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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应用英语翻译的历史发展及翻译标准

翻译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工作。应用英

语翻译及其标准的发展也不例外。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层次的人

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应用英语翻译标准产生不同的看法。纵观历史，我国应用英语翻译

的历史发展及其标准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我国翻译的起源——佛经的翻译及其标准

1.“信、达、雅”的雏形

我国的翻译事业起源于佛经的翻译，约有逾两千年的历史。佛经的翻译始于东汉

桓帝建和二年。当时翻译佛经的名人支谦主张注重传输原著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严复

所谓的“信”。这一“信”字在唐代译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中长期被奉为

圭臬。支谦最初不赞同另一译者将炎的译法，嫌其译得“不雅”，说明支谦最初也认

为“雅”是翻译标准之一，后来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见“雅”这个翻译标准在当

时，就已经在我国译界出现了。支谦同时代的人主张“今传胡义，实宜径达。”可见

“达”字翻译标准当时也已经提出。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翻译标准“信、达、雅”

的雏形阶段。

2.“直译”与“意译”

到了符秦时代，译者释道安自己不懂梵文，唯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

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鞞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西域龟兹人鸠摩罗什考

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著，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方法，他一改前人的直译风

格，主张意译，并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他的译著展现了原作风貌，译文生动形

象，为我国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3.“忠实”与“通顺”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 ��� 年）译界巨擘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1� 年后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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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

文著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佛经的翻译开始转向文学翻译。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既

须求真，又须喻俗”，意为“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第二阶段  我国翻译历史的发展——文学翻译及其标准

1.“信、达、雅”的发展

谈到翻译标准，大多以文学翻译为核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和他的“信、

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照古代翻译佛经

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在这之后的

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说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

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他所谓的“雅”，是片面追求译文

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

文，才能登大雅之堂。对其“雅”从一开始便有争议。所以在白话文兴起之后，激进

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将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势。由此可见，严复的“信、达”二字已

是人们公认的翻译标准，而人们对“雅”字却有很大争议。 

2.“神韵”

�0 世纪 �0 年代我国出现了关于“神韵”的讨论。对此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曾发

表过见解。他谈到“神韵”时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

‘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

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

韵’，难免要失了许多感人的力量。”这段话强调“神韵”，和后来的“神似”没有大

的差别。所以有人说 �0 世纪 �0 年代傅雷提出关于“神似”的标准是 �0 年代“神

韵”标准的延续。

3.“三美论”

�0 世纪 �0 年代末我国翻译事业出现了一次高潮。由于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举进

入中国翻译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力图“挽救”、“完善”严复的理论。有人干脆说：

“还是‘信、达、雅’好。”时代不同了，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对

严复的“信、达、雅”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解释。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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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这期间，精通英、法

两门外语的许渊冲先生把“雅”字归结为中国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根源。他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

 第三阶段  我国翻译的发展趋势——非文学翻译及其标准

非文学翻译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型翻译，它

的最大特点除了实用性强之外就是应用面广，其范围几乎涵盖当今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大不同于强调艺术审美和文学欣赏的文学翻译。

随着国际间商贸合作和对外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非文学翻译是我们在日常工作

中遇到的最多的翻译情况，特别是各类实用文体的翻译，更是广泛地运用在各个行业

中，如科技、外交、法律、经济、贸易、金融、旅游、传媒等。在世界经济进入信息

化、科技化、一体化、全球化之前，“以文学翻译为中心”也许无可厚非。然而，随

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最大的翻译需求量来自于非文学领域。在现

实生活中，所译材料的 �0% 以上都与文学无关，只有不到 10% 的材料与文学有关。

从大多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翻译水平要求来看，他们注重的是能否从事与经济、科

技、法律、商贸、金融、财经、运输、保险等相关的非文学翻译，而不是能否从事文

学翻译。文学翻译讨论的是如何尽可能做到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如何使译文

充分体现文学原著的语言艺术美感和文学价值。非文学翻译注重的是译文的实用性和

应用性，翻译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专业词汇、术语、独特的语言

结构等。

著名翻译学者李长栓在其著作《非文学翻译与实践》中指出，非文学翻译的标准

是“方法得当、意思准确、语言朴实”。这个标准无疑也是非文学翻译的基本原则和

准绳。

方法得当首先指的是翻译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在现代信息化社会，翻译工具经历

了彻底的革命。从原来单一的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到现代英汉和汉英双解词典，从费

时费力的纸质词典到快捷的电子词典，还有微软公司开发的具备翻译功能的软件。适

应并选择现代化的翻译手段，能大大提高翻译的速度和翻译的准确性，取得较好的翻

译效果。

从理论层面上讲，方法得当指的是翻译技巧的选择和使用。在非文学翻译中，译

者可以根据译语的文本规范和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对原文作些调整和修改，或抽象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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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原文信息、改换原文形式，或增删补改原文内容进行篇章整合。这些翻译的方法和

技巧基本上都不符合我国传统文学译论的标准，但却都是非文学翻译中行之有效的惯

用方法。

非文学翻译的核心标准是准确。在非文学翻译中，准确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例

如，合同翻译错误可能会引起诉讼和金钱损失；条约、协议翻译错误会导致混乱和误

解；法律、医药文本翻译错误可能关系人的生命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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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应用英语翻译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

在很多人眼里，应用英语翻译是非常容易的。有的人认为，只要认识单词就可以

翻译，甚至不认识单词，靠词典或因特网也可以翻译。这样的理解是极端错误的。那

么，应用英语翻译人员应具备什么素质和能力呢？

由于应用英语翻译是生产、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重要活动，涉及到政治、经济、贸

易、历史、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话题，因此，从事应用英语翻译的人员不仅应

具备良好的政治修养和高度的责任感，而且应具备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和能力、汉语

水平和能力，了解东西方文化，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翻译方法和技巧。

 一、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高度的职业责任感

应用英语翻译可能碰到有关政治立场和态度的问题，此时译者必须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译者在平时的学习中，必须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学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

策，自觉遵守外事纪律，并在译文中展现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

 二、扎实掌握英、汉两种语言，了解两种文化

要做好应用英语翻译，首先译者要有深厚的英汉双语语法知识，熟悉两种语言的

句法特征及句法习惯，特别要熟练地掌握各类应用英语文体的语法结构和写作特点，

正确地逐段逐句分析原文，吃透原意，这是提高译文质量的根本保证，也是一种高标

准的要求。另外，译者必须掌握足够的词汇量。

翻译是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两种文化间进行的。因此，一个理想的

译者必须熟知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具体包括历史发展、地理环境、自然科学、意识

形态、文学艺术、传统习俗等。只有在了解并熟悉两种文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有效提

高翻译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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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科学选择翻译方法，娴熟运用翻译工具和技能

应用英语翻译需要方法和技巧，这是毋庸置疑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

类翻译软件的出现对应用文体翻译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科学合理地选择翻译工具

和翻译方法将大大提高翻译的速度和质量。虽然我国对翻译技巧的研究大都局限于文

学领域，对非文学领域翻译技巧的研究刚刚起步，但是对两种语言进行的对比研究以

及大量的应用英语翻译实践告诉我们，应用文体中的语言转换更具有规律性可循，

这些规律也就是技巧。熟悉了必要的应用英语翻译技巧，就可以少走弯路，提高翻译

水平。

 四、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

应用英语翻译人员应尽量懂得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对于自己陌生的科技文献等材

料，最好先仔细阅读一点有关的中文资料，免得翻译时闹出笑话。专业知识掌握的多

少直接关系到译文的质量。在应用英语翻译工作中，一定的专业知识有助于译文的理

解与表达。例如，有的内容背景性很强，译者在接到任务之前，要尽量熟悉相关的常

识和专业知识，不打无准备之仗，有备才能无患。对于大学生而言，一定要掌握一到

两门专业领域的知识，熟悉专业词汇，经常进行本专业的应用英语翻译实践，提高应

用英语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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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应用英语翻译工具简述

在应用英语的翻译实践中，词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

反映新事物的词汇不断出现，部分词汇也逐渐消失，词汇本身的意思也在时刻发生变

化，因此，拥有一本与社会和时代同步的词典，将较好地促进应用英语翻译的学习和

实践。

 一、商务英语词典简介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国际商务英语备受人们关注，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WTO）后，由于外资大量涌入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商务英语。如今许

多公司在招聘员工时，对熟悉国际商务英语的应聘者尤为青睐。

要学习商务英语，商务英语词典这样的工具书必不可少。目前图书市场的商务

英语词典虽然不少，然而它们要么篇幅过大，要么内容相对单一。商务英语学习者

迫切需要携带方便、收词较多、内容新颖且例证丰富的商务英语词典，以解决他们在

学习商务英语和从事国际商务工作中的问题。下面推荐几本商务英语词典，供学习者

选择。

1.《牛津商务英语词典》

《牛津商务英语词典》（MSDict Oxford Dictionary of Business）第三版由 Mobile 

Systems, Inc. 公司于 �00� 年 � 月发行。该词典应用于现代商务活动的各个领域，全

面改版和升级后，共列出商务词汇、短语、释义 �0,000 个，词条 �,�00 个，涉及商

务营销、商务活动组织、税款、会计、商业战略、国际金融、人力资源管理和银行领

域等。同时，词典还包含有美式商业术语、经济及商务领域的专门用语。另外，本词

典还配有电子商务词汇，是 �1 世纪最为时尚的工具书。

该词典适用于学生自学、商务英语考试备考，是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入职前、商业

人士从事商务活动和商务英语教师的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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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明商务英语词典》

由商务英语翻译硕士生导师翁凤翔教授主编的《简明商务英语词典》于 �00� 年

� 月出版。该词典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收录词条 �0,000 之多，全面覆

盖国际商务领域，尽收商务英语新词、新义、新概念、新用法；同义词辨析简洁、明

确，例句典型、鲜活。

本词典的主要特色是：

（1）所收 1�,000 词条中包括许多近年来出现的新词、新义。如 roam（手机的

“漫游”），forfeit（国际支付中的“福费廷”），ationalize（使公司等减员增效）；

（�）一般的商务英语词典大多缺乏同义词、相似词辨析，本词典填补了这一空

白。编者将商务英语同义词和相似词的辨析作为词典的突出特色，因为商务英语学习

者常对商务英语同义词和相似词迷惑不解。如：goods，shipment，contents 等都有

“货物”的意思，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何在？又如：liability 和 responsibility 都有“责

任”的意思，但它们所指的“责任”大不相同。又如：firm，concern，company，

corporation，incorporation 等都有“公司”的意思，它们有何区别？词典中的【辨

析】部分帮助读者解决这样一些类似问题；

（�）词典中的【说明】帮助使用者对商务英语的有关知识作进一步了解。如

SWOT 是个新的营销术语，通过【说明】，读者能了解新的理念。又如 endorse 的意

思是“背书”，缺乏国际商务基本知识的学习者对“背书”的含义不甚理解，【说明】

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

（�）本词典收词较全面，词条的覆盖面包括国际商务的最主要方面：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国际营销、国际物流、国际商法、跨国企业管理、国际会计和

税收、保险等。

3.《牛津英汉双解商务英语词典》

该词典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本词典所收录的商务用词涵盖领域极为广泛，共

�� 个领域，如市场营销、会计、行政管理、广告、农业、银行、商贸、电脑应用、

分销、经济、进出口、财政金融、卫生与安全、劳资关系、工业、保险、法律、质量

管理、销售、技术、旅游等；有别于一般市面上的商务词典，本词典不仅收录与商务

领域有关的词汇，词典中的每一词条均备示例，以阐明词汇的实际用法，为同类商务

词典中所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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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计算机英语词典

计算机英语词典《计算机英语速查手册》是一款 ��0 KB 大小的软件词典。该软

件收集了众多来自于互联网和计算机领域流行的专业术词以及最常用的计算机英语，

以方便计算机工作者或者学习者。主要包括：计算机常用英语 1�00 条、计算机流行

术语 �00 条 、计算机名词解释 �� 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