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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的编写主要针对汉日口译的基础阶段展开，着眼于基础口译教学中语言的规范性，以口译
常见场景中的主要语言行为为主线，从千变万化的语言现象中，结合日语文体、词的来源种类（日语
称为“语种”）、位相（可以初步理解为词语的用场）、敬语、语感、交际原则等内外部诸多因素，
考虑到课堂教学的实效性要求，概括出能满足基本对译需要的相对稳定的表达内容及相应的语言表现
形式，并融入笔者自身的实践经验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重点归纳介绍一些基本通用的表达形式
，同时介绍相关的变化形式，供学习者参考使用。
本教材每课的大致结构是：以中日交往常见场景中的主要语言行为为出发点，将其作为概括和归纳该
课有关内容的基础。
在概括和归纳内容时，参照了汉语和日语的相关研究资料，以保证结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同时，还结合了笔者自己多年来所参与的口译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以及对所从事的教学实践的探索和
积累的成果，以增强内容的实用性。
在此基础上，对每部分内容所涉及的语言形式以举例的方式进行提示。
例如，按敬意程度所表现的语言形式的繁简等进行排序，或根据语言形式的使用频度及程度的细分提
示相关语言形式。
这里所说的使用频度是指通过参照汉语和日语的相关研究资料和同类教材中的出现频率，以及笔者自
身实践和感觉而得出的一种认识结果，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主观性和不稳定性，但仍然具有可信性和
参考的价值。
此外，为更好地帮助学习者正确理解和掌握各种语言形式在使用方面的特点，还对一些语句间微妙的
差异做了注解式说明，并提供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汉译日练习，以帮助学习者巩固学习成果。
每课的最后一个部分，还有选择地提供了一些汉日语言对比的知识，目的是帮助学习者和口译人员树
立正确的语言行为意识，更科学地认识汉日两种语言的异同，以便在口译实践中更加自觉地、有效地
、灵活地使用语言，有把握地完成任务。
相信学习者和口译人员通过阅读此部分内容，能从更开阔的视野中去思考和认清语言的本质、语言表
现形式及两种语言对译等问题的实质，进而增强对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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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编写主要针对汉日口译的基础阶段展开，着眼于基础口译教学中语言的规范性，以口译常见
场景中的主要语言行为为主线，从千变万化的语言现象中，结合日语文体、词的来源种类(日语称为“
語種”)、位相(可以初步理解为词语的用场)、敬语、语感、交际原则等内外部诸多因素，考虑到课堂
教学的实效性要求，概括出能满足基本对译需要的相对稳定的表达内容及相应的语言表现形式，并融
入笔者自身的实践经验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重点归纳介绍一些基本通用的表达形式，同时介绍
相关的变化形式，供学习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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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  Ⅵ．心情、状况  Ⅶ．期求(结句)  语言小知识与口译一关于口译人才培养的几点认识之一第二
课  介绍他人  Ⅰ．启句、姓名  Ⅱ．次序  Ⅲ．职业、身份  Ⅳ．简历  Ⅴ．评价  Ⅳ．有关事项、结句  语
言小知识与口译一关于口译人才培养的几点认识之二第三课  关于解释说明姓名汉字  Ⅰ．读音与音调  
Ⅱ．提示含该姓名汉字的日语常用词的音训  Ⅲ．解释汉字结构  Ⅳ．找典据或与解释汉字结构相结合  
Ⅴ．书写  Ⅳ．关于复姓和双姓  语言小知识与口译一关于口译人才培养的几点认识之三第四课  表达心
情(一)  Ⅰ．感谢  Ⅱ．高兴  Ⅲ．哀悼  语言小知识与口译一疑问词在句中的位置与口译第五课  表达心
情(二)  Ⅰ．荣幸  Ⅱ．贺喜  Ⅲ．其他  语言小知识与口译一汉日同形词与口译第六课  表达心情(三)  Ⅰ
．祝愿　⋯⋯第七课  关于时节、景物与情怀第八课  关于致辞中的称呼第九课  话别第十课  关于主持(
一)会议、仪式的主持第十一课  关于主持(二)文艺演出的主持第十二课  关于赠送纪念品第十三课  关于
宴会的口译第十四课  致辞中的习惯表达方式的口译(一)第十五课  致辞中的习惯表达方式的口译(二)附
录  补充资料 Ⅰ—诸子名言  补充资料 Ⅱ—常用中国酒菜名称及日语翻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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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事物的表象和本质之间，呈现出表象多样化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要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就要学会透过现象深入地去剖析事物的组成结构和质量。
语言学习和研究在方法论及认识上也一样。
一种思想、感情和认识，在其宗旨的周边，围绕着不尽数的语言表述形式。
有些形式代表着一定的宗旨变化，而也有不少形式并不直接反映其宗旨的变化。
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依据表述者对所运用的语言的理解和把握的精准程度。
在这样的精确度未获得社会一般性认可的情况下，形式本身的变化可以作为毫无意义的东西舍弃。
这样的舍弃并不会影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在汉语和日语之间，关于精确性的社会认可情况，受各自集团的历史经历、生产和生活活动等因素的
影响，是不尽相同的。
从所能观察到的事实可以看出，日语的细度和虚度在对感情方面的表述方面更为细致。
但很多表达方式拿到汉语里来，就会失去其意义。
因此，对这样的现象，了解和把握是必要的，但刻意地寻求对应的目的语，舍本求末也未必是准确的
。
对准确性标准的把握常常依据运用语言或运用所学习的外语进行实践活动的侧面、要求的不同而不同
，要确立原理性的标准是至难实现的。
从教授和培养专业从事汉日口译人员这一角度来讲，首先必须全方位地、细致地帮助学习者牢固树立
外语学习要精深的意识，防止语言的学习和运用停留在表面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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