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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助推中国翻译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勃勃生机。
蔚为壮观。
今天的翻译，无论在规模、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上，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史无前
例的。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
作为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先导力量和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翻译的作用愈发突出。
然而，在翻译需求不断攀升的同时，作为翻译人员主要培养阵地的高校，却日益暴露出其在翻译教学
与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
毕业生翻译技能不扎实，知识面狭窄，往往难以胜任不同专业领域所需的高层次翻译工作，致使翻译
领域特别是高级翻译领域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不能满足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这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外交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
级翻译专门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07年1月23日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
）。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第18个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其设立无疑是继2006年教育部批准试办翻译本
科专业后我国翻译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应用型、职业化的翻译
人才提供了重要途径，为我国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我国的外语学科发展带来了机
遇与挑战。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目标、师资要求、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和手段这四点上都与传统的翻
译方向研究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按口译或笔译方向训练学生的口笔译实际
操作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为满足翻译实践积累所需要的百科知识。
这一点与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翻译研究方向侧重培养学生的外国语言文学理论研究能力、学
术研究能力以及就业为导向的教学能力的培养目标差别很大。
第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高要求和培养目标的应用型导向，也要求承担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学任务的
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口译或笔译实践经验，并了解翻译教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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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三编，共十二章，系统阐述了非文学翻译的基本理论与职业发展、翻译理念及工具、以及译员
的专业素质培养。
本书旨在传播正确的翻译理念，推广有效的教学方法，主要特点如下：    宏观把握，指导性强：从当
今职业翻译实践的角度出发，倡导以翻译复查清单为途径实现准确通顺的翻译，并对翻译的职业化发
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理念新颖，视角独特：提倡以英文写作原则指导汉英翻译，借助电子工具以
提高翻译的质量和速度，利用平行文本弥补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的不足，强调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
方法解决问题，并以宏观的视角解决微观的翻译问题；    注重细节，指导实践：强调以批判性思维贯
穿翻译的始终，以撰写译者注的方式培养专业翻译精神，关注翻译实践中的细节问题，并以案例分析
的形式指导译员的专业素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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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编基本理论与职业发展第一章非文学翻译的标准和实现途径1.1非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也可以
笼统地称为文件翻译、实用型翻译或应用型翻译。
文学和非文学的最大区别在于，文学是虚构的，虽然可能有事实基础；非文学是事实性的，或者作者
自认为是事实，虽然其中也经常包含虚构的成分，如用于说理的举例。
从翻译操作来看，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并无实质区别：两者都需要译者透彻地理解原文，都需要译
者以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原作含义，都需要译者具有缜密的逻辑思维、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可以说，非文学翻译的所有方法和策略都可以运用到文学翻译当中。
两者的区别是：文学翻译艺术的成分多一些，非文学翻译科学的成分多一些；文学翻译需要多一些灵
感，非文学翻译需要多一些勤奋；文学翻译的责任小一些（出现错误可能仅会招致批评），非文学翻
译的责任大一些（出现错误可能导致生命财产损失）。
总体来看，文学翻译的灵活性大一些，非文学翻译的灵活性小一些。
然而，有些文本很难说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如旅游宣传资料。
旅游宣传资料既包括对事实的陈述，也包括对景物的描述。
前者属于非文学性的，而后者就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所以，在翻译实践中，对翻译灵活性的把握，还要看文章各部分的具体情况。
对于任何文本，无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翻译其中的事实或假定为事实的部分，必须确保信息的
准确；翻译感性认识，则需要尽量确保语言的通顺。
如果准确和通顺出现矛盾，则要视情况决定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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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文学翻译》：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包括笔译、口译、理论、通识和工具书五
大系列，是国内第一套专门针对MTI学生编写的专业教材，具有专业化、实践性、应用型的鲜明特色
。
整套教材以职业翻译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应用型翻译理论为指导，配合不同学科领域的专题训练，旨
在完善学习者的翻译学科知识结构，有效提高学习者口、笔译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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