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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翻译学R＆D系列著作”是为造应全球化发展、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翻译专业化或妖业化的巨大
需求而策划的一套丛书，其中《英汉法律互译：理论与实践》分为“理论”与“实践”两大模块撰写
。
    第l－4章侧重“理论探索”，分别比较研究了英汉法律语言特色、法律文本类型、法律翻译目的、
法律术语传译、法律文件标点符号等领域。
特别是，笔者用相当篇幅讨论了以文本类型学为基础、以目的论为转移的功能翻译流派与认知语言学
中的典型理论，及其在英汉法律互译中的独特表现。
 第5一10章关注的则是理论研究成果在法律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分规定性法律文件(成文法与合同)
和非规定性法律文件(法律意见书与裁判文书)两部分展开，包含大量生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实例。
在选材上，力求选取典型的成文法、综合性的跨国合同、结构完整的非规定性法律文件。
鉴于我国法院的裁判文书包含较多的成文化语言，笔者还提供了针对性的推荐译文，以飨读者。
    《英汉法律互译:理论与实践》主要供具有一定英语、法律基础，希望进一步提高英汉法律翻译能力
的人士学习使用，也可作为高校高级法律翻译教材使用，对有志于进一步全面提高法律翻译水平的人
员也是一本颇具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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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语  3.4 结束语：常用工具书与网站Chapter 4 英汉法律文件标点符号的对比及其翻译  4.1 引言  4.2 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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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汉Chapter 7 规定性法律文件：汉译英Chapter 8 非规定性法律文件的翻译Chapter 9 非规定性法律文件
：英译汉Chapter 10 非规定性法律文件：汉译英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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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Chanter 1 法律语言之特色及在法律翻译中的重要地位　　1.4 法律篇章特色　　1.4.1 格式规范　
　无论是规定性法律文本（主要包括成文法与合同）还是非规定性法律文本（如起诉书、法律意见书
、调查备忘、裁定书等），就篇章的结构布局而言，最突出的特点在于高度程式化的格式。
“法的结构中的规范性内容和非规范性内容，需要经过排列、组合等一系列的科学安排才能成为法。
而要把法的内容加以科学安排，就需要借助于诸如序言、标题、括号、附件或附录这一系列要件。
”加就成文法而言，“经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英、汉立法语篇的结构大致相当，两类语篇都是由描
写性成分过渡到规定性成分、由颁布命令和／或前言过渡到具体条文；其结构层次分明，都是采用从
宏观到微观、从总论／总则到条文、从重要条文到次要条文的语篇结构”（张新红，2000：285）。
立法机关通过并发布实施的各项法律法规，必须遵照一定的立法方针，根据一定的立法技术，并且采
用格式比较固定的语篇模式把立法结果记录下来，其目的在于：　　1）更加准确地传达立法者的意
图和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以便司法者和执法者在用法的过程中能够正确理解和使用法律；　　2）
保持法律规范的庄严性及其内容的严谨合理和准确规范，使法律规范的内涵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3）为所涉及的法律条文、专业术语和概括性词语设定具体的阐释语境，减少曲解或误解法律条文
和概括性词语的可能性，瓦解那些想钻法律漏洞者的企图；　　4）符合专业用法者的阅读习惯和阅
读期待，在理解和使用法律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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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足于高素质翻译人才之培养创新　　着重于专业化与学术化之高度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得益
彰　　策略与技巧有机融合　　内容丰富、系统，视野宽阔　　素材新颖、典型、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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