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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着眼于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翻译基本理论及基础知识，初步了解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词
汇、及修辞等方面的异同，初步掌握英汉互译的基本技巧和技能，使学生能将英汉对译成符合语法修
辞规则、语句通顺、语义准确、忠实于原文的文章。
本书不但理论新颖，而且实践性强，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以英汉对比为主线，在词汇、句子、语篇段落和各类文体直至标点符号的使
用等各个层面上对两种语言异同进行分析、比较，从而总结出翻译的具体方法。
如第三章“词汇的翻译”，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词汇在文化、音节、意义和结构等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
对比。
通过这些对比，读者自然能对有关的翻译方法悟出一些道理。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绍具体的词汇翻译技巧时，又用同样的对比方法对各种技巧的适用场合作了进一
步的讨论，而不是简单地罗列技巧和例句。
这样，读者就比较容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英汉词汇的差异和翻译方法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在句子和语篇翻译的层面上，本书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英汉句子的主要差异都
从翻译的角度作了较为详细的比较。
总之，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在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上能有较全面的认识，从而事半功倍，更
快地学好英汉与汉英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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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是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规划
教材。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共15章，着眼于帮助学生系统掌握翻译基本理论及基础知识，初步了英汉两种
语言在语法、词汇、及修辞方面的异同，初步掌握英汉互译的基本技巧和技能，使学生能将英汉对译
成符合语法修辞规则、语句通顺、语义准确、忠实于原文的文章。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可作为中学英语教师进修高等师范英语专业本科之用，亦可供非英语专业人员
和广大英语爱好者自学英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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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到翻译的功能，首先要提一下语言的功能。
就本质而言，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或“载体”。
没有语言，人类的思维是不可能完成的。
同时，语言又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人们有什么“想法”或要求，基上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但是从上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和言内交际不同，是一种不同语言之间
的交际活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起的是一种特殊的“传声筒”的作用。
一种语言的材料，经过这个“传声筒”变成另一种语言，使“传声筒”另一头的人能够理解。
当然，如果这个“传声筒”质量太差，另一边的人就不知所云了。
　　换言之，翻译是一种工具，它的作用或功能是把源语的信息（包括原作者或说话者的思想、意图
、甚至情绪）用译入语再现并复制出来。
当然，这种复制不可能是源语信息的简单翻版，但是最低限度它必须让译入语说话者理解对方在说些
什么。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这种翻译无疑就是不合格的，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或功能。
从狭义上说，翻译还是文化交流的工具。
两千年前佛教传入我国，主要靠的就是翻译。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播，没有翻译这个媒介，也是不可想像的。
耶稣说的阿拉姆语早已消亡，如果没有翻译，现在世界上连《圣经》都不会存在。
另外，我们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
这种知识主要也是通过阅读译作获得的。
因为我们显然不可能掌握那么多语言。
莎士比亚的剧本使我们对16—17世纪的英国甚至欧洲至少有了初步的印象；狄更斯、勃朗蒂等人的作
品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一幅幅画面；而霍桑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则描绘了当时美国的
社会生活。
我们对非英语国家的了解也是通过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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