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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东京教授对词典的学术问题素有研究。
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在我国外语期刊上对各类英汉词典写评论、谈看法、建言献策。
后来又根据词典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进一步研究辞书——特别是英汉双语辞书——的各种问
题，包括词条的描写性和规定性，编繤原则、体例、编排方法、内容、功能、索引以及检索系统等。
多年下来，曾东京教授在辞书方面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成果已蔚为大观。
经系统整理，写就《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一书，将词典学与翻译研究结合，为我国译坛增添
了独树一帜的专著。
　　本专著内容由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分论、第三章评论与第四章结论几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是针对相对全面性的理论问题探讨。
第二章侧重翻译学词典编纂涉及的各个分支问题的论述。
第三章是对八部译学词典与翻译词典的评论。
第四章则总结了当前译学词典研究的现状与翻译学词典的分类，分析了存在不同程度问题之主观与客
观的原因，指出了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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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东京（1946，12～ ），男，汉族，江西唐山人。
197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现为上海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双
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学术研究方向为：双语词典学、翻译学、教学法与译学词典学。
 主要学术成果有：主（参）编词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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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翻译·翻译学·翻译学词典　　一、翻译　　1.翻译的概况　　翻译
指翻译过程中的实践活动。
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文化把另一种语言文化的口头文本或书面文本表达出来的活动。
就种类而言，有口头翻译、书面翻译与机器翻译三大类。
　　20世纪50年代之前，绵延了数千年的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并没受到应有的重视与关注，更没有专
家学者对其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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