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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范围内各领域的国际合作
日趋频繁。
而确定上述各种合作的法律形式，如合同、协议、公告、宣言、条约及各种国际法律法规等文件的翻
译，势必成为国际间交往、合作的重要环节。
    语言因交际环境、交际对象等发生变化而产生变体。
不同的语言变体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风格，主要表现在词汇、句式、语篇等几个方面。
在法律领域为法律工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法律语言，这种语言变体就是法律文体。
与其他文体翻译一样，做好法律文体的翻译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在翻译理论的指
导下进行翻译实践。
我们在探讨研究法律文体的翻译时，应研究我国翻译界前辈创立的翻译理论。
我们的前辈创立了一整套的翻译理论：从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到
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和钱锺书的“化”境，都强调了做好两种语言转换应遵守的重要原则。
法律翻译比普通翻译需要遵守更多的原则，这是由于法律翻译的法律框架和法律语言自身的特点所决
定的。
根据法律语言的特点，我们更强调法律翻译的“信”和“达”。
在法律翻译实践中，要做到目的语准确无误地表达源语的真正含义，无论在用词上还是句子结构上都
必须做到准确严谨，这是法律翻译的根本原则。
    鉴于法律和翻译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影响和作用，人们对法律翻译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
但做好法律翻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法律翻译不仅是一种语际转换，而且还是跨文化、跨法系的思维转换。
由于中外法律体系的不同和中外法律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中外法律术语之间并不存在准确的对应关系
，因此在翻译法律术语的时候就不能直接对应过去，而需要对中外法律术语进行辨析，乃至于创造新
的词汇。
法律语言中大量存在长句和特有词汇，这在一般翻译中是非常少见的，它特别要求译员具有不凡的语
言驾驭能力和理解力。
    所以，做好法律翻译，同时需要通晓法律、法律文化和中外语言。
一个不懂法律和法律文化的外语学习者和一个并非精通外语的法律学习者都不能很好地做好法律翻译
工作。
在我国，法律英语翻译是个新领域、新学科，需要更多的人去研究和探讨，共同推进该学科健康有序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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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律翻译概论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
知识与信息的传播都离不开翻译，我国的翻译实务与研究高潮迭起。
这次翻译高潮在翻译规模、范围、质量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几次翻译高潮所无法比拟的，而
且这次翻译高潮的重心是科技翻译和法律翻译。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观念的不断深入以及我国成功地加入WTO，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中国法
制现代化的进程突飞猛进。
我国对外法律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文献被译成外文，同时也有大量外国的法律文
献被译成中文。
我国法律制度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为了更好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我国开始加快向发
达国家学习的步伐，其中就包括法律领域的学习和借鉴。
这种学习和借鉴离不开翻泽。
法律翻译所承担的功能愈加重要，法律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历史回顾法律翻译由来已久，也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自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就法律领域而言，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外虽有少量交流，但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华帝国对欧美国
家法律（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了解极其有限，或者可以说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了解外国法律的愿望
和动机，因而少有翻译或很少有组织、有系统地翻译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中国的开明官僚和学人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们开始主动了解“西洋岛夷”，去
“师夷长技以制夷”。
先是师夷之船炮器物，后转向师夷之制度文化——法律即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为师夷之法律，首先需要翻译其法律及其法学著作。
客观上，随着各种条约的签订和对外交往的频繁，也需要了解和翻译外国的法律。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以前的翻译活动以传播西学为主，有关法律方面的译著也比较集中，“法学”
一词开始从西方文化传人我国。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上至官方政府、下至民间学者都对外国法律、法学作品进行
了大量的译介（通过国际法以及宪法等公法类著作翻译、法典翻译、法学理论著作翻译、报纸杂志中
刊登的法律类译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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