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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报告从交际翻译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策略与挑战。交际翻译理论强调翻译不仅仅是

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信息的有效传递与交流。因此，在翻译该章节时，译者需要充分理解源语言文

本的意图和受众的需求，确保译文不仅准确传达了技术细节，也符合目标语言读者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

景。本报告总结了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如专业术语的翻译、语境的把握以及表达方式的调整，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具体的翻译实例，展示了如何在保持原文信息完整性的同时，进行有效

的文化适配，以实现最佳的交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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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port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theory emphasizes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lan-
guage conversion but also effective information transfer and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when 
translating this chapter, the translator must fully understand the intent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to ensure that the translation accurately conveys technical details while also 
aligning with the target audience’s cognitive habit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report summa-
rizes key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translation, such as the translation of technical terms, 
context comprehension, and adjustment of expressi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hrough specific translation examples, it demonstrates how to achieve optimal communicative ef-
fectiveness while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and ensuring cultural adap-
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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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次翻译实践报告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着重描述翻译任务，第二部分详细阐述翻译过程。

第三部分是针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翻译难题进行案例分析，结合翻译理论的指导解决在本次实践中的词

法、句法；第四部分为总结。 

1.1. 源文本介绍 

国际工程承包和管理实务英语围绕国际工程承包行业实践，针对行业未来趋势和发展前景，真实描

绘了国际工程从业者的工作场景，系统讲解了国际工程承包行业的现状和基础知识[1]。作者总结了自己

多年来使用英语进行国际工程管理的实践经验，采用了国际工程管理语言应用的第一手实例，并选取和

改编了国外有关国际工程承包管理的著作和文献。 
全书共分 10 章，包括国际工程承包现状概述、国际工程英语的文体特征、国际工程中的跨文化交际、

合同当事人、合同本身、招投标程序、工程保险与担保、争议解决、工程现场书面沟通等。每章由正文、

词汇、短语和表达、读后感问题、句子分析和练习组成。 

1.2. 报告的目的和意义 

由于工程合同属于法律文件，应用领域广泛，英汉两种语言在合同翻译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

研究这类文本的翻译是非常有意义的[2]。 

1.2.1. 报告目的 
本研究旨在帮助译者更有效地翻译工程合同文本。通过结合功能理论和翻译实践报告中应用的翻译

方法和策略，旨在提高翻译质量，确保工程合同文本的翻译作品更加真实流畅。此外，这种翻译实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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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工程专业的学生在进入职场之前增强对工程合同相关英文文本的理解，以解决未来合作中的实际利

益和争议问题[3]。 

1.2.2. 报告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发展，中外经济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索赔作为国际土

木工程项目经济纠纷的重要载体，对国际土木工程索赔有着重大影响[4]。因此，研究国际土木工程项目

索赔书英译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翻译过程 

所有的翻译项目都必须一步一步地完成。一般来说，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练习，但其他部分

也很重要。流程的每个阶段都必须按时计划和执行。本章详细介绍了翻译实践，包括译前准备、译中过

程和译后校对。 

2.1. 译前准备 

译前准备是翻译的开始，为翻译奠定了基础。译前准备包括翻译工具的准备和翻译理论的准备。 

2.1.1. 翻译工具的选择 
译者选择使用一些应用程序作为主要的翻译工具，使文章的翻译更加精确、一致、流畅，大大提高

了效率，也保持了译文的一致性。与传统翻译相比，CAT 技术具有提高翻译速度、为译者提供充足的语

料、帮助译者完成模糊翻译、保证翻译的相对准确性和术语的一致性等诸多优势。CAT 工具的使用可以

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本次翻译实践中使用的主要工具如下： 
1) 术语在线：搜索专业术语； 
2) CNKI：阅读工程承包相关文献； 
3) 电子词典：通过英英释义(剑桥词典和牛津英语词典)检查不熟悉的单词并理解它们的意思； 
4) 专业书籍：对国际建筑工程与管理有基本了解。 

2.1.2. 翻译理论的准备 
译者将交际翻译理论作为本次翻译实践的指导理论。 
受语言学派翻译思想的启发，纽马克于 1981 年在《翻译问题探讨》中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

两个重要的翻译理论。根据他的说法，“交际翻译试图给读者带来尽可能接近原文读者的效果。语义翻

译试图在第二语言的语义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原文的语境意义”[5]。 
此外，在《翻译教程》一书中，纽马克说，“根据布勒的说法，语言的三个主要功能是表达功能、信

息功能——他称之为‘表征’，以及呼唤功能”[6]。因此，文本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表达性文本、

信息性文本和呼唤性文本。按照他的说法，“语义翻译用于‘表达性文本’，交际性翻译用于‘信息性’

和‘呼唤性’文本”。 

2.2. 翻译过程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这次选择翻译的文本与国际工程和管理有

关，译者在这方面的知识有限。因此，翻译过程也充满了艰难险阻。 

2.2.1. 翻译难点 
这个翻译项目涉及工程合同中大量的专门术语。毫无疑问，这个翻译项目的关键挑战在于如何表达

这些众多的专业术语，处理复杂的句子结构，以及准确传达专业领域的语言。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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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翻译的进度和效率。 

2.2.2. 解决方案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坚持以传达原文信息为主的原则[7]，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运用灵活的翻译技巧

和方法，如增加或省略词语、转换词性、转换时态、使用合译的方法处理复杂的句子结构等，以使译文

更符合英语语言的表达[8]。 

2.3. 译后校对 

译后校对也是整个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主要对自己的译文进行校对，

包括自我校对和同行校对。 

3. 案例分析 

在这一章中，译者准备用一些典型的例子来分析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词法、句法和篇章层面的翻译问

题，并从理论指导的角度为这些困难提供解决方案。 

3.1. 词汇层面 

单词通常是句子中具有位置移动性的最小元素[9]。汉语和英语分属两种语言文化，有时很难找到两

种语言之间绝对对应的词语。 

转换法 
在英汉互译中，由于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词汇、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翻译时往往需要使用

词性转换[10]。 
例 1： 

原文：A decision to recompense a contractor in respect of extra-contractual claims may be taken by an employer on 

what he considers to be a moral obligation or it may be offered merely in order to avoid an admission of liability. 
译文：雇主可以根据其认为的道义义务，或仅仅为了回避承认责任，决定对承包商进行超合同索赔的补偿。 

分析：由于英语和汉语的差异，英语是静态语言，汉语是动态语言，所以在两者之间进行翻译时要

有一定的考虑。因此，在英译汉时，需要将静态表达转化为动态表达。在这句话中，译者采用词性转换

将原文中的名词“decision”转换为汉语动词“决定”。 
例 2： 

原文：Claims by a contractor can arise due to an altered condition of contract in the widest sense, an initial inadequacy 

of the contract documents by the way of lack of clarity and omissions. 
译文：承包商的索赔可能是由于合同条件的变更导致的，从最广义上讲，也可能是由于合同文件的初始部分不

充分，例如缺乏清晰度和遗漏。 

分析：在这句话中，原文本中含有一个名词“lack”，译者采用词性转换的方法，在译文中呈现汉语

的动态特征。这种翻译在保持源文本意义和信息的同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3.2. 句法层面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结构不同，直译不是一种很恰当的翻译方法；相反，应该进行语序的调整以确

保翻译文本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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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倒置法 
英汉翻译中的倒置法是指在英译汉时，句子中词序的重新排列。 
例 3： 

原文：The duty is placed upon the contractor to deliver to the engineer full and detailed particulars of any claim for 

extension of time to which he considers himself entitled. 
译文：承包商有责任向工程公司提供关于其认为自己有权获得的延期索赔的全部详细信息。 

分析：原文中包含一个定语从句，翻译成中文时，译者将定语从句放在名词“detailed particles”的开

头，使用了倒置法。很明显，这种翻译方法体现了交际翻译理论的原则。 

3.2.2. 拆分法 
翻译中的拆分法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将一个长而复杂的句子分解成更短更简单的句子的方法。 
例 4： 

原文：In the context of a civil engineering contract normally a claim means a demand by a contractor for payment of 

an item or items of work carried out by him on behalf of the employer for which a readily identifiable amount cannot be 

ascertain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译文：在土木工程合同中，索赔一般是指承包商就其代表雇主进行的一项或多项工作提出的付款要求。但根据

合同条款，无法确定这笔款项的数额。 

分析：原文是一个长而复杂的句子，英语中经常习惯使用各种连词来使句子更加完整。翻译成中文

时，译者用拆分法将其翻译成两个简单的中文句子，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汉语读者也不会觉得难以

理解。 

3.3. 语篇层面 

英译汉时，译者除了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外，还需要注意语篇的连贯性，调整句子结构，适当改

变修辞手法。 

3.3.1. 重复 
除非有意强调或修辞需要，否则英语倾向于避免重复。因此，英语经常使用指称、省略等衔接手段

来达到避免重复的目的。英语更多地依靠代词来保持语篇的连贯性，而汉语则较少使用指称来避免写作

中的歧义，倾向于重复。英语翻译成汉语时，英文的指代要用重复译法恢复为特定的汉语名词。 
例 5： 

原文：These claims are those which are either not mad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or are those allegedly made 

under them but considered legally unenforceable by the employer on the basis that they do not fall within their provisions. 
译文：这类索赔要么不是根据合同条件提出的，要么是据称是根据合同条件提出的，但雇主认为在法律上无法

强制执行，因为这些索赔不属于合同条款的范围。 

分析：在原文中，译者很快发现出英语中包含指代的事实，如使用代词指代，例如“they”指的是原

文中的“These claims”。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需要遵循目的语读者的习惯，将指代还原为明确的名词，

并使用重复的方法来翻译代词。 

3.3.2. 増译 
在翻译中，増译是指为了充分传达原文的意思，在目的语中添加额外的信息、词语或细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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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原文：Claim must be for something to which the contractor considers himself entitl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up to the date for the issue of Performance Certificate. Contractual claims, being those which arise from specific clauses of 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should refer to the clause number(s) under which the claim is made so as to obtain initial acceptance 

for it.  
译文：索赔必须是承包商根据合同条款认为自己有权获得的事项，直至出具履约证书签发日期。合同索赔是根

据合同条款的具体规定而产生的，应注明索赔所依据的条款编码，以便获得初步认可。 

分析：译者采用増译的方法，在译文中加入动词“根据”，符合翻译原则：将源语信息清晰准确地

传达给目的语读者。这种目标文本使目标读者能够清楚地理解逻辑顺序，也遵循了汉语的表达习惯。 

4. 结论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了解了工程合同文本的语言特点，掌握了一些工程英语的翻译技巧，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自己的翻译能力。针对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译者以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选取恰

当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来解决这些难题。从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在翻译工程

合同文本时具有实用性，可以为今后类似文本的翻译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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