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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译翻译文库·口笔译教学与研究丛书”之一。
通过《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读者可以了解双语思维的基本特征，领会口译思维
技能的特点及其可训练性，把握口译推理教学法的理论基础，习得口译训练方法，从而事半功倍，译
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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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和平(1955-)，北京语言学院法语本科毕业，在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院获得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兼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目前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同时从事口笔译工作。
译作有《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街心花园》、《世界六十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等、著作有《口
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并发表翻译研究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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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口译中的信息整合、联想和逻辑推理　　从神经语言学的角度看，在语言交际中，说话者的
表述动机不一定反映在字面上，同样，听话人的言语理解也往往不会停留在字面意思的掌握上，而会
在记忆中的知识、经验体系的支持下，从字面意思推导出内在含义，也就是说，理解话语内在含义又
是进行推导加工的过程（王德春等，第116页）。
在理解了话语表层意思后，听话人有可能进行推导和联想，例如，听到“天气真热”，会想到讲话人
可能想打开窗户；听到“秋天”，想到“果实”；听到“今天我想谈谈人口老化问题”，会推想讲话
人下面要接触的问题，诸如“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老龄化给社会
保险造成的压力”等等。
在口译中，由于职业译员并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超前的逻辑推导便成为理解的重要环节。
这种逻辑推导随着言语链的不断发布和接收得到印证，记忆储存后，为后面的信息分析奠定更可靠的
语境和认知环境基础。
换句话说，在语音听辨、语法层次分析、语义和篇章分析、文体修辞分析、文化分析、社会心理分析
基础上进行的意义推断和综合完成后，意义便以内部言语的形式贮存在记忆中，成为理解更广泛意义
的先决条件。
应该说，双语者的右脑对语言的影响程度要比单语者大。
双语与单语分析综合不同的是，听辨时译员更认真，分析综合的结果必须很完整并更条理性、下意识
地记忆贮存，因为他在片刻后要用不同的外部言语表达听辨理解和记忆的内容。
如前所述，只有在紧张的状态下言语才能生成，译员之所以能够记住听辨理解的内容，除了他与单语
听众共有的言语理解机制外，他的听辨是有意识的行为，言语理解的方向性很强，他比一般读者更紧
张（更专心），推导和分析的频率更快，记忆贮存量相对加大，同时借助语言和其他载体（例如笔记
，后面将专门介绍和分析），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完整记忆理解的内容主线和相关补充信息，为随后的
表达做前期准备。
　　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是口语还是笔语交际，目的无不在于彼此理解。
总体讲，理解信息的单一意义就是找出其逻辑性（梅耶，第10、11页）。
口译思维从主体上说属于抽象思维，因而更注重逻辑推理和分析；如果说翻译是艺术，那它离不开形
象思维，离不开感知。
“在这里，概念、判断和推理是思维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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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详解口译之基本程序，描述双语思维之特征，分析思维模式之影响，论证口译中认知补充与
推理思维之必要，揭示口译之规律与奥秘，制定口译教学大纲，理论高屋建瓴，方案实际可行。
　　——李凌鸿（英语专业硕士、法语专业博士、藿庆法语联盟中方主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中译翻译文库·中译翻译教材·中译美国文库·中译欧盟文库·中译法国文库”特约编辑）　　
高于语言层面训练，超越主题训练模式，剖析翻译思维机制，提高口译技能技巧。
使口译技能和质量建立在坚实的自动自发基础之上，是口译研究与教学的正确路径，也是本书的主要
观点。
　　——袁仁辉（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学欧盟法方向博士生、NAETI
英语一级笔译、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会员、“中译翻译文库·中译翻译教材·中译美国文库·中译欧盟
文库·中译法律文库·巾译历史文库”策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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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译翻译文库”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对翻译类学术专著和兼具学术著作及教材性质的
图书的总体规划，以中国原创翻译类学术著作为主，兼顾部分国外优秀翻译类学术著作的中译版，包
括翻译思想与理论研究丛书、翻译史研究丛书、口笔译教学与研究丛书、翻译名家研究丛书、经典作
品翻译与传播研究丛书、行业翻译与翻译产业研究丛书、翻译名家自选集、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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