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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欣闻《科学术语翻译概论》一书即将出版，特遵作者张彦主任之“命”，为之写序。
　　该书之出版，适逢人类处于全球化的最新阶段，意义绝非一般，因为全球化交流更需要科学技术
的翻译与引进，而科学技术翻译更需要术语之统一，犹如“全球一盘棋”。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术语的翻译实践与研究古已有之。
荀子的《正名篇》中很多内容都与术语问题有着直接或问接的关系。
汉唐时期，佛经翻译，如火如荼。
以玄奘为代表的佛经翻译实践家在翻译过程中吸收7大量梵文的佛教术语，并提出了“既须求真，又
须喻俗”的翻译标准。
自明代始，以传教士为代表的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官员通力合作，译出不少有关天文历算、舆地测绘
、农田水利和力艺之学的著作，其中涉及大量的科学术语。
到了清朝，1862年和1865年，在京沪南北两地分别成立了具有标志性历史意义的京师同文馆（翻译处
）和江南机械制造总局之翻译馆，后者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的意义甚至大大超出了其总局的范畴
，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开拓者。
近代的中国，也正是以这两个翻译处、馆等为中心的翻译研究机构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
技术著作，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科学术语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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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术语翻译概论》（An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Terms）是迄今国内唯一的系
统地论述科学术语翻译的理论性专著。
全书共分13章，外加三个附录。
《科学术语翻译概论》对有关科学术语翻译各方面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第1章重点介绍了
科学术语的结构类型。
这里首先论述了什么是科学术语及广义科学术语和狭义科学术语的不同概念。
在此基础上著者对科学术语的七种基本类型又作了详细的分类研究。
第2章论述了科学术语与中国学术的关系。
第3章对科学术语作了总的分类，指出印欧科学术语、缩略语科学术语和借用语科学术语三种科学术
语在结构上的区别，介绍了科学术语一些不同的概念。
第4章主要用具体例子说明科学术语翻译的标准和原则。
第5章论述了标准结构的汉语科学术语的翻译方法。
第6章介绍了汉语四字格科学术语的特殊翻译方法。
第7章论述了科学术语翻译应处理的几对矛盾，如正语序与反语序、音译与意译、简洁性与逻辑性、
类比性与变通性以及微观原则性与统一性等。
第8章论述了固定的科学术语的审定和翻译。
第9章介绍了科学术语的命名等问题。
第10章是中外科学术语翻译的举例研究。
第11章通过科学术语翻译工作者的特殊困难分析，深入阐述了科学术语从知识和语言角度来看的独特
性。
第12章介绍了科学术语的翻译与语言发展的关系和前景，说明人类的语言就是随着科学（即文明）的
发展而不断地得到发展的。
第13章涉及了现今术语的热门问题，即海峡两岸科学术语的厘定问题。
《科学术语翻译概论》从科学术语的定义、结构、分类、翻译方法，到科学术语翻译在语言发展演变
中所起的作用，对科学术语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研究。
最后又加上三个附录。
《科学术语翻译概论》既有宏观的论述，也有微观的研究。
每一章的内容都有丰富的例证作为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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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科学术语与翻译1.1 科学术语概述1.2 现代科学术语的特点及有关问题1.3 科学术语翻译的重要性
第2章 科学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的关系2.1 对翻译科学术语应持什么态度2.2 翻译外来科学术语的目
的2.3 翻译外国科学术语和汉语的关系第3章 科学术语的分类3.1 科学术语的结构分类3.2 科学术语的概
念分类第4章 科学术语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标准4.1 科学术语的翻译原则4.2 科学术语的翻译标准4.3 科学
术语标准翻译举例第5章 科学术语的翻译方法5.1 标准结构的汉语术语及其翻译5.2 有歧义的科学术语及
其翻译5.3 特殊科学术语及其翻译5.4 科学术语十种常用的翻译方法第6章 汉语四字格术语的翻译6.1 四
字格术语及其起源6.2 四字格结构的几种结构形式6.3 四字格结构术语的翻译特点和注意事项6.4 四字格
结构翻译举例第7章 科学术语翻译应处理的几对矛盾7.1 正语序与反语序7.2 音译与意译7.3 简洁性与理
据性7.4 类比法与变通法7.5 准确性与统一性第8章 科学术语的审定与翻译的统一性8.1 科学术语的审定
原则与翻译原则的关系8.2 科学术语翻译的统一性8.3 科学术语翻译的规范化第9章 新科学术语的定义、
命名与译名9.1 新科学术语的定义9.2 新科学术语的命名原则9.3 新科学术语的特点及其译名第10章 科学
术语的考证与翻译10.1 什么是科学术语考证lO.2 科学术语考证与定名的关系10.3 科学术语考证与翻译
的关系第11章 科学术语翻译工作者的特殊困难11.1 理解方面的困难11.2 专业知识方面的困难11.3 术语
本身造成的困难ll.4 翻译者缺乏严谨造成的困难第12章 科学术语的翻译与语言发展的前景12.1 时代的进
步与语言的发展12.2 时代的进步与新科学术语的关系12.3 未来的语言与科学术语翻译的关系第13章 海
峡两岸科学术语的厘定13.1 海峡两岸科学术语厘定的紧迫性13.2 海峡两岸科学术语厘定的重要性13.3 
海峡两岸科学术语厘定的三大原则附录I 科技文献术语翻译典范附录Il 海峡两岸科学术语名词差异对照
表附录III 几种学科常用术语（英汉/汉英）翻译对照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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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科学术语概述　　一、广义的科学术语　　要说明什么是科学术语学，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术
语学。
 　　什么是术语学呢？
术语学是研究全民语言词汇中专业术语规律的一门学科。
最早，术语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术语学的研究不仅与语言学密切相关，而且越来越带有边缘性学科的色彩。
其研究范围包括术语概念的组成和结构、术语概念的特征、术语的定义方法、术语概念的交叉关系、
术语的概念体系等。
术语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与逻辑学、分类学、本体论等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样，术语学就变成了一门从传统应用语言学领域独立出来的博大精深的学科。
所以，现在不但语言学家关心术语学，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关心术语学的研究成果（冯志伟，1997：）
。
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术语学也变成了人类语言知识宝库中一
颗晶莹的明珠。
　　那么什么是科学术语学呢？
顾名思义，科学术语学就是专门研究科学领域术语规律的一门学科。
具体说来，就是研究科学术语的定义、结构、概念、分类等方面的一门学科。
从理论上说，术语学研究的内容是人类语言在专业领域中应用的对象，所以术语学与语言学有天然的
、紧密的、合乎逻辑的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是术语学的重要基础，术语学中的很多问题和内容都涉及语言学问题。
比如在翻译一个术语时，到底是采用音译还是意译，这就是语言学的问题。
再比如，术语的结构形式问题，也是语言学中的重要问题。
这些是术语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术语学在语言学中的一个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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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于《科学术语翻译概论》具有论述精细、系统性强、材料丰富、布局新颖的特点，对于科技翻
译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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