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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科技翻译工作
,

从 世纪中叶著

名科技翻译家李善兰
、

徐寿
、

华茜芳等开始
,

至 今已有 多年历史了
。

多年来
,

历经沧

桑
。

据报道
,

今天 已有科技翻译工作者 包括

专职的和兼职的 数十万之众
。

这是一个非常

大的变化
。

但是
,

同我们的东邻 日本相 比
,

同

发达国家美
、

苏等相 比
,

我们科技翻译工作的

差距还非常大
,

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宏伟社会主

义四 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

〕本从明治维新以后
,

举国上下学习西方

的科技和文化
,

科技翻译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
,

在把 日本建设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方面发

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

我国那时却仍实行闭关

锁国政策
,

虽有一些有识之士
,

如上述的李善兰

等 以及后来的严复等
,

认
一

识到要富国强兵
,

必

须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
,

曾翻译印行了一些重

要的科技著作
。

不过始终无补大局
。

辛亥革命

后
,

直至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
,

反劝

统治阶级
一

味崇洋媚外
,

扼杀我国的科技
、

文

化
、

教育事业
,

科技翻译工作依然得不到应有

的发展
。

那时
,

国内各大学的理
、

工
、

农
、

医

等学院所用的教材和参考资料
,

都是搬用外国

的原文书
。

上 课也大多用外语 主要是英语 讲

授
。

址养高级科技人才和教育人才
,

主要途径

是出国留学
。

在这种情况下
,

科技翻译工作不

但得不到鼓励
,

相反还遭受轻视甚至歧视
。

新中国成立 以后
,

在党的领导 和优越的社

会主义制度下
,

我国的科技翻译事业有了飞跃

的发展
。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
,

摒弃了过去那

种倚赖外文科技教材等等的作法
,

使用 了自己

祖国的语言讲授科技课程
,

并且大量编著和翻

译 出版了高等学校科技教材和参考用书
。

只是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 以及我们认

识上的片面性
,

科技翻译工作大都局限于俄文

书籍
,

很少西方科技先进国家的资料
。

十年动

乱期间
,

科技翻译工作几乎完全陷于停顿
。

打

倒 “ 四人帮 ” 以后
,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
,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
,

真正出现了科技翻

译工作的春天
。

大规摸经济建设的需要
,

发展高

等教育和科技工作的需要
,

迫使我们必须加紧

学习和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

科

技翻译工作
,

就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
,

获得了空

前蓬勃的迅速发展
。

可是
,

就连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
,

由于历

史的原因和落后传统的影响
,

科技翻译工作仍

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

长期以来
,

在 自然科学

技术界
,

存在着一种相当顽固的轻视科技翻译

工作的风气 认为科技翻译工作只是依样画葫

芦
、

毫无创造性的雕虫小技
,

有成就的科技工作

者一般不屑为之
,

顶多只是偶一为之 认为科技

工作者只需 自己能看外文科技资料就够
,

根本

用不着大量翻译出版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著作
。

目前我国科技翻译工作的状况
,

从全国范

围来看
,

似乎还处于 自发自流 的 状 态
。

没 有

一个权威性的国家机构来领导
。

对当代最高水

平的科技名著和资料
,

对反映最新 科 技 成 果

的期刊和专著
,

没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调查

研究和了解
,

没有做到翻译选题的统一规划
。

定期出版的科技翻 译 刊 物 极 少
,

许 多 重 要

科技领域根本没有科技翻译期刊
,

无法以最快

的速度向数以百万
、

千万计的科技人员和有关

人士
,

介绍国际上各种各样最新的科技成果和

有关的新知识
、

新见解
。

例如在力学界
,

原来

仅有一个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力学译丛 》双

月刊
,

主办单位最近竟以 “无利可图 ” 等原 因

予以停办
,

该刊编辑部同志对此深感痛心
,

力



学界许多同志对此深表惋惜和遗撼
。

反过来看
,

当今的发达国家如 日本
、

苏联

和美国等等
,

它们均极其重视科技翻 泽工作
,

认为是一本万利的事业
。

它们有各种各样的机

构
,

通过各种不 同的渠道
,

组织很大的力量
,

千

方百计搜集外国的最新科技著作和情报资料
,

用最快的速度译成本国文字出版发行
。

它们甚

至把外国的某些期刊逐期整本地完全译成本国

文字
,

出版 日期与外国原版出版 日期相差无几
。

很明显
,

这样作
,

大大加快了吸收外国最新科技

成果的速度
,

极大地节省了 自己投入科技工作

的庞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
,

最大限度地缩短 了

科技成果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的周期
,

同时还使

本国庞大科技队伍中的极大的一部分人
,

不必

把大量时间和精力
,

花在学习和掌握外语上
。

搞好科技翻译工作是一本万利的事
。

可是
,

我

们的一些负责同志竟在这个间题上眼光短浅
,

这实际上对四化建设起了拖后腿的作用
。

可喜的是
,

我们翻译工作者终于有了自己

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
·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

会
。

译协的领导重视科技翻译工作
,

已经召开

过 了两次全国科技翻译经验交流会
,

现在又召

开 了第 届全国科技翻译经验交 流 会
。

无疑
,

这对我国科技翻译的发展起了极大 的 推 动 作

用
。

相信译协的领导今后还将 以更大的努力
,

采取更多的积极措施
,

来推动我国科技翻译工

作的更大的发展
。

但是
,

单有 “ 译协 ” 这个民间组织来推动

科技翻译工作的发展
,

力量还很不够
。

在我国

当前的社会主义 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中
,

科技

现代化是关键
,

而在科技现代化方面
,

特别在

当前我国科技水平总的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
,

差距很大的情况下
,

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快 戈展

科技翻译工作
,

是
卜

一个极端重要的环 竹
。

由此

看来
,

在整个翻译工作中
, 已经到了应当把重

点转移到科技翻译工作方面来灼时机
。

这个重

点转移的快慢
,

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科技现代化

的速度
,

从而影响到整 个四化建设的速度
。

为

了尽快把翻译工作的重点转 移 到 科 技翻译上

来
,

为 了使全国上下都能充分重视科技翻 泽工

作
,

希望我们的 “ 译比” 领
一

导能考虑 向国家领

导机关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象设立 “ 中央编译局 ” 那样
,

由国家设

立科学技术方面的编译局
,

负责领导
,

管理全

国的科技翻译工作
。

明确规定科技翻译工作人员的职贵
、

岗

位
、

权利
,

提高他们在政治上
、

学术上和物质

上的待遇
。

尽快在若干高等院校设立培养科技翻译

专门人才的系科
,

积极创办专门的科技翻译学

院或大学
。

尽快在若干重要的 自然科学技术分支学

科中创办 自己的翻 泽刊物
。

由国家编译局委托有关单位
,

负责拟定

和实施翻译出版科技著作的长期规划和近期计

戈
。

加强科技翻译著作和期刊的印刷出版工

作
,

缩短它们的印刷出版周期
。

相信有了这些组织上
、

政策上
、

物质上的

保证之后
,

我国科技翻译工作将会 以更加 巨大

的步伐向前飞奔
,

为社会主义 四化建设作 出更

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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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任何一行低
,

然而还经常让人家挑毛病
。

我干这一行三十五年
,

不算太 笨
,

不 算 不 努

力
,

可是至今还常常觉得不能胜任工作
,

深感

这一行是艰苦的
,

干好它也是困难的
。

当无名

英雄其实也不是 自愿的
,

不过我们既然干上 了

这一 行
,

国家和社会还需要我们
,

电脑翻译暂

时还代林不 了我们
,

因而我们就要尽力干好
。

由此可见
,

要作一个好的科技翻译者所需要的

知识远远不限于科技方面
,

还应该懂些经济
、

法律
、

文学
、

历史等等
,

外语和汉语水平 也是

越高越好
,

真是学无止境啊

我国翻译队伍中人数最多的是科技翻译
,

它和国家经济建设
、

四个现代化的联系是最直

接和最紧密的
。

因此
,

提高我国科技翻译水平

是非常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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