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的建设与研究

周芹芹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２０１６２０）

摘要：本研究在对近２０年来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进行系统归纳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

国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是服务于ＭＴＩ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的一项战略性选择。本研究还对基于

学习者翻译语料库平台的翻译研究和语言学研究进行展望和探索，并就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旨
在拓宽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内容，从而确定跨学科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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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语料库翻译研 究 肇 始 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经 历

了从研究途径到方法论再到新研究范式这样一个发

展过程（黄立波、王克非２０１１），在理论、描写和应用

等层面对翻译研究以及翻译教学和培训起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并激发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对相关问题

进行探索的热情和兴趣。随着我国翻译职业化进程

的加快，２００７年正式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简 称 ＭＴＩ）。依 据

《翻译硕士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指 导 性 培 养 方 案》，
ＭＴＩ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

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适应国

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

性口笔译人才”。到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翻译硕士专业学

位培养院校由设立之初的１５所增加到１５９所，招生

人数达到２０２５７人（平洪２０１４）。我国的翻译事业正

式进入了产业化和职业化的发展轨道，这也为翻译

硕士学位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此

大背景下，构建中国 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是服务

于 ＭＴＩ翻译教 学 格 局 和 翻 译 人 才 培 养 的 战 略 选 择

与实施方案。我们认为，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的

构建是中介语语料库之后的必然发展，这将有助于提

供语言学习认知过程的数据来源和语言材料，并揭示

英语学习者翻译过程的普遍规律和普遍特征，从而成

为二语习得研究的新接口和新平台；另一方面，中介

语对比分析模式（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简称ＣＩＡ）（Ｇｒａｎｇｅｒ　１９９６；Ｇｉｌｑｕｉ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与 翻

译研究的融合也为我们审视翻译中的形形色色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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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而丰富译学描写

性研究的内涵，完善译学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拟对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现状

和趋势进行较为完整地归纳和评述，并指出创建中

国 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

探讨如何在大规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 ＭＴＩ学习

者翻译文本进行多层面、多维度的量化分析，从而进

一步拓宽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内容，确定跨学科的

研究范式。

２．语料库翻译研究现状述评

通过对以往 相 关 研 究 文 献 的 爬 梳 和 文 本 解 析，
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现状和发展态势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双语平行语料库的研制方兴未艾。世界上第

一个翻译 英 语 语 料 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ｒｐｕｓ，
简称ＴＥＣ）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创建的。现已建成

并公开面世的著名平行语料库还包括加拿大的议会

会议录 Ｈａｎｓａｒｄ英法 双 语 语 料 库、挪 威 奥 斯 陆 大 学

的英挪双语语料库、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ＩＴＵ英法

西对应语料库、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圣经九国语言对

应语 料 库、日 本 名 古 屋 大 学 的 英 日 同 传 语 料 库 等。
国内的语料库 翻 译 研 究 发 轫 于 杨 惠 中 教 授１９９３年

发表的“语料 库 语 言 学 与 机 器 翻 译”一 文，几 乎 与 国

外语料库翻译研究同时起步（宋庆伟、匡华、吴建平

２０１３）。目前语 料 库 翻 译 研 究 和 平 行 语 料 库 建 设 也

取得了长足 进 展。全 国 已 有 多 所 院 校、研 究 单 位 相

继建立了各 种 平 行 语 料 库，且 建 设 数 目 可 观，达１５
个之多（瞿云华２００８）。国内最早建设的大型双语平

行语料库是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自２００１年 开 始 创 建 的

通用汉英 对 应 语 料 库（ＧＣＥＰＣ）。国 内 其 他 具 有 一

定规模的平行语料库还有北京大学的ＢＡＢＬＥ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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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语料库、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

用研究所建成的计算机专业双语语料库，香港城市

理工大学建成的汉英对比语料库，香港科技大学的

英汉双语语料库、燕山大学的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

库等等。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教学同样呼唤学习者

译语语料库的建立。国内外比较成熟的学习者翻译

语料库及其特征见表１所示（参见Ｃａｓｔａｇｎｏ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文秋芳、王金铨２００８）：

表１　国内外学习者翻译语料库及其特征描述

语料库名称 建库者／建库机构 源　语 目标语
目标语

地位
语　体 错误标注

网上

检索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１－Ｌ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ｉｐｚｉｇ，Ｇｅｒｍａｎｙ

德语 英语 外语

科普、经 济、
政治、旅 游、
文学

否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ｅｖｅ
（ＳＴＡ）（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Ｌｙｎｎｅ　Ｂｏｗｋｅｒ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ｎｎｉｓ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ｔｔａｗａ，Ｃａｎａｄａ

法 语、西

班牙语
英语 母语

法 律、医 学

等
无 否

ＰＥＬＣＲＡ（２００１）
Ｒａｆ　Ｕｚａｒ　＆Ｊａｃｅｋ　Ｗａｌｉńｓｋ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óｄ　ｚ

＇

，Ｐｏｌａｎｄ
波兰语 英语 外语 学术 有 否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Ｃｏｒｐｕｓ（ＲｕＴＬＣ）（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Ｅｋａｔｅｒｉｎａ　Ｓｏｓｎｉｎａ／Ｕｌｙａｎｏｖｓ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ｕｓｓｉａ

英语 俄语 母语 技术 有 否

ＥＮＴＲＡＤ（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Ｃｅｌｉａ　Ｓｅｒｒａｎｏ　Ｆｌｏｒéｎ　＆Ｒｏｓａ
Ｌｏｒéｓ

英语 西班牙语
母 语、
外语

有 可以

ＭｅＬＬＡＮＧＥ（２００６）
Ｓａｒａ　Ｃａｓｔａｇｎｏｌｉ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德 语、英

语、法语、
西班牙语

德语、英语、西

班牙语、法 语、
意 大 利 语、加

泰罗尼亚语

母语
法律、技 术、
管理、新闻

有 可以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ｕｓ（ＭＩＳＴｉＣ）
（２００９）

Ｓａｒａ　Ｃａｓｔａｇｎｏｌ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ｌｏｇｎａ，Ｆｏｒｌì，Ｉｔａｌｙ

英 语、法

语
意大利语 母语 专门用途 有 否

Ｋｏｒｐｕ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ｒ
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ＫＯＰＴＥ）
（２００９－）

Ａｎｄｒｅａ　Ｗｕｒｍ／Ｓａａｒｌ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

法语 英语 母语 报刊 有 否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ｕｓ（ＮＥＳＴ）
（２００８－）

Ａｎｎｅ－Ｌｉｎｅ　Ｇｒａｅｄｌｅｒ／
Ｈｅｄｍａ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Ｎｏｒｗａｙ

挪威语 英语 外语

信 息 手 册、
小 说、大 众

读物等

有 否

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 语

料库（ＰＡＣＣＥＬ）（２００８）
文秋芳、王金铨／南京大学

英 语、汉

语
汉语、英语

母 语、
外语

有 否

　　（２）语料库翻译研究内容的多元化。基于语料

库的翻译研究亦表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给应用翻译

研究、描写翻译研究以及理论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生

机（肖忠华、戴光荣２０１０）。这些研究主要包括：（１）翻
译研 究：包 括 翻 译 共 性（Ｂａｋｅｒ　１９９３；Ｔｏｕｒｙ　２００４；

Ｘｉａｏ　＆ ＭｃＥｎｅｒｙ　２００４；柯飞２００３；刘泽权、侯羽２００８）、
翻译过程（Ｓ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８；Ｅｎｇｌｕｎｄ－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ａ　２００５）、
翻译文体（Ｂａｋｅｒ　２０００；Ｏｌｏｈａｍ　２００４；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２００８；
冯庆华２００８；黄立波２０１１）；（２）应用研究：包括翻译

教学、译员 培 训（Ｂｏｗｋｅｒ　１９９８；Ｍａｓｓｅｙ　２００５；Ｂｅｅｂ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Ｌａｖｉｏｓａ　＆Ｌｉ　２０１０；王 克 非２００４；何 莲

珍２００７；钱多秀２００９；王克非、秦洪武２００７）；口译研

究（Ｍｏｎ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Ｓ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９；张 威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胡开 宝２０１２）、翻 译 质 量 评 估（ＴＱＡ）（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１；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２００４；Ｓｅｃａｒ２００５；何 三 宁２０１２）。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除了对语料库翻译研究方

法论进行评介和验证外（廖七一２０００；丁树德２００１；
柯飞２００２），还主动加以反思和创新。这些研究包括

翻译语言在认知上的独有特征和文本驱动（李德超、
王克非２０１０；秦洪武、李婵、王玉２０１４）；历时语料类

比中的翻译与汉语互动研究（王克非、秦洪武２０１２；
赵秋荣、王克非２０１３）；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翻译文本

中的语音变异和语体变异（洪涛２０１３）。近年来国内

还建立了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英汉翻译的自动评分模

型（王金铨２００８；江进林、文秋芳２０１０）。
（３）语料库翻译研究视角的多维化。主要表现

在：第一，基于学习者翻译语料库（Ｌｅａｎｅ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Ｃｏｒｐｕｓ）的学生 文 本 开 始 引 起 了 学 者 的 关 注。有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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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通过建立学生翻译作品库，对学生的翻译实际

能力进行跟踪调查，并对学生的作品分析作了实例

说明（Ｂｏｗｋｅｒ　＆Ｂｅｎｎｉｓｏｎ　２００３；Ｓｐｅｎｃｅ　１９９８；马 会

娟、管兴忠２０１０；李颖玉、袁笠菱２００９）。Ｘｉａｏ（２０１０ａ，

ｂ）以及肖忠华、戴光荣（２０１０）以被动语态为例，展示

了平行语料库和学习者中介语语料相结合，可以为

二语习得和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国内还有学者

分析二语学习水平与汉英翻译词汇提取速度、正确

率的关系以及提取特征（刘绍龙、胡爱梅２０１２），专业

译者与学生译者的译文以及翻译认知能力、翻译策

略进行比 较（Ｒｏｔｈｅ－Ｎｅｖｅｓ　２００２；于 建 平２００６；刘 泽

权、刘鼎甲２０１１）；第二，基于翻译语料库的语言变化

和变异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即借鉴变异语言学的理

论，以翻译文本为语料，采用多重复合对比的研究模

式，并将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同时纳入研究视野，
跳出翻译文本的局限，考察语言接触、以及翻译活动

怎样来 诱 发 并 推 动 目 标 语 的 语 言 变 化 和 变 异（如

Ｃａｓｔａｇｎｏｌｉ　２００９；Ｈｏｅｙ　２０１１；Ｍｕｎｄａｙ　２０１１；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１；洪涛２０１３）。

综观国内外 研 究 成 果，我 们 发 现 语 料 库 手 段 的

引入使翻译研究领域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得以更

好地结合使用，但是，这一领域仍然存在进一步的研

究空间，概略而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
（１）语库 类 型 和 语 料 加 工：①业 已 构 建 的 平 行

语料库多为专业译者语料库，大规模系统性学习者

翻译语料库建设相对滞后。在以培养“高层次、应用

型、专业性口 笔 译 人 才”为 目 标 的 ＭＴＩ专 业 蓬 勃 发

展的背景下，建设一个针对翻译人才培养的 ＭＴＩ专

业学习者 英 汉 平 行 语 料 库 将 是 一 个 令 人 振 奋 的 进

展；②以往文本多为文学文体，非文学类的语料库应

得到进一步 充 实 扩 充。根 据 徐 彬（２０１０：８）的 调 查，
翻译市场上９５％的翻译都是非文学翻译。而从全国

翻译图书市场的情况来看，“文学翻译所占比例只占

出版翻译图书的８％左右，其余均是非文学翻译”（许
钧２０１０：５２）。因 此，创 建 一 个 有 多 维 语 体（ｉｎｔｅｒ－
ｖａｒｉｅｔａｌ）的语料库符合以市场为导向的 ＭＴＩ教育职

业性、专业性、应用性的特色；③大多数翻 译 语 料 库

的语 料 加 工 倾 向 于 遵 循 以 句 子 对 齐 和 词 性 标 注

（ＰＯＳ）为基础 的 词 汇 语 法 范 式，文 本 意 识 仍 比 较 薄

弱（Ｚｈｕ　＆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１）。为提高对双语文本转换机

制及其功能和效果的认识，句法、语篇层面的文本标

注将成为翻译语料库标注的新趋势（同上）。
（２）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与国外研究相比，国

内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中介绍性或评价性和建库

原则的文章 较 多。根 据 杨 梅 和 白 楠（２０１０）统 计，中

国期刊全文数 据 库１９９３～２００９涉 及 实 证 性 翻 译 研

究的只占此类研究的１６．７％。国内的语料库翻译研

究多以有关事实的量化分析和静态描写为主，或只

满足于验证某个或某些影响因素的存在，然而对其

背后的动因和机制却鲜有论证（陈浪２００８）。李德凤

和胡牧（２００６）指出，目前的翻译教学研究应是一个

开放的学科。翻译学研究可以借鉴应用语言学中的

方法论，确立跨学科研究的学科性质。
（３）研究深度和应用广度：首先，以往研究多限

于专业译者的知识和翻译能力，然而不同层次译者

的翻译经验和翻译能力、制约翻译文本生成的社会

文化因素、语言因素、翻译带来的语言互动与变化等

等研究相对 阙 如。此 外，翻 译 共 性 是 否 适 用 于 学 习

者翻译语言？学习者翻译语言是否是一种系统的语

言变体？如何通过考察翻译行为来推导英语学习者

翻译过程中那些不可见的、共同具有的“共知范畴”？
这些都 是 目 前 和 未 来 翻 译 研 究 中 的 重 要 议 题。其

次，作为翻译评价研究的中心内容，翻译质量评价体

系主 要 针 对 文 学 文 本，且 集 中 在 词 汇、句 子 结 构 层

面，语 篇 和 语 用 层 面 尚 未 得 到 充 分 的 描 述 和 分 析。
误译的界定、分 类、规 律、机 制、评 估 参 数 的 设 置、加

权和赋值并非基于大规模的行业语料库，模式可操

作性不强、仍然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何三宁２０１１）。最后，从应用范围来看，大型平行

语料库在课堂 教 学 中 的 实 际 应 用 问 题 亟 待 探 讨（王

克非等２００７；Ｋｉｒａｌｙ　２００３）。平行语料库与微观翻译

教学环节之间（秦洪武、王克非２００７）、专业译者语料

库与学生译者语料库之间、本科翻译教学与 ＭＴＩ翻

译教学之间，亟待建立有效对接以取得翻译教学和

翻译学习的进展。

３．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设计和建设

在借鉴以往平行语料库建库原则、实施模型、加

工流程的基础上，我们拟建立国内近３０余所不同类

型高校 ＭＴＩ专 业 的 外 语 专 家 和 教 师 加 入 的 校 际 合

作研究团体，构 建 具 有１００万 字 词 语 库 规 模 的 中 国

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其特色和优势表现在：
（１）语 料 采 集：语 料 来 源 于 国 内３０余 所 高 校

ＭＴＩ学习者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毕业论文翻译实践部

分中的英译汉和汉译英两个双向对译语料。根据建

库的平衡性原则，我们拟选取１０００篇各１，０００字词

容量的样本。语 料 选 材 包 括 文 学 文 体（小 说、散 文、
传记）和非文学文体（新闻、政论、法律、科 普、财 经、
文化）两个大类、９个小类的书面文本。其中英译汉

子语料占７０％，汉译英子语料占３０％。
（２）语料加工：语料对齐方式采用句对齐为主、

语块对齐为 辅 的 原 则。语 料 标 注 分 为 前 期、中 期 和

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主要进行源语、目标语文体、主

题、作者（性 别、国 别）、译 者（性 别、年 龄、学 习 背 景、

·８５· 当代外语研究



学校机构、英语水平等）超语言元信息；中期进行分

词、主词标 注、词 性 标 注；后 期 重 点 建 设 误 译 标 注。
翻译错误标注系统在参考ＰＡＣＣＥＬ（文秋芳、王金铨

２００８）和 ＭｅＬＬＡＮＧＥ（Ｓｅｃａｒ２００５）的基础上，拟建

立针对中国 ＭＴＩ学习者的翻译错误标注体系，包括

翻译、语 言、文 体、用 户 定 义 四 大 类，下 分 为 若 干 小

类、次类。
（３）界面开发：该项目拟开发强大的 ＨＴＭＬ文

本编辑器，并制作包含翻译错误赋码集的错误标注

插件（Ｅｒｒｏｒ　Ｔａｇ），翻译教师可以通过文本编辑器的

界面进行标注，或自定义添加错误类型。
（４）平台开放：国内不同 ＭＴＩ教学单位通过交

换语料，历时追 踪，补 充 专 业 译 者 的 对 应 文 本，建 成

一个大规模的共时历时双语平行语料库。同时也朝

构建基于 Ｗｅｂ的、大型开放式的在线批改翻译平台

方向演进。

４．基于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的研究

以中国 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建设为依托，采

用以横向、纵向 对 比 分 析，宏 观、微 观 层 面 结 合 的 多

维分析框架，以学习者翻译文本的特征、模式及其发

展规律描写为核心，旨在为翻译与二语习得之间的

互动融合建立比较完整的描写和分析框架。该研究

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４．１　学习者翻译文本特征描写和翻译机制挖掘

４．１．１　宏观描写

宏观描写主 要 包 括 考 察 词 汇 密 度 和 变 化 度、句

子长度和复杂 度、结 构 容 量、文 本 等 值 概 率 分 析、标

点数量、注释等等，探讨 ＭＴＩ学生译文的翻译特点，
分析共性，找 出 学 生 译 文 的 规 律 性 表 现。其 研 究 结

果不仅为翻译教学、教材编写提供真实性、时效性的

翻译文本资源，而且利于创设问题式学习的翻译教

学模式。

４．１．２　微观分析

微观分析主 要 包 括 挖 掘 词 性 构 成 及 对 齐 数 量、
词簇、搭配与习 语、语 义 韵、语 篇 语 用、叙 事 结 构、文

化认知、隐喻、翻译策略等学习者译文的共性特征。
４．１．３　机制挖掘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英语学习者译语研究将突破

传统的去语境 化 的“对 等 观”，将 其 视 为 一 定 社 会 文

化情境中语言使用的对应。从语言内部以及跨语言

的角度 分 析 各 种 翻 译 模 式 出 现 的 原 因。在 此 基 础

上，从语言外部，如 认 知 策 略、专 业 背 景、英 语 水 平、
性别等角度探究各种翻译模式的根源。

４．２　翻译文本横向对比分析

打破原文译文二元对立关系的局限性和对译文

质量回溯式的模式，整合国内外现有的多类语料库，
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的多向对应网络模

式，将多重文本全方位纳入对比视野，进行跨学科性

描述与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２　翻译文本横向对比

横向对比文本 研究视阈

英语翻译文本ｖｓ汉语源语文本 语言迁移，语言对比

英语翻译文本ｖｓ英语原创文本 中介语

英语翻译文本ｖｓ英语写作中介语文本 语体对比

英语翻译文 本ｖｓ非 母 语 源 语 的 英 语 翻

译文本
翻译共性、语言类型

汉语翻译文本ｖｓ英语源语文本 语言对比、语言接触

汉语翻译文本ｖｓ汉语原创文本 语言变异、语言变化

４．３　翻译文本纵向对比分析

翻译文本纵向分析是以学习者作为中心来进行

分析，通过专业译者翻译文本和学生译者翻译文本

（包括大学生和 ＭＴＩ研究生）的对比分析，可以纵向

了解学生翻译能力的动态发展和共通的翻译转换规

则，这有助于探讨不同翻译能力层次样本的词汇构

成、句法结构、句子匹配、语用语篇的共享属性、代表

性特征、认知能力发展等。同时，也为探索翻译与英

语学习水平的关系，学习者英语能力纵向发展，以及

翻译和二语习得融合互动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４．４　翻译质量评估

（１）宏观 层 面，利 用 多 级 平 行 语 料 库 的 平 台 进

行评估。实 施“参 数 提 取———模 型 构 建———模 型 验

证———模型优化”的研究路线，采用多元回归的分析

方法，从影响翻译质量的多个潜在变量中抽取有显

著作用的参数，为建立一个科学系统的翻译能力评估

体系提供更具信度和效度的事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２）微观 层 面，借 鉴 变 异 语 言 学 变 项 规 则 分 析

法（ＶＡＲＢＲＵＬ）（Ｌａｂｏｖ　１９７２）加以评估。该方法适

用于多种环境因素同时影响交替出现的不同的语言

变式（ｖａｒｉａｎｔ）的 抉 择 的 情 况。在 翻 译 实 践 中，不 同

的翻译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不同的变式，
通过采用变项规则分析法可以科学地预测相应的翻

译错误在特 定 语 境 中 出 现 的 概 率。在 具 体 操 作 中，
我们可以选择 词 语、语 法、句 子、或 篇 章 层 次 某 项 翻

译错误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语言变量（句法功能、
句子结构、语态、语 义 搭 配、语 类、逻 辑 结 构、语 用 语

篇、注释等）、文 体 变 量（如 文 学、科 技、政 论 等）和非

语言变量（包括译者性别、年龄、英语水平、专业背景

等）。不仅要对翻译错误类型进行描述统计分析，而

且采用多变量分析，科学性、全方位地剖析产生翻译

错误的各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制约层级（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同时，构 建 不 同 文 体 的 评 分 模 型 效 果，
为翻译质量评 估、建 立 中 国 英 语（翻 译）能 力 等 级 量

表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９５·中国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的建设与研究



５．基于中国ＭＴＩ学习者

翻译语料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采取 以 中 国 ＭＴＩ学 习 者 翻 译 语 料 库 为

研究平台，以现代语言学和描写翻译学为指导理论，
以采取宏微观观察、多视角考量为分析框架，以翻译

研究与翻译教学相互促进为价值取向，如图所示：

图１　基于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的研究思路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研究拟采取以下三种研

究方法：
（１）定量描写与定性分析相综合。一方面采用

数据驱动的实证主义方法（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ｂａｓｅｄ），利用

量化分析和概率统计，对学习者翻译文本进行全景

式归纳和总结，探索相应的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对

影响学习者翻译文体形成的机制和动因由表及里进

行阐释分析，探讨学习者翻译文体描写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基础。
（２）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相结合。采用纵向和

横向 对 比、共 时 与 历 时 协 调 的“综 合 对 比 模 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模 式（Ｇｒａｎｇｅｒ　１９９６），
多库对比可以将多重文本纳入对比的视野，以期从

不同的研究视角加强学生翻译文本的描写力和解释

力，确定了翻译学描写性而非规约性和跨学科研究

的学科性质。
（３）整体分析与个案研究相配合。一方面对学

习者翻译文本 的 共 性 特 征、翻 译 能 力、翻 译 策 略、翻

译质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另一方面对个别学习者

或个别翻译错误类型和影响因素进行个案诊断。两

类方法相互参照，将更有利于反映客观事物共性与

个性的关系。

６．结语

基于以上探索和分析，我们认为，语料库翻译学

应采用开放性的理论视角，整合了语料库语言学、对

比语言学、二语 习 得、社 会 语 言 学 等 理 论，对 学 习 者

翻译文本特征进行全景式的描写和解释，将激发翻

译研究的多学科结合与交叉、多元化突破与创新研

究。大规模的 中 国 ＭＴＩ学 习 者 翻 译 语 料 库 将 会 提

供客观的、多样化的、经过系统标注且便于提取分析

的文本，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采取了多维

对比的研究范式，从方法论上加强学生翻译文本的

描写力和解 释 力。不 可 否 认，本 项 目 的 实 施 也 存 在

一定的挑 战 和 困 难，主 要 表 现 在 语 料 加 工（语 料 收

集、人工标注、句子对齐等）、错误分类以及错误标注

等。然而，我们 会 充 分 借 鉴 以 往 国 内 外 同 类 研 究 的

相关经验，从跨学科的视角开发出适于学习者翻译

特点的语言标注体系，从而进一步深化并丰富学习

者翻译语料的加工层次和类型，最终为客观认识学

习者翻译活动的语言特质，特别是为准确判断翻译

实践效果，并为提高 ＭＴＩ翻译教学与实践质量提供

系统而全面的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Ｂａｋｅｒ，Ｍ．１９９３．Ｃｏｒｐｕ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Ｉｎ　Ｍ．Ｂａｋｅｒ（ｅｄ．）．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Ｊｏｈ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２３３－５０．

Ｂａｋｅｒ，Ｍ．２０００．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Ｊ］．Ｔａｒｇｅｔ　１２（２）：２４１－
６６．

Ｂｅｅｂｙ，Ａ．，Ｐ．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Ｉｎéｓ，＆Ｐ．Ｓáｎｃｈｅｚ－Ｇｉｊóｎ（ｅｄｓ．）．
２００９．Ｃｏｒｐｕｓ　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Ｃｏｒｐｕｓ　Ｕｓｅ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ｒｐｕｓ　Ｕｓｅ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Ｂｏｗｋｅｒ，Ｌ．１９９８．Ｕｓ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ｍｏｎｏｌｉｎｇｕａｌ　ｎ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ａ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Ｊ］．Ｍｅｔａ４３（４）：６３１－５１．

Ｂｏｗｋｅｒ，Ｌ．＆ Ｐ．Ｂｅｎｎｉｓｏｎ．２００３．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Ｄｅｓｉｇ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Ｉｎ

·０６· 当代外语研究



Ｆ．Ｚａｎｅｔｔｉｎ，Ｓ．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Ｄ．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ｄｓ．）．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
１０３－１７．

Ｃａｓｔａｇｎｏｌｉ，Ｓ．２００９．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ａ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Ｐｉｓａ，Ｉｔａｌ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ｓａ．

Ｃａｓｔａｇｎｏｌｉ，Ｓ．，Ｄ．Ｃｉｏｂａｎｕ，Ｋ．Ｋｕｎｚ，Ｎ．Ｋｕｂｌｅｒ　＆ Ａ．
Ｖｏｌａｎｓｃｈｉ．２０１１．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ｃｏｒｐｕ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Ａ］．Ｉｎ　Ｎ．Ｋｕｂｌｅｒ（ｅｄ．）．Ｃｏｒｐｏｒ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Ｂｅｒｎ：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２００－２２１．

Ｅｎｇｌｕｎｄ－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ａ，Ｂ．２００５．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Ｇｉｌｑｕｉｎ，Ｇ．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ｐｉｃｉｎｇ　ｕｐ　ｙｏｕｒ　ｄａｔａ［Ｊ］．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３（１）：
９５－１２３．

Ｇｒａｎｇｅｒ，Ｓ．１９９６．Ｆｒｏｍ　ＣＡ　ｔｏ　ＣＩＡ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Ａ］．Ｉｎ　Ｋ．Ａｉｊｍｅｒ（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Ｔｅｘｔ－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Ｌｕｎｄ：Ｌｕ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３７－５１．

Ｈｏｅｙ，Ｍ．２０１１．Ｌｅｘｉｃａｌ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Ｉｎ　Ａ．
Ｋｒｕｇｅｒ，Ｋ．Ｗａｌｌｍａｃｈ　＆Ｊ．Ｍｕｎｄａｙ（ｅｄｓ．）．Ｃｏｒｐ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１５３－１６８．

Ｈｏｕｓｅ，Ｊ．Ａ．２００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Ｍｅｔａ　４６（２）：
２４３－５７．

Ｈｏｕｓｅ，Ｊ．Ａ．２０１１．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ｅｘ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Ｉｎ　Ａ．Ｋｒｕｇｅｒ，
Ｋ．Ｗａｌｌｍａｃｈ　＆ Ｊ． Ｍｕｎｄａｙ （ｅｄｓ．）．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１８７－２０８．

Ｋｉｒａｌｙ，Ｄ．Ｃ．２００３．Ｆｒｏｍ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ｆａｄ　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Ｉｎ　Ｂ．Ｊ．Ｂａｅｒ　＆ Ｇ．
Ｓ．Ｋｏｂｙ（ｅｄｓ．）．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Ｉｖｏｒｙ　Ｔｏｗｅｒ：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３－２７．

Ｌａｂｏｖ，Ｗ．１９７２．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Ｍ］．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ｖｉｏｓａ，Ｓ．＆ Ｄ．Ｃ．Ｌｉ．２０１０．Ａ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１（１）：１６－２４．

Ｍａｓｓｅｙ，Ｇ．２００５．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Ｍｅｔａ５０（２）：６２６－３３．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Ｍ．２００８．（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Ｊ］．Ｆｒｅｎ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２
（１）：５３－６４．

Ｍｕｎｄａｙ，Ｊ．２０１１．Ｌｏｏｍ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Ａ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ｏｓ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Ａ］．Ｉｎ　Ａ．
Ｋｒｕｇｅｒ，Ｋ．Ｗａｌｌｍａｃｈ　＆Ｊ．Ｍｕｎｄａｙ（ｅｄｓ．）．Ｃｏｒｐ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１６９－８６．

Ｒｏｔｈｅ－Ｎｅｖｅｓ，Ｒ．２００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Ｃａｄｅｒｎｏｓ

ｄｅ　Ｔｒａｄｕｏ　Ｘ （２）：１１３－３１．
Ｓ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Ｍ．１９９８．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　ａｎ

ｏｆｆｓｈｏｏｔ　ｏｆ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Ｍｅｔａ
４３（４）：４８６－４９３．

Ｓ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Ｍ．２００９．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ｓ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ａｌ，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Ａ］．Ｉｎ　Ｇ．Ｈａｎｓｅｎ，
Ａ．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　＆ Ｈ．Ｇｅｒｚｙｍｉｓｃｈ－Ａｒｂｏｇａｓｔ （ｅｄ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ｉｌｅ［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２３７－５３．

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９９８．Ａ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１－Ｌ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Ｉｎ　Ｓ．Ｇｒａｎｇｅｒ　＆Ｊ．Ｈｕｎｇ（ｅｄ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１１０－１２．

Ｔｏｕｒｙ，Ｇ．２００４．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ｅｌｃｏｍｅ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ｗｏｕｌｄ　ｔｈｅｙ　ｑｕａｌｉｆｙ　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Ａ］．Ｉｎ　Ａ．Ｍａｕｒａｎｅｎ　＆ Ｐ．Ｋｕｙａｍａｋｉ．
（ｅｄ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Ｄｏ　Ｔｈｅｙ　Ｅｘｉｓｔ？［Ｃ］．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１５－３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Ｍ．２００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Ｏｔｔａｗ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ｔｔａｗａ　Ｐｒｅｓｓ．

Ｘｉａｏ，Ｒ．２０１０ａ．Ｕｓ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Ｎｅｗ　Ｃａｓｔｌｅ　Ｕｐｏｎ　Ｔｙｎ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Ｘｉａｏ，Ｒ．２０１０ｂ．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ｕ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５（１）：５－３５．

Ｘｉａｏ，Ｒ．＆ Ａ．ＭｃＥｎｅｒｙ．２００４．Ａ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ｅｃ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４０
（２）：３２５－６３．

Ｚｈｕ，Ｃ．＆ Ｈ．Ｗａｎｇ．２０１１．Ａ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ｉｄｅｄ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ｌｉｎｋ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Ｊ］．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Ｔｒａｉｎｅｒ（２）：２６９－９１．

陈浪．２００８．当代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新进展［Ｄ］．上海：上

海外国语大学．
丁树德．２００１．浅淡西方翻 译 语 料 库 研 究［Ｊ］．外 国 语（５）：６１－
６６．

冯庆华．２００８．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Ｍ］．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何莲 珍．２００７．基 于 汉、英 语 平 行 语 料 库 的 翻 译 数 据 库 设 计

［Ｊ］．现代外语（２）：１９１－９９．
何三宁．２０１１．再探翻译质量评估参［Ｊ］．中国翻译（２）：２７－３１．
洪涛．２０１３．“无中生有”与“过度翻译”———从 语 言 学 看Ｄａｖｉｄ

Ｈａｗｋｅｓ译本红楼人物的逼 真 感［Ｊ］．红 楼 梦 学 刊３（４）：
２２４－４２．

胡开宝．２０１２．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句法操作规范研究［Ｊ］．外
语教学与研究（５）：７３８－５０．

黄立 波．２０１１．基 于 双 语 平 行 语 料 库 的 翻 译 文 体 学 探 讨———
以《骆驼祥子》两 个 英 译 本 中 人 称 代 词 主 语 和 叙 事 视 角

转换为例［Ｊ］．中国外语（１）：１００－０６．
黄立波、王克非．２０１１．语料库翻译学：课题与进展［Ｊ］．外语教

学与研究（６）：９１１－２３．
江进林、文秋芳．２０１０．Ｎ元组和翻 译 单 位 对 英 译 汉 自 动 评 分

作用的比较研究［Ｊ］．现代外语（２）：１７７－８４．
柯飞．２００２．语 料、网 路 与 口 笔 译 教 学［Ｊ］．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３）：２３１－３２．

·１６·中国ＭＴＩ学习者翻译语料库的建设与研究



柯飞．２００３．汉语“把”字句特 点、分 布 及 英 译 研 究［Ｊ］．外 语 与

外语教学（１２）：１－５．
李德凤、胡牧．２００６．学习者为 中 心 的 翻 译 课 程 设 置［Ｊ］．外 国

语（２）：５９－６５．
李德超、王克非．２０１０．标语翻 译 的 文 本 分 析 和 翻 译 策 略———

以上海世博会标语的翻译为例［Ｊ］．中国翻译（１）：６５－７０．
李颖玉、袁笠菱．２００９．非英语专业 研 究 生 英 汉 翻 译 的 语 料 库

研究［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１０）：３３－３７．
廖七一．２０００．语料 库 与 翻 译 研 究［Ｊ］．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９）：
３８０－８４．

刘绍龙、胡爱梅．２０１２．词汇翻译提 取 效 率 和 操 作 机 制 的 认 知

研究———基于不同 二 语 水 平 者 的 实 证 调 查［Ｊ］．中 国 翻

译（４）：２４－３０．
刘泽权、侯羽．２００８．国内外显 化 研 究 现 状 概 述［Ｊ］．中 国 翻 译

（５）：５５－５８．
刘泽权、刘鼎甲．２０１１．基于语料库 的 翻 译 教 学 与 学 习 者 译 本

评析初探［Ｊ］．中国外语（５）：４８－５６．
马会娟、管兴忠．２０１０．发展 学 习 者 的 汉 译 英 能 力———以 北 外

本科笔译教学为例［Ｊ］．中国翻译（５）：３９－４４．
平洪．２０１４．主 动 服 务 社 会 需 求，全 面 提 高 ＭＴＩ教 育 质

量———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 究 生 教 育２０１４年 年 会 综 述
［Ｊ］．中国翻译（３）：５７－５９．

钱多秀．２００９．“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教学思考［Ｊ］．中国翻译
（４）：４９－５３．

秦洪武、李婵、王 玉．２０１４．基 于 语 料 库 的 汉 语 翻 译 语 言 研 究

十年回顾［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１）：６４－７０．
秦洪武、王克非．２００７．对 应 语 料 库 在 翻 译 教 学 中 的 应 用：理

论依据和实施原则［Ｊ］．中国翻译（５）：４９－５２．
秦洪武、王克非．２００９．基于对应语 料 库 的 英 译 汉 语 言 特 征 分

析［Ｊ］．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１３１－３６．
瞿云华．２００８．基于双语语料 库 的 汉 英 视 点 体 对 比 研 究［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
宋庆伟、匡 华、吴 建 平．２０１３．国 内 语 料 库 翻 译 学２０年 述 评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Ｊ］．上海翻译（２）：２５－２９．

王金铨．２００８．中国学 生 汉 译 英 机 助 评 分 模 型 的 研 究 与 构 建
［Ｄ］．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克非．２００４．双语平行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上的用途［Ｊ］．外语

电化教学（６）：２７－２８．
王克非等．２００４．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Ｍ］．北京：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王克非、秦洪武．２０１２．英汉翻译与 汉 语 原 创 历 时 语 料 库 的 研

制［Ｊ］．外语教学与研究（６）：８２２－３４．
王克非、秦洪武、王 海 霞．２００７．双 语 对 应 语 料 库 翻 译 教 学 平

台的应用初探［Ｊ］．外语电化教学（６）：３－８．
文秋 芳、王 金 铨．２００８．中 国 大 学 生 英 汉 汉 英 口 笔 译 语 料 库

［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肖忠华、戴光荣．２０１０．寻求 第 三 语 码———基 于 汉 语 译 文 语 料

库的翻译共性研究［Ｊ］．外语教学与研究（１）：５３－６１．
徐彬．２０１０．计算机 辅 助 翻 译 教 学 设 计 与 实 施［Ｊ］．上 海 翻 译

（４）：４５－４９．
许钧．２０１０．关于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几点思考［Ｊ］．中国

翻译（１）：５２－５４．
杨惠中．１９９３．语料库语言学与机器翻译［Ｊ］．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１１１．
杨梅、白楠．２０１０．国内语料 库 翻 译 研 究 现 状 调 查———基 于 国

内学术期刊的数据 分 析（１９９３－２００９）［Ｊ］．中 国 翻 译（６）：
４６－５０．

于建平．２００６．从语言体验观分析汉英翻译的认知能力［Ｊ］．中
国翻译（６）：３６－３９．

张威．２００９．口译语料库的开发与 建 设：理 论 与 实 践 的 若 干 问

题［Ｊ］．中国翻译（３）：５４－５９．
张威．２０１３．线性时间对齐转写：口 译 语 料 库 建 设 与 研 究 中 的

应用分析［Ｊ］．外国语（２）：７６－８４．
赵秋荣、王克非．２０１２．英译 汉 翻 译 语 言 的 阶 段 性 特 点———基

于历时类比语料库的考察［Ｊ］．中国翻译（３）：１５－１９．
（责任编辑　玄 琰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

（上接１７页）
王士元、沈 钟 伟．１９９１．词 汇 扩 散 的 动 态 描 写［Ｊ］．语 言 研 究

（１）：１５－３３．
徐大明．２００６．语言变异与变化［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徐通锵．１９９１．历史语言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徐云扬、李蕙心．２００８．汉语方言元音的类型学研究［Ａ］．鲍怀

翘．中国语音学报［Ｃ］．北京：商务印书馆．７７－８２．
叶晓锋．２０１１．汉语方言语音的类型学研究［Ｄ］．上海：复旦大

学．
游汝杰．１９９３．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
张光宇．２００８ａ．汉 语 方 言 的 鲁 奇 规 律：古 代 篇［Ｊ］．中 国 语 文

（４）：３４９－６１．

张光宇．２００８ｂ．汉 语 方 言 的 鲁 奇 规 律：现 代 篇［Ｊ］．语 言 研 究
（２）：８－１６．

赵元任．１９２８／１９５６．现代吴语的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赵元任．１９３５／２００２．中 国 方 言 当 中 爆 发 音 的 种 类［Ａ］．赵 元

任．赵元 任 语 言 学 论 文 集［Ｃ］．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４４３－
４８．

赵元任等．１９４８．湖北方言调查报告［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郑张尚芳．１９８３．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Ｊ］．语

言研究（３）：１０８－２０．
朱晓农．２００５．元音大转移和元音高化链移［Ｊ］．民族语文（１）：
１－６．

朱晓农．２００６．历史音系学的新视野［Ｊ］．语言研究（４）：３１－４２．
（责任编辑　甄凤超）

·２６· 当代外语研究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Ｌ２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ｙ　ＬＩ　Ｊｉｎｍａｎ，ｐ．３４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ＲＣ）ｉｓ　ｐｒｅｎｏｍｉｎａｌ，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ｒａｒｅ　ｉｎ　Ｖｅｒｂ－Ｏｂｊｅｃ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Ｃ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ａ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ｗｈｏｓ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ｐ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Ｃ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Ｃ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ｃｏｒｐｕｓ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Ｃ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ｒｓ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ｎｆｏｒｍ　ｉｎ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ｔｏ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ｏｍｅ　ｍｉｎｏｒ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Ｐｈｒａ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ｉａ　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Ａ　Ｃ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ｙ　ＬＩＡＮＧ　Ｈｏｎｇｍｅｉ，ｐ．４０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ｓｅｔｓ　ｏｕｔ　ｔｏ　ｕｎｃｏｖ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ｈｒａ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ｈｒ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ｔｙｐｅ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ｏｒｋ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ｉｔｈｅｒ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ｈｒａ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ｗａｙ　ｔｏ　ｕｎｃｏｖ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ｂｙ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ＴＩ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Ｃｏｒｐｕ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ｙ　ＺＨＯＵ　Ｑｉｎｑｉｎ，ｐ．５６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ｒｅ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ｓｅｔｓ　ｏｕｔ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ＴＩ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Ｃｏｒｐｕ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ｖｅｓ　ＭＴ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ｅｘ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ｂｙ　ＦＥＮＧ　Ｑｕａｎｇｏｎｇ，ｐ．６３
Ｔｅｘ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ｅｘ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ｗｈｏ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ｗ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ａ　ｔｅｘ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ｔｅｘ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ｏｒ　ｔａｋｅ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ｅｘｔ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ｅｘ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ｈ　Ｑ　Ｚｈｅｎｇ　Ｚｈｕａｎ’ｓ　Ｓｔｙｌｅ，ｂｙ　ＣＵＩ　Ｙａｎｑｉｕ，ｐ．６８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ｕ　Ｘｕｎ’ｓ　Ａｈ　Ｑ　Ｚｈｅｎｇ　Ｚｈｕａｎ，Ｍｒ．ａｎｄ　Ｍｒｓ．Ｙａｎｇ　Ｘｉａｎｙｉ’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ｙｅｌｌ’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ｃｌｅａ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９
ｉ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ａｓ“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ｂｙ　ＴＩＭ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ｙ　ｔｈ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ｙ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ｙｓ　ｏｆ　ｈ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ｉｒｏｎ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ｓ’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ｙｅｌｌ　ａｎｄ　Ｌｏｖｅｌｌ　ｍａｋ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Ｌｕ　Ｘｕｎ’ｓ　ｓｔｙｌｅ，ｓｏｍ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ａｄｅｒｓ’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８７· 当代外语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