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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翻译研究的视角可发端自与原文和译文有关的、以语言转换、文化交锋为内容的客体研究，
亦可源自对译者、作者、读者有关的、以翻译过程为内容的主体研究。
但从教、研、译三位一体的视角探索翻译活动，在翻译研究领域还不多见。
本书作者从事英语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翻译课教学近二十年，教学研究之余，实践试笔之际，精于思
考，勤于笔耕，孜孜砣砣，终有所得。
现将积年所得汇成一册，分为教学探索、理论研究、实践试笔三个方面，将教、研、译三环节融为一
体，以体现作者教学相长、以研促教、躬行实践的治学理念。
　　翻译测试也是研究薄弱的领域。
作者围绕教、学、考三环节，系统讨论了翻译测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辅以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
题型实例。
针对教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些经典译例，作者从各种角度加以分析，指误匡谬，希望不再以讹传讹。
　　译论研究篇将对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提升到翻译学科研究。
该篇包括第三、四、五三章，首先借用现代语言学中的许多新兴理论，探讨了综观论视角下的翻译选
择过程，以及选择过程的非线性特质，指出翻译错误的非二元对立，这对认识翻译本质及对指导翻译
教学很有启发。
其次，从行为主体和认知客体的层面，利用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作者重新探讨了文化差异与语篇
连贯、英汉语的信息结构与语序选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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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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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源自对译者、作者、读者有关的、以翻译过程为内容的主体研究。
但从教、研、译三位一体的视角探索翻译活动，在翻译研究领域还不多见。
本书作者从事英语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翻译课教学近二十年，教学研究之余，实践试笔之际，精于思
考，勤于笔耕，孜孜砣砣，终有所得。
现将积年所得汇成一册，分为教学探索、理论研究、实践试笔三个方面，将教、研、译三环节融为一
体，以体现作者教学相长、以研促教、躬行实践的治学理念。
　　翻译测试也是研究薄弱的领域。
作者围绕教、学、考三环节，系统讨论了翻译测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辅以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
题型实例。
针对教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些经典译例，作者从各种角度加以分析，指误匡谬，希望不再以讹传讹。
　　译论研究篇将对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提升到翻译学科研究。
该篇包括第三、四、五三章，首先借用现代语言学中的许多新兴理论，探讨了综观论视角下的翻译选
择过程，以及选择过程的非线性特质，指出翻译错误的非二元对立，这对认识翻译本质及对指导翻译
教学很有启发。
其次，从行为主体和认知客体的层面，利用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作者重新探讨了文化差异与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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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理解与表达的关系　　众所周知，理解是基础，表达是关键，二者相辅相成，没有准确的理
解就根本谈不上忠实通顺的译文。
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怎样强调理解的重要性也不算过分。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翻译课教师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准确理解原文上，如找一些容易误解或偏
僻难懂的材料让大家试译，迫使学生花费大量时间查词典，翻语法书。
如此虽然扩展了词汇量，完善了语法知识，似乎很有收获，然而这种做法却违背了翻译教学的宗旨，
无助于提高学生的翻译转换能力。
笔者认为，翻译教学不能炒语法或阅读等课程的冷饭。
如果翻译课也把重点放在理解原文上，那它与上述基础课又有什么区别？
要知道，语法、阅读等基础课就是为理解原文服务的，而翻译课的任务是把所理解的内容用另一种语
言转述出来。
其实，把翻译课放在高年级（而且多在最后一学年）开设，就在于这时的学生已基本具备了理解原文
的能力，而翻译课则要在这种能力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译语转换能力。
翻译教学的重点显然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而非如何理解原文。
可以说，一个学生如果连能否看懂原文都成问题，那他是没有资格做翻译的。
因此，当教学中有学生拿一原文问我怎么翻译时，我就反问他：“原文是什么意思？
”他若说“不知道”，我就会说：“你这是想通过我的译文来看懂原文啊！
对不起，这不是翻译课的任务，你去问阅读课老师好了。
翻译课只解决怎样把你看懂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说出来。
”这样的答复可能不太近人情，但也让学生明白了翻译课绝不等同于其他基础课。
当然这么做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对正确理解原文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给予体现，如
误解要比表达不顺多扣分等，但不应在课时有限的翻译课上花费大量时间。
总之，在翻译教学中，理解是开设翻译课的前提，表达才是教学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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