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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般来说，译者不是以词语作为翻译的单位，但是词语是理解和表达过程中重要的信息处理单位
。
而且在一些翻译活动（如菜名的翻译）中，词语本身就是翻译的单位。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高度解释诃语翻译，同时兼顾词语翻译的实践。
与一般翻译论著不同，本书突出词语翻译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目前的词语翻译研究集中于词语翻译
的微观层面，而基于词语翻译实践和操作技巧的理论提升显得较为薄弱，致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就事论事”般的词语翻译研究现象依然普遍。
在凸显和探索词语翻译理论基础或理论思想的同时，本书尽量兼顾传统的微观研究及其相关成果，并
具体介绍了词语翻译的技巧、工具以及词语翻译研究的方法，使词语翻译更为准确恰当，从而提高译
文的质量。
    我们认为，词语翻译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既涉及翻译结果，也涉及翻译认知心理过程；既需具备
可供操作的具体方法，也需掌握可供研究的理论方法。
同时，对翻译检索工具及研究方法的了解和运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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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论　　本章首先讨论翻译的单位问题以及词语作为翻译处理单位的可能性，然后论述
词语翻译研究的意义，最后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1.1　词语作为翻译的单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
两千多年前老子的一句经典名言不偏不倚揭示出词语意义流变、模糊的根本特征。
翻译（活动）是语言在不同具体环境中的动态使用，语句是其具有交际价值的最小语言单位。
但是无可否认，词语翻译是翻译活动中最为常见的现象或最为基本的操作。
因此，我们研究词语翻译，不能不首先立足“翻译单位”这一切入点，做一个基本的学理铺垫。
对于翻译过程中翻译单位问题的探讨，即如何回答“以什么作为翻译单位最为合适”这一问题，本质
上是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控制分析问题，也是翻译学研究的本体问题。
不同翻译学派对此是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1.1.1　“翻译单位”的定义及研究价值　　确定分析和操作单位，对于任何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学也不例外。
确定翻译单位，是翻译实践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对于翻译单位的研究，则属于翻译控制研究的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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