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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阎佩衡同志，是我20世纪80年代在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时的学生。
他，幼承家学，敏而好问，多经失利，痴心不改，是一个一心教书的人。
　　多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有诚，不忘成功与失败的甘苦；治学有方，常念理论与实践的纠
葛。
无论是治学还是教书，他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方法。
从教育到艺术，从语言到文化，从阅读到口语，从语言理论到翻译研究，他总是顺藤摸瓜，总有旁通
的灵性和感悟；他博猎旁通，主意常新，颇得海内外专家和教授的垂青。
撰有三十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书刊上。
　　近几年，他又在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二度对话翻译教学模式”的构建，并依据
这一理论的构架完成了《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的编撰工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看过这部教程，自觉有以下特点：　　一是理论组织科学，时见新颖之处。
　　首先，他将翻译过程规划在一个由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然后由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折线流程
之内。
这一设想相当大胆，但是以乔姆斯基（N．chomsky）（美）的理论为依据。
　　然后，他又根据奈达（Eugene A．Nida）（美）的理论，给翻译中的理解过程设计了一个语内转
换的过渡性环节。
他把这种语内转换的方式组建为一套“逻辑语法”，而与普通语法区别开来。
这是一个可以直接操作的步骤，也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是科学的、实用的。
　　更重要的是，他给翻译及其教学的全过程设计了三个路子：一是文本的和非文本的路子；二是文
化的和非文化的路子；三是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路子。
其目的无非是将整个翻译行为置于一个既跨学科又跨文化的空间之中，形成一个翻译运作的约束机制
，从而使翻译教学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纳入三个思路的统筹之中得以解决，最终求得翻译“对等”
（equivalence）概率的相对提高。
　　佩衡把这个机制叫做“语境体系”，这是对语境概念的扩大和延伸，是独到的，也是符合情理的
。
它既涉及了语内（学科内）因素又涉及了语外（学科外）的因素，因而足以构成翻译的（大）文化语
境，自然也是佩衡的学术视野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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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以“一条折线，二度对话，三番翻译，四周环境”概括了翻译的复杂
过程，既考虑到语内翻译，也考虑到语际翻译乃至语文翻译。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在叙述翻译理论的同时，又附有翻译实践练习，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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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任何一本书的存在价值都在于，其说法及其做法都能够和另一本书的说法及其做法区别开来，因
此就需要说上几句开头的话——作为引子。
　　1　翻译史上的几点启示　　漫长的中西翻译史可以说是一部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长卷，
远不是这里高谈阔论的话题。
于是，我们只好就事论事，采取一点实用主义的态度。
　　如果将历时两千余年的西方翻译史，①姑且“二战”为界，那么前史就是一卷不乏真知灼见的经
验之谈，各说各长，莫衷一是，而后史则是一卷多见科学探索式的诸家之说，流派迭起，各持所长—
—如果说前史以哲学、美学、文学的视角经验地、思辨地阐述问题见长，那么后史则普遍是以科学的
（尤其是以语言学乃至文化学的）方法论努力解决翻译问题的。
　　就前史而言，中西翻译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二者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在翻译是什
么的问题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论；在翻译的方法论上都是讨论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在翻
译的标准问题上都是探索替作者负责、替读者负责还是二者兼顾好的原则；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可译与
不可译的问题；涉及最广的莫过于对文学作品的翻译。
如果把问题作一个实践意义上的归纳，翻译理论所要寻求的答案便都在于：什么样的理解才是准确的
以及什么样的传达才是理想的这两个方面。
如果重新回到理论意义的概括上去，翻译家们所从事的研究又无非是“翻译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
进行翻译”两大问题。
无独有偶，他们的做法都是“经验”的，他们的归纳都是“思辨”的。
　　如果可以说“二战”以前翻译理论的特点在于“求善”，并以此为翻译的实践提供一套“善行”
的经验，那么“二战”以后翻译研究的特征就在于“求真”，并以此给译学的发展绘制出一幅“科学
”和“文化”的蓝图。
虽然“二战”以后的翻译理论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上的描写性阐述（或许这实
际上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翻译研究已经在原有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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