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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著作研究的内容不包括古典作品，因为古典作品与今天的时间距离加大了语言的份量，而语言的
不断演变，这使我们不易启用语言外知识。
 在书中主要从译者的翻译过程出发研究翻译，因此，只能割舍与翻译相关的诸多其他重要内容。
本书未对文章的体裁做特殊论述，因为无论是诗歌，还是专业性极强的科技翻译，释意原则是不变的
。
本文也排除由于语言水平不理想出现的翻译错误：纠正语言错误不等于阐述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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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玛丽雅娜·勒代雷，巴黎新索邦大学教授，曾任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校长、巴黎第十二大学外语应用系
主任，并长期从事国际会议翻译。
著作有《同志传译——经验与理论》、《释译翻译》、《口译推理教学法》及多篇翻译理论与教学研
究论文。
     ��
   刘和平，北京语言学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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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鸣谢中文版序前言上编翻译理论阐述  第一章 释意翻译  第二章 意义对等与词语对应  第三章 言语与翻
译下编翻译实践  第一章 翻译实践问题  第二章 翻译与语言教学  第三章 外语翻译  第四章 人类翻译展
望与机译  后记  附录  术语概念提示  参考书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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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
五四”的西学翻译。
而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
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
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
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
　　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
之路为契机的。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
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里，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
景密不可分。
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
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
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
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
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
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训更
具规模。
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
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从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
“入超”地位，介绍中国和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欣喜地看到，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迫切需要、大有用处的知识技能，翻译
学作为一门内涵深广的人文学科，在最近二十年的新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学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
、评论翻译和从事翻译职业的实践，已经成为与对外开放同步前行的社会文化热点之一，持续升温。
翻译教学和译学理论研究，其规模之大、阵容之强、水平之高、成果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引起国
际翻译学术界的瞩目。
中国作者的名字和作品在国际权威译学刊物上频频出现，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的成就。
翻译教学已经从语法为纲的语法复制型翻译模式中解放出来，已经分清了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这两个
本不应混淆却曾长期混淆的基本概念；大学翻译课不再是外语教学的手段，而是在双语知识基础上培
养口笔翻译技能的高级课程。
翻译理论研究继文艺学、语言学之后，又有了美学、语篇分析、社会符号学、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等从
多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或理论工具，为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开放的，跨学科的
人文科学的地位奠定基础。
有关翻译的知识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翻译及其理论研究不应是应用语言学的
一个分支，而应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翻译教学和理论研究领域这些可喜的变化，无疑对造就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提高我国数以十万计的翻
译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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