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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我国高等院校翻译课教学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为使学生能掌握必要的翻译理论知识和技巧，进一步提高学生翻译水平，我们专门编写了这套《21世
纪英语专业——英译汉／汉译英教程》。本套教材以词语、句子和篇章为编写内容的主线，以教学实
际需要为出发点.充分体现了选材的先进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其内容丰富，时代感强。　　《21世纪
英语专业——英译汉／汉译英教程》是专为高等院校本科英语专业设计编写的，同时也适合于硕士研
究生翻译课程的教学。其编写理念具有下列特点：　　1.立足于翻译理论基础：翻译的基础理论、方
法、技巧等基础知识的阐述。　　2.立足于翻译的基础知识：①如：词汇方面的选词、用词、词义的
指称意义、内涵、引申、搭配等译法。②句法的译法：确立主谓语以及其它成分；句子的语序调整，
各种句子类型以及长句的译法。　　3.段落与篇章的翻译，合各种文体的译法。　　4.语言文化差异与
翻译等。本书对学习者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词句的斟酌和技巧的使用，需要上升到思维方式的转变.甚至
观念认识的转变，以提高翻译水平。　　5.实践题和练习题答案与教材分开.有利于翻译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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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译英教程》以词语、句子和篇章的翻译为主线，内容涵盖：翻译概论、英语词汇翻译技巧、句子
的理解与翻译、直译与意译、翻译中的文化意识、语篇类翻译等。考虑到当前社会的实际需要，还专
门设计了科技英语和商务英语的翻译内容等。《汉译英教程》特别注意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立足打
基础，注重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各章节中还编写了译文赏析、实践题和练习题。出于教学效果考
虑，实践题和练习题等参考答案不附在书后，内部发行，只供教师教学参考，便于教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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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翻译基本知识　1.1　翻译的概念　1.2　翻译的从属性和创造性　1.3　翻译与语言学习的关
系　1.4　文化差异与翻译第二章　词语的翻译　2.1　指称意义的处理　2.2　词语言内意义的翻译
　2.3　词语的选择与搭配第三章　汉语句子中增词、减词、变词的译法　3.1　增词翻译　3.2　减词
翻译　3.3　变词翻译第四章　句法翻译　4.1　确定主语　4.2　选择谓语　4.3　确定句子其它成分
　4.4　调整句子语序　4.5　汉语复合句的翻译　4.6　汉语否定句的翻译　4.7　汉语中特殊句型的译
法　4.8　汉语句子语态翻译第五章　汉语句子直译与意译　5.1　必须意译的句子　5.2　必须直译的
句子第六章　汉语长句翻译　6.1　顺译法　6.2　分译法　6.3　合译法第七章　汉语段落与篇章的翻
译　7.1　段落的翻译　7.2　篇章翻译附录　短文翻译练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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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语言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时，面临相同的人类日常实践对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彼此具有
一定的镜像关系。换言之，人类的不同语言之所以具有一定类似镜像关系的对等性，是基于人类共同
的实践活动，以及每种语言与人类的实践之间具有的指涉关联。翻译学家对翻译中所遵循的对等关系
极为重视，出现了许多与对等相关的术语，如形式对等、词语对等、意思对等、实质对等、风格对等
、效果对等、感受对等。　　翻译的标准是译者在翻译中需要遵循的规则，对评价翻译质量、衡量译
者水平的纲领性标准。中国翻译史早期，就出现了“文”与“质”为准的论述，而“文”与“质”两
者的关系至少可追溯至孔子《论语》中论诗的篇章。在唐代中国的佛教翻译的历史中出现了“既须求
真，又须喻俗”的要求，也就是说既要忠实于佛教经典的原著和原意，也要注重译文的通顺、易懂和
可普及性。近代中国学者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的三字规范在中国翻译界影响深远。所谓“信”，
即译者要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在反复阅读后，抓住原文要旨，甚至可以颠倒原文的词序、句
序，只要不失原意即可。所谓“达”，就是通达，不光是译文的通顺，还要将原文要旨能够让读者易
于理解。而这样“信”与“达”就互为关联，都以抓住要旨，不拘泥于个别字句为佳。所谓“雅”，
依严复本人的意思，是能使用汉语以前的古文笔法来传译，现在都认为译文要优雅，给人以美感。傅
雷先生在翻译的标准上提出了需“传神”的标准。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
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要获致原作的精神”。钱钟书先生在讨论林纾的翻译时提出，“文学翻译
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
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人于‘化境’。17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
作原作的‘投胎转世’（transform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质依然故我。换句话说，
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是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　　在西方翻译理论中，对翻译标准的探讨也可谓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有约翰坎尼森卡特福德
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提出了翻译的语言学标准。这些标准强调对等，强调翻译研究的科学化用
以指导翻译的实践。

Page 5



《汉译英教程》

编辑推荐

　　适用于英语专业及非英语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硕士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的专业人员开设翻译课时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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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正版支持 不错昂
2、学了很多知识，喜欢
3、因为把图书馆的书丢了所以要再买一本，这本书编的很不错，是老师推荐的。内容要点清楚，有
助于快速把握专业技能，建议先学英译汉，同时把语文学好了
4、这本书对于想学翻译的人来说真的不错。
5、汉译英的可选教材，内容丰富，例子较多，容易理解，值得搞翻译的初学者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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