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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通过回顾近二十年来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立名历程，梳理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

和教育部项目等成果，本文发现目前国内语料库翻译学在语料库的建设与技术、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语言特征和翻译

风格等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以下 ５ 种倾向：（１） 重笔译而轻口译；（２） 重文学而轻应用；（３） 重共时而轻

历时；（４） 重文本而轻文化；（５） 重描写而轻解释。 基于当前的成就与不足，本文提出未来语料库翻译学发展的 ４ 条突

破路径：从产品走向过程、从共时研究走向历时研究、从单模态走向多模态以及从数据生产走向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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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语
在中国，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已走过三十余

载的历程。 译学三秩，随着翻译活动日趋专业化

及翻译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新的翻译现象、翻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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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羊城青年学人课题 “广州对外文化形象的建构研究：多模态语料库视角”
（２０１９ＧＺＱＮ１７）、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研究项目“师范类院校的 ＭＴＩ 人才特色培养模式探索”
（ＭＴＩＪＺＷ２０１８１１）和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资助项目“高层次应用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国别比较研

究”（１８ＳＫ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ｆｕｌｉｎｌｉｎｇ２００９＠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傅琳凌）



题不断涌现。 如何突破当前的研究瓶颈，构建体

现中国文化渊源、具备自身优势的学术话语体系

已成为目前国内翻译学界面临的关键问题。 新的

翻译问题一时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往往反映既有的

研究工具、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范式无法满足现实

的研究需要，此时通过平行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

方法或学科内部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往往成为突破

瓶颈的关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语料库翻译研究范

式逐渐得到国内译学界的重视，该范式既借鉴语

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又根植于翻译学内部的

描写性译学研究传统，通过二者的融合进一步解

决翻译学的核心问题，如翻译语言特征、翻译规范

和译者风格等。 本文通过梳理近二十年来，语料

库翻译学在定名与辨实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出

现的问题，尝试通过回答目前语料库翻译学“为
何”（名）与“何为”（实）两大问题，并基于此思考

未来推动国内语料库翻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具

体路径。

２　 语料库翻译学之名
名正而言顺。 正如荀子所言：“名定而实辨，

道行而志通”（荀子 ２００７：２４２）。 立名是探实的前

提，更是学术研究开展的首要环节。 据此我们将

探讨“语料库翻译学”这一术语的由来，厘清其所

指、挖掘其内涵，为后续的名实参照奠定基础。
Ｍｏｎａ Ｂａｋｅｒ 被认为是语料库翻译研究领域的

开创者（Ｓｎｅｌｌ⁃Ｈｏｒｎｂｙ ２００６：１２５，王克非 ２００６：９），
她于 １９９３ 年明确指出将语料库技术与方法运用

到翻译研究领域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语料库翻

译研究”（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这一术

语首见于 Ｂａｋｅｒ（１９９５：２２３）的“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一文中。 次年，Ｂａｋｅｒ（１９９６：１７５）
以“语料库翻译研究” 为题发表论文 “ Ｃｏｒｐ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ｅ
Ａｈｅａｄ”． 在承认 Ｂａｋｅｒ 对语料库翻译研究重要影

响的基础上，许家金认为“将语料库翻译研究的

起点定于 Ｂａｋｅｒ（１９９３：２３３），在理论和实践方面

都未必完全符合史实” （许家金 ２０１８：２）。 无论

是翻译语言共性的理念、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方法

还是语料库的建设，都存在一些早于 Ｂａｋｅｒ 的“遗
珠”，如创建时间早于 ＴＥＣ 语料库的“加拿大 Ｈａｎ⁃
ｓａｒｄ 语料库”或 Ｇｅｌｌｅｒｓｔａｍ（１９８６：８８）基于 ２７ 部瑞

典语翻译小说与原创小说类比而开展的“翻译体”
研究等（同上：７）。 对这些“遗珠”的关注和追溯有

利于为语料库翻译学构建一张更加清晰和完整的

研究发展脉络图。
语料库技术和研究方法在本世纪初开始受到

国内译学界的关注 （廖七一 ２０００：３８０，丁树德

２００１：６１，柯飞 ２００２：３５，刘敬国 陶友兰 ２００６：
６６）。 而正式使用“语料库翻译学”这一术语并将

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进行系统引介的学者为王克

非，“鉴于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学研究通称为语料

库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也可以成立” （王克非

２００６：８）。 随后“语料库翻译学”这一术语在国内

译学界得到进一步的关注与应用（王克非 黄立波

２００７：１０１，２００８：９，肖忠华 戴光荣 ２０１１：８，胡开宝

２０１２：５９， 黄立波 朱志瑜 ２０１２： ２８， 胡开宝等

２０１８：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国内第一个以“语料库

翻译学”命名的学术会议———全国首届语料库翻

译学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北

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

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 这次会议就译学研究

语料库的开发、翻译共性、翻译语言特征及翻译教

学研究等议题展开充分的交流。 随后，第二、三、
四届全国语料库翻译学研讨会分别在曲阜师范大

学、南华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语料库

翻译学在国内的学术影响力逐步扩大。 ２０１１ 年，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语料库翻译学文库”，
先后出版 ８ 本语料库翻译研究专著。 该文库不仅

介绍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概况和基础知识（胡开宝

２０１１，王克非 ２０１２，胡开宝等 ２０１８），还涵盖国内

语料库翻译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汉语

译文语言特征（肖忠华 ２０１２）、译文源语透过效应

（戴光荣 ２０１３）、翻译文体（黄立波 ２０１４）、莎士比

亚戏剧汉译（胡开宝 ２０１５）、译语与目标语之间的

互动研究（秦洪武 夏云 ２０１７）等。
立名至今，“语料库翻译学”这一术语在译学

界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从事该领域的科研队伍

日益壮大。 在此背景下，厘清该术语的真正内涵

将有助于促进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走向更理性、
更多元的发展道路。 从定义层面看，语料库翻译

学是“在研究方法上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概

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对翻译

进行历时或共时的研究” （王克非 ２００６：９）。 既

然研究方法上以语言学为主要参照，那么目前国

内语料库翻译学是否沿袭语料库语言学的传统，
同时采用基于语料库（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和语料库驱

动（ｃｏｒｐｕｓ⁃ｄｒｉｖｅｎ）这两种典型的研究路径。 基于

语料库的研究路径是“由研究者提出假设，然后

以语料库为数据源对假设进行验证” （梁茂成等

２０１０：１７８）；而语料库驱动的路径则侧重语言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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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研究者“在语料库中观察自己感兴趣的语言

现象，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归纳，直至最终形成结

论”（同上）。 笔者基于中国知网① 的数据源，以
“翻译”为主题、以“基于语料库”为篇名进行不限

时段的搜索，共搜得文献 ７４４ 篇；在其他搜索条件

不变的前提下，将篇名改为“语料库辅助”，可得

文献 １２ 篇。 可见，目前在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领

域，“基于语料库”和“语料库驱动”这两种研究路

径兼而有之，但使用频率相差较大，基于语料库的

翻译研究成果远超语料库辅助的成果。 易言之，
语料库驱动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尚有较大的进步

空间。
从内涵层面看，语料库翻译学不仅是一种研

究方法论，也是一种研究范式（胡开宝等 ２０１８：
２ － ３），该范式与其他译学范式的区别在于“着眼

点不同，方法不同” （黄立波 朱志瑜 ２０１２：３０）。
语料库翻译学以目标语文本为导向，其关注焦点

主要在译语上。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语料库翻译

学具有自身特有的研究领域，包括“译学研究语

料库的建设、具体语言对翻译语言特征和译者风

格等领域的研究” （胡开宝 ２０１２：６６）。 基于此范

式，翻译既被视为文本，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译本的语言特征及其所处的文化系统均为语料库

翻译研究所关注的对象。
从程序层面看，语料库翻译研究应包含描写

和解释两部分，二者缺一不可。 值得一提的是，解
释这部分需要得到研究者的格外关注，它甚至

“要比描写重要，因为解释能够回答‘为什么’的

问题，而描写不能”（同上：６４ － ６５）。 借助语料库

工具进行的现象描写有助于发现基于内省或经验

式研究无法察觉的现象及数据，而描写是解释的

基础，研究者采用更科学的技术与手段描写现象

是为了更接近翻译活动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找

到翻译背后的原因，从而更好地预测未来的翻译

行为。

３　 语料库翻译学之实
目前已有学者（宋庆伟等 ２０１３：２５，张继光

２０１６：３，吕奇 王树槐 ２０１８：８２，许明武 赵春龙

２０１８：３）对国内语料库翻译相关研究进行过文献

计量分析，而这些分析主要聚焦于期刊论文类的

研究成果。 为避免重复研究，本文主要以国内

（含港澳台地区）博士学位论文的翻译研究、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下文简称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下文简称教育部项

目）为数据来源，从历时分布、研究领域、翻译类

型、语言对等视角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期能在前人

分析的基础上，更全面地了解目前国内语料库翻

译学的最新进展。
３． １ 国内博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是反映博士培养质量的试金

石，同时也是了解某一学科在特定时期内发展现

状及创新性成果的重要窗口。 以外国语言文学一

级学科为例，一篇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做到

“基本观点、结论和建议应对推动本学科的理论

发展和方法创新有所贡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２０１４：１１５）。 翻译学隶属于外

国语言文学学科，因此，翻译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亦

应符合上述要求。
据笔者统计，目前国内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

论文共计 １，３０８ 篇②，其中标题含“语料（库）”的
论文 ５５ 篇（占 ４． ２％ ）。 从历时分布的角度看（参
见图１），第一篇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论文出现

于 ２００５ 年，之后每年均有语料库翻译研究相关的

博士学位论文出现。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语料库

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年均 ５ 篇，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论文数量达到峰值（７ 篇 ／年）。

图１ 　 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成果历时分布图③

　 　 结合翻译学已有的学科分类和语料库翻译学

的主要研究内容，本文将目前语料库翻译学的研

究领域主要分为语料库的建设与技术、翻译语言

特征、翻译规范、翻译风格、翻译教育、翻译策略与

方法、翻译认知和词典编纂等 ８ 个领域。 如表１所

示，目前 ５５ 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

于翻译语言特征（１９ 篇，占 ３４． ５５％ ）、翻译策略

与方法（１８ 篇，占 ３２． ７３％ ）和翻译风格（８ 篇，占
１４． 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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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语料库翻译学主要研究领域分布

　 　 　 　 领域

来源　 　 　 　
语料库的

建设与技术

翻译语言

特征

翻译策略

与方法
翻译风格 翻译规范 翻译教育 翻译认知 词典编纂

博士论文 ２ １９ １８ ８ ３ ３ １ １

国家社科项目 ２６ ９ １９ ３ ４ ４ ４ ３

教育部项目 １７ ５ ２９ ２ ２ １ ４ ０

　 　 从翻译类型的角度看，基于笔译语料库的博士

论文占主体（４２ 篇，占 ７６． ３６％），且笔译语料库研

究悉数涵盖表１所列的 ８ 个领域。 基于口译语料库

的博士论文 １３ 篇（占 ２３． ６４％），主要研究领域涵

盖口译策略与方法、口译语体特征、口译规范及口

译教学等。 近年来，基于口译语料库的博士论文数

量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在总体数量上与基于

笔译语料库的研究成果还有较大的差距。
从语言对的角度看，英汉平行语料库（５１ 篇，

占 ９２． ７３％ ）在数量上远超其他语言对（４ 篇，占
７． ２７％ ）的研究成果。 从培养单位的角度看，语
料库翻译研究博士论文主要来源于 １９ 所院校，其
中论文数量最多的 ５ 所院校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

学（１３ 篇，占 ２３． ６４％ ）、北京外国语大学（６ 篇，占
１０． ９％ ）、上海交通大学（６ 篇，占 １０． ９％ ）、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５ 篇，占 ９． ０９％ ）和厦门大学（４
篇，占 ７． ２７％ ）。

３． ２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自 １９９１ 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以来，项目名称

含“语料（库）”的翻译类项目共计 ７２ 项。 从历时

分布的角度看，第一个获得立项的项目是 １９９９ 年

徐一平的项目“中日对译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研

究”。 随后 ７ 年，除 ２００５ 年之外，其他年份均无语

料库翻译研究的国家社科项目获得立项。 ２００７ 年

起，语料库翻译研究的立项情况有所改善。 ２００７
年至今，每年均能在国家社科项目的立项名单中看

到与语料库翻译研究相关的课题。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随着国家层面对语料库建设与研究的重视及

语料库翻译研究队伍的日渐壮大，获得立项的语料

库翻译研究课题达到年均 ６ 项，最高的单年课题数

达 ９ 项（２０１８ 年），项目数量增长明显。
从项目类别的角度看，一般项目（４５ 项，占

６２． ５％ ）和青年项目（１９ 项，占 ２６． ３９％ ）立项最

多，而西部项目（５ 项，占 １． ３９％）、重点项目（２ 项，
占 ２． ７８％）、重大项目（１ 项，占 １． ３９％）所占比例

较小。 从研究领域的角度看，７２ 项国家社科项目

涵盖表１所列的 ８ 个研究领域，其中立项最集中的

领域包括语料库的建设与技术 （２６ 项，占 ３６．
１１％）、翻译策略与方法（１９ 项，占 ２６． ３９％）和翻译

语言特征（９ 项，占 １２． ５％）。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

７２ 项国家社科项目中，１ 项重点项目（２０１８ 年的

“大型中英连线口译语料库共享平台的创建与应用

研究”）及唯一的 １ 项重大项目（２０１０ 年的“大规模

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立与加工”）均与语料库的建

设与应用密切相关，体现出语料库建设对国家发展

的战略意义和应用价值。 要而言之，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国家社科项目重点支持语料库这一

“器”的打造与完善有利于为语料库翻译学提供工

具保障，确保该研究领域的长远发展。
从翻译类型的角度看，基于笔译语料的国家

社科项目达 ６６ 项（占 ９１． ６７％ ），基于口译语料的

项目则有 ６ 项（占 ８． ３３％ ）。 从语言对的角度看，
基于英汉平行语料库的项目共计 ５８ 项（占 ８０．
５６％ ），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对语料库的项目 ５
项（占 ６． ９４％ ），俄汉、韩汉、日汉等其他语言对的

语料库翻译研究项目共 ８ 项（占 １１． １１％ ）。 除双

语语料库之外，７２ 项国家社科项目中不乏多语语

料库建设的有益尝试，如 ２０１６ 年的西部项目“内
蒙古旅游与外宣资料汉蒙英三语平行语料库建设

研究”。 该多语语料库的建设结合地方特色和现

实需求，融合汉蒙的语内翻译语料与汉英的语际

翻译语料，可为后续开拓语料库翻译研究提供思

路上的参考。 从立项单位的角度看，语料库翻译

研究相关立项最多的单位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６ 项）、上海交通大学（５ 项）和浙江大学（３ 项），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和燕山大学也

分别有 ２ 项获得立项。
３． 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获立项的教育部

项目中，名称含“语料（库）”的翻译类项目共 ６０
项。 从历时分布的角度看（见图１），最早获立项的

教育部项目为 ２０００ 年的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 随后 ７
年（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未见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教育部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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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获得立项。 ２００８ 年，立项名单中重见语料库

翻译研究的踪影。 教育部与国家社科项目在历时

分布上呈相近趋势。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０ 年间，
获教育部立项的语料库翻译研究项目年均达 ６
项，其中最高的单年立项数为 １１ 项（２０１８ 年）。

从研究领域的角度看，６０ 项教育部项目涵盖

除词典编纂之外的 ７ 个研究领域（见表１），翻译策

略与方法（２９ 项，占 ４８． ３３％ ）、语料库的建设与

技术（１７ 项，占 ２８． ３３％ ）和翻译语言特征（５ 项，
占 ８． ３３％ ）这 ３ 个领域的课题数最多。

从翻译类型的角度看，基于笔译语料库的教

育部项目共计 ５５ 项（占 ９１． ６７％ ），而基于口译语

料库的项目只有 ５ 项（占 ８． ３３％ ）。 从语言对的

角度看，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研究项目 ５４ 项（占
９０％ ），汉语—藏语平行语料库 １ 项（占 １． ６７％ ），
俄汉、日汉等其他语言对的项目 ３ 项（占 ５％ ）。
值得一提的是，在 ６０ 项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教育部

项目中，有 ２ 项④涉及多语语料库的建设与研究。
项目涉及的文本和数据类型更趋多元化，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出目前国内语料库设计的新动向与新

突破。 从立项单位的角度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

曲阜师范大学分别有 ３ 项语料库翻译研究项目获

得教育部立项，成为立项数最多的高校。 北京外国

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６ 所院校均有 ２ 项获得立

项。 从项目类别的角度看，在 ６０ 项教育部项目中，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１ 项（占 １． ６７％），规划基

金项目 １９ 项（占 ３１． ６７％）。 而立项数量最多的类

别是青年基金项目（４０ 项，占 ６６． ６７％），这既体现

出目前国内青年学者对语料库翻译学较为浓厚的

研究兴趣，同时也反映青年学者正逐渐成为当下国

内语料库翻译学的中坚力量。
３． ４ 讨论

基于笔者的数据，语料库翻译研究相关的项

目分别于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立项。 ２００５
年，国内出现第一篇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

论文。 从历时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近二十年来

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

和教育部项目数量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总

体上仍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综合上述 ３ 类数据

可知，目前基于笔译语料库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

占绝对优势。 相比之下，基于口译语料库的翻译

研究成果仍有待进一步充实。
从语言对的视角看，目前的成果以基于汉英

语言对的语料库翻译研究为主，而对汉语与其它

非英的外语语种、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平

行语料库的关注相对不足。 随着语料库工具的日

渐成熟和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多语语

料库在近几年开始崭露头角并获得国家社科和教

育部等各级项目的立项支持。 但总体而言，目前

国内语料库建设所涵盖的语种和语族数量仍比较

有限。 未来语料库翻译学亟待更多不同语言背景

的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
从研究者所在单位的分布情况看，北京外国语

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是目前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

研究重镇，这两所高校无论是培养的博士数量还是

国家社科或教育部项目的立项数均处于国内领先

地位。 此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燕山大学、曲阜师范大

学等院校也是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中坚力量。
从研究领域的视角看，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

部项目立项较为集中的领域分别为语料库的建设

与技术、翻译策略与方法和翻译语言特征等。 博

士学位论文则略有不同，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

翻译语言特征、翻译策略与方法和翻译风格上。
可见，翻译语言特征、翻译策略与方法是目前国内

语料库翻译学关注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语料

库的建设与技术是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共

同的立项重点，原因在于：此类研究需要强大的资

金支持和多学科背景的科研团队作为保障；此类

研究的成果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工

具保障和数据支持，直接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故其重要性不容小觑。

４　 名与实之间的思考
在我国，语料库翻译学兴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末，当时的国际翻译学界正值实证研究的高峰期，
即 Ｓｎｅｌｌ⁃Ｈｏｒｎｂｙ （２００６：１１５） 所说的 “实证转向”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 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启动虽晚

于西方学界，但后来居上，发展迅速且取得丰硕的

成果。 综观近二十年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进

展，笔者认为以下 ５ 种倾向须引起学界关注。
（１）重笔译而轻口译。 无论是期刊论文的成

果分析（胡开宝 ２０１８：３２８，张继光 ２０１６：３４）还是

本文统计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

部项目等数据，结果均显示口译语料库的建设与

研究明显滞后于笔译语料库。 由于口译活动同时

包含语言、副语言和超语言等多个维度，对建库来

说技术难度较大。 就副语言转写与标注的情况来

看，目前国内外口译语料的转写及标注内容选择

不一，规范不统一，而且“较少考虑语料库的兼容

问题”（邹兵 王斌华 ２０１４：１９）。 若进一步涉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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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超语言维度的标注，则转写难度更大。 要突破

这一技术难题，一方面需要学界加强对口译行为

的理论研究，找出在真实口译活动中影响译员的

超语言参数；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工具上有所突破，
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合作开展口译语料库

的建设与应用项目，基于不同使用目的（如教学、
科研）设计不同的标注体系和模块。

（２）重文学而轻应用。 本文通过统计国内语

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论文题目、国家社科项目和

教育部项目名称的词频，发现跟研究文本题材相

关的高频词分别为“小说” “文学” “红楼梦”等，
文学翻译依然为目前建库和研究的重点。 不可否

认，文学翻译是翻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 文

学翻译的高难度和高标准也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竭力在作者风格和译者

风格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因此，文学翻译往往成

为学界研究译者素养、译者主体性、译者风格等重

要命题的最佳“领地”。 但在承认文学翻译研究

价值的同时，研究者也不能忽视学术研究的另一

重要指向：以市场需求为代表的现实之需。 从现

实的角度出发，“一门学科的价值应在于其能否

有效回应和满足社会需求，解决某类社会实践问

题，促进社会的发展”（蓝红军 ２０１６：２３）。 通过对

中国企业语言服务需求的调查显示，目前能源、工
程机械、信息技术与通信及医药与医疗器械等行

业对笔译和口译的需求量很大 （王立非 ２０１６：
１９），但当下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建库和研究成

果涉及到上述领域或文类的相对较少。
（３）重共时而轻历时。 根据“语料库翻译学”

的定义（王克非 ２００６：９），概率和统计是语料库翻

译研究的手段，双语真实语料为研究对象，而对翻

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研究为语料库翻译学的题中应

有之义。 基于本文的博士论文及项目数据，目前国

内语料库翻译研究主要以共时平行语料研究为主，
基于历时语料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 这一问题并

非国内翻译学界独有，国际上已有的双语语料库也

存在“或是缺乏历时语料，或是语料库库容有限”
等问题（王克非 ２０１６）。

（４）重文本而轻文化。 语料库翻译学作为一

种研究范式，具有自身区别于其他范式的方法与

关注点。 该范式视域下的翻译既是文本也是文化

现象。 但目前“国内学界在应用语料库开展翻译

学研究时，往往过分强调对翻译现象的定量分析

和描写”（胡开宝 ２０１８：３３０），而缺乏将翻译现象

置身于更大的文化空间进行深入解读，最大限度

还原翻译事件发生的真实过程。 若将翻译研究的

关注点只局限于源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的语言

转换，那么无论研究方法如何科学，所得的结论也

只能解决语言层面的问题。 对此，许钧、周领顺曾

提出：“不论是文学文本还是应用型文本的翻译

活动，不论是经过传统的手工翻译，还是通过现代

的计算机网络云翻译，都不能绕过语言所承载的

文化因素”（许钧 周领顺 ２０１５：９９）。 概言之，将
语言层面的描写与文化层面的分析解释有机结合

是语料库翻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使语料库翻译

学名副其实的关键所在。
（５）重描写而轻解释。 描写与解释对语料库

翻译学来说缺一不可，描写是解释的基础，而解释

视角的适切性与逻辑自洽程度往往是衡量语料库

翻译研究能否为翻译学乃至相关学科贡献新知的

标尺。 目前，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和

期刊论文在数据描写与呈现方面做得相对细致，
但在数据解释上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未来可以

在研究中增加解释的比重及对数据采取更多元的

分析框架。
综观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目前在翻译语言特

征、翻译策略与方法、英汉双语语料库的建设等方

面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研究仍有不少突出的问

题。 针对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成就与不足，本文认

为可从以下路径寻求进一步的突破。
（１）从产品走向过程。 描写翻译研究是语料

库翻译学的“立身之本”。 根据 Ｈｏｌｍｅｓ 的划分，
描写翻译研究可分为产品、过程和功能 ３ 种导向

（Ｈｏｌｍｅｓ １９７２：１７６）。 语料库翻译学以产品导向

的描写研究居多，这充分体现语料库工具批量处

理、挖掘和分析文本特征的优势，但也从另一侧面

反映出它对翻译过程、翻译功能等涉及动态语境

的研究存在局限。 随着语料库类型的多样化，语
料库翻译学关注的语言现象逐步得到拓展。 近年

来语料库翻译学与关注过程的翻译认知研究之间

的共性与关联得到认可，前者可为后者提供语料

基础，而翻译认知研究的理论则可以“为语料库

翻译学提供解释工具”或用于“证实或证伪语料

库翻译学研究的有关假设或结论” （胡开宝 李晓

倩 ２０１６：４２）。 语料库工具所提供的数据可以反

映翻译行为的某些特征， 而眼动仪、 脑电图

（ＥＥＧ）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ｆＭＲＩ）等设备所发

现的规律则能揭示译者或译员的深层认知机制。
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语料库翻译学从产

品导向为主逐步向过程导向拓展，既充分体现翻

译学的跨学科特征，也满足当下人工智能时代探

索人类意识与思维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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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共时研究走向历时研究。 目前博士学

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所涉及的语

料库多以某一部典籍或文学作品的源文本和目标

语文本作为语料来源，并基于此进行源文本—目

标语文本、不同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对比或类比研

究。 诚然，共时语料库翻译研究已获得大批有价

值的数据，为学科贡献不少新知。 但共时语料库

往往因规模有限而难以观测到翻译的历时演变以

及不同时期译语与目标语之间的互动关系。 反观

国外历时语料库的建设，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

有伯明翰大学的 ＡＶＩＡＴＯＲ 语料库、曼切斯特大

学的 ＡＲＣＨＥＲ 语料库和杨百翰大学的 ＣＯＨＡ 语

料库等。 但是，这些均为单语历时语料库，难以解

决翻译学的问题。 王克非教授主持建设的“大规

模英汉平行语料库———英汉双语的历时复合语料

库”为目前国内历时双语语料库的代表性成果，
该语料库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语料库的规模均处

于国际领先地位。
（３）从单模态走向多模态。 传统的翻译语料

库以文本为主要存储形式，研究成果也以产品的

描写与分析为主。 但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或译员

“黑匣子”里复杂的思维活动难以仅凭书面文本

再现，流通于市场的翻译产品最终展现给读者的

样态也并非单纯的文本语料库能够完整呈现。 多

模态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
将语音、图像、情境等要素纳入到语料库中，使语

料库的应用者不仅能对语言进行分析，而且还可

根据音量、肢体语言、环境等非语言因素追踪译员

的现场状态，所得结论可与翻译认知研究的成果

进一步对接，二者相互补充或佐证。 就笔译而言，
基于多模态语料库的笔译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将语

言分析与翻译产品的配图、版面设计及颜色搭配

等非语言因素进行有机融合，更全面地还原翻译

在文化传播中的真实样貌与功能。
（４）从数据生产走向知识生产。 从方法论的

角度看，语料库翻译学属于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

一般基于证据（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获取新知识，直接

观察或实验所得的数据是实证研究的基础（Ｍａｒｃ⁃
ｚｙ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６）。 数据是语料库翻译学的基

础，“定量分析是语料库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
（许家金 ２０１８：２）。 然而，获得数据对语料库翻译

研究而言仅仅是手段，并非最终目的。 借助语料

库工具对文本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的数据往往比传

统基于观察、感悟的数据更加可靠、丰富，但数据

并不等同于知识，它对学科发展的贡献相对有限。
只有当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数据参与到翻译学的知

识生产中，语料库翻译学才能作为翻译学的分支

发挥应有的作用。 翻译学主要通过“增加译学新

知识的学术研究” “增加具有翻译知识的人口数

量的翻译教育”“翻译技术设备的设计与开发”和
“传播翻译知识的翻译出版”等方式进行知识生

产（蓝红军 ２０１６：２４）。 推及语料库翻译学，新时

代背景下该领域的发展应更加注重发挥语料库数

据对知识生产的作用。 首先，提倡研究者采用更

多元的研究框架获取和分析数据，透过数据更全

面地认识翻译现象，促进新的认识、观点、思想乃

至新理论的产生。 其次，培养掌握语料库技术的

翻译专业人才，让语料库这一工具更广泛地服务

于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 第三，鼓励更多具备语

言或技术背景的研究者进行跨界合作，开发更多

服务于教学与科研的语料库工具或能显著提高翻

译效率的机器翻译系统。 最后，提供政策和资金

支持助力优秀的语料库翻译研究成果出版，在传

播翻译知识的同时，扩大语料库翻译学的学术影

响力，促进翻译研究者技术素养的全面提升。

５　 结束语
本文追溯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立名之路，对

其定义与内涵进行梳理，并基于国内（含港澳台

地区）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

项目等研究成果对语料库翻译学之实进行分析。
根据语料库翻译学的本义与当前的研究进展，本
文提出学界须避免的 ５ 种倾向及语料库翻译学后

续发展的突破路径。 未来国内语料库翻译学将在

“名”与“实”的动态发展中逐步走向更加自恰与

成熟的发展之路。

注释

①检索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②由于各科研单位的管理方式不同，部分高校未公布博

士学位论文数据，本文搜集学位论文数据的主要途径

为博士导师及其学生的协助、网络数据库下载及跟踪

相关出版信息等。 本文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

和教育部项目的统计均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③在该历时分布图中，由于统计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因此 ２０１８ 年的博士论文为不完全统计。
④这两项分别为 ２０１２ 年于风军的规划基金项目（新疆）

“珍贵新疆古籍纳瓦依《四卷诗》三语语料库的构建及

基于语料库的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研究”和 ２０１８ 年刘超

朋的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汉、德、俄、
西多语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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