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译英理论读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汉译英理论读本>>

13位ISBN编号：9787030226082

10位ISBN编号：7030226089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余石屹

页数：1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译英理论读本>>

前言

　　几年前，编者为清华外语系本科高年级学生开设《英译汉》和《汉译英》课程，开始时颇为教材
一事犯难，虽说坊间可供选择的教材不少，但是几乎所有教材都是千篇一律地以讲授翻译技巧为主，
很难找到一本兼顾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的入门教材，因此就萌发了为两门姊妹课程各编一
本理论读本的想法，希望以此与一般翻译教材配合使用，使学生在练习翻译的同时学习一些有关翻译
的理论知识。
　　这样做的初衷当然是不想把翻译课上成一门单纯的技巧训练课程。
翻译技巧的提高，有赖教师的指导，但是形神兼具的翻译需要时间的磨炼，而且它多半是兴会神到之
功，很难在课堂内由言传而成就。
所以，教师在一学年的教学中，除了传授一定的基本技能之外，还应该着眼于未来，培养学生对翻译
的兴趣，开阔学生的眼界，启发学生的思维，为他们今后继续进步打下基础。
基于此，我们认为在翻译实践之外让学生读一点名家讨论翻译的文字，对鼓励学生向翻译之道迈进，
是大有裨益的。
　　这两本书是为初学翻译者编的，它们具有一般大部头理论著作没有的优点。
首先我们选择的文章大多是据实而论的经验之谈，文字比较平易，容易为初学翻译者理解。
比如钱钟书论林纾的翻译一文，作者从自己两次读林译的不同体会出发，把翻译之为诱、媒、讹、化
的种种理由娓娓道来，引人人胜，而且对大多数可能不会再读林纾译文的读者而言，这篇文章将会把
读者带入林译的胜境，使他们对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这重要的一页有所了解。
又如许渊冲提出的三美、三化、三之理论，初听起来扑朔迷离，近于玄言，但一旦亲眼读过就会发现
，文采风流句句来自许先生的翻译实践，而又与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水乳交融，一脉相承。
此外，吕叔湘、杨宪益、林语堂、余光中等人的文章，也都是水陆毕陈，具有浅显易懂、发人深省的
特点。
　　其次，我们在文章的编排次第和内容上，也尽量反映20世纪以来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基本走向，为
学生提供一些必要的历史和理论知识，让他们对中西方翻译研究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
比如英汉翻译，从历史线索上看，严复无疑代表了中国翻译研究的现代起点，他所标举的信、达、雅
三个标准，基本划定了实用翻译理论的边界，其后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无不以之为矢的，所以我们
把他作为英译汉读本的开首一章。
还有作为翻译家的赵元任，他的学术生涯与翻译须臾难分，他早年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现
代白话文早期的翻译杰作，至今仍是翻译家可资借鉴的富源。
他提出的“字字准译”的翻译方法，注重翻译的具体操作过程，可以启发我们对翻译单位以及两种语
言间可译性问题的思考。
又如文学家兼翻译家鲁迅，他则十分重视翻译的文化改造功能，认为一种文化的精髓可以通过翻译进
入另一种文化之中，使后者脱胎换骨，获得新生。
他们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不无筚路蓝缕之功，跟我们目前探讨的许多问题也有不可分割的
联系，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回到许多问题的起点，在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诸如翻译的标准、
直译与意译、翻译与创作和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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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有一般大部头理论著作没有的优点。
首先作者选择的文章大多是据实而论的经验之谈，文字比较平易，容易为初学翻译者理解。
比如钱钟书论林纾的翻译一文，作者从自己丽次读林译的不同体会出发，把翻译之为诱、媒、讹、化
的种种理由娓娓道来，引人人胜，而且对大多数可能不会再读林纾译文的读者而言，这篇文章将会把
读者带入林译的胜境，使他们对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这重要的一页有所了解。
又如许渊冲提出的三美、三化、三之理论，初听起来扑朔迷离，近于玄言，但一旦亲眼读过就会发现
，文采风流句句来自许先生的翻译实践，而又与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水乳交融，一脉相承。
此外，吕叔湘、杨宪益、林语堂、余光中等人的文章，也都是水陆毕陈，具有浅显易懂、发人深省的
特点。
　　本书是为初学翻译者编的，编者选择的文章大多是据实而论的经验之谈，文字比较平易，容易为
初学翻译者理解。
其次，在文章的编排次第和内容上，也尽量反映20世纪以来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基本走向，为学生提供
一些必要的历史和理论知识，让他们对中西方翻译研究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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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的金圣华教授要我谈谈我对翻译工作的体会。
回顾过去几十年，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翻译工作中度过的，因而似乎也不能说没有一点
体会；但是我的思想从来逻辑性不强，自己也很怕谈理论，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近年来很多中外学者都研究翻译这门工作，有人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
我个人是从事文学翻译的，却觉得从搞文学翻译的角度来说，说翻译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
术，或者说是一种技巧。
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
　　我在十几岁上中学读书时就对翻译工作发生了兴趣。
我当时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都很喜爱。
同现在大陆上许多年轻人不同，我当时阅读中国古文已经没有多少困难，读一般英文书籍也不太费事
；加以我家里经济条件优越，可以随便到中外书店去买书，所以当我到了十六七岁以后，涉猎的中外
文学书已经不少。
当时我在国内还没有想过把中国的文化遗产介绍到国外去。
我很喜欢读些中国古典诗词，只是为了个人欣赏。
有时也用旧诗体写些诗，发表一些个人感想，这是因为受了清末黄遵宪及康梁等人的影响，所谓“我
诗写我口”和“旧瓶装新酒”的主张，但是当时我还没有试验把中国诗文译成英文，我当时已具备用
英文表达思想的能力。
记得在中学毕业前，也曾多次用英文写作，并试图模仿过某些英国名人的文体。
在中学毕业，改去英国读书时，曾经写过一本小小的旅游经历，叫做Terra Marique。
题目是一句拉丁文，意思是“从陆地到海洋”。
这是罗马恺撒的《高卢战纪》里一句常见的话。
当时我正开始自学一点拉丁文，所以就用了这个词。
这本小书就是用英文写的，记述我当时离开中国，经过太平洋，穿过北美，又经过大西洋，而到达英
国两个来月的经历。
虽是英文写的，但这是一本习作，并不是中译英的翻译作品。
　　我试图把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是在中学读书时就开始了。
当时我大概只有十七八岁。
记得曾经喜欢过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的诗，曾用五言古诗体译过他的一首诗“Ode to the Sky-lark”
（《天鹨》或译作《云雀》），还有一首“Ode to the Westwind”（《西风》）大概也译过。
还译过美国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的一首诗，名字大概是“A Psalm of Life”（《生命颂》）。
也译过英国诗人密尔顿（Milton）的两首短诗“L‘Allegro”和“Il Penseroso”（《欢乐》和《忧思》
）。
还译过古希腊女诗人萨浮（Sappho）的两三个断句，是从英国诗人罗瑟谛（Rossetti）的英文译文转译
的，因为我当时还未学希腊文。
另外还有从莎士比亚剧中译出的一两首歌词。
这些初期的译作早已失落了。
现在只记得萨浮的两个断句和一首莎士比亚戏剧的歌词。
　　我到英国读书后，就没有再读过中文书，也没有用中文写过什么东西，因此也没有再做过外译中
的翻译。
在英国六年，英文差不多成了我的主语。
读完希腊和拉丁文课程后，又学过不到一年的法文，主要是中古时代的法文；又自学过一两个月的西
班牙文和瑞典文。
在英国的最后期间读过两年英国文学。
这时才开始用英文试译过几篇中国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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