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翻译学界 袁 一般认为 袁 自霍姆斯 渊James
Holmes冤1972 年丹麦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

学会议上发表著名文章叶翻译研究的名与实曳开始袁
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1]遥 自那时至今已有四十

余载遥 国内袁如从改革开放算起袁众多译界学人如谭

载喜等大力倡导建立翻译学至今袁也已三十多年遥 如

王大智所言袁 人们已基本接受翻译学 野两个转向冶与
野三个阶段冶的划分[2]袁即野语言学转向冶与野文化转向冶袁
野语文学研究阶段冶尧野现代语言学阶段冶与野文化学阶

段冶遥 但其它如翻译研究的 野社会学转向冶尧野国际转

向冶尧野技术转向冶尧野伦理转向冶等则众说纷纭袁意见不

一遥 作为一项古老的人类实践活动袁任何翻译必然影

响有关各方的利害得失袁即伦理问题遥如此重要问题袁
国内外的既有成果却各执一词袁既有认为翻译研究正

在发生伦理转向的袁如戈达尔渊Barbara Godard冤[3]尧许
宏[4]和王大智[2]渊P19冤袁也有认为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

野尚未正式开始冶的袁如斯内尔-霍恩比渊Mary Snell-
Hornby冤[5]渊P77冤袁还有学者认为袁翻译研究的伦理途

径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仍是一笔糊涂账袁 如英格

莱莉渊Moira Inghilleri冤[6]遥那么情况到底如何袁翻译学

历经四十余载的发展袁 是否存在伦理转向钥 如果存

在袁什么时候发生了伦理转向钥真的转向抑或只是转

向的萌动钥如果转向未成袁是否需要推动翻译研究的

伦理转向钥在翻译研究中又当如何定位钥本文将从翻

译学发展背景之下讨论并回答这些问题遥

一尧翻译学的发展

翻译活动与持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交往尧 思想

文化传播等密切相关遥 伴随翻译实践的是对翻译的

思考遥 如果称作研究袁迄今为止袁中西方的翻译研究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7]渊P2冤遥 除了文艺作品的翻译袁
早期中西大规模的翻译活动都与宗教典籍有关遥 后

来翻译内容逐步涵盖人类所有具备传播与共享价值

的成果袁如科学尧哲学尧技术等遥但西方翻译研究真正

进入理论层面可以说是从 1953 年开始[7]渊P8冤遥 据翻

译学创立者之一的霍姆斯袁1953 年以前袁 西方没有

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袁 之前所有对翻译的探讨都

停留在野怎么译冶的个人经验层面 [8]遥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袁 西方一批学者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的各种

理论讨论翻译问题袁如乔姆斯基渊Noam Chomsky冤的
转换生成理论尧弗斯渊John Firth冤的语境功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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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袁从比较语言学尧社会语言学尧语义学尧符号学等角

度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与方法遥 其中著名的

包括雅克 布逊 渊Roman Jakobson冤尧 尤 金窑奈达

渊Eugene Nida冤等遥 1959 年雅克布逊发表叶论翻译的

语言学问题曳袁从符号学角度理解翻译袁并提出了著

名的翻译三分法院 语内翻译 渊intralingual transla-
tion冤尧语际翻译渊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冤和符际翻译

渊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冤遥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袁卡
特福德渊John Catford冤尧奈达等人进一步从语音尧语
法尧 语义等值等问题入手深入讨论翻译行为本身的

问题袁即重点关注微观的翻译过程遥这些系统的语言

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就是前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

向遥 这一转向也发生在 20 世纪人文社科的其它领

域遥 而语言学系统研究之前的翻译研究主要是语文

学或文艺学的途径袁关注的是个人经验层面的野怎么

译冶问题袁如关于野直译冶还是野意译冶的讨论袁野可译冶
还是野不可译冶的争论等遥

霍姆斯 1972 年文章标志着翻译研究作为一门

独立学科的正式成立遥此后的 70尧80 年代袁一批比较

文学出身的学者不再关注翻译文本本身袁 而开始关

注翻译发生的环境及译者的主体作用袁 把翻译视作

动态体系袁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讨论翻译的结果尧功能

等遥 霍姆斯之外袁埃文-佐哈尔渊Itamar Even-Zohar冤
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尧勒菲弗尔渊Andr佴 Lefevere冤的翻

译改写论尧弗米尔渊Hans Vermeer冤的翻译目的论尧图
里渊Gideon Toury冤的描述翻译学都在这段时期登场

亮相遥上述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图里在其 1980 年

论文集叶翻译理论探索曳及其 1995 年改进版叶描述翻

译学及其他曳 中提出的描述翻译学 渊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简称 DTS冤遥 图里在 DTS 中给翻

译下了最宽泛的定义 野译入语文化中的事实冶[9]袁不
规定如何翻译袁只描写已有翻译袁描写一定时空范围

内袁如某个民族或国家历史上出现的翻译作品袁试图

找出翻译发生背后的规律遥 其核心词是野翻译规范冶
渊norms冤遥 DTS 及野规范冶概念对其后的翻译研究袁包
括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以及现在国内研究成果丰

硕的语料库翻译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遥 而后西方

译学界又引入了野模因冶渊memes冤概念[10]遥 野规范冶与
野模因冶概念实质上直接引向了野关键的伦理问题冶[5]

渊P164冤遥 而这些新的研究路径与前述的语言学微观

研究途径已大相径庭遥
在此进程中袁1990 年袁巴斯奈特渊Susan Bassnett冤

和勒菲弗尔主编论文集 叶翻译 尧 历史与文化 曳
渊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冤出版遥 他们在共同

撰写的引言中宣称翻译研究正经历着该文集中斯内

尔-霍恩比所倡导的耶文化转向爷[11]遥即翻译单位或翻

译的研究单位不应是词句甚至篇章袁而应是文化遥这
批主要来自以色列尧荷兰尧比利时的学者研究发现袁
除了原文袁 译入语文化语境与历史时期对翻译的产

生尧接受尧流通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遥 这就是前文提

及的两大转向之二的翻译研究中的野文化转向冶遥 这

一转向历时久远影响巨大遥 伴随着文化转向之后的

西方翻译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近乎达到高潮袁成
果甚为丰富遥 后殖民途径阐明翻译在帝国殖民与文

化侵略中的帮凶作用等曰以及反过来袁翻译也同样可

以起到抗殖尧解殖的作用等遥 简言之袁后殖民翻译途

径揭示和强调了翻译中所涉及的语言文化权力地位

的不平等及其影响遥 女性主义途径的翻译研究则发

掘女性译者的历史作用尧 翻译对女性弱势地位的强

化作用尧 以及女性主义翻译家试图打破翻译中所涉

的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袁主张尊重女性差异等遥后现代

主义尤其以德里达渊Jacques Derrida冤为代表的解构

主义对翻译研究的介入引发了翻译研究的解构主义

阶段遥解构主义视角侧重原文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尧流
动性以及读者/译者的阐释空间袁这为译者自主性的

彰显提供了理论基础袁 但同时也引发了对译者可以

野为所欲为冶的担心遥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

与文化尧翻译与社会尧翻译与政治及权力的关系得到

了详实的探讨遥
当历史进入 21 世纪袁翻译学在理论上除了叙事

学被引入翻译而增加了对翻译现象新的认识维度以

外[12]袁更多的是社会学视角研究的增加[13]遥 尤其是随

着口译研究袁如社区口译尧法庭口译的迅猛发展袁翻
译与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探究袁 翻译与时代

冲突或战争的关系等都进入了西方翻译学者的研究

视野遥 翻译伦理问题变得更加突出遥
以上所述因篇幅限制只是简略勾勒了翻译学在

西方的发展历程袁 国内翻译研究经过这么多年的追

赶袁在很多方面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遥 而这其中袁中
西翻译研究中的翻译伦理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钥 是

否发生了所谓的伦理转向钥朱志瑜在其 2009 年文章

中曾归纳翻译研究的历程袁 即翻译研究经历着从规

定到描写袁再到伦理的过程袁试图说清楚他眼中的翻

译伦理[14]遥 从翻译学的整个发展历程看袁描写翻译学

对翻译学学科的真正建立功不可没遥 朱志瑜对描写

翻译研究的任务说得很清楚院野发现翻译的规律袁包
括翻译过程尧产品尧影响尧效果等等遥 冶[14]语料库翻译

学主要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遥 但他同时指出袁野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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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描写是不够的遥 翻译理论必须面对伦理问题冶[14]袁
因为野失去价值意识很危险袁描写研究不谈价值袁或
没有能力谈价值袁不等于价值问题不存在遥 冶[14]也就

是说袁 翻译伦理问题不论谈不谈都是客观存在遥 那

么袁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翻译研究中是否出现了伦理

转向遥

二尧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

翻译伦理研究与翻译研究或翻译学的发展轨迹

有直接联系遥 首次明确提出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是

加拿大著名女性主义翻译家和理论家芭芭拉窑戈达

尔遥 她认为翻译研究从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

渊Antoine Berman冤1984 年正式提出野翻译伦理冶概念

开始袁在发生着缓慢的伦理转向遥戈达尔提出此说的

时间是 2001 年 遥 而同年 袁 澳洲翻译学者皮姆

渊Anthony Pym冤在国际著名翻译学刊叶译者曳特刊野回
归翻译伦理冶的引文中开宗明义高调宣布袁翻译研究

已回归到对伦理问题的讨论遥皮姆观察袁西方译学因

20 世纪 80尧90 年代描述译学的兴起袁 强调科学精

神尧 价值无涉袁 因此伦理成了不受欢迎的词渊野an
unhappy word冶冤[15]遥近年国内亦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

经历着伦理转向袁即前述许宏和王大智等袁在其专著

中专节讨论遥许宏认为翻译研究存在伦理转向袁并总

结了三个方面的动因院 人文社科领域出现了伦理转

向尧翻译研究本身的发展尧全球化时代规范翻译活动

的需要等[4]渊P69-90冤遥 王大智把其专著第一章即命名

为野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冶[2]渊P19-57冤遥她分三节讨论遥
第一节主要讨论贝尔曼野尊重他异性冶的翻译伦理思

想袁 并认为贝氏所发起的是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萌

动遥 第二节袁讨论作为野翻译政治的翻译伦理冶袁包含

美国当代译学领军人物劳伦斯窑韦努蒂渊Lawrence
Venuti冤所倡导的所谓野存异冶伦理和野因地制宜冶伦
理尧加拿大女性主义译者所代表的野彰显女性差异冶
的翻译伦理和以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

渊Gayatri Spivak冤为代表的野保留第三世界语言文化

差异冶的翻译伦理渊引号原文作者加冤遥这一节可以概

括为野尊重差异冶的翻译伦理袁与贝尔曼虽有不同但

有明显的承续关系遥第三节袁王大智讨论功能主义的

翻译伦理袁首先是德国功能学派野功能冶加野忠诚冶的
翻译伦理袁以诺德渊Christiane Nord冤为代表袁然后是

皮姆的所谓野译者伦理冶淤遥两位学者的讨论能证明翻

译研究真的出现了伦理转向吗钥 对翻译中的伦理问

题进行研究袁是回归袁还是转向钥 何谓翻译研究的伦

理转向钥 真的发生了吗钥
这就需从贝尔曼讲起遥 1984 年袁法国当代著名

文学翻译家尧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窑贝尔曼在巴黎国

际哲学院发表讲座袁首次正式提出野翻译伦理冶概念袁
针对西方翻译传统中盛行的野我族中心主义冶翻译实

践展开批判袁提出要尊重野异文化中的他异性冶的理

念渊其著作 1992 年译为英文出版冤[16]渊P4冤遥 但如前述

皮姆所言袁当时描述译学和改写理论大热袁研究重点

是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翻译成果袁 译界学人都不认

为伦理问题是翻译研究的核心或关键遥 这样袁 可以

说袁翻译伦理研究自贝尔曼开始的是转向的萌动袁并
非真正意义上的转向遥上文王大智的判断正确遥十年

后袁即 1994 年袁皮姆受贝尔曼启发但不满贝尔曼翻

译伦理排斥靠翻译生存的职业译者袁 在同样地方发

表演讲袁提出针对大量职业译者的野译者伦理冶袁强调

翻译是为了交换和翻译的社会经济性袁 认为贝尔曼

的伦理思想过于偏狭与抽象遥皮姆文稿 1997 年以法

文发表袁影响不彰遥 多年后由人翻成英语袁皮姆本人

修改补充于 2012 年再版[17]遥 其立场有变袁主要是因

为技术革新后的翻译情势促使皮姆加进了所有可能

做翻译的人袁而非像十多年前仅限职业译者袁即他的

伦理模式已不再以所谓的职业译者为对象袁 而是任

何可能从事称作翻译的活动的人遥但其核心观点袁即
译者处在跨文化空间尧 翻译是为了长期的跨文化合

作则未变遥 但译者的所谓跨文化性和他几乎把所有

翻译都视作交换也是他的主要问题所在遥
切斯特曼渊Andrew Chesterman冤1997 年预言野翻

译研究的下一阶段将以伦理主题为特征冶[10]渊P48冤遥韦
努蒂 1998 年出版其引发争议的专著 叶翻译的窘境院
翻译差异伦理探索曳袁阐发他的翻译野差异伦理冶[18]遥
韦努蒂的问题已遭译学界的大力批判袁 核心问题是

他所谓的野差异冶并非异语和异文化之异袁而是他所

强调的由译者努力袁经过野异化翻译策略冶的使用袁而
对译入语文化所造成的差异袁 即改变或改造译入语

文化及其中的各种建制袁使之变异袁而非他在作品引

言里所宣扬的伦理立场院野带着对语言文化差异更大

的尊重完成翻译尧阅读翻译和评估翻译冶[18]渊P6冤遥 他

立论所据主要是英美国家的文学翻译情况袁 因其单

向度的适用性而不具伦理规则所应有的普适性袁引
人挞伐与批判遥 2000 年袁 芬兰学者考斯基南渊Kaisa
Koskinen冤出版其博士论文叶超越模棱两可院后现代

性与翻译伦理曳袁提出后现代的翻译伦理观 [19]袁即翻

译伦理最终是要落实到由译者自定袁 延续的是后现

代尤其解构主义倡导的不确定性统治一切的立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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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批判的是皮姆和韦努蒂的翻译伦理袁 但结果是顺

带也否定了自己遥 所以袁斯内尔-霍恩比 2006 年断

言袁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尚未真正开始袁因为转向意

味着范式的转变渊野new paradigm冶冤遥而上述贝尔曼尧皮
姆尧切斯特曼和韦努蒂各是其是袁互非其非袁远说不上

有共同的范式和目标遥斯内尔-霍恩比同时指出袁翻译

伦理的研究远未穷尽 袁 亟待深入系统的研究 [5]

渊P164,172冤遥
这样袁 翻译研究伦理转向之说并未得到译界和

译学界的认可遥那么翻译研究需要伦理转向吗钥翻译

研究的伦理途径出现了哪些问题呢钥

三尧翻译研究需要伦理转向

翻译伦理研究在西方经过了皮姆尧切斯特曼尧韦
努蒂和考斯基南的关注后袁 到本世纪初的喧嚣后稍

显停滞袁但随后很快在 2004 年以后就引发了更大的

关注[20]遥 如蒙娜窑贝克渊Mona Baker冤尧英格莱莉和铁

木志科渊Maria Tymoczko冤等都从译者的伦理能动性

角度进一步探讨翻译伦理遥国内自 2005 年以来对翻

译伦理的关注可以说持续升温袁甚为热闹袁似乎可用

转向来形容遥 2014 年 2 月 17 日笔者以野翻译伦理冶
为主题词在中国期刊网搜索袁共得 429 条结果遥其中

竟然有 13 篇是直接和翻译伦理相关的博士论文渊还
有 2 篇未收录冤遥 这些论文有的已改成专著出版遥 给

人的印象是翻译伦理研究已经过热袁 热得似乎到了

令人反感的程度袁因据申连云博士论文袁传有国家社

科基金评委放言会随时毙掉翻译伦理一类的申请[21]遥
但实情又是如何呢钥 翻译伦理真的已经没有研究的

必要甚至问题终结了吗钥
实际上袁通览发现袁上述著作有的不能称为严格

意义上的伦理研究袁 而更适合归为描述性的社会学

研究遥 而且袁除了上述王尧许明确提出翻译研究的伦

理转向后不再见类似提法遥 诸多研究明显存在伦理

概念混淆不分尧 翻译伦理界定不清或缺乏界定的问

题遥 翻译学者对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似乎像对翻译

学这门学科一样袁心存犹豫遥戈达尔所称的翻译伦理

转向语焉不详袁而许宏和王大智所述袁也仅限于概述

西方学者就翻译伦理或所谓的野翻译伦理冶的讨论袁
而野翻译伦理终结论冶不是出于无知袁就可能是出于

权力的傲慢遥因为翻译伦理与翻译一样袁是翻译的固

有属性袁只要翻译存在袁翻译伦理就会存在遥 好在近

期国内已有清醒的学者呼吁袁野翻译伦理问题亟待译

学界更为深切的关注尧更为系统的研究冶[22]遥 上文提

到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蒙娜窑贝克教授袁乃当今国际

译坛领军学者袁在她为 2014 黑井版叶翻译学伴读曳所
著首文野变化中的翻译与口译研究景貌冶中预测袁伦
理思考与研究在翻译学科的未来发展中将会占据更

加中心的位置[20]渊P23冤遥
翻译伦理研究按照贝尔曼的设想本来处于翻译

研究的核心位置袁 另外两个关键是翻译史和翻译分

析[16]渊P5-6冤遥 那么到底何谓翻译伦理钥 在翻译研究中

应该如何定位钥按笔者意见袁翻译学宏观上也应由三

个板块构成院 翻译科学袁 探索翻译所涉及的真理问

题袁如翻译普遍规则尧翻译本质属性等曰翻译伦理学袁
针对翻译之用及译者和其他可能参与者之为袁 主要

是善的行动与价值问题曰翻译诗学或美学袁讨论翻译

中的语言美等问题遥 翻译伦理研究完全应成为与翻

译社会学结合的一个新的方向袁并值得长期研究遥
翻译学走过了语文学阶段尧语言学阶段尧文化学

阶段遥 虽然这种阶段的划分已被接受袁但事实是袁翻
译作为涉及文本尧语言尧文化尧个体尧群体尧民族国家尧
权力尧性别尧意识形态的复杂活动袁与政治尧经济尧文
化有密切关系袁战争与和平尧冲突与合作都与翻译相

关袁翻译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袁也可以是殖民与冲

突的帮凶遥 翻译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已成为译学界

的共识与常识遥 翻译所涉语言尧文化尧社会等很难截

然分开遥翻译与语言一样袁既可助人袁亦可杀人袁端赖

任何翻译项目所涉翻译个体或群体以什么立场行

事袁以什么为参照点袁既可以仅顾及自己所属社群尧
种族尧阶层的利益袁也可以从更大的关注对象出发袁
如文明对话尧天下或人类的立场从事翻译活动遥任何

翻译都可能涉及到翻译所涉有关各方的利害得失遥
翻译伦理除了需要进一步讨论翻译中可能涉及的不

同主体外袁还需针对不同原文本的类型与质量尧目的

文本的不同要求和不同读者对象采取不同的翻译策

略与方法袁减少甚至消除可能的伤害袁增加双方或多

方的可能益处遥这样袁翻译伦理实质是研究被接受为

翻译之物的翻译对所涉相关静态因素如文本尧 语言

与文化和动态主体如个体尧 集体及民族国家所造成

的伤害袁并研究如何减少甚至彻底消除可能的伤害袁
同时增加上述各方的相互益处袁 属于文本伦理和一

般伦理的结合遥
如果进一步从单一翻译项目出发袁 翻译伦理则

更容易看清楚遥任何翻译项目都会涉及待译文本尧各
类不同译者和其他可能的参与者尧 以及该翻译项目

发生的语境遥 而待译文本有不同类型尧不同质量袁可
能有明确作者或著作权拥有者袁 也可能是集体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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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确作者的实用类文本遥同时袁不同客户可能对翻

译有不同的需求袁如只需摘要或梗概袁不需非常严格

意义上的准确翻译等遥文学渊经典冤文本袁可能涉及大

量的美学元素袁比如节奏尧音韵尧意象等袁对译者的要

求就会非常之高遥而哲学性或思想内涵丰富类文本袁
即便是对很多专业译者袁也可能构成极大挑战遥在这

些情况下袁皆需译者有清晰的自我认识尧反省意识袁
拒绝翻译或及时停止翻译以免造成对作者和读者的

双重伤害遥
同时袁 只有翻译伦理才能融合各种翻译研究视

角或途径袁 面对翻译所涉及的文本尧 语境和社会脉

络袁翻译主体尧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袁译前尧译中尧译
后所涉问题袁回答译不译尧为何译尧为谁译尧译什么尧
怎么译的问题遥 真正的翻译伦理应该既可以指导伦

理判断袁又可以进行伦理评估袁还可以对翻译所涉复

杂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解释遥
袁筱一在讨论翻译批评时指出袁 我国过去三十

年的翻译研究在渊文学冤翻译的基本问题尧翻译史尧翻
译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袁 但翻译批评却

相对薄弱袁而翻译批评的依归是翻译伦理袁翻译伦理

需要依托翻译事件袁翻译事件是需要构建的[23]袁所以

翻译伦理同样需要构建袁 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则需

要译学界的持续推动袁 直到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之

一袁形成范式转变袁即真正的转向袁而非仅限于个别

学人东鳞西爪似的摸索遥
综上所述袁翻译研究需要推动伦理转向袁研讨各

种文本翻译中所涉的可能伤害及益处袁 一方面达成

文本之间尧语言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与互动曰另一方

面促成个体之间尧群体之间袁甚至民族尧国家和文明

之间的互惠与共生遥 这是推动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

努力方向遥
虽然翻译研究伦理转向之说众说纷纭袁 但可以

肯定的是袁翻译伦理研究永远不可能是完成时遥正如

只要人类存在袁伦理就会存在一样袁翻译活动存在一

天袁翻译伦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在遥 而且袁翻译伦

理需要人为推动袁 而不是任其自然生长遥 在笔者看

来袁 贝尔曼认为翻译伦理是翻译研究的三大主攻方

向之一是颇有先见之明的遥 但他对翻译伦理的界定

确实过于狭窄袁尤其是仅限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伦理遥
皮姆对其不满自有道理袁 但皮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袁即极端看重翻译的社会方面尧经济交换的一面遥
总之袁推动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已成当务之急遥

注院
淤 笔者已撰专文讨论皮姆的野译者伦理冶袁详见野耶译者伦理爷

抑或耶翻译伦理爷钥 要要要皮姆翻译伦理思想探疑冶袁即出遥
该文提到本文下述的 15 部有关翻译伦理的博士论文或

专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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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Tur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XIN Guang-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Abstract: The eth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野linguistic turn冶 and 野cultural turn冶 in TS led to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ethical issues
in translation, but they at the same time hinder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ethical turn. As an integral propert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thics addresses the possible harm and mutual benefits incurred b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to the passive entities like text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active parties including
individuals, collectivities and nations. The eth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s found still in the state of
increasing propensity and in urgent need of the propelling on the part of scholars in the field to help realize the
goal of minimized harm and mutual benefits to the parties and entities involved.

Key words: Ethical turn;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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