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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英语（非英语专业）从20世纪80年代发韧起，已走过了教学与改革的二十多个年头，无论是
课程建设与师资培训，还是题库建设与测试方式，而或教学方法与评估手段，更不要说教材编写与教
学手段，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促进了外语专业教学的改革，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其有目共睹
。
特别是《大学英语教学大纲》（1982）、《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1998）与《大学英语课
程教学要求》（试行）（2004）等三个纲领性的指导文件的颁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教学的
目的要求逐纲提高，尤其是听读方面。
　　迄今为止，听、说、读等技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翻译与写作水平的提高步伐却始终裹足不前
。
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种：首先是地位问题——对译写的要求放在次要、附属的地位，在《教学要求》
中虽有提升，但毕竟是积重难返无法迅捷地反映在教材上。
其次是操作问题——虽然大学英语系列教材将翻译与写作安排在《读写教程》中进行，但译与写成了
“聋子的耳朵——摆设”，往往无法或很少顾及，翻译尤甚。
再次是教材问题——几套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的编写者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翻译与写作技能的提高，是一
个要进行系统的训练过程，而教材中往往只有《精读教程》、《泛读教程》、《读写教程》、《听说
教程》甚至《语法教程》，却唯独没有《译写教程》，何以进行系统的、有效的、实际的训练？
最后是课程的设置问题——虚缺，没有译写教学的空间即没有安排译写课程。
　　因此，若要达到《教学要求》，必须首先解决译写的地位问题。
据我们与兄弟院校同行的广泛调查，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出校门，踏上社会，为民服务的过程中，绝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下最需要的英语技能是阅读、翻译与写作，而非听与说，因为绝大多数学生在
工作岗位中接触的是英文资料而非英美人士。
因而读与译是首位的问题，其任务是吸收信息并把它们传达给不黯英语的同事。
资料若有问题或不理解之处，其交涉手段必然大多是书面沟通，亦即是写作。
因此，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五项技能的位置排序应为：读、译、写、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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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结合中国国情、校情与学情，结合学生今后走上社会后实际
工作的需要，分两部分，介绍了英译汉和汉译英的技巧和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常用翻译方法、实用
文体的翻译、口头翻译、标点符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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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英译汉　　第一章　英译汉简论　　第三节　英译汉的原则　　翻译的基本原则，即
翻译的标准，是翻译实践的准绳和衡量译文优劣的尺度。
一篇好的译文，必须是准确而又流畅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
　　关于翻译标准，从19世纪末的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到鲁迅先生的“信”与“顺”
，一直到目前译界普遍接受的“忠实”与“通顺”，观点大体上是一脉相承的。
所谓“信”和“忠实”，都要求译文必须符合原意，不得有任何篡改。
以高标准要求，译文不仅要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而且还要保持原文的风格。
所谓“达”和“通顺”，指的是译文必须通顺流畅，符合语言规范，而不能在语言表达上给人以“翻
译腔”的感觉。
　　忠实与通顺，作为翻译的标准，应该是统一的整体，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
好的译文，既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和风格，同时读起来又流畅。
与原意大相径庭的文字，不管多么通顺，都称不上是翻译；反之，译文生硬晦涩、词不达意，也起不
到翻译的作用。
从事翻译，译者必须努力达到既忠实又通顺的标准。
　　第四节　英译汉的分类　　“翻译”这个术语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广义地讲，翻译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
而我们一般要讨论的翻译则集中在语言上，就是将某一语言活动的言语产物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按照翻译活动中的不同处理方法可以将翻译分为若干类型。
　　翻译可分为口译(oral interpretation)、笔译(written translation)、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和网络
翻译(online translation)。
口译多用于外交会晤、学术研讨和参观游览等场合。
笔译多用于公文往来、科学著作和文学翻译活动。
机器翻译主要指利用计算机和其他设备进行翻译，人工只起辅助作用。
网络翻译则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翻译方式，它主要在网络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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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大学英语教程：翻译》是由凌伟卿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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