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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本论文为社会学专著《欧洲福利未来》介绍部分和第一章的英译汉翻译报告。

《欧洲福利未来》于 2000年出版，是一本研究欧洲社会福利发展的学术著作，

其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决策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论文首

先交代了项目背景，介绍了译前准备工作，包括阅读和分析语篇，查阅有关福利

政策的专业知识以及建立术语库。之后，论文确立以语篇为单位进行翻译，遵循

忠实性和可读性的翻译原则，以传递原文意义和功能为目标。

在翻译解析中，笔者重点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翻译难点——名词化进行了探

讨。首先，笔者对英语学术语篇原文中出现的名词化现象进行了分析，然后通过

实例探究了学术语篇中名词化的翻译方法，包括信息重组、衔接与连贯、主述位

翻译。最后，笔者对本次翻译项目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英语学术语篇 英汉翻译 名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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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 report on the E-C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from European Welfare

Futures. European Welfare Futures is a sociological monograph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and i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policies in EU countries. It

is of great value both to sociological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This thesis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text of the project and the preparations done before translating. The

latter include analyzing the source text, reading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topic of

welfare policies and building a glossary. After that, this thesis adopts the translating

principles of “faithfulness and readability” and regards the whole text as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pursuit of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the translation analysis, the author mainly discusses the nominalization in the

academic text, which appears to b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arts in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The author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minalization in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n illustrates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including information

recombination, textual coherence and theme translation. In the final chapter,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whole translation project.

KeyWords: academic texts; E-C translation; nomi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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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翻译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学术著作是思想文化的成果和科学智慧的结晶。学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对

活跃学术、启发思考、交流文化和推动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英语学术著作逻辑

清晰、思维严密，因旨在冷静而客观地陈述事实和揭示事理，其语言具有专业术

语多、句式完整、长难句多的特点。学术语篇的理论性和专业性增加了理解和翻

译的难度，对译者翻译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进行翻译时，译者需要充分认

识到学术语篇的独特性，对其中的语言现象进行深入理解，以更好地传达原文信

息，提高译文质量。

本次翻译项目所选的语篇是社会学专著《欧洲福利未来——关于福利削减的

理论》（European Welfare Futures—— Towards a Theory of Retrenchment）(以下

简称《欧洲福利未来》)。《欧洲福利未来》由 Polity Press于 2000年出版，是一

本研究欧洲社会福利发展的学术著作。它是社会政策、社会学、政治科学、区域

研究和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学者们的必读书目。此书对于欧盟决策

者，特别是养老金、医疗、社会保障和失业领域的决策者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而对于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它更是一本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著

作。由于此书目前还没有中译本，翻译此书既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的必

要性。因此，笔者决定选取此书进行翻译，一是为了通过翻译实践加深自己对英

语学术语篇的认识，提高自己学术翻译的能力；二是对学术语篇翻译中的难点进

行探究，以期对学术翻译研究做些许补充，为国内外学术交流尽绵薄之力。

本翻译报告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翻译项目

的背景、内容，译前准备工作以及翻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第二章为本翻译项目

的主体——《欧洲福利未来》节选部分的原文和译文；之后在接下来的一章，笔

者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翻译难点——名词化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了英语学术语篇中名词化的翻译方法。最后在第四章，笔者对本次翻译项目的成

果和不足进行了总结，期望给他人的翻译实践和研究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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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目内容

本翻译项目为自选课题项目，选取的翻译内容来自 Guiliano Bonoli, Vic

George 与 Peter Taylor-Gooby联合撰写的社会学专著《欧洲福利未来——关于福

利削减的理论》（European Welfare Futures—— Towards a Theory of Retrenchment）

的介绍部分和第一章。

《欧洲福利未来》是一本关于欧洲社会福利发展的著作，全书清晰地分析了

欧盟主要成员国当今社会政策的发展，系统描述了这些国家福利削减的过程，并

对尝试解读福利削减政策的各种理论进行了评估。作者在书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实现欧盟各国社会政策一体化要比建立各国间货币同盟

更复杂和漫长。本书为帮助理解欧盟各国未来几十年福利政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作者在书中系统全面地分析了影响福利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并强调社会

和政治制度对于理解各国福利政策的差异有重要意义。

全书由八个章节组成：前两章介绍了支持全书观点的必要背景材料。第一章

回顾了各种解读福利国家增长的理论，目的是说明这些方法在理解当前削减性福

利政策时存在局限性；第二章回顾了近年来福利国家削减的过程，提供了一种主

题式而非国别式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式为后续章节讨论影响福利削减的各种

因素以及说明它们如何促成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做了铺垫；第三章解释了经济全球

化的重要性和竞争不断加剧的世界市场的发展；第四章讨论的是选民对福利供给

的支持下降；第五章讨论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发展；第六章讨论的是福利

发展面临的两难困境；第七章的主题是不同国家制度结构对福利削减政策的影

响；最后第八章探讨的是作者提出的方法对理解当前和未来欧盟决策可能产生的

影响。

作为一本社会学专著，《欧洲福利未来》一书专业性、理论性和学术性都比

较强，书中涉及大量的专业术语和长难句，语法资源众多，属于典型的学术语篇。

同时，由于书中的内容主要涉及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措施，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因此读起来不会过于深奥晦涩，这就为缺乏社会学专业背景的笔者减轻了

一定的理解上的压力。但考虑到论文篇幅和个人能力的限制，笔者仅选取书中的

介绍部分和第一章作为本次翻译项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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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译前准备

Tytler（2012）指出，要想译文完全复写原文思想，译者就必须精通原文，

并十分熟悉原文所涉及的题材。《欧洲福利未来》是一本专业性和理论性都很强

的学术著作，为保证译文质量，笔者在翻译之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原文是关于福利政策的社会学著作，在翻译之前译者需要对本领域的

基本理论和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以尽量避免翻译中出现由于专业知识缺乏而造成

的理解困难和表达生硬。因此，笔者从图书馆借阅了描写欧洲福利政策的社会学

书籍并广泛阅读，在阅读中进一步了解了欧洲福利政策发展的相关理论，对专业

术语和词汇的表达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社科类学术语篇的特点也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

其次，在翻译之前，笔者先通读了全书内容，以把握全书主旨和结构。然后，

笔者对节选的介绍部分和第一章进行了反复研读，力求准确理解原文的思想和语

言风格。同时，对于文章中出现的专业术语，建立术语表，以保证译文中术语的

精确和统一。

最后，基于对原文语篇意义和功能的把握，笔者确定了以语篇作为翻译的基

本单位，以传递原文信息为目标，力图使译文忠实、通顺地传达原文意义。

1.4翻译指导思想

司显柱（1999）指出，翻译的实质在于传递意义，翻译的对象不是语言，而

是意义。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本身存在差异性，在翻译时，译者要摆脱原文语言层

面的束缚，从而准确顺畅地传达出原文的意义。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实际使用单位是语篇，而非词、句这样的语法

单位。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交际，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人们根据交际目的将

语言符合组成连贯的语篇，以完成交际功能。翻译的实质是传情达意，翻译的标

准是忠实和通顺，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应该以语篇这一意义的统一体为基本的

翻译单位，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义。

语言的功能承载了语言要表达的意义，功能与意义互为指代（司显柱, 2009）。

译文传达原文意义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原文功能的过程。学术语篇主要涉及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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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或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研究的交流，其主要功能是传递科学信息和学术思想。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以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实现原文语篇功能为目标。由于英

汉两种语言思维方式和语言特征有所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关注的是整个语

篇功能的实现和意义的传达，而不是形式上的字字对应。在必要时，要对原文的

组织结构进行符合目的语习惯的调整 ，以更好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和功能。

基于译前准备阶段对原文的分析和理解，在语篇翻译思想指导下，笔者确定

了英语学术语篇翻译应该遵循的原则：忠实性原则和可读性原则。

由于学术著作的主要功能是传递科学信息和学术思想，其学术的严谨性对翻

译的忠实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译者在进行学术语篇翻译时要坚持忠实性的原

则，力求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信息。

何刚强（2009:124）指出，“社科文著一般都是论证、论述或说理性的，风

格较严肃，行文较慎重，遣词用语有讲究，句段构建严谨，因而译者在翻译的过

程中需要付出相当的心智……针对英文社科文著上述这两个特点，翻译者应当遵

循的一个总原则是: 译出来的文字必须让人看得懂”。因此，在进行学术语篇翻

译时译者还需要遵循可读性原则，确保译文流畅通顺，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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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翻译

2.1 原文

EUROPEAN

WELFARE FUTURES

Towards a Theory of Retrenchment

Giuliano Bonoli, Vic George and Peter Taylor-Goo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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