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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

内容概要

流行华语世界四十载的翻译知识入门书
民国英语教育泰斗一生翻译经验之菁华
本书讲解翻译的基本知识，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论述，又有具体细微的实践指导，篇幅短小，深入浅
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以来，在华语世界广为流传。
全书凡十八章，前半部纵论古今，介绍翻译的历史、语言学基础、规则、标准，有如知识小品，即使
不通外文者，读起来也会兴致盎然；后半部教授翻译的具体步骤，俯拾引用当时欧美优秀作家文句及
中国古典作品为例，由简及深，纠偏取正。附录部分列举大量误译实例进行评述改译，可供读者研习
实战技巧。
读者可通由此书领略翻译的魅力，掌握翻译的基本知识，增进翻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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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歌川（1903—1990），原名慕祖，笔名歌川、味橄等。湖南湘潭人。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英语
学者。1920年赴日留学。1930年进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曾参与创办《新中华》杂志,并担任《中华英
语半月刊》主编,在此期间,将大量精力放在英语读物的翻译、编写、出版方面。1936年入英国伦敦大学
研究英美语言文学。1939年回国后任武汉、东吴等大学教授。曾与鲁迅、茅盾、田汉、郭沫若、郁达
夫等文化名人交往，参与文化运动。1947年春，前往台北创办台湾大学文学院并任院长。六十年代赴
新加坡，先后任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1972年底，以70高龄退出讲台，后移
居美国纽约。
钱歌川一生发表了大量散文与英语教学资料，包括《翻译的基本知识》《翻译的技巧》《英文疑难详
解》《英文疑难详解续篇》《论翻译》《简易英文文法》《简易英文动词》《美国日用英语》《英语
造句例解》等，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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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

精彩短评

1、Rat race,west and east wind
2、虽然书名是基本知识，但是里面的内容对于我这个爱好者来说，绝对不是基本的只是，钱先生举
了的如此多的例子，让我知道想做一个好的译者要先把自己的母语学好，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的译者，
一定要深入到文化中，不能停留于字面的意思，这本书受益匪浅，闲来无事会反复阅读。
3、我感觉这本是一篇论文，想学翻译技巧还是要看那本翻译技巧。
4、#2015115#
5、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的，让自己做起翻译工作来可以更从容了。同时也感慨现在不认真搞翻译的
人真是太多了，买中文译本的书真难遇到好的啊。
6、其實錢老你翻譯出來的文字老百姓真的不一定看得懂，還不如學學人家「老嫗能解」的方法，大
白話晾這兒，一看便「能解」。
7、这本看着还是比较赞的，拆字的说法的真有趣，现在看来确实没有办法翻译，以后会不会有变化
，不知道。
8、很多不曾注意的小细节，颇有收获。大家之言，精益求精。
9、小册子写的很浅显也很有启发性
10、有些很好的例子好像没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二竖的译文似乎也有问题哎。
11、这里说的翻译和我说的翻译不同吧，算了，你有你的追求~~
12、书没什么章法。素材挺广。
13、大概还是要中文过硬吧⋯⋯
14、的确是基本的翻译知识，钱老有一半篇幅在说中翻英，我等初涉翻译的人是断不敢轻易尝试的。
至于钱老所引误译的例子，着实可怕，完全是英文功底不合格造成的，相比之下门修斯常凯申实在算
不得什么。
15、前段时间正准备动手搞翻译，于是赶紧读了一下钱先生的书，得到不少启发。但是光是脊背发凉
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在实际翻的过程中去解决了，不然永远开始不了。
16、已购.
17、老先生写的好极了，而且发现自己就是老先生笔下的典型案例。
18、有趣的书
19、看的第一本翻译理论方面的书，有收获，但个人不揣浅薄地认为，钱先生在书中对所举之例的翻
译有些读来也不够通顺精彩。一则或因在其生活的年代里，语言与今日有出入；二则翻译之难由此可
见一斑。
20、书是好书，但是我能吐槽一下书的版面设计么？封面还不错，封底略俗气~
21、钱歌川先生谦虚地说这是本小书。这怎么可能只是本小书。
22、无所得，为我全不在门内，说得一些似乎也无可操作性，不过应该写得是不错的吧？3星是还行～
23、一点也不老套  很生动 不会死气沉沉  例子出自中西经典名作  很受用  从翻译的渊源讲起 又有实用
的方法技巧 易错点 关键是本书不太厚 翻多次也很顺手呢啊～～
24、参加英语水平考试培训期间购买并阅读了这本书
25、解决了多年不会灵活处理when和if的翻译问题，一剂见效。其实一本书能有一个受益的地方就够
了，偏偏全书都是。“逻辑是翻译者的最后一张王牌”，钱歌川先生真乃新晋男神。
26、一知半解的感觉，有机会看第二遍吧。不过干货还是挺多的。
27、比较简单，适合翻译初学者。
28、书名为“基本知识”，但是最基本的东西，往往许多人都做不到，钱老字字珠玑，举重若轻，看
完让人不禁心理感叹“会意达意”是何其重要。读完浑然不觉这是一本70年代出版的作品，只想拍案
叫绝！
29、受益了！
30、很多典故在翻译课上学到过，想是教材大量借鉴了钱老的书。
31、深入简出
32、好书，很多范例可以学习。
33、二竖为虐，OMG，左传也是我们要学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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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

34、好书，启蒙
35、翻译的入门书。
36、书的前面讲的是一些翻译的基本知识，讲得还蛮全的，对于无论是想从事翻译或是看原版书的人
来说都挺有用；后面是一些例子，看完真是惊心动魄啊，虽然翻译确实是一个很累的行当，但是看到
投机取巧的乱译，还是觉得自己以后找书真的要找好的译者来看。感觉钱老师相当严谨，如果是他的
学生随便翻译应该会被骂得很凶。
37、要古文功底好⋯⋯
38、既要分析古文又得分析英文啊。。
39、“学习外文决不可以从翻译入手,学习翻译决不可以从字典入手”(P71)⋯误入歧途甚深⋯
40、读完之后再次体认到学习语言其实是在学习另一种文化。内容的确是翻译的基础知识，不过难得
讲的面面俱到又干净利落，真是大家风范。附录翻译实例评述看的头皮发炸，果然好翻译是件累活啊
。
41、新年里读的第一本学习书，今年需要多多加油，因为结婚了。
42、面向新手。意图是好的，道理也是好的，可惜有些例子不好，又或者是中文已经变了太多，读来
常常觉得不顺甚至不对。
43、很好的翻译书 实例很丰富 有理有据 每读完一章细细体会结合具体翻译实践进行练习 让我对翻译
又有了新的认识 老先生写的真用心！
44、没有做过翻译的人是很难体会遣词造句中推敲的乐趣和痛苦的吧，当初在参与高达游戏汉化的时
候，一组四个人每每都是争得面红耳赤，不仅是为了词句的真实流畅，也为了语言风格的自然和贴切
，当时做最后润色的我一度没有办法，只能用“我是清华的，你们听着就好了”这样的蛮横借口压制
众人。不过好在最后的文本还是获得了众玩家的认可，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小辈来说，“信达雅”只
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吧，最后的结果不让大家讨厌、不被挑出那么多的错误就是谢天谢地了。
45、不错，好书当如是
46、。。。
47、彦琮八备,佛经翻译（译场），西风的问题，
48、文化人写的书，随便举个例子都是中文古代经典或者各种外文经典，羡慕&读的舒服。作者一生
也是精彩。
49、看完这本书觉得自己很不适合做翻译！作者举了很多例子，讲把红楼梦、水浒传、元曲翻译成英
文的，难看得要吐了，完全失去了中文的韵律之美。还有很多例子，讲把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勉
强能看，但是也失去了英文（特别是英式英文）的幽默和拟人之妙。觉得能够看懂一种语言享受它就
很幸福了！把它们切换来切换去好没有意思！
50、是本可以在翻译生涯里不断翻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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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回顾自己的阅读经历，得到了一个模糊的认识：阅读就是一种冒险，而阅读译本的风险系数
无疑是要翻倍的。而在阅读这本《翻译的基本知识》的过程中，我之前的感受逐渐变得清晰了。

　　虽然这本年书的题目有“基本知识”的字样，但是这本书却涉及了中外文化差异，中英语言差异
，社会的变迁，翻译的历史，翻译的方法与态度，翻译的技巧，翻译的辨误等诸多问题，钱先生的笔
触简炼，要言不烦，在清晰流畅的行文中，充分体现了他驾轻就熟的技巧和举重若轻的功力。

　　一个合格的译者，能够把原作者的表达意图和语言风格，如实地传达到读者的心中，而其间的契
合度恐怕就是衡量一名译者优劣的标准。十多年前，带着面临新世纪到来的惶恐，我阅读了缪塞的《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在译者的笔下，我充分感受到了作品主人公内心的纠结与痛苦，苦闷与彷徨，
然而几年后在读到另一版本的译文时，去看到却了生硬的语句，不连贯的表达，断裂的情感脉络⋯⋯
最后只能一弃了之。由此可见，阅读译著时，选择好的翻译版本的重要性！

　　现在，各种语言教学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翻译事业的繁荣，但是翻译工作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情，正如本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只有谙熟于两国的文法、句法、文化差异的人，才能庶几胜任其职。
然而，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尚且不足以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真正的译者还需要有更高的自我的要求
。傅雷先生晚年曾计划重译自己翻译的著作，而且不惜用重金购回自己的旧译本，然后销毁。几个月
前，专注于里尔克研究的陈宁兄（网名Dasha或Gossudar）因突发心脏病而弃世。陈兄早年因倾心里尔
克的诗作，发愿自学德语、建立汉语里尔克网站推广里氏作品，不但自费购买德文书籍以资研究，而
且对里尔克作品中提及的每一个幅画作，每一首音乐，每一个名称，都采取狮子搏兔的态度，进行涸
泽而渔式地研究——甚至因里尔克在诗中提及了很多日本文化相关内容，他还去自学了日语。然而，
天妒英才，陈兄未能亲眼见到他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杀青付梓就遽然离世，实在令人遗憾。即便如此
，陈兄对待译事所采取的郑重其事的态度，绝对是值得每一个人效法的。

　　翻译关乎文化的差异，如果不了解这个奥妙，就很容易造成隔阂与误解。

　　1920年英国著名的作家毛姆，只身来到中国，拜访当时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临别时，辜鸿铭向毛
姆赠诗两首，毛姆向他请求给予翻译，辜回答：我不翻译，因为翻译诗歌就是给它伤残。辜鸿铭的态
度无疑说明了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可翻译的情况。无独有偶，冯友兰先生也曾在他的著作中谈及“
中国哲学家的言谈、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如果强译的话会出现“译文把原文固
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的情况。但是，毛姆并不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这种障碍，他找人翻译了那
两首诗，并误认为辜鸿铭错误地把写个一个妓女的诗抄给了他——他并不熟悉中国诗人经常使用的“
代拟”的表现手法。

　　时至今日，辜鸿铭已经成为人们或褒或贬的凭吊对象，而毛姆也早已经作古。但翻译造成的文化
之间的隔阂依然存在，而且已经不仅限于中西的语言领域。回首瞩目于我们的教育，几乎每一名学生
自打上学之日就开始了他的“翻译之旅”，把汉字翻成拼音，按照拼音写下汉字，古诗文被翻成七零
八落的现代汉语才能明白，更不用说英译中，中译英这种刚性的训练。然而，逐渐趋向浅白的文字，
使学生与汉语自身的优美与简约渐行渐远，甚至很难从中汲取养分。有一次，在训练学生文言文阅读
时，我出示了陈四益先生的一篇文言短文《从谏》，其中有一句“乌有国有子虚城”，而有的学生给
出的翻译是“乌有国有一个儿子叫虚城”！且不说学生有没有读过《子虚赋》和《上林赋》，且不说
他们听没听到过“子虚乌有”这个成语，即便是司马相如这个名字，也有学生问道“他和司马懿有什
么关系？”。学生的反应足可以反映出我们目前的文化教育的状态了。

　　周作人先生曾经翻译过很多外国的作品，在翻译问题上，他主张要想做到传情达意最好还是使用
文言来翻译。而钱歌川先生在本书中也选用了较多的文言语句作为解说的样本，然而在今天文言文被
逐渐淡化的教育中，学生阅读这本《翻译的基本问题》是，更需要提前补一补课。正如，一位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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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

进行双语教学的人士所说的那样，第二外语的习得效果取决于母语的谙熟程度——即俗话所说的“打
铁还要自身硬”！

　　除非我们已经决定要把几千年来的汉语文化永久封存起来，否则我们所面对的是要比“翻译的基
本问题”更加基本的问题。
2、本人算是一个有着近十年翻译经验的”资深“译员了，虽然只是做做商业翻译挣点小钱，但做久
了自然也会有所有所体悟。而钱歌川作为民国一代文学大师和翻译泰斗，其所书写的这本《翻译的基
本知识》该凝结了多少菁华？身为译者，自然十分有兴趣了解。本书与”翻译“技术有关，但并非一
本教条的工具书，而有着如散文般优美的文笔，这自然也是作者散文家的身份所致。书前半部分，着
重介绍了翻译的由来，翻译的标准（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的历史沿革等即使长久从事翻译也未必知
道的”常识“。介绍之余，作者也不忘加以评说，比如说到”信达雅“，作者认为关键仍是一个”信
“。若是原本不达不雅的文字，翻译得又达又雅，反而是失了”信“，这可说是很有见地的评价。至
于翻译过来的文字必须”言之成理“，否则必然有误，更是无论文学翻译还是如今的商业翻译都应该
遵循的法则。虽是简单道理，但读来仍觉受益。到了后半部分，作者更是从具体事例讲起，将翻译的
基本方法、中英文语法语义的不同、容易错译的问题、长句如何断句等实用技巧一一道来，加上书后
的翻译实例评述，让本书具备了一本翻译工具书的功能。可以说，书中介绍的一些方法，如省略主语
，被动变主动，断长句等，做过翻译的人多少都是有所了解的，不过，经作者归纳一番，即使对做了
不少翻译的我仍是一种认识的提升。对于刚刚踏进翻译门槛的新人来说，更是可以令他们快速获得基
本技能，少走弯路。一遍看下来，让我对钱歌川的另几本翻译相关作品也有了浓厚兴趣。不过，书虽
精彩，却也令人别有感叹。书中最后，钱氏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不甚妥当“的翻译，从中可见其认真
执着和对不当翻译的不满了。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如今，我们的翻译进步了多少呢？现状只能说令人
汗颜而愧见前人。我自身涉足的商业翻译领域市场化程度已经不低，照理应该充分体现”质量第一，
优胜劣汰“的机制，可事与愿违，如今的翻译市场，只能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来形容。仅仅为了追
求价格低廉而任用平庸乃至根本不具备翻译资格的译者之情况比比皆是。我就有幸见过不少堪称”奇
葩“的翻译，有些人甚至干脆用机器翻译充数，全无翻译之精神。如此一来，市场价格被大幅拉低，
国内翻译之单价仅为香港之一半乃至三成，结果就是真正高质量的译者反而无法生存，纷纷另觅它途
。”优胜劣汰“不成，反而是”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凸显，令人叹息。至于文学翻译领域，也并不容
乐观。虽然翻译作品数量颇有提升，可惜质量总是遭人诟病。之前的”天才李“事件，虽是个人性格
所致，但也足见”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之窘况。作者若是泉下有知，恐怕仍然是要大摇其头的吧
。对此，只能说我们的翻译界还真是得从”基本知识“学起。至少，能学学作者这样的认真精神，也
是好的。
3、0p�任何一技的成功，完全靠积累的功夫，而关键又在于浓厚的兴趣，和有恒不懈的努力。0p�谈理
论不难，最难的是取譬引喻。初出茅庐的人经验不够，他们不是食古不化，便是食洋不化，没法子提
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大作得力处，在于实例很多，使人一看就能明白。这种深入浅出的功夫，才是
真正的行家。1p�孔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5p�一切译文必须以逻辑为标准。6p�不同语言的人。对自
然物的认识都是相通的。而对人为物的理解因文化隔阂而大不相同。但最容易出纰漏的，则是纯粹人
性化的抽象名词和行动词乃至修饰语之类。所以只依靠语言知识并不够用，非得乞灵于逻辑不可
。14p�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信而不达，虽译犹不译也。16p�信是对原文忠实
，恰如其分地把原文的意思，用适当的中文表达出来，不只是对表面字义忠实，还要必须对原文的思
想、感情、风格、声调、节奏等都要忠实，即令字面不同，只要含义不错，也就算是信了。17p�中西
文语句组织悬殊很大。但从文法上看，英文多复句，穿插环锁，句中有句，修饰重重，虽繁复屈曲，
但语句组织在文法上必然有线索可寻；中文文法弹性较大，用字颠倒排列，意思不变，少用虚字，无
英文关系带名词之类，所以少有复句和插句，一义自成一句。行文用字简练直截。运用灵活。26p�从
事翻译的人，必须通晓两种问题，不过通法有所不同。对外国文知识必须是批评的（critical）；对本
国文的知识就得是实用的（practical）。34p�只要真能了解原意，又能用译语表达，是没有直译和意译
之分的。47p�英文原是一种含糊的语文（ambiguous language），要了解其真正含义，单靠语文知识是不
够的，必须加以**理智的判断**。63p�中文译文忌太西化，应当避免公式化的翻译。如when和if在中文
里就不要呆板地直翻出来，不翻也成。65p�由于中英源流判然不同，因而常有一些字句是不能翻译的
。如果只是译出一个大意或近似的字眼来敷衍过去，是无法把原意真正传出去的。如拆字、回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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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俗语等。70p�任何一国的语文都有它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性，乃至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这
些都是很难从另外一种语文中找到同义的字句来表达的。71p�学习外文绝不可从翻译入手，学习翻译
绝不可以从字典入手。88p�语言趋于简洁，乃为自然之演变。在清晰的基础上，应尽力让文字精致
。93p�文章之难于理解，不仅是在其太长，而且是在从属与并列关系太复杂。
4、正经接触到文学翻译也不过是这几年间的事情，凭着满腔热情、维基谷歌和砖头词典，也断断续
续地干了一些翻章译篇且作文的事，好歹也算半个有作品的人了。如今的职业又是成天盯着别人的译
作给挑错，收获这样一本小书当然如获至宝。可惜时间不算充裕，只读了个大概，其中的大量例子都
没来得及一一细读，只期留待今后边学边用。说到对翻译的概念，过去一向过以为是笔译考试题上的
那类“把一种文字翻成另一种文字”的事情。如今读过钱先生的翻译小史，才知晓那所谓”翻译“根
本不能称其为”翻译“，不过是“通译”而已（如今它倒是已经回归其本来的意义，被约定俗成为“
口译”了）。真正的“翻译”，如序文中所言，浓厚的兴趣和有恒不懈的努力缺一不可。大致来说，
钱先生的这本小书中已经提出了所有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需要注意的问题。具体的理论问题在书中
已经表达得很清晰，自问也没有资格再做赘述，暂时也无力提出异议。只大致说几句观书有感的联想
。首先，翻译究竟是该以“信”为先还是”达“为重，究竟是词句通顺更重要，还是遵从外文本身的
语法结构更要紧？这是一个始终令我感到困扰的问题。初试翻译时，最爱好那些表现力强的文字，即
在忠实翻译的基础上还能给译者较大的发挥空间。由于原文本身感情色彩较强烈，描写性质的词句也
偏多，因而更便于切换到中文里一些修饰性的词语。有这样的感受，一方面是作为中国人，对母语的
感受力肯定要大于英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能正确理解到翻译的作用。正如钱先生在第四章中所言
，翻译最好以段为单位，不仅要做到对原文忠实，还要对原文的思想感情风格声调乃至节奏都忠实。
如此，从前我以为的那种将译文做得比原文更夸张更漂亮的想法恰恰是不可取的。即使原文作者的感
情已然十分充沛，译者也断无道理将自己的阅读感受再次强加于上。那样即是在强迫读者领受你个人
的阅读经验了。到这里忍不住要就“对读者负责”这个问题说上几句。如今看得懂英文的人多了，获
取原版书的途径也广，真正有兴趣的人大可以去读原著，没有必要看翻译作品。但另一方面，不能否
认翻译作品确实更易读更省时，尤其是在需要短时间里大量阅读的时候，中文总比英文更让人能够看
得进去。然而时下的许多翻译本就属于玩票性质，花的时间不多且不去提，许多翻译甚至连“文句通
顺”这一点都做得差强人意。这点在学术翻译上尤为严重，许多在原文中写得十分清楚明白的理论，
被翻译成了故弄玄虚的长篇大论；并且由于是以句甚至是短句为单位，原文的逻辑关系在译文中被彻
底破坏，就算读上十遍都不能理解。每每读到此类翻译，都想问问那些封面上的译者究竟是如何做学
问的，翻译之前到底有没有仔细读过文章，翻译的过程中又是不是对每个不能理解的理论概念都一一
查证以求通达？以上这些问题，在文学翻译中虽不严重，却也并非不存在。曾读过一本十分优秀的英
语小说，故事本身的精彩程度足以打五星，却被翻译硬生生地翻译成了一本给三星都勉强的三流作品
。而且还有通篇的错别字，不禁要问编辑究竟在干什么？一两处的错误任谁都在所难免，如此普遍的
词差字错，难道是把没校对过的稿子就拿去排版发印了？这些当然是题外话，但也引出我想说的另一
个问题：翻译究竟该用怎样的语言去翻译？就此能够想到的最著名的例子也就是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
树了。作为一个本身不懂日语的人，我所读过的大多数村上都是由林一人翻译的，以至于我根本以为
村上就是用这样的语气写作的。直到某天读到一篇文章，驳斥林的翻译太过考究和“小资”，破坏了
村上原本的行文风格。读罢此文，难免有种失落感，莫非对一个作家的喜爱根本就要分一半给译者吗
？又曾经在大学图书馆里借到过一本纸页业已泛黄的大仲马，兴冲冲地翻开一看却是通篇的白话文，
当场扫了兴致。此类译本也许切合当时的阅读群体，到如今却需要再被翻译一遍成现代汉语才好阅读
了。毫无疑问，白话文翻译在现今肯定是被淘汰了，但对第一个例子究竟该如何对待？在达到良好的
阅读效果，甚至让读者忘记他是在阅读一篇译文上，林的翻译无疑是有道理的。只是从今往后我总不
免要在心里悄悄打个问号：究竟村上本人是如何写作的？带着这样的疑问，再去做翻译，倒是默默地
归结出一条给自己的准则：除了在必要的时候移动字序，轻易不改变原文的结构，甚至连一些虚词修
饰词的顺序都尽量跟着原文来做。毕竟在一个全民从小学英语的时代，英语的一些语法结构已经深入
人心，要联想到原文中的字序结构并非难事。只是这样做，时常面临在中文里找不到合适的对应原句
的字词，尤以掌握程度和语气的轻重为难。如今的翻译，虽然不需要像钱先生一样把古汉语翻成白话
文再翻到英文，较起真来依然半点马虎不得。对此，钱先生在书中给出了大量实例，并列举各种方法
，任君选择。可见从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翻译起来依然还是问题，唯有一字一句认真切磋才可避免
错漏。小书大写，这样一本专言翻译的作品读来确实妙趣横生，且辅以诸多实例，非有十多年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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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学贯中西的学者气度而不能得。能在起步阶段读到这样一本堪为业界典范的作品，实乃幸事。
5、磨刀不误砍柴工评《翻译的基本知识》我们经常在学某一门技术的时候，都会注重基础知识和技
巧，从初学开始注重把基础打牢，以后的学习就会更加顺畅和自如。钱歌川老师在翻译方面非常有研
究，记得他的《翻译的技巧》里面就讲述了很多他对于翻译技巧的心得，展示了他对于语言之间变换
的艺术和技巧，他对于英文和中文的理解和变通那么地熟悉，对于翻译这个语言桥梁的各种运用那么
地巧妙。在这本《翻译的基本知识》中，其实只是很多钱歌川老师对于翻译的一些基本看法，并用一
些详细的翻译事例来解释他的观点，可以当做一本不错的英语学习书，好好重温一下当年学英语的感
觉；也可以当做一本闲书来看，用一种轻松的心态看待钱歌川老师如何娴熟地应用他的翻译技巧，详
实地展示他翻译的基本知识。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多么的重要，对于持不同
语言人们之间的沟通来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量客观地反映一方的意思，然后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知识？在这本《翻译的基本知识》中，钱歌川老
师概括了九个注意事项，还有九个翻译中的基本要点，书中末尾还附有详细的翻译事例分析。从注意
事项中可以学习到在翻译中应该注意的翻译原则，从基本要点中也能注意到一些翻译过程中容易出现
的错误；对比着自己的理解，可以从钱老师的书中获得很多关于翻译的常识性内容。书中特别强调了
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逻辑上的通顺，例如把我们一些古典书籍翻译成英文，应首先用白话文把古
文的意思表达出来，然后再把白话文翻译成英文，诸如此类的中间过渡转换，也属于翻译的一种基本
常识。不管是那一门技术，只要潜心研究，就能获得很多心得；只要乐于其中，就能从中获得成就。
钱歌川老师对于翻译的热爱和执着，从他的一系列翻译著作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从这些书中，在普
及中英文翻译的基本知识之外，也同时能给我们很多相关的启示。我们经常会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说的就是要多砍柴，花一定的时间准备好柴刀，肯定不会耽误事；这个道理用在学习翻译知识上也是
这样，如果你具备了一定的基本知识，你对于要翻译的两种语言有了深入的了解，做起翻译来你肯定
很快就能信手拈来。20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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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的笔记-第1页

        孔子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意思就是说，要把一个人的话语和思想，传到远方或传到后
世，就必得有记录的文字。没有文字而只是口头传述的，不算正式的翻译，只可成为通译（interpret）
；要把用文字写成的书籍，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这才是正式的翻译（tranlate)。

2、《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的笔记-第15页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翻译时对原文要忠实，对译文要通顺，还要文雅。
有时为求译文通顺，不免要颠倒原文字句，甚至在原文之外，还要斟酌补足。有些原文的的含义很是
艰深，难得理解，他便要在这些句的前后，酌加“引衬”，以便使得原文的意思可以明显。
不做翻译的人大概是难解这些问题的。
不，应该说不认真、不死磕翻译的人，遇见上述问题则想当然而过，断然不肯深思。

“信”这一字便有多种解释和理解，各人与各人又不相同。举例来说，曾经与一位上级爆发过关于“
信达雅”的争论，抛开第二、三点不谈，他的观点是要保持绝对的“信”，完全按原文语言的顺序、
内容翻译，即“彻底的直译”；而我则认为“信”要从广义上理解，若不能用译文语言的习惯充分表
达原文信息，那么表面上的“信”则无以称之为“信”。即个人理解的“信”其实是以部分的“达”
为基础的。试想，读者面对着生硬的直译过来的文章，读都读不懂，又哪来的“信”呢？忠实于原文
，说的该是忠实于灵魂而非形式。
而且，日文和中文在语法上一点大的不同就在于，日文的状语分句放在任何位置都不会影响它的含义
，而中文必须严格遵守前后顺序，否则词不达意。不加参考而直译，宁可说是与“信”背道而驰。
当然，外交、合同、专利等领域由于其立场的特殊性被排除在外。

这场所谓的争论无非以各人的固执己见而告终，但如今在先生的书中读到类似见解，不禁略感欣慰—
—原来自己的那些无知狂妄的见解也是有人曾经坚持过的。

昨日在读钱春绮先生翻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有一个注释引起了我的注意。
原句是“于是它想用头穿过最后的墙而且不仅用头到达‘彼世’。”注释处为“用头穿过最后的墙”
——德文成语“想用头穿过墙”，意为蛮干，试图做不可能的事。
这样一标，原文特色和译文含义就全出来了，不失为一种办法。想想日文中的“猫の手も借りたい”
若直接译为“连猫的爪子都想借来”，那真是令人笑掉大牙。

另，这里先生所说的求译文通顺的几大办法实则常在实践中沿用——颠倒原文字句、略加补足、长句
采用意译、含义深奥处酌加引衬。

3、《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的笔记-第34页

        只要真能了解原意，又能用译语表达，是没有直译和意译之分的。

4、《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的笔记-第16页

        我们翻译的单位，至少应该是句，而不是字。要能把一段为一个单位，自然更好了。原作者的思
想感情和他的语文风格，我们必须把它融会贯通，合成一体，使意义和声调配合无间，译文才能完全
表达原文，所以说对原文忠实，不只是对表面的字意忠实，必须对原文的思想、感情、风格、声调、
节奏等等，都要忠实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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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的笔记-第138页

        从前的翻译家讲究信达雅，现在的翻译家就采用猜筛栽，读到觐业的翻译，证明确是如此。

6、《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的笔记-第6页

        莎士比亚说，名称有什么关系呢？现在那个我们称为玫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样
的芬芳。这就是说，我们给它的名称虽有不同，而自然物本身的实质不变。荀子在他的《正名》篇上
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
谓之实名。”
这是合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的。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在1959年出版的《语言问题》
上说：
语言跟语言所表达的事务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关系。这是已然的事实，而没有
天然的，必然的联系。

注：自然物&amp;人为物
      虽同是约定俗成而取的名字，人为物与自然物有所不同，认为物是没有全人类共通的物象的。

     自然物在不同的context中，受文化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小，所以对于不同语系来说，基本上是可以
等同的，但人为物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人的活动痕迹，所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其指代的实物会有所差
异。差异有大有小。

7、《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的笔记-第126页

        私以为，例二原译错得离谱，但改译后仍有问题。试摘原文，供鉴定。
至于原译，居然是见报的新闻，某华语地区的翻译质量果然名不虚传。
【原文】A 30-mile an hour wind flamed the fire from one building to the other and rained sparks like a fireworks
display over much of the city threatening to ignore rooftops.

【原译】每小时速率三十里的强度，使火头自一个房屋延烧至另一个建筑物，夹杂的雨水发出火星，
大部分市区好像在放烟花。

【改译】时速三十里的强风，使大火从这间屋子蔓延到那间屋子，像放烟火一般地把火星散落到大部
分的市区，威胁着那些袖手旁观的屋脊。

当然，这部分重点还是评述，我嫌评述太长，这里就不摘录了。

8、《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的笔记-第9页

        逻辑是翻译者的最后一张王牌，是他必须具有的基本要素。凡是翻译出来的一事一物，都必须要
合乎逻辑，合乎情理，否则必然有误。

9、《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的笔记-第27页

        1
生物学家赫胥黎把世间万物大致分为两类：自然物和人为物。
译自然物的方便之处在于，即便语言不相通，对普遍存在的自然物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即“约定俗成
”。（注：出自《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
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即便名称不同，在各人心目中的印象倒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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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为物的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出于文化和地域差异，人为物是没有全球共通的物象的。未见过实物
的人翻译起来不免出错。

2
一切译文必须以逻辑为标准。假如译文不合逻辑，则读起来完全不像话。译者必须自己先把原文彻底
了解，才可下笔。原意完全明白，译文合乎逻辑，则“信”和“达”的两大条件已经做到，至于雅或
不雅，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3
如果能从广义上来看的话，单一个“信”字也就足够了。林语堂先生也道：“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
。翻译的范围至少应是句而不是字。忠实原文，不仅是对表面文字的忠实，更要忠实于原文的思想、
感情、风格、声调、节奏等等。

4
从事翻译的人必须通晓两种文字，不过通法有所不同。对外语的知识必须是批评的（critical），即信
息输入时具有批评和怀疑的能力，而对本国语言的知识必须是实用的（practial），即信息输出时具有
语言的实用性和通俗性。

10、《翻译的基本知识（修订版）》的笔记-第197页

         
文风极好，引人入胜。但例子多是文学类的，不太合我意。然而看过之后，明白翻译真的是有对错之
分的；特别是遇到不合常识/逻辑时，要勤翻字典。五种英译中的方法非常好用，一看便会。另外，可
以延伸阅读海明威的作品，句子简洁，符合现代人用语习惯。

1.�一个古老的问题：
2.�约定俗成万物名：自然物和人为物：自然物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东西，如太阳，中西各有自己的
名字，这些名字所指的是一样的东西；
a.�人为物：人类的活动、情感，这里是需要琢磨和积累的地方；抽象名词、行动词、修饰词。
3.�岂有此理必有误：翻译出来的文字，不符合逻辑、常识的，必定是错误。例如：五六斤重的小鱼，
五六斤重的鱼必定不小。
4.�严复说的信达雅：信是指忠于原文意思，不能错译、甚至语言风格也要符合；达是指译文语句要通
顺；雅是要有艺术感、文雅
5.�佛经的翻译：翻译首先要清心、树立品德、立志，然后才是坚持与付出；。。。。（没看进去）。
。。大概就是要审核好多遍。。。。
6.�中英文翻译：英文 - 批判性理解，因为一个词有多种含义；中文 -- 实用的中文能力：感觉写得不清
楚，没听明白。大概是言简意赅、符合惯常用法的意思吧。
7.�直译和异译：因为中外差异，逐字翻译的可能反而意义相反/重大改变，例如西风在中外的意义不同
，这个时候要异议。
8.�通达：直译不行，因为思维差异：英文 be 为“存在”之意，体现英文思维A就是A的逻辑；而中文的
逻辑为“是非”“有无”“好坏”，带有判断性，没有单纯的“存在”这一说法。  
a.�英文的be,  多数译为“有”，少数译为“在”
b.�中文的“有”，英文则要译为“在”
i.�直译不行，也可能因为理解还不到位。
9.�理解含义: 理解字句的含义：大致理解其意思是不够的，每个词句都要真懂；理解字句之外的含义：
违背常识、语境含义、原文本身有多种含义；典故：如圣经；英国英文和美国英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同一word，指不同的自然物。
10.�虚字：中文虚字（之乎者也巳焉哉）很多是语助词，无义，可不译；英文的虚词：when 不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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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时候”，可不翻，或者翻成“每当、既然、只要、想到”, if 不翻作“如果”，而是要是、即使
、无论何时、是否、...就好了。
11.�无法翻译：特有/新名词，如privacy; 回文；典故；俗语；
12.�两国同一词语的语义无法完全对应；语义的特殊性：红杏出墙；
13.�在动手翻译之前：讲了文学的翻译，不感兴趣。
14.�选用适当的字句：could you/can you...; had better - 命令； 
15.�英译中的五种方法：（改译和倒译给我很大启发，有的需要大改的英文原文容易读不懂、需要刻意
练习） 
a.�省译：是、有、...的；代名词，如it, 省译；复数中文不说“们”
b.�增译：感觉就是看翻译好的中文，觉得话没说完的补上去
c.�倒译，中文副词放句首、英文放句尾
d.�改译：
e.�
i.�英文被动语态，改为中文主动语态；
ii.�非人称主语改为人称主语；
iii.�否定+till: 去掉否定，或者干脆连till句也翻译成否定；
iv.�当主语为系表动作的原因，可将宾格或者代名词移作主语，
v.�当英文顺序和中文顺序差别很大：这样的句子容易读不懂。。。。
f.�简译

16.�英文长句的翻译方法，一般切断为两句，按照英文原序来翻。 
a.�在关系代名词处断句：who, whom, 代名词之前的句子独立成为一句
b.�在关系复词处断句：which
c.�在副词处切断，副词从句：i.e. especially in... 
d.�在动词处切断
17.�翻译中的错误： 
a.�误解字义：常见词的非常用义
b.�惯用词错误：这一章很值得打下来，例子很经典；By... 和 till..., By是在...之前，till 是到...为止；
c.�中译英讲的没啥特别的，就是一些英文用词的不对：惯用语，滥用成语，英文文法

非常多翻译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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