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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互译》

前言

　　翻译和人类文明几乎是同时起步的。由于语言的不同，人类思想的交流，就有赖于翻译。在中国
最早的典籍《礼记》的记载中，翻译就已被涉及。而唐代学者贾公彦则对儒家经籍有关翻译的记录作
了非常清晰的诠释：“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是从东汉末年佛
教的流入开始的。从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翻译《四十二章经》开始，在16世纪以前的一千
多年中，中国的翻译主要是佛经的翻译。而随着明代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宗教经典的翻译仍然很流行
，只是佛经换成了圣经。并且，语言也从单一的梵文变成了拉丁语，还有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
、英语，以及欧洲的其他语言。当然，传教士还带来了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
果，翻译的内涵由此扩大，甚至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必须强调的是，在上述翻译的中外交流
活动中，就中国人言，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翻译者的主体，也以西域高僧和西方传教士为主
，辅以求法西域或接受过西方宗教洗礼的中国宗教界人士。而中国翻译的根本性变化，是又过了数百
年之后的事情。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轰开了闭锁的国门，中国的知识分子认
识到了自己的落伍，他们痛定思痛，因此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从此以后，学习西方成
为一时之时尚。而翻译，也就成了“师夷长技”的最重要的“长技”。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曾专为
《论译书》一文，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国家设立专门的翻译人才的培养
学校，甚至送学生赴海外学习外语，都始于此时。现代中国的翻译，由此拉开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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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与实践(英汉互译)》是一部介绍英汉互译理论和，方法的教科书。编者结合自己的翻译理论研
究和实践，根据翻译教学的心得体会，依据《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和《高等学校英语专
业英语教学大纲》编写而成。全书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第一章“翻译概论”从总体上介绍了翻译
的定义、分类标准、跨学科的特点以及对译者的要求。第二、三章介绍英汉语言和文化的对比及其与
翻译的关系。书中的每一节都力求将深入浅出的理论讲解与细致的举例分析结合起来，每一节后都附
有配套练习和参考答案，以帮助学习者进行独立思考，加深对相关翻译理论和方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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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翻译概论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英汉语言的对比与翻译  　第一节  英汉词汇的对比与翻
译  　第二节  英汉句子的对比与翻译  　第三节  英汉语篇的对比与翻译　第三章  英汉文化的对比与翻
译  　第一节  英汉物质文化的对比与翻译  　第二节  英汉制度文化的对比与翻译  　第三节  英汉精神
文化的对比与翻译　第四章  翻译的策略  　第一节  直译与意译  　第二节  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  　第
三节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第五章  常用翻译技巧  　第一节  增词法  　第二节  减词法  　第三节  词类
转译法  　第四节  正反表达法  　第五节  句式转换法  　第六节  英语长句翻译第二单元  各类文体的翻
译　第一章  语体与翻译  　第一节  语体的翻译策略  　第二节  语篇翻译赏析　第二章  应用文体的翻
译  　第一节  商务信函的翻译  　第二节  法律文书的翻译  　第三节  新闻文体的翻译  　第四节  广告文
体的翻译  　第五节  推荐信、求职信、简历、证明书的翻译　第三章  科技文体的翻译  　第一节  科技
文体概论  　第二节  词语的翻泽  　第三节  句子的翻译  　第四节  篇章的翻译  　第五节  科技论文的标
题翻译  　第六节  科技论文的常见句型翻译第三单元  口译　第一章  口译概论　第二章  口译技巧和口
译笔记  　第一节  口译技巧  　第二节  口译笔记课后练习参考答案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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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将以下语篇翻译成英语。　　中国菜系的膳食结构中主食与副食分得很清，烹调技术精致，
以味为核心，以营养为目的。这是中国烹饪有别于世界其他烹饪的最本质特征。中国烹饪不仅在调味
上讲究多层次的工艺程序，注重烹调法与温度的配合协调，还在刀工与酱、汁、糊、芡上以及原料组
合上下功夫。　　我国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对战国以前有关烹饪养生的知识和经验做了系统的总
结，阐述了中国古代烹饪在原料技术、膳食结构、饮食制度和方法以及味与健康的关系。随着中国人
近年来健康意识的增强，中国饮食结构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中国饮食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讲究
气氛，讲究团圆、热闹、和谐。现在我介绍一下中国人招待客人或过节时常吃的烤鸭的做法和吃法。
　　烤鸭是北京名菜，别有风味。烤鸭的做法由一位给明皇帝做饭的厨师首创，后来经年老被解雇的
明朝御膳厨师流传到民间。1835年，河北省人杨全仁开始到北京卖烤鸡烤鸭，30年后在前门外开了烤
鸭店，取名全聚德。他的烤鸭销路很好，因为他用的是御膳厨的烤法。后来，他开始用一种叫北京鸭
的新鸭种做烤鸭。这种鸭长得快，皮薄肉嫩。他还进一步改进了鸭子的烤法，用挂炉烤鸭取代闷炉烤
鸭。因此，鸭的味道更鲜美，全聚德很快就出了名。1993年6月，“全聚德”烤鸭店开始推出烤鸭快餐
，适应各种不同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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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很不错的，我要坚持每天翻译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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