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斜拉桥——世界范围内 40 年的理论和技术》 

            —— 10 分钟读后感 
 

我是 XX 大学一名在读博士生。由于导师对本部原著的推荐，我在网上搜索并得到了

该著作的电子版。就在深感英文原版阅读进度缓慢、效率低下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偶然碰

到了原著的译著。不幸的是，译著看上去并没有想象的美好。 

 

译著第一句话就让我无所适从。请看下面的译文（“斜拉桥的跨径比拱桥大”，在语法

上是错误的，但是我知道译者想表达的意思）： 

 

我的问题是：斜拉桥的跨径比连续梁桥和拱桥的跨径大，比悬索桥的跨径小？于是我

找到原文，如下图所示： 

 



显然，作者的意思是：斜拉桥的跨径介于跨径更小的拱桥和跨径更长的悬索桥之间。由

此可见，译者主观忽略了作者的很多限定词，然后得出了错误的译文！ 

于是，我顺序看了译著的图 1.1。为了方便，我摘录如下： 

 

图名是：斜拉桥及其他桥型的跨径和造价对比。我脑海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这个图似

乎在表达斜拉桥跟其他桥型的跨径和造价的关系曲线，但是译者将原著中的文字翻译为斜拉

桥及其他桥型的跨径和造价的对比。于是，我在原著中找到了图名的文字表述： 

 

看了原著，让我大吃一惊！这显然是在表达各种桥型的建设成本和主跨长度之间的关系

曲线，这哪里是斜拉桥及其他桥型的跨径和造价的对比？ 

再看译著中的图 1.1，其横坐标的标签为“跨径”。我在想，这是净跨径？总跨径？计算

跨径 ？于是，我又找到原著，图形如下： 

 

原来译著中标注为“中跨”！ 

请问译者：“跨径”和“中跨”等同吗？ 



至此，我已经没有任何继续读下去的勇气和想法。翻着翻着，翻到了《中文版前言》，

还是忍不住看了几眼，结果译者的中文水平让我深感震撼！现部分截图如下： 

 

看看第一句吧，顺吗？通吗？真不知道是谁写的！我突然想起了网上的一句话：语文是

体育老师教的（向体育老师抱歉，这里没有任何其他意思）。 

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于是，我又翻到了第 4 章，看译著标题： 

 

请问译者：什么叫一般设计？桥梁的三阶段设计中包括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

计。那么，一般设计指的是什么？ 

回到原著，标题如下： 

 

果然，原著写的是“斜拉桥的初步设计”！ 

一本世界科学巨著，竟然被翻译成这个样子。而且，这才是上手几分钟就发现的问题。

请问译者：您这样做，是为了向大家传授知识呢？还是为了传授知识呢？ 

再看译著 4.1.1，概述中的第 2 段： 

 

粗略阅读，前半句的意思是：初步设计结果可完全依靠计算机计算来校核；后半句却不

知道什么意思。 

回到原著文字： 

 

很明显，作者的意思是：“此外，通过初步设计得到的轮廓尺寸可以对电算结果进行校

核，以免计算机被当作“黑盒”模型使用时，其计算结果在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直接使用。” 

请问译者：初步设计是如何依靠计算机进行校核的？原著的下一段文字将会讲到具体原

因，您没读过吗？您忍心将别人的作品如此翻译并给后来的学者造成极大困扰么？ 

接着往下看。译著 4.1.1，概述中的第 3 段： 

https://www.baidu.com/s?wd=%E5%88%9D%E6%AD%A5%E8%AE%BE%E8%AE%A1&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下面是对应的原著： 

 

试着翻译了下：“在设计他的第一座斜拉桥时（推算时间，大概 1970s），大内存计算机

还未普及，即使用到，也只是在初设基础上进行桥梁结构的最终设计计算。因此，作者采用

这些初步设计准则并对部分条目进行调整和改进的基础上确定了第一座斜拉桥的初步尺寸。 

请问译者：哪里表明要确保质量了？大内存的计算机“当时没有”还是“很少被使用”？这

些译文是信手拈来吗？还是仅仅靠着自己的直觉胡编乱造？您心安吗？您的英文水平适合

翻译如此宏大的著作吗？ 

呜呼！ 

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在心理骂了多少遍的学术 XX、XXX！ 

实验室的外面，天空一片苍茫，而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也大抵如此。 

就在这时，平日里就不安静得师妹风风火火来到我旁边，一把拿走译本，把我损了半天，

我只好给她说明情况。接着，她重重地将译本砸在我的桌面上，上面赫然列着《译者简介》： 

 



其实，我们任何一位博导的头衔都比这个高大多了，所以，我对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没

有任何兴趣。但是，今天是个特例，我仔细读了下。读完之后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一个挂了

众多头衔名誉的高校教师，他的译著竟然如此随意和混乱，这是在犯罪啊！！！！！！！！ 

于是，我搜索了第二译者，王学伟。下图所示，只能看到此人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教师，

没有搜索到更多相关信息。 

 

 

继续搜索，主审作者的信息吓我一跳： 

 

 



请问杨书记：您作为兰州交通大学的党委书记，也作为译著的审阅人，您有没有读过这

本千疮百孔的译著？您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把名字挂在如此级别的著作上，您不担心声誉受

到影响吗？ 

我没有心情继续探寻了，但是在我的心里，早就有了一个结论：对学问的不严肃，迟早

会将译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旁的师妹撇撇嘴，道：“这种二流学校，也只能出来这种

水平的译者吧”。为之释然！ 

请问译者：您的译著虽然已经公开出版，但是为了您单位和个人的声誉，建议您收回销

毁！如果作者远方有知，可能会暴跳如雷！您作为学者，昏昏然翻译；您作为教师，混日子

传道？呜呼哀哉！！！！！！！！ 

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您确实读了；子曰：“君子食

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这是严肃的著作，

您“慎于言”了吗？如此误导读者、玷污原著、任性解惑，您心安吗？？？？？？？？ 

如果时间允许，我将继续指出其中的问题和错误，我要看看，这本书究竟混乱到了什么

地步！ 

 

 

 

                                                       读者：皂遥 

                                                        20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