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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的《经贸汉译英教程》于2002年出版后，承读者厚爱和业内专家垂顾，于2005年忝列北京市
教育委员会“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一晃七载，急需更新，又于2009年荣幸地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本书便是修订的成
果。
　　本书承袭了《经贸汉译英教程》的框架结构、展开思路及编撰理念，但是充实了教学内容，丰富
了课文叙述，调整了章节布局，撤换了绝大多数例句，增加了练习种类和数量，修订比例在90％以上
。
　　《商务汉英翻译（研究生）》（Creative Translation for Busines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for
CATTlLevel2 Candidates＆MTI Majors）定位的目标读者包括：翻译硕士专业研究生，高等学校翻译专
业研究生，经贸类各专业、商务英语专业研究生，经贸类双学位和高级进修班学员，以及其他已有一
定的英语水平的人士，可作为教材或参考书使用。
　　本书的目标读者应当已经学过翻译理论方面的一些课程，有的还做过一些英汉互译工作，故此没
有安排概括介绍的章节，而是直奔具体的议题。
　　这套教材的教学目标是：学生在学过本书之后，译出的商务类文件能够做到原文信息转达准确，
译文表达通顺流畅，至少一个篇章之中大多数句子是这样，即整体上的沟通效益高、实际商务活动中
的交际效果好。
其理想境界是在忠实反映原文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之上，让英语读者以最小的时间投入，花费最少的精
力，轻松获得原文的主体信息。
　　按照这套教材的定位，本书叙述之中多少有一些研究的性质，多少超越了“正常的”教科书的范
畴，所以多有译法探讨，而不限于给予“正确的”译文。
　　从国际商务的业务内容来看汉译英，本书分为四篇，详见“使用说明”。
　　从汉译英的操作流程来看，做好这项工作应当在这三个方面有所保障：原文语意、译文语法和沟
通效益。
第一、五、六章试图说明，必须充分理解汉语原文的语意主旨，并能准确断句；第七、十两章多方举
证，译文表达阶段的关键先是句型选择、后是词语斟酌，共同之处是要语法正确；第十四和第十八章
强调对外宣传的沟通效益和交际效果，侧重阐述化解中国特色、旨在实现译文归化；其余各章均为辅
助手段和增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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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四篇，共18章，可供使用一学期。
    各篇包括的章节，以及章节布局，敬请翻看随后的目录页。
    每章课文概要讲述相关理论、介绍翻译方法、描述技巧并举证，与译文罗列及评析夹叙夹议；课后
附有针对性较强的练习题。
    这套教材采纳了纠错的思路进行展开，把笔者在为人作嫁和教学过程中收集到的典型错译现象摆出
来进行讨论，特意保留了译文的原生态，是考虑到汉译英中一些问题具有普遍性，也许列出来有助于
读者参照或自我对照。
    由于参与的学生较多，因此同一个汉语原文句子之下，有可能每类(D、C、B和A)都有多个译文。
笔者在编写的时候已经做了大量的对比，删去了重复较多的译文。
    在本书的论述体例中，每个例句最多可有四类译法，分别以英语字母D、C、B、A表示，对应指代
汉字“错”、“差”、“对”和“对且好”。
这样的字母标记代表着笔者认定的翻译质量，放在译文前方，每个译文只有一个标记。
    字母标记和译文中的粗体词标记是课文的构成部分，配合不同译文的对照来介绍和印证每章每节的
讲解。
    从D类到C类，或从C类到8类译法的修改，演示并讨论的是由“错”到“对”的翻译过程，而从8类
到A类的修饰，则是倡导或推荐由“译对”到“译得好”，试图体现翻译作为一种服务业主和市场的
理念。
    本书比较推崇译文的多样化表达，提倡方法和技巧的“综合应用”，鼓励学生自行探索更多的灵活
变通译法，故此有时候也会提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A类译文，示意为主，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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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前准备篇　第一章　原文梳理  　第一节　原文的错误  　第二节　原文的病句  　第三节　原文语意
费解  　第四节　为翻译而调整  　第五节　译者的定位　第二章　专有名词  　第一节　机构名称  　
第二节　企业名称  　第三节　职务职称  　第四节　地名地址  　第五节　综合应用　第三章　回译种
种  　第一节　企业名称  　第二节　机构名称  　第三节　人名与职务  　第四节　地名地址  　第五节
　综合应用　第四章　时间和数量  　第一节　梳理原文数词  　第二节　数量词须知  　第三节　相关
问题  　第四节　准确译写数量词句型调整篇　第五章　汉英对比    第一节　灯笼与吊灯  　第二节　
意合与形合  　第三节　词序与语序  　第四节　人称与物称  　第五节　修辞手段　第六章　断句技巧
 　第一节　理解要准确  　第二节　断句要准确  　第三节　主语要选准  　第四节　主语的选择  　第
五节　重组要全面　第七章　句型选择  　第一节　四个前提  　第二节　合译与分译  　第三节　句型
颠倒  　第四节　句型转换  　第五节　综合应用　第八章　被动语态  　第一节　方法论证  　第二节
　语态的直译  　第三节　语态的反译  　第四节　语态的意译  　第五节　综合应用　第九章　长句难
句  　第一节　句型直译  　第二节　分旬翻译  　第三节　段落为单位  　第四节　难句解析  　第五节
　综合应用准确翻译篇　第十章　用词恰当  　第一节　翻译要准确  　第二节　决定的因素  　第三节
　词语的译法　⋯⋯模糊翻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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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称职的汉译英不应当是“对号入座”地对应词语，而是需要想方设法“牵线搭桥”，可以而且应
该在无损原意的基础上，从着手翻译之前一直到润饰译文阶段，都能主动地进行必要的词句加工，目
的是便于读者一看就懂，从而沟通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圆满完成翻译任务。
“原文梳理”是指迅速识别文本类型、行业特征、应用场所、文体特征和目标读者，尽量理顺其叙述
思路，划出较难处理的词句，剔除其可能存在的非常规表述，同时调整其句间联系，从思想上做好词
汇量、句型复杂程度、交际层次等的准备工作。
　　之所以专门辟出全书近1／4的篇幅来谈翻译之前的准备工作，正是因为客户要求翻译的东西真可
谓五花八门——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交来的汉语稿子中的汉语文本，各类问题实在是千奇百怪——
这是有必要分析分析的。
至少要告诉学生：有这个问题，有这个必要，在做翻译本身之前，必须先对汉语原文作一番细致的梳
理。
梳理正是理解原文的过程，也是争取译文语意正确的保障，否则翻译的时候容易事倍功半。
　　我们作为翻译，作为业务部门的工具，应当尽量做好服务工作，其中包括适度“美化”原文，替
原文作者打打圆场。
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这都应当是跨文化交流的一个注意事项。
对此本书的目标读者应当可以有所思想准备——就从本章开始。
第一节 原文的错误　　做翻译的是译者，但是汉语原文的作者同译文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
经常发现，中文原著或原稿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者原文词不达意或过于简化、造成含义模棱
两可，这就给译者增加了困难。
　　据笔者有限的经历，在企业、机构的工作现场拿到的汉语原文，至少是面向国际市场的营销类文
本，需要梳理的文本数量，要大于不需要梳理的文本数量。
你在教科书中做的练习是早已经过几番整理的，而在工作岗位要处理的待译材料，却有可能潦草散乱
、文理欠通甚至语焉不详。
拿来就译往往见树不见林，容易影响到最后译文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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