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大学英语》第一册参考译文的若干问题!

孟咸智
（扬州职业大学 外语系，江苏 扬州 !!"##!）

摘 要：从译文与注解的矛盾、逻辑、词语的误译、遣词造句等四个方面讨论了《大学英语》第一册参考译文的

错误与不足，认为应及时、全面地修订该目前同类教材中最受欢迎的教材的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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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亚芬教授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

英语》，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套大学英语教材，为全国 (###
余所高等院校所采用，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围绕《大学

英语》，市面上出现了大量参考书。若评最佳，仍数张增

健、李荫华、翟象俊等编写的《教师用书》，当然这决不是说

《教师用书》就完美无缺。本文仅就《大学英语》第一册的

参考译文坦陈管见。

一、译文与注解的矛盾

编一套教材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路人马精

诚合作，无缝链接。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因为缺乏沟通，

而出现处理同一语言点的矛盾。我们发现注解与译文有

时会互相矛盾，举例如下（括号中为原文在课本中的页码

或原注与译文在教参中的页码，引自董亚芬主编《大学英

语》第一册，下不另注）：

(-./01 2/0 34502 /647 0189，2/0 :; 102<67=9 >5?/2 0@01
A0 B67C08 26 C6>0 4D <52/ A02207 9/6<9 51 67807 26 ?02 49 AEC=
B76> 647 10<FG 859C6@0708 EC25@52509-（D-"&）

原注：’ 34502 /647 * E1 /647 <52/642 2/0 85927EC2561 6B :;
D76?7E>9（D-,)）

原译：等这静悄悄的一小时过去后，要想把我们从新

发现的娱乐活动中拉回去，电视联播公司也许将被迫拿出

些更好的节目来才行。（D-(&)）

乍一看，34502 译为“静悄悄的”似乎天衣无缝，但转念

一想，该引文前有两句：H0< DE925>09 A751? E BE>5FG CF6907
2/E1 ?E2/0751? E76418 E18 F5920151? 26 >62/07 67 BE2/07 70E8 E
?668 9267G- :/0 34502 /647 C64F8 A0C6>0 2/0 9267G /647-显然 2/0
34502 /647 并非“静悄悄的一小时”，而是不受电视干扰，一

家人团团围坐在一起，听母亲或父亲朗读优美故事的一小

时。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34502 词条下义项 ,：<52/I
642 0JC520>012，EC25@52G 67 5120774D2561 无感情波动的；无活动

的；不受干扰的。.52/642 5120774D2561 不就是 <52/642 85927ECI
2561？看 来，原 注 是 正 确 的。K58E［(］（D-!)L）曾 说：“:7E19FE251?
>0E19 27E19FE251? 2/0 >0E151?-”而语义由语境决定，改译：等

这没有电视干扰的⋯⋯

!- M B5792 /0E78 2/59 9267G E B0< G0E79 E?6 B76> E ?57F M /E8
>02 51 K0< N67=’9 $7001<5C/ ;5FFE?0-（D-(L,）

原注：$7001<5C/ ;5FFE?0OP?75158"O格林尼治村（纽约市）

（Q66= M：(L% R76D07 KE>09）
原译：我是在几年前，从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碰到的一

个女孩子那里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D-("&）

根据陈福康［!］（D-,+%）考证，孔子曾说：“名从主人，物从

中国。”又说：“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过了 !### 多年，周作

人等在讨论译名的音译问题时，仍然毫无异议地将“名从

主人”作为一条总的原则。周作人认为：“凡人名地名，尽

可能地依照它本国的读法，忠实地用汉文对译出来。”查

《韦氏 英 汉 大 学 词 典》关 于 $7001<5C/ ;5FFE?0 的 注 解：［P
?7015B#，P?751 * ］格林尼治，可知原注符合“名从主人”的音

译原则。

,- - - /59 8492G BEC0 >E9=51? /59 E?0-（D-(L,）

原注：/59 8E7= BEC0 ?5@51? 16 CF40 EA642 /6< 6F8 /0 <E9（2/0
<678“8492G”/070 >0E19“6B 2/0 C6F67 6B 8492”）（D-(#"）

原译：他风尘满面，让人看不出他有多大岁数。（D-
(""）

本例译笔流畅，简单的字句对比似乎表明已做到了

“信”，但放到整个语篇语境中去推敲、琢磨，问题就昭然若

揭了。汉语里“风尘满面”又写成“满面风尘”，同“风尘仆

仆”一样比喻旅途劳累。但“他”在纽约坐了四年牢，出狱

后在纽约登上汽车，谈不上旅途劳顿。那么 8492G 究竟何

义，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知 8492G 有 F5=0 8492 的意

思。查《英汉大词典》知 8492G 有“浅灰色的；（颜色）带灰色

的”的意思。结合以上两种解释，我们认为应改译：他脸色

灰暗⋯⋯

二、逻辑混乱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而所谓逻辑，是思维的规律。逻辑不但有助于理解，也有

助于检验译文是否违反常理，是否前后一致，是否顺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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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思维方式与思维角度的不同。译者应该忠实于作

者的“原意”，而不是行文中偶然出现的逻辑上的前后矛盾

或意义上的晦涩不明。

!" #$% &$%’(% )*(++%,%- +. +$% )*.., */0% 1 2/,- 3/+$ 1 2,.0%4
3/45"（6"78）

原译：支票像只断了翅膀的小鸟似的飘落到地板上。

（6"!9:）

译文的逻辑似有漏洞：断了（两只）翅膀的小鸟该作

“自由落体运动”，而不可能是忽忽悠悠的。改译：支票像

断了一只翅膀的小鸟似地飘落到地板上。

;" < 314+%- 1 6.4="（6":;）

原译：我想要一匹小马。（6"!9>）

?.4= 是矮种马，小型马，身高在 8> 英寸以下。有两种

6.4=，一种叫 6/+ 6.4=，能负重，曾用于在矿坑（6/+）里拉煤

炭；一种叫 @$%+*14- 6.4=，@$%+*14- 是地名，位于苏格兰北

部，此 6.4= 长有粗而长的毛。“小马”会长成高头大马，而

6.4=，正如宠物猪一样，永远是那么“小巧玲珑”，两者概念

不同，原译的逻辑有漏洞。改译：我想要一匹矮种马。

7"#$%4 A(--%4*=，1** .) +$% =.(45 6%.6*% 3%,% (6 .(+ .)
+$%/, A%1+A， A&,%1B/45 14- A$.(+/45 14- &,=/45，-./45 AB1**
-14&%A .) C.="（6"!:9）

原译：突然，所有的年轻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尖叫

着，呼喊着，大声嚷嚷着，跳起了欢乐的舞蹈。（6"!8D）

由于高兴、惊讶、羡慕，所有的年轻人就在行驶着的汽

车上“跳起了欢乐的舞蹈”，合情但不合理。事实上，-. 1
-14&% 是固定短语，意为 B.E% 1A /) =.( 1,% -14&/45" 例如：

F$%4 G*1/,% $%1,- +$% 4%3A A$% -/- 1 */++*% -14&% .) %H&/+%B%4+ "
修饰词 AB1** 也表明，由于场地所限，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

的所谓“舞蹈”。改译：⋯⋯高兴得手舞足蹈。

三、词语的误译

翻译作品中肯定有误译存在，错误可以表现在不同方

面与层次上，但“实际上，翻译中的错误，大多表现在词语

方面———全 句 全 段 乃 至 全 篇 都 译 错 的 情 况 很 难 想

见［7］（6"!78）。”因为无论翻译单位是语篇、句群、意群、段落，

还是词语，最终都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翻译中的绊脚

石或陷阱，不是难字、僻字，倒往往是熟字、“假朋友”。对

这些词语，译者容易丧失警惕性，望文生义，信笔译来，犯

了错误，却浑然不觉，译后也不知反省，对读来还算顺畅的

译文尤其如此。

!"I4% %E%4/45，$.3%E%, " " "（6"77）

原译：然而一天傍晚⋯⋯（6"!9D）

英文 %E%4/45 是指 61,+ .) +$% -1= 2%+3%%4 12.(+ D6" B" "
14- 2%-+/B%，可译为“晚上”，《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太阳

落了以后到深夜以前的时间，也泛指夜里。J(A0 指 +$%
+/B% 2%).,% /+ 5%+A -1,0 3$%4 +$% A0= /A 2%&.B/45 *%AA 2,/5$+，对

应于“傍晚”，也就是临近晚上的时候。因此改译：然而一

天晚上⋯⋯

;" " " 3%,% B/AA/45 " " " %E%4 1 A*%%E% A.B%+/B%A（6"K>）

原译：⋯⋯有时甚至还会短只袖子。（6"!8L）

就“袖子”而言，“短”与“长”相对，指两端之间的距离

小，以“短”译 B/AA/45 是不确切的，可改译“缺”或“少”。

7" " " 14- < 1B 6.A/+/E% +$1+ $% -/- 4.+ )., 1 B.B%4+ )%%* +$1+
$% 31A /4 14= 31= &$%1+/45 +$% A+.,%"（6"!!>）

原译：而我也确信，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商

店。（6"!8!）

改译：而我至今也确信⋯⋯ 一般现在时的 1B 堪称炼

字的典范：老人衣衫破旧，但十分整洁；他谈吐文雅，但家

道中落，无钱购买布丁，只能利用商店提供的机会，品尝品

尝。“我”相信他，同情他，愿意帮他付帐，但事与愿违，老

人感到自尊受到伤害，“我”为此后悔不迭、自责不已，以至

于今。“我”越是确信至今，则自责越是深切。可以说时态

不仅是语法概念，也是篇章的结构手段，语义的表现手段，

语用的调节手段。汉语没有时态，英译汉时采取增加时间

状语的方法。

9" <+ /A .4*= ,%&%4+*=，$.3%E%,，+$1+ A&/%4&% $1A 2%5(4 +.
5/E% (A A.B% /-%1 .) $.3 +$% 2,1/4 ,%1**= 3.,0A"（6"!8>）

原译：然而，只是到了近代，科学才开始使我们正确了

解到人脑真正的活动方式。（66"!87 M !89）

“近代”是专业术语，有特定的含义，可以从共时、历时

及学科的角度加以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学科往

往赋予其不同的定义，不能随便用。另外，“正确”系误译。

改译：然而，只是近来，科学才开始使我们对人脑真正的活

动方式有了一些了解。

8" @.B% ,%&%4+ ,%A%1,&$ 1*A. A(55%A+A +$1+ 3% ,%B%B2%, %EN
%,=+$/45 +$1+ $166%4A +. (A"（6"!8K）

原译：某项新近的研究还表明，我们能够记住所有我

们经历过的事情。（6"!89）

@.B% 后接单数可数名词时，其含义为“未知的”。它

常暗示缺乏兴趣或蔑视［9］（6"D>:）。在原文中，,%A%1,&$ 是不

可数名词，A.B% 应是“一些”之意。

D"O% +$140%- $%, 14- ,%+,%1+%- 151/4 /4+. A/*%4&%"（6"!:7）

原译：他谢了谢她，又缩回去一声不响了。（6"!88）

此处 ,%+,%1+ 并非指 3/+$-,13 ., B.E% 21&0；,%+,%1+ /4+. A/N
*%4&% 同 ,%+,%1+ /4+. =.(,A%*)P=.(, +$.(5$+A，意 思 是 +. /54.,%
3$1+ /A $166%4/45 1,.(4- =.( 14- 5/E% 1** =.(, 1++%4+/.4 +. =.(,
6,/E1+% +$.(5$+A"可改译：他谢了谢她，又陷入了沉默。

四、遣词造句欠当

一般而言，翻译过程包括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理解

是前提，表达是关键。译者不同于一般读者：对原文要能

意会，对原意要能言传；不能得意忘言———忘记如何用汉

语表达。对于源语与原文，既要“钻”得进去，又要“拔”得

出来，不能为源语与原文的语言形式所役，得其“意”而要

忘其“形”［8］（6"!;）。“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

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D］（6";）。”孟

德斯鸠亦曾有类似论述，他说：“先得精通拉丁文，然后把

拉丁文忘掉。”可是译者往往跟在原文后亦步亦趋，以为这

就是忠实，实过犹不及也。正确理解原文之后，就要寻找

确切的字眼，注意语气、搭配、色彩，整理出文从字顺的译

文。试看下例：

!" G$/&$%A+%, A%4+ +$% ).**.3/45 ,1-/. B%AA15% +. Q.4-.4" " "
（6"!>）

原译：奇切斯特⋯⋯便通过无线电给伦敦发去如下电

文⋯⋯（6"!9D）

电文当然是通过无线电发送，这是常识，这种叠床架

屋式的增词译法实在没有必要。

;" #3. A6.+A .) &.*., 2,/5$+%4%- $%, &$%%0A"（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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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译：脸颊上的两片红晕，使她满脸生辉。（!!" #$% &
#$’）

“片”是具有刚性的汉语量词，给人的印象似乎红晕是

有明显边界的，这样也就不自然了。改译：脸颊上的两抹

红晕，使她容光焕发。

(")*+, -.// +*0/ 123 24 56，7,*83./2 123 1398+: 0*;,+ ./<
3*:74=/. ./13*2;"（!">$）

原译：有了空闲时间而又没有电视可看，大人小孩便

有可能重新发现阅读。（!"#$?）

“发现”与“阅读”搭配不当，加“的乐趣”。

$" " " 712 @1./8A B.*+/ 12 C2;8*:, :/2+/27/" " "（!">$）

原译：⋯⋯几乎写不出一句英语句子。（!"#$?）

建议去“句子”。

>"D12 :+*88 ,1: 1 84+ +4 8/1.2 1@49+ +,/ 04:+ !4B/.-98 123
740!8/E !1.+ 4- ,*: @43A———+,/ @.1*2"（!"#>?）

原译：人类对于其身体中最有功效、最为复杂的部位

F F 脑子，仍有许多需要了解的东西。（!"#>$）

在第 G 单元课文第 #、H、( 段连续出现了 % 次“脑子”，

第 $ 段连续出现了 > 次“人脑”，这是有趣、甚至值得关注

的现象。“脑子”在汉语里是口语化的、俗的、有时贬义的，

如“他呀？脑子有毛病！”用在本文不太恰切，建议换成“人

脑、大脑”，语气更庄重，风格更一致。

%"I/ ://0/3 =/.A :,A，123 4.3/./3 @817J 74--//" " "（!"
#’$）

原译：他好像很害羞，要了杯不加牛奶的清咖啡⋯⋯

（!"#>>）

“害羞”往往用于女性，尤其是 A492; 813A" 译文用于

6*2;4，一个坐了四年牢、刚刚出狱的囚犯身上，实在是很

错位、很滑稽的事情。“清咖啡”现在已有年轻人唤做“清

咖”，就是“不加牛奶的咖啡”。改译：他好像很拘谨，要了

杯清咖啡。

’"“K/1,，”,/ :1*3 :,A8A"“)/88，81:+ B//J，B,/2 L B1:
:9./ +,/ !1.48/ B1: 740*2; +,.49;,，L B.4+/ ,/. 1;1*2" " "”（!"
#’$）

原译：“嗯”，他羞答答地说。“噢，上个礼拜，当我得知

我的假释即将获准时，我又给她写了一封信⋯⋯”（!"#>>）

问题同上。改译：“嗯，”他不好意思地说。“噢，上个

礼拜，在我确信无疑我即将获准假释时，我又给她写了封

信⋯⋯”

以上笔者将《大学英语》第一册参考译文的问题粗粗

地分为四个方面，略作批评。《大学英语》#G?% 年出试用

本，#GGH 年出正式本，#GG’ 年出修订本。比较一下 GH、G’
年的版本，笔者发现译文几无变化，HMMH 年出版的教参仅

有几处更改，还远远不够。对《大学英语》这样一套体大思

精的系列教材的精读部分进行修订，仅仅“在词汇和练习

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G）是不够的。五种基本技能

中，“译”是不可或缺的，四、六级考试也于 #GG% 年开始增

加了翻译题。不少同学对照参考译文检验理解的水平，同

时学习翻译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参考译文绝不仅

仅是“仅供参考”。笔者以为教参应提供内容积极、信息

丰富、语言地道的“标准”译文。为此，应当建立几级质量

保证体系。编者之间应加强沟通与合作，辩证对待分工，

要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其中自我批评是前提、是关

键。有关教材编辑、译者、翻译批评工作者必须看到这样

一套用户众多、畅销多年的教材的参考译文应该像文学名

著那样精雕细琢。应广开言路，从善如流，而且要反应迅

速，及时将合理的建议体现在下一年度的教材中。如若编

委会不能成为常设机构，那么可否特设一个电子信箱，并

且将之公布于教材封面上，让广大师生的合理的建议能及

时地、不断地传递给编者。须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群

众的智慧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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