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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瓦克翻译思想解读与反思
李 明 喜

【摘　 　 要】 作为著名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为了削弱帝国主义的主宰地位和文化霸权，促使后殖

民地非主流群体的身份被认同和接受，斯皮瓦克从理论指导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丰富的

翻译思想。 斯皮瓦克在“作为阅读的翻译”中阐述了“爱欲”“服帖”“忠实”和“直译”的翻译观，这
些翻译观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与现实不符、存在矛盾等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注定了她的翻译思

想只能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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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当今世界继赛义德之

后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女性主义的代

表人物。 她的理论带有鲜明的解构主义特征，使其

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贡献不可磨灭，尤其是 １９７６
年德里达《论文字学》的成功翻译，［１］ 让她蜚声美

国，一举成名，奠定了她在西方翻译界的地位。 此

后在翻译实践中她不断提出自己的翻译见解和主

张，推进翻译理论的纵深发展。 近年来，随着翻译

研究文化转向的发生，她的翻译理论受到国际译学

界的诸多关注。 然而，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她

的解构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理

论的介绍与评价上，对她的翻译理论和思想的关注

非常有限，［２—９］都只是对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做一

般性介绍，很少对其翻译思想进行反思和评价。
斯皮瓦克主要从事解构理论、后殖民地文化、

女权主义等非主流话语研究，她所做的就是要削弱

帝国的主宰地位和文化霸权，让后殖民地非主流群

体发出自己的声音。［１０］１６９德里达想要解构的是西方

哲学的传统，而斯皮瓦克则想要解构欧洲殖民主义

的话语基础。 她所从事的文化解殖工程的核心就

是翻译，因为只有通过翻译，第三世界的属下文本

才能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被他们所接触和了解。
另外，“翻译的诱惑在于它暴露‘自我认同’的局限，
通往自我失去疆界的地方，‘负责追溯自我中他者

的踪迹’”。［１１］２１５—２１８由此看来，斯皮瓦克的翻译论主

要探讨怎样在西方世界译入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

文化文本，让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在西方“东方主

义”的干扰下，在世界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下，能够

真正地展现第三世界，表现真正的自我，从而突破

民族国家的框架。［２］

斯皮瓦克一生著书很多，但她的翻译思想主要

集中在《被问及翻译：游移》《作为文化的翻译》《翻

译的政治》《翻译的不完全性》《论第三世界语言翻

译》和《翻译成英语》，以及众多译者前言（如德里达

《论文字学》的“译者前言”）和译者后记中。 在《翻

译的政治》一文中，她谈到了“作为阅读的翻译”“一

般的翻译”和“作为阅读的翻译”，其中“作为阅读的

翻译”是她此篇文章的重点，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
限于篇幅，本文拟从正反两方面重点探讨斯皮瓦克

“作为阅读的翻译”的翻译思想，以期对她这一翻译

思想有全面的理解。

二、斯皮瓦克“作为阅读的翻译”

斯皮瓦克研究范围广泛，理论体系庞杂，交织

融会多种流派的思想理论，这一点在“作为阅读的

翻译”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它融合了女性主义、后殖

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想流派，且她的行文晦涩，
拗口、难读、难懂，因此对这部分翻译思想的考察，
只能在其文本的播散中遵循文本的印记寻找出些

许的线索。
（一） 语言的三面结构及翻译的政治

传统西方哲学认为逻辑高于修辞和语法，因为

逻辑主要研究诸如推理、概念、命题等思维形式以

及如何正确运用这些思维形式，是关于思维形式的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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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而语法主要研究用词造句的

规则和词的变化规则，是关于组词造句的规律，也

就是语言结构规律的科学；修辞探讨如何把话说得

生动、准确、鲜明，让语言具有艺术感染力和形象

性。 可见，在实际的语言表达中，逻辑负责所说的

话语对不对，语法负责所说的话语通不通顺，修辞

负责所说的话语好不好；好的话语一定是既对又通

顺的，其修辞必须以逻辑、语法为基础，而语法又必

须以逻辑为基础。
受解构主义思想影响，在“作为阅读的翻译”中

斯皮瓦克首先消解了“逻辑”的中心地位，打破了三

者之间的静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三面结构”构

想，即修辞、逻辑、静默，并指出“这一结构不具有任

何静止状态，它呈现为这三种要素之间的流动性而

且往往是破坏性的互动关系”。［１２］ 其中，“逻辑使我

们能够借助清楚的指示关联而从词跳跃到词，它指

明关系，指涉意义；而每一种语言的修辞性都会以

某种方式颠覆逻辑的系统性，它悬置意义；静默是

存在于词与词之间和词周围的使修辞发生作用的

方式”。［１３］１８１斯皮瓦克没有给出这三个词语的定义，
但我们可以通过文本内外的线索对之进行理解。
她反复地把修辞比作一种破坏的、扰乱的因素；把

逻辑比作一种链接的、系统的因素。 这样逻辑可以

被看作是指字面意义和语法规则等语言明确易懂

的一面；修辞可以被看作是语言比较有创造力或创

新性的一面，是字面意义之外创造的新意义。 斯皮

瓦克认为，虽然静默是不可知的，但它的边界通过

修辞是可以接近的。 怎样才能接近呢？ “要在文本

中苦苦求索，诱使文本暴露其语言的局限性，因为

修辞的方面会表明文本的静默，在那里文本以其特

有的方式去防止语言不受限制地散轶开”，［１３］ １８３斯

皮瓦克形容这种“散轶”为“语言的播撒”。 也许我

们可以把语言的三层结构理解为三种不同的“播

撒”状态：逻辑是尽量地抑制“播撒”；修辞却是尽量

地体现“播撒”；而无法控制的“播撒”就是静默。 越

“播撒”的语言，越无法确定它的固定意义，因为它

的意义选择越多，就越难以解释。 “真正的翻译就

是要在另一种语言中建构这样一个模式。” ［１１］ ２１７这

样翻译就无法传达固定的意义，而只能是对意义的

一种建构和播散，那么不可避免地在翻译的过程中

就会涉及权力和政治。 当然这里的政治所涉及的

不是国家政治对翻译的支配或者对意识形态的操

纵，而是指为了让第三世界的属下文本得到更多人

的关注和发掘，翻译参与到这些文本的研究和翻译

中，让第三世界的属下阶层喊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彰显自己的特殊性，最终实现解除殖民主义的政治

目标，这正是翻译中政治的体现。
（二）译者任务：翻译中的爱欲与贴服

在斯皮瓦克看来，“每一次阅读或交际行为都

有一点松脱、散落的危险，但代理者的任务就是把

这种散落减少到最低限度，除非在爱的交流和阅读

中” ，［１３］１８０她规定“译者要在原文与其影子之间促

成这种爱，允许磨损的一种爱、控制译者能动性与

其想象或实际读者的要求”。［１３］１８１要做到对原文的

爱，斯皮瓦克认为译者要把翻译当作“最亲密的阅

读行为”，“成为最亲密的读者”，“这样才能贴服于

文本，对文本的特殊召唤作出回应”。［１３］１８１ 一般来

说，文本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阻碍话语的“播撒”，
译者的能动性和其想像或实际读者的要求也会阻

碍这种“播撒”的发生。 这就要求译者成为原文最

亲密的读者，完全贴服于原文，苦苦地去求索文本

中语言的尽处、文本的修辞方面和静默，让语言不

受限制地“播撒”开来，这样译者才能响应文本的特

殊召唤，实现真正的翻译。 译者在贴服的过程中还

必须再现原文中静默、逻辑和修辞之间的张力。 翻

译中的伦理被斯皮瓦克用爱和爱欲取代了，她认为，
译者作为伦理的能动者，为了符合伦理，会把“她 ／
他”变成像“我”一样的东西，无法最大限度地去展现

“她 ／ 他”者，这样译者出于好意会对第三世界的文化

文本进行归化。 如果是在爱的交流与阅读中，译者会

克制自我，放弃自己的能动性、主体性，同时在进入文

本时也会忘记译入语读者及其需求，让“她 ／ 他”以

“她 ／ 他”的形象而不是以“我”的形象出现，这样就允

许“她 ／ 他”的存在，体现了对“她 ／ 他”者的尊重。 要

在“一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中讲一种陌生的语言”，在
目标语中充分再现原语中修辞、逻辑、静默之间的关

系，只有这样的翻译才是真正的翻译，这样的译者才

是合格的、负责任的译者。
（三）翻译原则和方法：忠实和直译

斯皮瓦克认为，我们要忠实地翻译那些反映第

三世界属下阶层女性的文本，维护这些女性的利

益，让她们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被问及翻译：
游移》中她就主张：“完全可能，当我们忘记这一点，
即读书是为了获得认同，最糟糕的是在原文文本中

看到我们自己的面孔时，我们就失去了对他者的尊

敬。 所以，我们要保持忠实。 如果你们问我：是否

相信‘忠实于原文’。 是的，是的，不仅是因为那是

可能的，而且是必须尝试的。” ［１４］ “忠实于原文”是 ９５

李明喜：斯皮瓦克翻译思想解读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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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负责任的翻译要对原文的他异性和“特殊召唤”
作出一种经验式回应，且这种回应是不受“我”之污

染的。 第三世界的属下文本在斯皮瓦克的意识里

就是通常所指的原文，译者在翻译这样的文本时，
原文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要求不能“把他者变成自我

的东西”，要与他者进行“最亲密的阅读”，而不是

“保持距离的友好阅读”，这样才能重新唤回那些失

去了面孔的伦理主体，所以忠实的必要性就变得愈

加强烈。
为避免“对外语文本的压制与归化和对外语文

本异质性的抹除” ［１５］３０５ 而倾向“异化”，为避免“对

原文的同质化” ［１６］ １８５而倾向“字面直译”，这是后殖

民翻译的策略与方法。 作为一名后殖民翻译理论

家，基于对“伦理特异性”负责任的伦理规范，斯皮

瓦克在技术层面上也主张 “直译”。 她总结了自己

是如何做的，“首先，我会快速翻译，假如我想着读

者，假如我停下来思考英语因为翻译发生了哪些变

化，假如我不能把意图主体仅仅当成一块跳板，我

就无法屈服……屈服于文本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

着直译。 这样快速翻译完第一个版本之后，译者再

根据 眼 前 的 草 稿， 而 不 是 可 能 的 读 者 进 行 修

改”。［１３］ １８９— １９０她认为直译是一种在爱的交流和阅

读中发生的语言磨损，是屈服于第三世界原文语言

修辞性的翻译，使我们倾听到“他者中的他者”，让

一切政治上的“失声者”拥有说话的权利。［５］ 翻译马

哈斯维塔时，斯皮瓦克就采用了直译的方法，淋漓

尽致地把马哈斯维塔多层次的、完全不同的措辞，
包括“从部落语言到梵语中的政治分析和污言秽

语” ［１３］ ７７展现了出来，导致产生了不和谐、陌生化的

英语文本。

三、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反思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解构主义是其

翻译思想的基础，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是其翻译

思想的武器。 她运用这几种理论探讨了翻译作为

抵抗工具和作为暴力工具的两面性，同时也探索了

如何在翻译中构建女性 ／ 后殖民主体以及如何尊重

差异。 她的“阅读就是翻译”的观点，大大地拓展了

翻译的概念。 而她所提出的语言的“三面结构”使

翻译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如译者和作者、目标语和

源语言、译文和原文之间是种种踪迹的延异，不再

是对等对应、征服与被征服、主与仆之间的关系，翻
译既是文化意义上的再现，也是语言层面上的转

换。 这样就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使之从

“原作中心”走向了“译作中心”。 另外，上述翻译思

想将翻译和看起来没有多大关系的政治联系起来，
由此引出了翻译的政治观，由此翻译被赋予了新的

内涵，为我们从多元化的角度看待翻译提供了崭新

的视角。［１７］１４３这些是她翻译思想积极性的一面，国

内学者对此已有大量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下文主

要探讨她翻译思想局限性的一面。
（一） 翻译中“爱”与“爱欲”的反思

斯皮瓦克从自己的性别和种族边缘的视角，规
定翻译后殖民地作品的译者要对第三世界女性作

家的作品充满爱，在爱欲中进行交流和阅读。 “译

者要在原文与其影子之间促成这种爱，允许磨损的

一种爱、控制译者能动性与其想象或实际读者的要

求。” ［１３］１８１只有进入原作的特殊语境，或者说进入作

者的独特视角，分析作者的悲欢和哀乐，译者才能

达到原作的亲密读者的境地，去深刻地理解原

作。［１０］１６４对于这样的一种规定，只有深深地同情和

热爱后殖民地女性作家的作品，像斯皮瓦克本人这

样具有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地知识分子才能做

到，因为她在将第三世界文本译成霸权话语时已经

自觉地带有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抵抗和非殖民化

意识。 但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而那些站在居高临

下的位置俯视原作、指责原作的语言不规范和不纯

正的殖民主义译者是无法做到的。［１０］１６７由于东西方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一直以来东西方文化

关系都建立在不合理的层级之上。 在西方人的思

想意识中，西方文化是理性的、先进的、文明的普世

文化；东方文化则是非理性的、落后的、愚昧的卑贱

文化。 两类文化处于看与被看的地位。 在西方人

眼中，东方人怯懦、贪婪、不讲信用、贪生怕死、野

蛮、堕落、愚昧，是未开化的民族；而他们自己却阳

刚、勇敢、讲求信用、成熟、理性，是一群可爱的文明

人。 这些观念在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在
学术话语、日常生活和文学创造中随处可见。 可见

对于那些居高临下俯视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的第一

世界的译者来说，要其爱上第三世界的作品，在爱

欲中与之进行交流和阅读，是十分困难甚至不现实

的。 这些译者不但不会爱上这些文本，反而会对这

些文本有一种征服并据为己有的欲望。 鉴于此，斯
皮瓦克的这种翻译思想被实现的难度极大，因而她

的主张只能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主张，一种理论上的

一厢情愿。
（二）翻译中 “贴服”的反思

在斯皮瓦克看来，阅读时译者要尽可能贴服于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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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才有可能使文本产生新意。 斯皮瓦克强调，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意识地暂时忘记自己的主

体身份和自我意识，即含有种族、性别和阶级偏见

的思维和价值观念，同时克制译入语读者的需求，
进入到他者的文本中，“注视和欣赏其差异的表面

纹理，移情和屈服于原文的他异性，以‘响应文本的

特殊召唤’” 。［５］在真正的翻译中，译者果真能做到

如此吗？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有两个特性：一方面，译者可以能动地

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另一方面，译者还会受其

他因素的制约，如所处时代、当时的文学传统、两种

语言的特点及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语境等。 也就是

说，译者的主体性包括两方面，即能动性和受动性。
即使他能克制自己能动性的一面，受动性的一面也

会像幽灵一样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如影随形，左右译

者的选择和理解。 另外，译者在阅读接受新的文本

之前，他的大脑并非一片空白。 “他总是有着一定

的知识结构，受着一定的文化熏陶，有着各自不同

的情感经历，又从而养成一定的价值观、审美观以

及人生观，这些便构成了一个人的先在性，也就是

一种‘前理解’。” ［１８］１５６ 所以，在理解他们所翻译的

原文文本时总是会带上他们所熟悉的信仰和期望，
一边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一边又置身于“一

个熟悉的世界”。［１９］１３４这就使得他们总会用一种主

观再造的方式去解读文本，从而造成对他文化文学

作品的“误读”。 “所谓误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

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

化。 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

识这个世界！ 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
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

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 ［２０］１１０

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进入文本的视域时，
无法做到成为一个透明体。 因此，斯皮瓦克要求译

者在翻译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时完全贴服于文本，
“控制译者能动性与其想象或实际读者的要求”注

定是无法实现的，这只能是斯皮瓦克的一种美好愿

望，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
（三）翻译中 “忠实”与“直译”的反思

斯皮瓦深受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

里达看来，语言符号是不断延异的差异游戏，他提

出了有名的“延异”（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概念，即随着不断出

现的空间上的区分以及时间上的延搁，意义不断变

化并出现很多的可能性，所以词语是没有终极意义

的。 符号的意义只能从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差异

中产生，且只不过是在文本网络中得以暂时确定，
“如果不能最终确定词的意义，也就无法最终确定

句子、段落、章节甚至整个文本的意义，这样文本也

就失去了最终的意义”。［２１］１７８“延异”在拉丁语中还

有 “撒播”的意思，德里达认为正如被撒下的种子

洒向四面八方一样，符号的意义也可以到处播撒，
向四面八方指涉开去，层层延异下来，根本没有中

心。 罗兰·巴特曾说过：文本是没有中心系统和终

极意义的。 既然文本没有了确定意义，不同的读者

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每一次阅

读和翻译原文时都会对原文进行重构，无法做到完

全复制原文的意义，因此不同的译者就会译出不同

的译文。 原文通过不断“撒播”使其意义不断延续，
借助译文得到生机，译作只能是原文的延续和再

创，不必以忠实于原文内容为最高标准。 这样解构

主义翻译理论消解了传统翻译忠实观，突出了译者

的中心地位，瓦解了翻译忠实的“神话”。 受解构主

义的影响，斯皮瓦克也怀疑原文的特权地位，认为

翻译不是对意义的传达，而是互文性的一个版本。
因为“文本没有稳固的同一性，没有稳固的原文”，
文本是开放的、播散的。［２１］８０她进一步指出“翻译使

得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差异得以实现”；翻译是不可

能完全实现的，但又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从来没

有、也从不会从一种语言中把纯粹所指‘转移’到另

一种语言中去，或在同一种语言中进行这样的转

移”。［２２］８０但是从前文的分析中可知，斯皮瓦克站在

女权主义的立场，在把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翻译到第

一世界时，坚持忠实是翻译的首要原则，提倡直译

的翻译方法。 由此可见，她的翻译思想前后矛盾、
理论混杂不清，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瓦解翻译忠实的

“神话”，另一方面又要求译者尽全力做到忠实

翻译。
此外，斯皮瓦克为保持第三世界文化的本色不

变，强调翻译不能抹杀文化的异质性，要对其加以

充分体现，认为应尽可能直译，这样翻译才能成为

非殖民化强有力的工具。 斯皮瓦克忠于文本字面，
产生了不和谐、陌生化文本的翻译，虽然表面上保

持了弱势文化的纯粹，但过于强调文化差异。 一方

面，其充满东方情调的语言符合西方对东方作品的

文化心理预期，符合西方人心目中语言原始、含混

且心智混乱的“东方人”形象，加深了目的语读者对

源语文化的刻板形象和文化假设，满足了他们对本

族文化的优越感，强化了西方人心里早已形成的神

秘的、不可理喻的东方这一成见，这样不但不能削 １６

李明喜：斯皮瓦克翻译思想解读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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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自我文化欣赏，还会加强自我殖民的倾向。 另一

方面，为追求源语文本的异质性而牺牲掉原文的意

义，这样陌生化的文本往往晦涩难懂，导致读者很

难甚至无法解读原文，导致译文与读者间越来越疏

远，源语文化信息不能被很好地传递给目标语读

者，人为地为翻译文本在西方被接受设置了障碍，
不利于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所有这些显然与

斯皮瓦克本人的初衷背道而驰。

四、结　 语

为抵制翻译中的暴力，避免将“她 ／ 他”者同化，
让后殖民地非主流社群喊出自己的声音，让第三世

界属下文本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削弱帝国的主宰

地位和文化霸权，斯皮瓦克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
针对第一世界的译者，从多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

“作为阅读的翻译”。 她的翻译思想引出了隐藏在

翻译背后的暴力、霸权这一被历史遮蔽的问题，使

翻译开始关注文本外的权力关系，为翻译研究开拓

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也为把第三世界属下文本

译入西方强势语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

导。 但她翻译思想中的“爱欲” “服帖”只能是她的

一厢情愿，现实的残酷将她这一美好愿望击得粉

碎。 而“忠实”与“直译”所产生的陌生化文本一方

面符合西方人心中既定的“东方人”形象，导致自我

殖民；另一方面使译文晦涩难懂，普通大众无法阅

读，使翻译与精英分子结盟，无法促进东方文化在

西方的传播，也极大地阻碍了文化与信息的广泛传

播，这违背了她的初衷。 由此可见，第三世界弱势

文化崛起，特别是第三世界弱势群体争取发声、争

取被西方承认、争取获得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李明喜，湖南常德人，华南师范大

学外文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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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

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ｉ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ｉｖｅｓ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ＣＫ），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ＡＯ Ｑｉｎｇ⁃ｙ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ｉｔ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ｖｉｅｗ 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ａｂｌｅ． Ｗｈｅ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 ｒｅｓｔｏｒｅ” ．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ｓ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ｇａｍ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ｃ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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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ｙ ＨＥ Ｌｉｎｇ⁃ｚｈｉ， ＷＥＮＧ Ｊｉｎ⁃ｍｉｎｇ， ＤＥＮＧ Ｙｕ⁃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ｒ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ａ ｖ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ｉｔｓ 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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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ｈｅ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 ｌｏｖｅ”， “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 “ ｌｉ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ｈｅ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ｔｏ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ｈｅ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ｒｅ ｉｎ ｖａｉｎ 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ｈｅｒ ｄｒｅａｍｓ ｃｏｍｅ ｔｒ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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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ＧＵＯ Ｗｅｎ⁃ｃ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Ｙｕａｎ， ＬＩＵ Ｙ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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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ｗａｙ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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