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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译教程、翻译技巧之类的书可谓汗牛充栋。
因此，要想再出版一本介绍英汉翻译的书，似乎很难找到充分的理由。
然而，最近几年在北美教授英汉翻译，我的上述想法渐渐有些改变。
我发现，虽然不少介绍英汉翻译的书不乏真知灼见，可也有为数不少的传授诀窍技巧的书籍显得急功
近利，忽略了培养译者翻译观的重要性。
技巧的介绍当然不可或缺，可是从长远来看，往往不足以造就一个合格的翻译通才。
翻译中并没有多少可以衣钵相传的锦囊妙计，需要的是译者本身对翻译这一跨语言活动的深刻领悟。
翻译教学与其说应着重传授几套“拳术”，倒不如说应该培养这种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化异同的洞见与
顿悟。
这正是本书写作的缘起。
　　如上所述，本书着重培养译者的翻译观，但并不偏废技巧的介绍。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器重思想与观点，而更喜欢一些立竿见影的方法。
所以，要在目前这个盛行技能和诀窍的时代里，提倡培养以思想、观点为主的翻译观并非易事。
　　本书第一部分首先提出了英汉翻译中最常见的问题，以期引出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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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英汉翻译理论讲解与翻译实践指导结合起来，第一部分为理论技巧篇，综述翻译基本概念、技
巧，对比语言文化，评介中西评论；第二部分为实践篇，节录政治、科技、文学、商业等领域的英文
篇章作为练习，提供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参考译文，并加上详细精到的批改点评。
    本书读者对象：英语系翻译专业学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从事翻译工作的社会人士及广
大的翻译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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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南，浙江绍兴人。
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后在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获英语教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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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有《英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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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翻译领域的研究一直都得益于语言学领域的进展。
传统上，语言学研究一向注重以句子为基础的语法研究。
后来兴起的对话语和语篇的研究实际上正是不满足于以句子为中心的结果。
研究翻译的人从一开始就对话语和语篇这类概念十分感兴趣，因为翻译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出在句子内
，而是存在于句子和句子之间，甚至段落与段落之间。
原来以句子为单位的研究方法在句子之间、段落之间留下了盲区。
用翻译实践者的话说，为什么有时每一句都没翻错，可整篇读起来总是不尽如人意?原来问题出在句子
间和段落间的承前启后没有处理好。
只要我们提高翻译单位，不只孤立地一句一句看原文，而是根据原文话语或语篇的实践功能，把几句
甚至整段整合起来看，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就是提出较大翻译单位的人可以依靠的理论基础。
但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最常用的翻译单位还是句子，因为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总
是一句一句译的。
　　至此，我们对翻译单位的讨论仍属泛泛而谈，没有将翻译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考虑进去，也就
是原文的类型。
其实如何取舍翻译单位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什么类别的原文。
原文中关键的意义如果是用较小的语言单位体现的，那么译这类文章就可能要用较小的翻译单位。
比如说十分严谨的法律文件，原作者有时正是通过一个词来表述某一特殊概念有别于其他概念。
这时那个词就很可能要被视为一个翻译单位。
再如有些诗人用很小的语言单位(如音位和词)来表示艺术效果，此时译者也有可能要考虑较小的翻译
单位以反映原文中的某些声音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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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第2版)》适合英语系翻译专业学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从
事翻译工作的社会人士及广大的翻译爱好者。
　　返观子南此稿，煌然巨著：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
入门从基本概念，登高自语言文化；解包移位，分合增减，如循山间曲径，走过程，觅单位，释套语
，解西化，前景后阴，环环啮扣，次序宛然。
　　——辜正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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