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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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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宓庆，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组任专业翻译，后在北京大学、厦门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及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执教，并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其基本理论
思想属于功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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