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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口译理论概述》(作者鲍刚)是“中译翻译文库·口笔译教学与研究丛书”之一。
作为中国第一本口译研究专著，《口译理论概述》介绍口译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辨析口语与口译的
差别，解剖口译中听辨、记忆、笔记、译语表达等程序，并介绍译前准备工作，既循序渐进，又清晰
透彻，是口译研究的必读之书。

《口译理论概述》是中外口译理论界第一次通力合作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口译研究的开山之作，是口
译理论的入门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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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鲍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教授，长期从事口笔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为口译理论与
教学。
作者生前曾发表多篇论文，他完成的《口译概论》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口译的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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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口译中涉及的言语有外部言语和内部言语两种。
外部言语是言语的外在表现，呈线性发布特点，有着一定的语音、语法、用词习惯等规则或规律，否
则便不易为人所懂；内部言语则仅供言语者自己使用，是言语者并不产出的言语，但并非是外部言语
简单的“内部诵读”式内化过程，即所谓“自言自语”。
因为它有着以下特点：1.与外部言语的结构有异，仅由最具主干性质的简要词汇或其他简短的语义载
体符号构成，并因语境明确、话语主题已为言语者明了等原因而常省略主语、主题，仅剩少量提示性
形式；2.很少有虚词，并且不一定合乎语法规律或其他的语言表达习惯或规律；3.有时甚至可不一定具
有语音形式，或“规范”的语音形式--汉语的语用过程即存在言语者并不会发音（或正确发音）的某
些词汇却不影响言语者理解、加工及使用其表义功能所负载的意义进行内部思维的现象，其含义仅供
言语者自己“内部”懂得即可；4.能以多头绪、非线性、“跳跃”的方式发展，运作速度远快于外部
言语那种线性的发布速度，几乎与敏捷的思维同步。
由此可见，内部言语是一种有着独特规律的言语形式，它不仅仅简单地等于外部言语的内部默读。
从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的转换代表着言语者整理思维诸多程式中的一种，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我们在研究译员言语应用的过程中，是无法回避对译员智力机制中内部言语运作的研究的。
　　口译研究中还区分“原语”和“译语”两个概念。
“原语”（又称：“源语”）为国际通用的译学概念，指交流双方待译言语语篇所使用的语言，有时
也称“译出语”；“译语”则指译员表达时其言语语篇所启用的语言，有时也称“译入语”，或称为
“目的语”。
国际上，通常还用“A语”的概念指译员无论在表达还是理解方面均完全熟练的语言，用“B语”的概
念指译员业已具备表述方面相当高的熟练度，并几乎接近A语理解水准的语言，用“C语”的概念指熟
悉度相当高，理解上不存在太大问题但表达熟练度却远比A语、B语欠缺的语言，并且对这些语言在口
译中的使用范畴均有所规定。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A语即母语，B语即外语，C语则指第二外语，但也会有例外：有时可观
察到少量在学会第二种语言后因长期生活在该语应用国而使原来的B语上升为A语的个例，如长期移民
在外的我国公民，或已入外国国籍的华裔译员等。
若是在这种前提下考察双语的应用状况，那么使用“母语”、“外语”这些概念便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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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口译理论概述》是中外口译理论界第一次通力合作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口译研究的开山之作，
是口译理论的入门必读书。
　　——李凌鸿（英语专业硕士、法语专业博士、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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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欧盟支库·中译法国文库”特约编辑）　　
分析口译理论，传授口译技巧，指导口译进修，解析口译过程，点拨译前准备，说理清晰透彻，证据
确实充分，步骤循序渐进，既着眼过去、放眼当下，又前瞻未来，不愧为中国口译研究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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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翻译教村·中译美国文库·中译欧盟
文库·中译法律文库·中译历史文库”策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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