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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在拜读刘宓庆老师《口笔译理论研究》一书时，看见刘老师在自序之前留下了一段《所罗门
之歌》的话语，给我极深的印象——。在所罗门弥留之际有几句话留给了世人：“不要赞美我的智慧
，因为智慧本不属于所罗门；智慧属于给人智慧的使者，属于美丽的Allingua——智慧之神。
”Allingua是一个玄机词，一个女神名，也包含着lingua“语言”之意。　　记得在小学里偶然遇到两
句话：“鹦鹉能言，不离于禽；猩猩能言，不离于兽。”鹦鹉能学人说话，可只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
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只有人们的说话是从具体情况（
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一变。至于猩猩，根据西方学者拿黑猩猩做实
验的结果，它们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可是学不会把它变成有声语言。人类语言之所以能
够“随机应变”，在于一方面能够把语音分析成若干音素（当然是不自觉地），又把这些音素组合成
音节，再把音节连缀起来，音素数目有限，各种语言一般都只有几十个音素，可是组成音节就可以成
百上千，再组成双音节、三音节，就能有几十万、几百万。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变
化，形成无数的“意念”，再配以语音，然后综合运用，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一句话，人类语言的
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这就是人类语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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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语口译入门教程》共分为十章，每章分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口译相关知识的介绍和讲解；第
二部分是口译主题练习，其中包含中译英、英译中练习。
作为一本入门级的口译教程，编者们希望，自己的辛勤劳作能够给这样的读者寻找到一个切入点，让
他们能够对英语口译有所了解，且对口译所需的基础有所体会，带领他们跃上浪头，体验更加精彩的
翻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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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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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与少数民族的交流记载以外，涉及与国外交流的口译记载多散见于明清或近代一些档案、小
说中的间接描述——彼时国人对口译译员有了正式的称呼，即所谓：通事。遗憾的是，尽管口译活动
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对口译这种现象和活动的研究工作却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
。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翻译》、《现代外语》等核心期刊先后介绍了其他影响较
大的基于认知科学的口译理论。如，1998年，范守义撰文介绍了吉尔（即“嘉尔”）的《口译与笔译
译员培训的基本概念和模式》，主要内容包括有关翻译教学主要环节的几个模式和有关的论述。即口
、笔译交际模式，信息类句子的信息结构模式，口译三阶段模式，语汇引力结构模式，技术演讲的理
解，翻译的顺序模式等等。2001年，肖晓燕也介绍了吉尔的同声传译的多任务处理模式。她指出，吉
尔的这一模式建立在认知科学概念上，其目的不是要描述口译过程，而是解释口译中出现的困难及译
员常用的对策。吉尔的模式被认为是对以塞莱丝柯维奇为代表的传统口译理论的挑战，给口译教学带
来了新的启示。同年，吴义诚对国际上第一部以翻译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口／笔译的认知过程
》进行了评介，着重介绍了书中所载四大议题的研究内容：翻译过程的研究路线与方法，翻译认知过
程的描写和解释，翻译习得与翻译能力的发展，以及口译的认知心理过程研究。吴义诚认为该书是一
项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它对翻译学、语言学及心理学研究都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国
的口译研究和西方的口译研究一样，它也可以被划分为几个明显的研究阶段，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
科学理论研究发展的特点。　　首先，在口译研究之初，由于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是围绕着口译现象和
口译培训状况介绍进行的，所以当时的口译研究尚且处于“初级研究阶段”，口译研究没有宏观框架
，微观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只有皮.毛，没有实质性内容（刘和平，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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