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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东京教授在《英汉／汉英语文辞书研究》（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五节 新世纪展望”（
第48页）中曾经预言过：“我国空前的汉英语文词典热潮将持续5～10年（注：指2000～201.0年），估
计有60部左右的汉英语文辞书问世。
‘盛世出盛典’，汉英类势必会出几部与中华泱泱大国相称的、名符其实的、大型的精品，并填补汉
英语文辞书中的一些空白，诸如汉英谚语、歇后语、词林、正误、口语与翻译词典等。
今后词典能否出版的标准应为是否有前瞻性、创意性、填补性与最优性，即词典能否领导潮流，是否
有创意精神，或否填补同类词典空白，是否同类词典中最优秀的。
”果不其然，岁月才过去一半就出现了一大批各种类的汉英词典，据不完全统计，有40余部。
其中的佼佼者有：“篇幅大、收词全、内容新的大型汉英词典”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吴景荣、
程镇球主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及其系列词典——《新时代汉英词典》（潘绍中主编，商务印书
馆2002年版）与《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缩印本）》（吴景荣、程镇球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加
入了词典系列化的进程。
以双语词典编纂家吴光华先生为主的汉英词典编纂日臻成熟，在《汉英大辞典》及其修订版的基础上
出版了有各有特色的《汉英辞典（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汉字英释大辞
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与《汉英综合大辞典》（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后
者填补了中国超大型汉英词典的一大空白，从而使中国的汉英词典编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双语词典学及其教学研究>>

内容概要

　　《双语词典学及其教学研究》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综论”，综合论述各类问题与词典；第二部分是“编纂”，论述词典的编纂与历史；第
三部分是“翻译”，研究各种词典中谚语与成语翻译之得失；第四部分是“评论”，评论近几年出版
的英汉·汉英语文辞书之优劣，以利后来；第五部分是“教学”，探讨词典(学)与双语词典(学)教学
，总结国内外此种教学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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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卜爱萍，女，1954年出生，上海人，1989年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英语专业，现任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英语教学法与词典学。
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及教学工作30佘年，出版教材10余部，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发表论文《论（新牛
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的谚语收译问题》、《（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Usage对我们的启示》、《中英
文化差异与英汉汉英词典编纂的思考》、《论英语谚语的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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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综论篇从调查研究看英汉学习词典的问题《汉英综合大辞典》的特色《史氏汉英翻译大词典》的四大
特色《最新英汉双解八用词典》的五大特色浅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的不足《建宏e世
代英汉辞典》的十三大编纂特色《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研究》的三“性”《新时代英汉大词典
》的三大特色与不足《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纵横论评《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编纂篇论英汉综合性译
学词典的编纂翻译学词典亟待解决的问题编纂国际会议术语双语词典的构想《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
》usage对我们的启示框架语义学在双语网络词典编纂中的应用——从FrameNet看语义和语法标注从《
汉语熟语英译词典》看汉英熟语词典的编纂中国(公元2～19世纪)双语词典编纂简史翻译篇英汉语文词
典翻译的特点与方法《英语谚语大词典》的收译特色论《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的谚语收译问题《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成语收译中的若干问题论《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的翻译《双语
词典译义研究》的原创性、系统性与开放性《英汉大词典(第二版)》英谚收译之问题与对策Phrase应译
成什么？
评论篇《汉语熟语英译词典》的特色评《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附录的设置简评《现代英语惯用法
词典》《英语辨析大词典》的四大问题《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的三大特色教学篇我们的双语词典
学教学学习者自主与双语词典学教学论双语词典学课程及其教学《词典学教学与研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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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例证问题。
以往例证存在几个问题：①用表达词义引申义的例子。
②用抽象化的例证。
③使用词组。
④例证与释义不匹配。
而《大辞典》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使用表达词原意的例子，不用或少用词义引申义的例证；避免
使用抽象化的例证；自由词组不宜立条，但可充当例证，如“煎饼”可充当名词与动宾词组；汉字一
词多义，要在不同的义项下用不同的例证说明。
（6）释义问题。
为原语的词（组）在译语中找到等同或相宜的词（组），并非词汇的简单转换，还牵涉到字面义、引
申义、比喻义、科技义与文化背景，尤其是在成语、习语、谚语、歇后语等的翻译上。
之前的汉英词典在释义上存在如下几个问题：①宽窄不一；②多义现象关注不够；③一致性不够；④
无对应词时处理不当。
《大辞典》处理得较好：释义以宽为宜，但要限制在词用法的最大范围内；多义现象要一一对应；多
字条及其组成部分在不同场合的释义前后必须一致；无对应的文化局限词要采用翻译加注释的方法，
以全面、准确地表达出字面、外延与内涵，如“龙”、“饺子”、“元宵”等的翻译。
尤其是对于成语，《大辞典》可谓不厌其烦，平均每条成语有4个左右的对应释义，多者达10余个，尽
量从不同角度表现汉语成语习语的丰富内涵，且根据需要配以例证，以表现释义之间的细微差别。
《大辞典》还十分注意同义词辨析，各组同义词除指出该组的共同词义之外，重点放在词义的辨异上
，以明确：①“语义的性质和范围”（轻重、大小、个体与集体、适应的对象）；②“词的色彩”（
包括感情和语体色彩）；③“词的用法”（搭配对象、词性和句法功能）。
（7）词类问题。
汉语词类的确定为一大难题。
汉语中大多数动词与形容词能起主语或宾语的作用，描写名词的可以是形容词或名词。
动、名、形的关系问题也同样存在于英语之中，因而为字、词标注词类问题不容回避。
之前大陆的汉英词典对字词均不注明词类，但《汉英大辞典》与《大辞典》对所有单字词头标注词类
，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姑且不论其标注正确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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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双语词典学及其教学研究》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双语词典学及其教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