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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高层次人才水平的集中体现。
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包括课程学习、文献阅读、课题研究等。
文献阅读与课题研究无疑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样，课程学习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重要环节。
通过课程学习，使研究生在教师指导下，获取知识的同时理解知识创新过程与创新方法，对培养研究
生创新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围绕研究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改革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同时，开设了一批
研究型课程，支持编写了一批研究型课程的教材，目的是为了推动在课程教学环节加强研究生创新意
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研究型课程是指以激发研究生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为主要目标，由具有高学术水平的教授作为
任课教师参与指导，以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和前沿知识为内容，以探索式的教学方式为主导，适合于
师生互动，使学生有更大的思维空间的课程。
研究型教材应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了解最新的前沿动态，激发研究生科学
研究的兴趣，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把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教学
模式，把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在探索研究与自主学习中掌握知识和培养能力。
　　出版研究型课程系列教材，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有许多艰苦的工作。
虽然已出版的教材凝聚了作者的大量心血，但毕竟是一项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工作。
我们深信，通过研究型系列教材的出版与完善，必定能够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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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非英语专业研究生为主要读者，是根据《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第一外语）教学大纲》
的要求和翻译实践需要以及社会对翻译的需求编写的。
　　针对研究生在英汉互译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社会对中高级职员的英语翻译能力需求，《西安交通
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系列教材：实用英汉互译教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与实践指导，理论部
分力求深入浅出，实践部分则强调实用性和针对性。
由于翻译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所以《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系列教材：实用英汉互译教程
》在每章内容之后附有适量习题，使学习者不仅能够系统了解实用的翻译理论和技巧，更能在实践和
思考中巩固所学。
参考文献则可供学习者对相关内容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从而扩展和深化所学内容。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系列教材：实用英汉互译教程》吸收了近年来广大学者对翻译学
科探索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实用和创新特色。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系列教材：实用英汉互译教程》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相对完整，
包括六章内容，主要沿袭传统翻译教材所注重的基本知识和技巧，使学生通过较为系统的理论学习和
实践，掌握翻译的基本知识。
特别加入的“翻译测试”部分旨在帮助学习者了解翻译考试，提高应试水平。
第二部分实用翻译共有三章，根据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筛选了三种最为常见的实用文体，旨在帮助学习
者综合运用基本知识，提高翻译实践技能。
第三部分为知识与技能拓展，分别从三个方面扩充学习者的知识技能，包括机器翻译（翻译主体）、
变体翻译（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和口译（工作手段）三章内容。
这些新颖实用的知识将有助于学习者全面了解和把握英汉互译技巧，丰富翻译知识，提高翻译效率和
水平。
书末附有翻译常用资料和习题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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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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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要求第三节 翻译测试的基本题型第四节 翻译资格证书参考文献练习题第二部分　实用翻译第七
章　科技翻译第八章　商务翻译第九章　旅游翻译第三部分　知识与技能拓展第十章　计算机辅助翻
译与应用第十一章　变译理论与方法第十二章　口译基本理论与实践APPENDIXE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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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翻译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翻译基础知识　　第二节 翻译的标准　　二、关于翻译
标准的争鸣　　说到翻译标准，就不得不提起我们早已熟知的“信、达、雅”之说。
这是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严复在他的《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
其中，“信”是强调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达”是强调译文应该通顺易懂，“雅”在严复时代指的
是桐城派风格，现在一般赋予“雅”新的含义，即要求译文有文采。
严氏标准近百年来在中国译坛上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对我国翻
译工作者产生过而且仍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它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翻译实践家的肯定和发展，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多批评和指责。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译界关于翻译标准问题曾展开过—场激烈的争论，许多翻译家和文
学家都提出了自己对翻译标准的看法和主张，此后可以说在中国翻译界和翻译理论界中关于翻译标准
的讨论和争鸣就从未停止过。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鲁迅的“宁信不顺”，瞿秋白的“信顺统一”，傅
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等，此外还有“信、达、切”，“达意、传神、文采”，“准确
、通顺、易懂”，“忠实于原作，译文明白晓畅”，“准确、流畅”，“信、顺”等诸多说法，但实
际上，除了严复的“雅”字争议较大以外，以上的种种主张和见解基本上是对严氏三原则的进一步解
释、深化和引申，不过其侧重点各有不同而已，对于“信”和“达”多数人是持肯定态度的。
这也正说明“信”、“达”两点是翻译的基本要求。
一对于初学翻译的人来说，能真正做到“信、达”，即“准确和通顺”就很不容易了。
至于“雅”则属于高层次的追求，它牵扯到风格、文体、修辞等诸多问题，这里暂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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