愉悦感遥 若从审美需要的满

足上来看袁前者又无法同后者相比遥 但是在评

价活动中袁在不同类型的价值的选择上是有一

定的等级序列的袁在这里袁重大的社会进步价

值当然远高于审美价值遥 [29]

渊二冤多视角

站在不同的位置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同一事物袁
结果可能不一样袁甚至有很大差异遥这就像不同的观

察者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一座建筑物一样袁 他们观看

的虽是同一座建筑物袁 但看到的却是这座建筑物不

同侧面所展示的面貌遥 翻译批评者从不同的角度看

同一译作或译论袁可能有不同的印象和感受袁从而作

出不同的评价遥从价值判断而言袁批评者可以从真理

价值尧知识价值尧道德价值尧审美价值尧功利价值等不

同方面切入遥 这里以林纾的翻译实践活动为例作简

要说明遥 林纾早期的翻译活动以道德价值为主要价

值取向袁如翻译叶黑奴吁天录曳袁主要是揭露西方殖民

者对黑奴的虐待与欺压袁 让国人通过了解黑奴的悲

惨命运而间接了解华人在美的境况袁 呼唤民族觉醒

与自强袁让国人在哀黑种将亡的同时哀黄种之将亡袁
因为他的目的主要在宣教启蒙遥 而林纾的后期翻译

活动以审美价值为主要价值取向袁 所以他后期翻译

的作品多为文字华美的艺术性强的文学作品袁如叶吟
边燕语曳等作品袁这是因为他认为野政教两事与文章

无属遥 政教既美袁宜泽以文章曰文章徒美袁无益于政

教遥 冶[30]所以袁对林纾翻译活动的价值评价袁视角不

同袁结论就会不一样遥

渊三冤多途径

叶系辞下传曳 说院野天下同归而殊途袁 一致而百

虑遥 冶人们可以从不同的道路走到同一个归宿遥 翻译

批评可采取多途径进行遥 许钧在 叶文学翻译批评研

究曳 中将通常使用的翻译批评方法归纳为六类院渊1冤
逻辑验证的方法曰渊2冤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曰渊3冤语义

分析的方法曰渊4冤抽样分析的方法曰渊5冤不同翻译版本

的比较曰渊6冤佳译欣赏的方法[31]遥 王宏印在叶文学翻译

批判论稿曳 中列举并阐释了十项翻译批评的基本方

法院渊1冤细读法曰渊2冤取样法曰渊3冤比较法曰渊4冤逻辑法曰
渊5冤量化法曰渊6冤阐释法曰渊7冤互文法曰渊8冤历史法曰渊9冤
模型法曰渊10冤评价法[10]渊P93-105冤遥 温秀颖在叶翻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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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要要要从理论到实践曳 中较详细地讨论了翻译批评

方法袁将其分为四大类院渊1冤文本途径的批评方法袁包
括传统批评方法尧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尧新批评方法尧
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尧解构主义批评方法尧女性主义批

评方法尧语言学批评方法曰渊2冤译者途径的批评方法袁
包括道德批评方法尧目的论批评方法曰渊3冤读者途径

的批评方法袁主要是接受批评方法曰渊4冤综合的批评

方法袁包括心理学批评方法尧科学批评方法尧社会历

史批评方法尧文化学批评方法[26]渊P182-207冤遥 具体的

翻译批评中袁究竟使用何种方法袁无一定成规袁均视

特定对象尧适应范围等具体情况而定袁批评者应当坚

持客观尧公允尧合理和科学的标准袁择其宜者而用之遥
翻译批评方法多种多样袁可谓琳琅满目遥所以我

们所说的野三多冶中的野三冶可理解为野多冶袁我们还可

以说野多维度冶尧野多侧面冶尧野多学科冶等遥 翻译批评方

法在总体上呈现开放性系统的特性袁 不能只从一个

方向尧一个平面尧一条直线上去研究遥 我们可以从不

同层次尧不同视角尧不同侧面等进行相关研究遥 但无

论方法怎样袁翻译批评应不断朝着野中和冶这一目标

努力遥

翻译实践尧翻译理论研究尧翻译学科建设尧翻译

人才培养等都需要翻译批评袁 所以季羡林呼吁院野翻
译事业要发展袁要健康地发展袁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

明发展的作用袁 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遥 现在批评很

少袁担负不起应有的职责来遥 这方面袁必须大力加强

才行遥 翻译的批评十分重要噎噎所以袁我呼吁袁现在

要加强翻译批评袁发挥批评应有的作用遥 冶[33]然而袁翻
译批评不是盲目进行的袁得有正确的标准遥本文提出

的野中和冶翻译批评标准袁以易理为理论依据袁呈整体

性尧多元性尧动态性等特性袁能通过多种方法实现袁具
有较大的哲理性和现实意义袁 相信会对翻译事业有

所裨益遥

注院
淤 本文所引叶周易曳原文出自黄寿祺尧张善文叶周易译注曳渊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7 版冤袁文内注只标注所属经尧传袁其它

信息不一一注明遥 所引其他古籍原文的文内注一般也只

标注书名和篇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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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野Mean and Harmony冶 Criterion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Yi
CHEN Dong-c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The , teeming with philosophical wisdom, is the founta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me of its principles can be applied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the relevant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the ,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野mean and harmony冶 criterion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expound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diversity and dynamicness, and proposes various
methods to fulfill the criterion. The paper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studies of the criterion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Yi.

Key words: mean and harmony; criterion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Great Yi;

Contex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野Internet Plus冶 Idea
WANG Lin-sheng

(Cultural Institute of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野Internet Plus冶 is a new concept that ushers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t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Internet-oriented network orde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culture, 野Industrial
Internet冶 put forward by the US and German 野Industry 4.0冶 both focus on technology reform, and relate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Internet. 野Internet Plus冶 concept advocated in
China focuses on cultivating and strengthening new forms of economy. Its practice is set in a complicated context
with three overlapping periods: the 野seizing high points period冶 brought by a new 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form, the 野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period冶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s, and the 野growth and
prosperity period冶 of emerging Internet industry. The differ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 indicates the
野Internet Plus冶 concept and its practice both have extensiv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Theoretically, 野Internet
Plus冶 re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ent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shows Internet has become a basic productive force for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ctically, 野Internet Plus冶
represents significant changes in life style, production method and public service at a new stage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野Internet Plus冶; context; practice;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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