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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技巧》

内容概要

百科全书式的英语翻译技巧指南
钱歌川先生一生翻译经验之总结
【编辑推荐】
——【经典名著】《翻译的技巧》为钱歌川先生总结数十年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经验，历时十年，不断
增补修订，于七十岁高龄付梓出版的翻译实战经典论著。四十年来流行于海内外华语世界，深受英语
学习读者的喜爱。
——【系统科学】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系统梳理英语的各种句型，为 读者搭建英语学习的骨架；第
二编列举12项134条语法知识点，基本覆盖英语常见的惯用句和特殊表现法，提供了骨架上的丰满血肉
；第三编上升为大段的中英互译，这种安排构成了良好的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
——【习题丰富】本书的编写适合教学使用，三编均附有大量习题以巩固知识点，书后提供详细答案
。每周三小时的课程，两小时讲解，一小时的练习，每编足够一年之用。
——【名篇为例】书中前两编的例句多选自名篇名句，第三编的中译英部分有大量的经典文言文，英
译中部分则由毛姆、欧·亨利、穆勒、赫胥黎等各领域文人作品的选段组成。附录部分辑录成书时闻
名欧美文坛的塞林格、默多克、卡波特名著片段，读者可以之为阶石进而直接阅读现代文学名著。
【内容简介】
本书为钱歌川先生最经典的百科全书式的英语翻译技巧指南。全书编写严谨、结构合理、条理清晰，
注重基础知识点的辨析与讲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册在手，读者可以在牢固掌握英语语法和句型
特点的基础上，游刃有余地学习翻译的技巧。
全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重点为中译英，系统梳理英语的各种句型，引领读者迅速进入英语语境；第
二编重点为英译中，包含12项134条语法知识点，基本覆盖英语常见的惯用句和特殊表现法，令读者迅
速摆脱洋径浜式英语；第三编主要为长篇的中译英和英译中材料，中文材料有浅近的白话和艰深的文
言片段，英语材料全取近代人作品，主题多样，可使读者接触到英文表现的各种面貌。附录部分选取
了16篇英美名家代表作的节译，可为读者打造直接阅读文学名著的基础。全书三编皆附有大量习题以
供读者练习之用，书末提供了详细的习题答案。
本书不仅适合英语翻译的从业人员和学生使用，任何渴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的读者，都可以跟随本
书循序渐进地夯实英语基础，锻炼自己的语感，领略中英双语的语言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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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技巧》

作者简介

钱歌川（1903—1990），原名慕祖，笔名歌川、味橄等。湖南湘潭人。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英语
学者。1920年赴日留学。1930年进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曾参与创办《新中华》杂志，并担任《中华
英语半月刊》主编,在此期间，将大量精力放在英语读物的翻译、编写、出版方面。1936年入英国伦敦
大学研究英美语言文学。1939年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东吴大学等处任教。曾与鲁迅、茅盾、田
汉、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化名人交往，参与文化运动。1947年春，前往台北创办台湾大学文学院并任
院长。20世纪60年代赴新加坡，先后任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1972年底，
以70岁高龄退出讲台，后移居美国纽约。
钱歌川一生发表了大量散文与英语教学资料，包括《翻译的基本知识》《翻译的技巧》《英文疑难详
解》《英文疑难详解续篇》《英文语法作文大全》《论翻译》《简易英文文法》《简易英文动词》《
美国日用英语》《英语造句例解》等，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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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技巧》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编汉译英与英文句型
壹、由要素来分的造句
贰、由构造来分的造句
叁、由内容来分的造句
第二编英文惯用法及其翻译
1.It的造句
Ⅱ.名词的造句
Ⅲ.As的造句
Ⅳ.动词的造句
Ⅴ.不定词的造句
Ⅵ.动名词的造句
Ⅶ.否定词的造句
Ⅷ.What，who的造句
Ⅸ，条件及让步的造句
Ⅹ.形容词副词的造句
Ⅺ.其他的造句
第三编 疑难句法及文章译例
壹、英文类似句辨异
贰、常易译错的文句
Ⅰ.中译英
Ⅱ.英译中
叁、翻译实例
I.中译英
Ⅱ.英译中
附 录：当代英美名作摘译
习题解答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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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技巧》

精彩短评

1、惯用法及其翻译和疑难句法部分值得反复看。#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2、钱歌川是骨灰级的，交给后浪了！
不过后来他的书都是拿来被批判的对象时才被提到。
理论翻译理论日新月异，也属寻常。
3、后浪大学堂026《翻译的技巧》——百科全书式的英语翻译技巧指南，钱歌川先生一生翻译经验之
总结。
4、自学效率跟有人给讲差距有点大。。。而且真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我初中高中的语法有多么的
不好。。好好学吧
5、不懂为什么把“Predicate”译为“述语”，“谓语”不挺好么？
感觉不如思果的《翻译研究》，太细致了。之后还可以再看看。

6、考研期间做完，相见恨晚。说讲翻译，其实总结了许多新手不易理解的语法知识，推荐给所有学
习英语的人。
7、后浪系列⋯⋯很是喜欢，这本嘛⋯⋯因为英语
8、初看认为很基础，然而好多基础，不是淡忘就是记混，非常需要这样的书常翻常记。唯一不太习
惯就是其中的白话和文言。一直觉得学英语sense很重要，但是毕竟靠积累太慢，偶尔需要这样的书。
大概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吧。
9、只读了第二编。感觉更像个语法书。所以弃了。而且书略老，有些翻译仍有点文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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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技巧》

精彩书评

1、这部书不是一本新书，但绝对是一本经典的书。它是翻译大家钱歌川先生（1903-1990）晚年的一
部代表作。可以这么来理解，这本书是钱先生总结他几十年的英汉翻译经验的重要成果。这本书在作
者七十年高龄首次出版，至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了，现在重新出版，对于新一代的读者来说，依然值得
一读，从中可以获得不少知识和启迪。整部书分为三编。在钱先生看来，要进行汉译英，必须采用英
文的句法。故而在这本书的第一编中，钱先生比较系列梳理了英文的各种句型。在书中，钱先生首先
介绍了以要素为主的五种英文的句型。实际上任何英文句型不外乎五种句型中的一种。这五种句型也
是由动词的不同而分别出来的。钱先生把所有的英文句子归为五种句型构造：1、第一句型的自动构
造；2、第二句型的不完全自动构造；3、第三句型的他造构造；4、第四句型的授予构造；5、第五句
型的不完全他造构造。具体内容可以参见这本书的第8和9页。而这五种句型都由动词出发，可见，在
英文中，动词对英文造句是非常重要的。学英文，把动词的用法学会了，英文也就学得差不多了。在
这部书中的第二编种，钱先生重点介绍了英文的惯用法及其翻译。在书中钱先生列举11项134条语法知
识点，内容相当丰富，可以说基本上覆盖了英语常见的惯用句和特殊表现法。一般在书中，作者先是
在语法知识下，列出一个或是多个英文实例，再是对这个或是多个实例进行比较详细的解说，再举出
一些类似的例子。接下去，作者就是出几个习题，让读者进行自我练习，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些英文
句子翻译出来。在前面实例的讲解之后，再来做这些练习，相当相对容易很多了，如果读者真的还有
困难，翻译不出，那也没有关系，在这本书的附录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参考答案。在这部书的第三编
中，作者重点讲解了疑难句法和文章翻译例子。在书中，主要呈现的是一些篇幅比较长的中译英和英
译中的材料，中文材料既有比较浅近的白话，又有比较艰深的文言片段，而英语材料基础上都是选取
了近现代人的作品，但是主题比较多样，可以使读者接触到英文表现的各种面貌。纵览全书，可以说
整部书的编排是比较科学的、系统的。这样的编排顺序比较符合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这样一部英汉
翻译技巧的百科全书，值得英语学习读者参阅。
2、严复曰：“译事三难，信、达、雅。” 我们通常将“信”理解为不背原文，即译文要准确，不歪
曲，不遗漏，也不随意增减；“达”则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
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优美、典雅、富有品。作为一个对翻译很感兴趣，但本身还处于没有
入门水平的人，我一直在纠结，如此困难和需要功底的一门学问，我该从何入手，才能不迷惑，不畏
惧，不泥泞。手中的这本《翻译的技巧》是钱歌川先生用十年写就的一本经典百科全书式的英语翻译
技巧指南。全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讲汉译英与英文句型；第二编主讲英译汉，从英文惯用句型入
手梳理翻译技巧；第三编为疑难句法及文章译例。最后的附录部分选取当代英美名作摘译，供读者直
观学习。全书三编内容均根据课程学习进度设有习题，书后附有答案，可以让学习者在每一次学习过
后进行翻译练习，通过实践巩固学习效果，提高翻译水平。按照钱先生“每周三小时，两小时讲解，
一小时练习”的进度，仅第一编就足够一年之用，而想学完全书，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我不禁在心中
暗暗感慨，翻译确实是一门需要扎实基础的学问和技艺，像钱先生这样一辈子都在做翻译、教学、研
究的翻译家都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写就一本书，我们这些想要提高自己英语水平，学习翻译技巧的后人
怎能不虚心学习，好好研修。具体到本书的内容，有三点最令人感受深刻。第一，是对英语基础知识
的讲解与梳理。要想做好翻译工作，首先要对英语的语法和句型十分熟悉和了解，这样才能在看到中
文后，选取适合的句型去翻译。在这一点上，钱先生先结合汉译英对语法进行讲解，引领学习者较快
地进入英语语境，然后再从英文的惯用句法翻译来讲解英译汉的方法和技巧。其中第二编包含了12
项134条语法知识点，诸如：It的造句、名词的造句、As的造句、动词的造句等等。一条一条看下来，
觉得如果能够扎实的将这些句型学会并熟记于心，翻译的基础一定会打得扎实而牢固，再也不会在询
问别人感受时上来就用How do you think of ⋯而是自然而然想到用What来开头。不过这看似简单的两
个部分，其实已经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按照每周三小时的学习时间计算，需要好几年年才能
学完！这听起来似乎有点让人望而却步，但是看看目录内容，条分缕析，循序渐进，有系统，有方法
，反而又令人觉得十分安心和踏实。即便书中有一些与现代语法叫法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并未产生影
响，可以对照现代称谓来体会钱先生那个时代翻译的特点与精妙。第二，是本书中有不少例句，是文
言文翻译或看似“别扭”的翻译示范。由于自己不是英文专业出身，对于英语的生疏程度也“达到了
一定水准”，对与错不敢妄言，只是看到很多看过书的朋友都在吐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由于时代
的变迁造成的语言发展与环境变化，确实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学习翻译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看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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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技巧》

多例句的翻译类似于“百度翻译”，似乎是不假思索的采用逐词直译的方法，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一
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都会在心里产生疑问，对本书的权威性和正确性产生怀疑。不过，既然这
本书是一位翻译家、英语学者用十年时间反复修订校改，于七十岁高龄才付梓出版的，我们是不是应
该先沉下心来进入基础的学习，慢慢领会其中的奥义呢？而我个人还有一种猜测性的理解，那就是在
翻译这件事上，对于入门级别的朋友来说，“信”是基础，“达”和“雅”是进阶。既然是打基础，
那么当然要以“不违背原文、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不随意增减”为先，怎么能够在还没有学会走
的时候就妄图“跑”或“跳”呢？在翻译的道路上，如果过于急进，恐怕只能欲速而不达吧。最后一
点，是本书中收录了大量的翻译实例。第三编中的材料，既有中文的白话文，也有古代文言文，还有
近代英文作品。选文主题多样，注释细致，可以使学习者接触到英文表现的各种方法和风貌。而最后
的附录部分，则选取了16篇英美名家的代表作的节选翻译，有原文，有解说，有注释，有译例，可谓
篇篇是可供欣赏与实践的佳作。钱歌川先生曾在其著作《翻译的基本知识》中强调“首先要了解原文
”，作为翻译的初学者，一定要在对原文字句意思的理解与推敲琢磨中自觉地实践和锻炼信达雅的原
则，才有可能为将来的翻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而这条漫漫长路，我想，还是需要“信”字为先，先
学会“走”，再谈“跑”或“跳”吧。
3、关于翻译，各家的理论有不同的阐释。在这当中我还是比较的倾向于“翻译是一门手艺”的观点
。翻译只有是一门手艺，那样才有可能通过后天的习得与努力来精进，也才有各种法门让你来精进。
《翻译的技巧》就是这样一本提高自身翻译技能的指导手册。钱老的从教经验丰富，学识自然无须多
言。作为多年执教生涯的总结成果，《翻译的技巧》浓缩了无数宝贵的经验。本书的数次再版很能说
明它的魅力与生命力。对于一名英专的学生来讲，各色翻译之中最具有挑战性的恐怕就是文言的翻译
了。先由文言转成白话，再由白话翻译成英语。道理大家都懂，然后呢？怎样操刀？单单是第一步就
够让人忙活一阵子的。毕竟我们所学的文言知识少之又少，而那些教授翻译的老师们他们也没有几个
接受过正规的文言教育。相形之下，钱老那一代人的所接受的教育无疑对此是一个很大的保证。不过
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书中的部分文言语句看起来难度有点大，对比前后有点接受不能。比如，“卧
不安席，食不知味，心摇摇如悬旌”。白话已经通行一个多世纪，文言早已式微。诚然，文言离现今
较远或者说较为久远，但译者所面对的课题却始终没有改变。英译汉，汉译英，是个永恒的命题。在
这个讲究技艺的领域，经验往往很能说明问题。携在台外文系讲授翻译与在星中文系执教的经验，作
者力求将自己的技巧完整的演示给读者。如何理解中文，如何理解英文，怎样协调语境，句法时态巨
细无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者在书中辅以相应作业，力求将翻译之艺授与读者。作者
在前言中也说，这本书是他在狮城任教时候所写。虽同用简体字，新马的华语还是与大陆本身有所区
别，加上作者所处的时代与现在也有较长的一段距离了，因此书中有不少的名词与现今的语法不一致
的地方。就像我们现今语法书中常提到的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在书中分别表述为自动词、他动词。
这些非常不利于读者的吸收。我们不能苛求已经故去的作者预料到身后之事，但是应该期待本书在再
版的时候将那些与现今通行不一致的地方在文中标出，毕竟这也是功德一件。
4、大学毕业时，曾经的志向是做英文翻译，可惜考翻译证时的汉译英的题目，是大段周总理下飞机
的情景描写文字，当时就放弃了，觉得太不与时俱进了。虽然没做成翻译，但对英语还是喜爱不减的
。对翻译的理解只知道信达雅三个字，但如何达到？那就是积累经验，加要有文学基础了。自己惭愧
是从来没达到过的。只是有时候读译文书，有的作品读得极其别扭，不顺畅，就是翻译的不到位以至
于毁了原著。翻译是对文字的再创作，一个好的翻译有助于知识的传播，好的翻译作品读来也是享受
。要成为好的翻译，是要下苦功夫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会两种语言，只能做到‘信’，了解背
景知识，能做到‘达’，有文学功底，博古通今者才能做到‘雅’。钱老的译作我没读过，只看了这
本教科书（不得不吐槽下钱姓学者都泰斗级啊）。书分三部分，刚好‘信达雅’。从基础汉译英开始
，到英文惯用法，最后举例疑难句法和经典文章，逐层递进的方式来讲解。这本书要读透，得一个句
子一个句子地抠，不是速成的某宝书，是用来锤炼，提升自身素养的高级字典类工具书。由于时代局
限性，钱老的书里面有些表达法和我们现在使用的不太相同，可能刚开始读要适应一下。第一部分读
过，也就能接受理解了。例如十六种时态的名字，对于我们这些看薄冰英语语法长大的来说，都能对
应得上。钱老的练习题里也有很多古文内容，现在看来是算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了。例如第一课的“勤
则不匮”，“下乔入幽”。整个下马威一样，不懂古文连习题都做不来啊。为了做翻译练习，还要复
习下文言文。几篇做下来，倒也多了几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看出来钱老选题的用心，文言句子
和文章都是精选过的好文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都充满正能量。不是只有现代人才懂得积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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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实老祖宗们早就说过很多像样的好句子了。钱老的书啃透了，提升的不止是翻译的技巧，还有
个人修养。至少文言文能看懂更多一些吧。最佩服的也是这点，什么是大家？是在潜移默化中教导人
，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是教给你如何做人，这算是看此书的意外收获。所以此书再版n次都不多
，而且不需改动，保留原汁原味的就好。现在有很多关于英语语法的争论，觉得老的分类比较陈腐过
时，应该简化。但个人觉得有历史沉淀的，才是经过检验的经典。即使分类不同了，但表达的意思是
一样的，传递的知识并没有错。过于简化，那是融会贯通之后，不是初学者应该有的学习态度。有了
由繁入简的过程才是真正悟到了。不赞成一上来就批判陈旧的态度，可能语法的说法不是与时俱进，
表达方式也许不新颖，但最根本的东西不会变，再怎么讲英语都是那么说的。翻译并不难，简言之就
是把正确的词放到正确的位置。但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位置（语法句式）和正确的词（习惯搭配）是
要有用心琢磨，花时间积累的。读钱老的书也只是个开头，并不能就说自己精通了翻译技巧，想做个
好翻译更多的是经验积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懂技巧者只是匠人，能运用的是才人，用得好是智者
，而能讲授的才是大家。感谢前辈的经验分享，能读此书是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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