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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洪荒之力”:
以 ＣＯＣＡ 和古代汉语语料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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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洪荒之力”的翻译为例子ꎬ探讨了单语语料库ꎬ包括母语语料库与外语语料库在翻译教学领域的潜在

价值与优势ꎮ 母语单语语料库能帮助译者在解码阶段更好地确定词义ꎬ外语单语语料库则能在赋码阶段更便捷地提供地道

的译法ꎮ 此外ꎬ语料库本质上所具有的描述性在很大程度上能降低教学内容与方法的规限性ꎮ 作为一项先进的教研工具ꎬ语
料库具有其独特的优势ꎬ必将推动翻译教学乃至整个翻译学科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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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ꎬ随着全球贸易、跨境移民、全球化

的兴起和大众传媒的广泛应用ꎬ翻译活动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１]ꎮ 尽管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

改变了世界ꎬ但翻译教学模式多年来却一成不变ꎮ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ꎬ基于计算机或网络的

翻译教学模式并没有很好地得到应用ꎮ 在国内ꎬ传
统翻译教学多遵循教师的经验式、感悟式和师徒式

的教学方法ꎬ在翻译教材、课堂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

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２]ꎮ 作为应用翻译研究[３]

的一个分支ꎬ翻译教学研究长期以来缺乏应有的重

视与有效的理论指导ꎬ也缺少严谨的实验手段ꎮ 在

我国ꎬ翻译理论研究滞后于翻译实践的发展ꎬ 而翻

译教学又滞后于一般翻译理论的发展[４]ꎮ 为了解

决翻译教学所面临的问题ꎬ译学界有必要认真考察

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与需求ꎬ并修订翻译人才培

养的目标与方式ꎮ 翻译教学与语料库的结合给翻译

教学法带来了创新ꎬ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翻

译教学的局限性ꎮ 在语料库翻译教学中ꎬ学生可以

通过发现式学习和数据驱动学习等方式掌握翻译技

巧ꎬ提高翻译技能ꎮ 语料库翻译教学模式在改变课

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提高翻译教材的编写水平以

及丰富翻译案例等各方面均有实践价值ꎮ

一　 语料库理论研究与翻译教学研究

一般认为ꎬＢａｋｅｒ 是第一个提出将语料库应用

于翻译研究的学者ꎬ在其一系列论文里ꎬ她推进了语

料库研究的方法论ꎬ深入探讨了将语料库方法应用

于研究自然真实语料的可行性[５￣７]ꎮ Ｂａｋｅｒ 提出了

著名的“翻译共性”假设(简称 ＴＵ)ꎬ并推荐用语料

库研究方法来验证翻译语言的独特性ꎮ 自此以后ꎬ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报道大幅增加ꎬ其中有些研究旨

在探讨“翻译共性”这一假设ꎮ 基于翻译研究的语

料库类型包括:单语可比语料库 [８￣１０]、平行语料库
[１１￣１２]ꎮ 所探讨的翻译共性包括简化[８ꎬ１３]、显化[９ꎬ１１]、
范化 [１２ꎬ１４]、整齐化[１５]及独特项假说 [１６￣１７]等ꎮ 随着

语料库不断被用来研究翻译现象ꎬ学者也逐渐利用

其来探讨翻译教学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ꎮ 研究发

现ꎬ语料库在译者培训方面很有帮助ꎮ 在过去十多

年里ꎬ语料库与翻译教学的结合日益紧密ꎬ这不但体

现在研究领域ꎬ也体现在实践领域ꎮ 在翻译教学领

域ꎬ语料库的使用范围与其作为工具的角色紧密相

关ꎮ 研究者探讨不同类型的语料库如何促进翻译教

学ꎬ这些研究均在侧面上说明语料库具有教学上的

优势ꎬ包括单语语料库 [１８￣２１]、可比语料库 [２２￣２４]、双
语平 行 语 料 库[２５￣２７]ꎬ 一 次 性 语 料 库 (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 或 ａｄ ｈｏ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 [２２ꎬ２８￣２９]ꎬ甚至学生翻译档

案库[３０]ꎮ 以上种种语料库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翻

译教学的价值ꎮ

二　 国内语料库翻译教学研究

近年来ꎬ国内译学界逐渐认识到语料库翻译教

学的价值ꎬ该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ꎮ 但是ꎬ从已

有的研究来看ꎬ语料库仍然未得到大规模的应用ꎬ与
国外的同类研究仍存在不小的差距ꎮ 学者认为ꎬ造
成这种情况有诸多原因ꎬ包括语料库未被列入翻译

课堂教学大纲ꎬ语料库软件过于专业但应用界面不

够友好ꎬ翻译业界没有把语料库能力列为必备能力

等等[３１]ꎮ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ꎬ在语料库教学方

面ꎬ翻译学界的研究是领先于业界需求的ꎬ但与语料

库的潜在价值相比ꎬ目前的教研现状则显得不足ꎮ
在国内现行语料库翻译教学相关的研究中ꎬ翻译学

者也探讨了不同语料库在翻译教学的应用ꎬ这类研

究主要集中在双语平行语料库[３２￣３４]ꎬ而单语语料库的

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 ＣＯＣＡ(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语料库为主的英语单语语料

库[３５]ꎮ 此外ꎬ国内研究者也留意到母语单语语料

库[３６]与翻译学习者语料库[３７] 的潜在价值ꎮ 虽然国

内翻译学界关于语料库翻译教学的研究并不如国外

丰富ꎬ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翻译研究者及教师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开拓性ꎮ 刘康龙[３８]在«语料库

在翻译教学的应用:批评性回顾»一文中指出ꎬ目前

语料库翻译教学存在以下问题:(１)不同类型的语

料库各有其优势和局限ꎻ 然而ꎬ目前为止还没有平

台将不同的语料库收集到一起ꎻ (２)翻译教师利用

研究专用的语料库工具(例如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ꎬＰａｒａＣｏｎｃ
等)进行翻译教学ꎬ不利于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

和学生体验ꎻ (３)尽管语料库在翻译学界被视为有

价值的翻译参考工具ꎬ但在翻译业界并未得到充分

利用和重视[３９]ꎮ 当中主要原因便是语料库工具或

平台不易操作ꎬ缺乏友好型界面ꎮ (４)翻译学界也

缺乏纵向及实证研究ꎬ因而语料库翻译教学的价值

不能从科学实证上予以证明ꎮ 因此ꎬ语料库翻译教

学在工具改良、业界推广、研究设计等方面均有一定

的改进空间ꎮ

三　 单语与双语语料库在翻译教学应用中的优劣势

(一)双语语料库

与单语语料库相比ꎬ双语语料库包含译入语与

译出语ꎬ因而能够提供详实的翻译例证ꎬ让译者直观

地看到翻译实例ꎬ对翻译过程中的文本转换有直接

帮助ꎬ这也是双语语料库最大的优势ꎮ 但是ꎬ我们也

应认识到ꎬ双语语料库同样存在不足ꎬ必须本着谨慎

的原则加以使用ꎮ 主要有:(１)多数双语语料库本

身基于句子对建立ꎬ其文本收集因而受到一定的局

限ꎮ 具体来说ꎬ如果文本由于操纵等原因漏译、不
译、改译、或在段落或语篇层面拆译ꎬ那么这些文本

便无法在平行语料库中被收集或体现出来ꎮ (２)与
单语语料库相比ꎬ双语语料库的文本相对局限ꎬ且往

往不能囊括所有文本类型ꎮ 此外ꎬ若不能及时更新

语料库ꎬ译者便无法从中搜到一些新字词的翻译例

子ꎮ (３)某些双语语料库并未标明原文文本与目的

文本ꎬ如果译者在使用双语语料库过程中所搜到的

例子出自目的文本ꎬ译文质量便受到该库目的文本

质量的影响ꎮ 不加甄别的套用翻译例子ꎬ往往会导

致不地道的表达和翻译腔ꎮ 单语及双语语料库各有

所长ꎬ因此在翻译教学或译者培训中推广语料库的

使用ꎬ有必要将两者有效结合ꎬ以期相得益彰ꎮ
(二)单语语料库

单语与双语语料库各有优势ꎮ 然而ꎬ单语语料

库在翻译教学中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ꎬ国内相关

研究也很少ꎬ还有很多可供挖掘的空间ꎮ 针对国内

翻译教学的现状ꎬ可以将单语语料库分为单语母语

(汉语)语料库与单语外语(主要是英语)语料库ꎮ
目前看来ꎬ基于单语语料库的研究多数局限于单语

外语语料库ꎬ当中原因也许是大家普遍认为翻译过

程的主要障碍来自外语而非母语ꎮ 单语外语语料库

在解码(ｄｅｃｏｄｉｎｇ)阶段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确定词

义ꎬ在编码(ｅｎｃｏｄｉｎｇ)阶段则能避开翻译腔ꎬ选择更

加地道的表达方式ꎮ 然而ꎬ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译者

能够非常熟练掌握母语ꎮ 而事实上ꎬ一种语言有不

同的文本类型ꎬ区分口语与书面语ꎬ即便资深译者在

母语学习上也必须下苦功夫ꎮ 有鉴于此ꎬ单语母语

语料库在翻译的解码与赋码过程中与单语外语语料

库一样具有价值ꎬ不能忽视ꎮ 虽然单语语料库具有

语料真实、大容量、易于收集等优势ꎬ但由于不能直

接应用于文本翻译的转换过程ꎬ无法提供直接有效

的翻译方法和答案ꎬ导致其普及率不及双语语料库

高ꎮ 但如果译者能娴熟地使用一些大型单语语料库

(包括母语与外语语料库)ꎬ一些翻译难题便可迎刃

而解ꎬ进而提高翻译技巧和能力ꎬ并加深对翻译过程

的认识ꎮ

四　 个案研究

本研究使用汉语单语语料库“古代汉语语料

库”及英文单语语料库 ＣＯＣＡ 来阐明在翻译过程中

结合母语与外语单语语料库的优势ꎬ以及如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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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帮助解决具体翻译难题ꎮ 我们将以“洪荒之

力”的翻译为例ꎬ详细分析单语语料库在翻译中的

使用ꎮ
在 ２０１６ 年的巴西里约运动会ꎬ我国奥运女子百

米仰泳选手傅圆慧在接受记者访谈时ꎬ称小组出线

已用了“洪荒之力”ꎮ “洪荒之力”也成了本届奥运

会一炮而红的潮语ꎬ引起无数国内外媒体跟进报道ꎮ
然而在提到“洪荒之力”时不同媒体的英文翻译却

非常多样化ꎬ引起了译界热烈的讨论ꎮ 我们把相关

媒体对洪荒之力的翻译列表(见表 １)ꎮ

表 １　 国内外媒体“洪荒之力”的英译

媒体 “洪荒之力”翻译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ａｎｄ
ＶＯＡ

ｍｙｓ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ＢＢＣ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ꎻ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ꎻ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ｅ

ＣＣＴＶ Ｎｅｗｓ Ｗｅｉｂｏ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Ｉ ｐｌａｙｅｄ ｍｙ ｆｕｌ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 ｕｓｅｄ ａｌｌ ｍ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ｍｙｓ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Ｉ ｈａｖｅ ｎｏ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 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从以上的翻译看ꎬ我们似乎很难评价究竟孰优

孰劣ꎮ 虽然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读ꎬ但追求

与原文在意义和风格上最接近的译文仍然是必要

的ꎬ下面我们将用语料库方法来阐明ꎮ
(一)利用古代汉语语料库对“洪荒”进行语义

辨析

首先ꎬ考虑到“洪荒之力”乃是一个古语ꎬ我们

借助古代汉语语料库先对词义进行辨析ꎬ这是母语

语料库能够协助我们翻译的第一步ꎮ 图 １ 为“洪
荒”二字在古代汉语语料库中的检索结果ꎬ一共有

２３ 条记录ꎮ 表 ２ 列出了其中 １０ 条记录ꎮ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 Ｆｉｒｔｈ 非常强调词语的搭配ꎬ

认为词语的意义是搭配词选择的结果ꎮ Ｆｉｒｔｈ[４０] 称:
“由词之同伴可知其义ꎮ”通过对“洪荒”一词的语料

库记录的辨析ꎬ我们大致可以做以下总结ꎮ
１. “洪荒”通常作为名词与形容词出现ꎻ
２. “洪荒”与“宇宙”搭配度很高ꎻ
３. “洪荒”有宇宙开辟前“原始之力”的意思ꎻ
４. 从文体角度而言ꎬ“洪荒”来源于中古汉语ꎬ

在翻译时应尽量使用对应的中古英语词汇ꎮ
我们可以了解到ꎬ该词常常与宇宙、天地、混沌

等联系在一起ꎬ在语义上大致等同于“宇宙尚未形

成的一种原始状态”ꎮ 母语单语语料库有助于我们

对一些鲜用词语的词义进行有效辨析ꎬ通过找出其

常用搭配词ꎬ我们在利用外语语料库进行对应词语

搜索时便能更加得心应手ꎮ
(二)介绍 ＣＯＣＡ 的两大功能

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简称 ＣＯＣＡ)是目前最大的免费英

语语料库ꎬ它包含 ５.２ 亿词ꎬ文本类型涵盖口语、小
说、流行杂志、报纸以及学术文章ꎮ ＣＯＣＡ 语料库包

含不少功能ꎬ为验证某翻译表达方式是否地道ꎬ我们

可以使用其中的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Ｌｉｓｔ 功能ꎮ 下面就这两

个功能对“洪荒之力”的适当翻译做探讨ꎮ

图 １　 “洪荒”二字在古代汉语语料库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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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洪荒”二字在古代汉语语料库检索其中十条记录

序号 语　 句 书名 朝代

１ 谨按太素将萌ꎬ[洪荒]初判ꎮ «北史» 魏晋六朝

２ 贼龛凶横ꎬ陵虐具区ꎬ阻兵安忍ꎬ凭灾怙乱ꎬ自古虫言鸟迹ꎬ浑沌[洪荒]ꎬ凡或虔刘ꎬ未此
残酷ꎮ «陈书» 隋唐五代

９ 混沌疑初判ꎬ[洪荒] 若始分ꎮ «全唐诗» 隋唐五代

１３ 不闻有天地玄黄ꎬ宇宙[洪荒] ꎬ日月盈昃ꎬ秋收冬藏ꎮ «五灯会元» 宋

１５ 思文圣祖ꎬ肇初生民ꎬ时属[洪荒] ꎬ政方朴略ꎮ «云笈七签» 宋

１６ 五峰所谓“一气大息ꎬ震荡无垠ꎬ海宇变动ꎬ山勃川湮ꎬ人物消尽ꎬ旧迹大灭ꎬ是谓[洪荒]
之世”ꎮ «朱子语类» 宋

１７ 天地玄黄修道德ꎬ[洪荒] 宇宙炼元神ꎮ «封神演义» 元明

１９ 盖将返元气于[洪荒] ꎬ混天地为大块ꎮ «三国演义» 元明

２０ 若论这道院里ꎬ昔年也不甚“宫殿盘郁”ꎻ到老身ꎬ才开辟了“宇宙[洪荒] ” «牡丹亭» 元明

２２ 天地玄黄宇宙 [洪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蒙学» 清

　 　 １.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功能

ＣＯＣＡ 的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搭配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确

定英文词汇的使用方式ꎬ例如在一个特殊名词之前

应该接什么动词? 某个名词可以用什么形容词来修

饰? 具体在“洪荒之力”的翻译中ꎬ我们感兴趣的是

“力”可以用哪些形容词来修饰ꎬ而这些修饰词与

“宇宙”也应有语义上的关联ꎮ 我们主要通过以下

步骤来实现:
(１)通过同义词词典(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搜索关键词的

同义词(Ｓｙｎｏｎｙｍｓ)
(２)筛选后选择“力”的一系列同义词 ｐｏｗ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ｏｒｃｅ
(３) 得到 “宇宙” 的一系列同义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

ｎａｔｕｒｅ / ｃｏｓｍｏｓ / ｐｌａｎｅｔ
(４)在 ＣＯＣＡ 的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中选择 ＰＯＳ 码 Ａｄｊ.

ＡＬＬ(形容词代码)加核心单词 ｐｏｗｅｒ (或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ｏｒｃｅ 单复数等词语)ꎬ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选项输入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或 ｎａｔｕｒｅ / ｃｏｓｍｏｓ / ｐｌａｎｅｔ 等词语做查询)ꎬ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下面一行左右均选择 ４ꎬ表示 Ａｄｊ.ＡＬＬ＋ｐｏｗｅｒ 的前

后文四个字会出现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一字ꎮ
以上搜索的主要目的是查询出修饰 ｐｏｗｅｒ(或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ｏｒｃｅꎬ 含单复数)的所有形容词ꎬ而这个形容

词又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有一定上下文的联系ꎮ 图 ２ 是

ＣＯＣＡ 语料库查询的输入查询表格ꎮ 该查询一共得

到 ３４ 个实例ꎬ图 ３ 给出部分例子内容ꎮ
从图 ３ 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ꎬ修饰 ｐｏｗｅｒ 有

一系列形容词ꎮ 当然ꎬ该查询仅限于与 ｐｏｗｅｒ 搭配

的形容词ꎬ我们还可以测试其他的同义词ꎬ包括

ｆｏｒｃｅꎬｅｎｅｒｇｙ(含单复数)等ꎮ 表 ３ 统计了 Ａｄｊ.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ꎬＡｄｊ.ＡＬＬ＋ｆｏｒｃｅ＋(Ｃｏｌ￣

图 ２　 ＣＯＣＡ 语料库的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界面

ｌｏｃａｔｅ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以及 Ａｄｊ.ＡＬ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所得到的 １９９ 个例子ꎬ共有 ９５ 个修饰

ｐｏｗｅｒ 或 ｆｏｒｃｅ 或 ｅｎｅｒｇｙ 的形容词ꎮ
根据 Ｐｙｍ 的观点ꎬ译者培训涉及培养以下两种

能力[４１]:
(１)能够为相关的原文本(ＳＴ)生成一系列不只

一个且可行的目标文本(ＴＴＩꎬＴＴ２ꎬꎬＴＴｎ)ꎻ
(２)能够快速自信并有理据地从该系列中选择

一个可行的 ＴＴꎮ
熟练掌握单语语料库的各项功能ꎬ尤其是译出

语单语语料库ꎬ能为我们提供一系列不只一个可行

的目标文本ꎬ这与 Ｐｙｍ 所谈到的译者培训能力息息

相关ꎮ 根据以上所得词汇ꎬ我们大致可以选择一些

相近的搭配来翻译 “洪荒” 二字ꎬ 如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ꎬ
ｄｉｖｉｎｅꎬ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ꎬ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ꎬ ｃｏｓｍｉｃ 等等ꎮ 语料库能在第一阶段帮助生

成一系列目标文本ꎬ而专业译者需要做的便是从中

选择一个适合的目标文本ꎮ 因此ꎬ语料库可以帮助

译者大大提高翻译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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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ＣＯＣＡ 语料库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查询所得部分例子

表 ３　 查询 ＣＯＣＡ 语料库修饰 ｐｏｗｅｒ 或 ｆｏｒｃｅ 或 ｅｎｅｒｇｙ 形容词一览表

形容词 词频 形容词 词频 形容词 词频 形容词 词频

Ｄａｒｋ ４１ ｄｒｉｖｉｎｇ １ ｍｙｓｔｒｉｏｕｓ １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１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１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１ Ｒｅｐｕｌｓｉｖｅ １１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１

ｏｒｇａｓｍｉｃ １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８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１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６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１ ｏｖｅｒｒｉｄｉｎｇ １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６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１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１ Ｔｏｔａｌ ５ ｅｘｃｅｓｓ １

ｐｒｅｓｅｎｔ １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 １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１

Ｗｅａｋｅｓｔ ４ ｅｘｔｒａ １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 １ Ｄｉｖｉｎｅ 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 ｐｕｒｅ １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３ ｆｕｌｌ １

ｒｅａｌ １ Ｎｕｃｌｅａｒ 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１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３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ｎｇ １ ｓｅｃｒｅｔ １ ａｗｅｓｏｍｅ ２

ｇｕｉｄｉｎｇ １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１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２ ｈｅａｌｉｎｇ １

ｓｏｌａｒ￣ｓａｉｌ １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２ ｈｉｇｈ １ ｓｏｌｅ １

Ｈｉｇｈｅｒ 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１ ｓｐｅｃｉａｌ １ Ｏｎｌｙ ２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１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１ Ｐｈａｎｔｏｍ 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１

ｓｔａｇｇｅｒｉｎｇ １ Ｓｏｌａｒ ２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１ ｓｔｒａｎｇｅ １

Ｓｔｒｏｎｇ ２ ｉｎｎｅ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１ ｓｕｐｒｅｍｅ １ Ｖｉｔａｌ ２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１ Ａｃｔｉｖｅ １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１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１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１ ｋｉｎｅｔｉｃ １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１

Ａｍａｚｉｎｇ １ ｌａｒｇｅｓｔ １ 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１ Ａｍｏｒａｌ １

ｌｉｆｅ￣ｇｉｖｉｎｇ １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１ Ｂａｓｉｃ １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１ Ｂｅｇｕｉｌｉｎｇ １ ｍｉｇｈｔｙ １ ｕｎｓｅｅｎ １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１ ｕｎｓｔｏｐｐ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ｓｍｉｃ １

ｍｏｒａｌ １ ｕｓｅ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 １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１

ｗｅａｋ １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１ ｍｏｖｉｎｇ １ 总数 １９９

　 　 ２. Ｌｉｓｔ 功能

ＣＯＣＡ 语料库另外一个很强大的功能便是 Ｌｉｓｔ
功能ꎮ Ｌｉｓｔ 也支持 ＰＯＳ 加单词形式对语料库进行查

询(如:输入＿ｊ∗ ｅｎｅｒｇｙ 查询所有修饰 ｅｎｅｒｇｙ 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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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词)ꎮ 但是ꎬ如果使用上文所提到的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ꎬ再
加上 Ｌｉｓｔ 功能ꎬ我们便能更好地搜索到合适的词汇

和搭配ꎮ 这项查询主要基于 Ｌｉｓｔ 的同义词选择功

能ꎬ我们可以根据语料库所筛选的结果选择合适的

译文ꎮ 以下仍然以“洪荒之力”的译例做说明ꎮ
根据表 ３ 所得 ９９ 个形容词ꎬ我们依照 Ｐｙｍ 所

提到译者能力的第二步ꎬ对所得词汇作筛选ꎬ从中选

择一个可行的 ＴＴꎮ 根据“洪荒”二字的中文定义ꎬ我
们从中选择一些能恰当表达原文的词汇ꎬ譬如 ｍｙｓ￣
ｔｅｒｉｏｕｓ (神秘的)ꎬ ｄｉｖｉｎｅ (神圣的)ꎬｃｏｓｍｉｃ (如宇宙

般的)ꎬｐｒｉｍｏｒｉｄｉａｌ(原生的)ꎮ 通过在 Ｌｉｓｔ 界面中输

入“ [ ＝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ꎬ我们便可得到一系列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的近义词ꎬ而这些近义词都可以自然搭配

ｅｎｅｒｇｙꎮ 表 ４ 为 Ｌｉｓｔ 功能搜索“ [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ｅｎｅｒ￣
ｇｙ”所得结果ꎬ表 ５ 为搜索“ [ ＝ｃｏｓ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所得

结果ꎬ表 ６ 为搜索 “ [ ＝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所得

结果ꎮ

表 ４　 ＣＯＣＡ 语料库 Ｌｉｓｔ 功能搜索

“ [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所得结果

Ｎｏ.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ＲＥＱ

１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９

２ ｗｅｉｒ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７

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５

４ ｓｅｃｒｅ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２

５ ｆｕｒ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１

６ ｅｎｉｇｍａ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１

表 ５　 ＣＯＣＡ 语料库 Ｌｉｓｔ 功能搜索

“ [ ＝ｃｏｓ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所得结果

Ｎｏ.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ＲＥＱ

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１９９

２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８７

３ ｈｕｇ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３３

４ ｖａｓｔ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

５ ｃｏｓ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１５

６ ｉｍｍｅｎｓ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１４

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６

８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 ２

９ ｉｎｔｅｒｇａｌａｃ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１

１０ ｇａｌａｃ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１

１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１９９

１２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８７

表 ６　 ＣＯＣＡ 语料库 Ｌｉｓｔ 功能搜索

“ [ ＝ｐｒｉｍｏｄ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所得结果

Ｎｏ.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ＲＥＱ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９

２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７

３ ｐｒｉｍ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５

４ ｅａｒｌｙ ｅｎｅｒｇｙ ２

５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１

６ ｐｒｉｍｅｖ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１

７ ｎａｓｃ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１

以上表格中所罗列搭配 ｅｎｅｒｇｙ 的形容词都可

以在语料库找到例证ꎮ 换句话说ꎬ译者不必考虑该

词组搭配表达得地不地道ꎬ而只需把关注点放在是

否能正确表达原文的意思ꎮ 即便该搭配的频次只有

１ 次ꎬ译者也无需担心该表达方式会不主流或不地

道ꎮ 这是由于 ＣＯＣＡ 语料库所收集的语料乃是经过

筛选的美国母语使用者的自然语料ꎬ因此与通过搜

索引擎(例如谷歌)的语料来源必须做严格区分ꎮ
具体而言ꎬ前者词汇搭配频次的多少只反映主流与

非主流用法ꎬ而不是自然与非自然用法ꎻ后者搜索结

果的频次不但反映主流与非主流用法ꎬ如果所得结

果偏少ꎬ也有可能表明该用法不自然或不地道ꎮ Ｔｙ￣
ｍｏｃｚｋｏ[４２]曾担心ꎬ语料库使用会鼓励译者倾向保守

的译法ꎬ这或多或少是因为译者会根据频次来选择

用词ꎮ 但辨证来看ꎬ单语语料库的使用可以帮助解

决该问题ꎮ 就“洪荒”二字而言ꎬ该词带有一种古语

的成分ꎬ我们在考虑该词的对应翻译时应该多考虑

非主流用法(即频次出现更少的搭配实例)ꎮ 频次

作为一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衡量该搭配是否属于创

新用法ꎮ 从本质上而言ꎬ翻译最终取决于译者的选

择ꎬ而非语料库本身的问题ꎬ语料库作为一个工具ꎬ
并不存在鼓励保守用法的倾向ꎮ 然而需指出ꎬ熟练

使用单语语料库并不会给我们提供一目了然的解决

方案ꎬ翻译过程仍然需要译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

力做出适当的判断ꎮ
另外ꎬＬｉｓｔ 也有另一功能ꎬ便是可以直截了当提

供自然的搭配用法ꎮ 如果译者能够想到某个搭配ꎬ
譬如通过母语语料库查询得出“洪荒”具有“原始”
的意思ꎬ继而搜索双语词典得到一系列词汇ꎬ譬如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等等ꎮ 但是译者并

不清楚这些词汇修饰“ ｅｎｅｒｇｙ”这个词是否地道自

然ꎬ此时便可使用 ＣＯＣＡ 语料库的 Ｌｉｓｔ 功能ꎮ 在

Ｌｉｓｔ 界面输入[ ＝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ꎬ查询一系列具有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意思而又可以自然搭配“ ｅｎｅｒｇｙ”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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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ꎬ表 ７ 是该查询所得结果ꎮ

表 ７　 ＣＯＣＡ 语料库 Ｌｉｓｔ 功能搜索

“ [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所得结果

Ｎｏ.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ＲＥＱ

１ ｂａｓ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３

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１４

３ ｐｒｉｍ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５

４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５

５ ｓｉｍｐ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５

６ ｒｏｕｇｈ ｅｎｅｒｇｙ ２

７ ｐｒｉｍｅｖ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２

８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２

９ ｎａｓｃ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１

１０ ｃｒｕｄ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１

１１ ｃｏａｒｓ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１

从表 ７ 中可以看出ꎬ“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修饰“ｅｎｅｒｇｙ”在
ＣＯＣＡ 库中没有例证ꎬ引例为零ꎮ 而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搭配

ｅｎｅｒｇｙ 共有 ５ 个引例ꎮ 因此ꎬ如果我们通过 Ｌｉｓｔ 功
能查找同义词ꎬ便可迅速得到自然地道的词语搭配ꎮ
技术上而言ꎬ翻译乃是基于两种语言和文本的写作ꎬ
翻译质量与译者的母语与外语语言能力ꎬ尤其写作

能力ꎬ息息相关ꎮ 考虑到国内的翻译现状ꎬ绝大多数

从事中译外的译员都是汉语母语者ꎬ因此对于某个

外文搭配自然与否ꎬ便可借助外语单语语料库予以

确认ꎮ

五　 语料库翻译能力观

在当今资讯爆炸的全球化语境下ꎬ随着时代的

转变、科技的进步ꎬ跨学科知识体系不断涌现ꎮ 在这

样的背景下ꎬ译者已有的知识结构往往跟不上新知

识体系的发展ꎮ 两者之间的动态差距是永存的ꎬ因
此学界对翻译能力也有了新的界定ꎮ 对于翻译能力

的界定ꎬ有学者便将其区分为陈述性与程序性知识

两部分[４３]ꎮ 陈述性知识ꎬ也叫“描述性知识”ꎬ指的

是能通过回忆便能陈述的知识ꎬ调动的心理过程主

要是记忆ꎮ 程序性知识也称“操作性知识”ꎬ必须调

动不同的认知策略ꎬ并通过各种操作步骤来表现ꎬ这
类知识主要用来回答“如何解决”和“怎么办”的问

题ꎮ 具体到翻译活动ꎬ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今知识爆

炸的年代ꎬ翻译能力愈来愈与程序性能力相挂钩ꎮ
而语料库的创建、维护、查询、分析与评估等均与程

序性知识相关联ꎮ 使用语料库能够帮助缩小译者知

识结构与译文所涉及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差距ꎬ在学

科领域知识、术语一致性、新词翻译与词汇搭配等诸

多方面都可见其优势ꎮ 由于语料库的重要性ꎬ一些

翻译研究者如 Ｖａｒａｎｔｏｌａ[２９] 把现代翻译能力与语料
库使用能力相提并论ꎬ并罗列出译者所必备的各项

语料库技巧ꎬ由“语料库编辑”与“语料库使用知识”
两大板块构成ꎬ包括:

(一)语料库编辑板块

１.语料库设计与设计标准ꎻ２.搜索策略与搜索

词语选择ꎻ３.批评鉴赏能力以评估语料文本的可靠

性ꎻ４.对语料的合理度与相关度的评估ꎻ５.广泛的软

件知识ꎻ６.对互联网搜索引擎的选择ꎻ７.Ｗｏｒｄ 软件与

语料库软件的协作使用ꎮ
(二)语料库使用知识板块

１.常用语料库分析推理技巧ꎻ２.使用语料库初

步信息以符合有目的性建库标准ꎻ３.使用语料库例

证以做出翻译选择ꎻ４.语料库评估与决策技巧ꎻ５.区
分永久语料库与有目的一次性语料库的建立ꎻ６.总
体语料库知识与管理技巧ꎮ

Ｖａｒａｎｔｏｌａ 对于语料库翻译能力的论述是目前

最为详尽的ꎮ 虽然有些能力并不直接涉及语料库的

使用ꎬ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也是必备的基础能力ꎬ譬
如软件知识、搜索引擎的选择等与创建语料库有着

直接联系ꎬ我们也不能忽略ꎮ 随着译界研究语料库

的进一步深入ꎬ语料库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日益彰显ꎬ
在翻译教学领域必将大有所为ꎮ 语料库能提供翔实

丰富的实例ꎬ可以克服翻译教学的某些弊端ꎮ 例如ꎬ
传统翻译教科书往往只提供一种参考译文ꎬ这种过

度规限(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ｎｅｓｓ)的教学理念与翻译教学实

践的最新发展是不合拍的ꎮ 语料库内在所具有的描

述性质(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ｎｅｓｓ)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教

学的规限性ꎬ使两者取得动态平衡ꎮ 也因此ꎬ语料库

有助于提高译者的翻译能力ꎬ尤其是程序性能力的

建构和培养ꎮ

六　 结　 语

本文以“洪荒之力”的翻译为例ꎬ详细说明了单

语语料库在翻译教学的用途及价值ꎮ 中文与英文单

语语料库在中英翻译中均有各自优势ꎬ不应该厚此

薄彼ꎮ 可以预见到ꎬ语料库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

的影响是深远的ꎮ 所谓 “工欲善其事ꎬ必先利其

器”ꎬ语料库便是这个“器”ꎬ能使翻译的“事”更加尽

善尽美ꎮ 在本文ꎬ我们并没有采用规限性的方法去

论证“洪荒”一词的最佳翻译ꎮ 翻译不应该只有一

种正确的解读ꎬ过度规限的教学理念与翻译的描述

性相违背ꎬ也背弃了语料库自身应该具有的潜在优

势ꎮ 我们坚信ꎬ在不久的将来ꎬ语料库在翻译教学的

“洪荒之力”必将发挥得淋漓尽致ꎮ
语料库就像一架显微镜ꎬ能使我们更深刻、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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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更具体地去探究翻译这一复杂现象[４４]ꎮ 就翻译

教学而言ꎬ我们更不能丢弃这架显微镜ꎬ丢弃先进的

工具不用ꎬ而局限于落后的观察和教授方法ꎮ 比起

词典和互联网ꎬ语料库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ꎬ必将推

动翻译教学及整个翻译学科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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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７￣５７０.

[１２] 　 ＫＥＮＮＹ Ｄ. Ｌｅｘｉ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ｒｐ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Ｍ].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１.

[１３] 　 ＭＡＬＭＫＪÆＲ Ｋ.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ｓ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Ｍ ] / /

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Ｐｏｙａｔｏ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Ｐｈｉｌａ￣
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１９９７:１５１￣６２.

[１４] 　 ＫＥＮＮＹ Ｄ.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Ｈｉｄｅ￣ａｎｄ￣Ｓｅｅｋ: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ｒｐｕｓ[Ｍ] / /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ｅｖｅ Ｏｌｏｈ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７:９３￣１０４.

[１５] 　 ＬＡＶＩＯＳＡ￣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Ｓ.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Ｃｏｒｐｕｓ (ＥＣＣ):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
ｔｉｏｎ)[Ｄ].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６.

[１６] 　 ＴＩＲＫＫＯＮＥＮ￣ＣＯＮＤＩＴ 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ｔｅｍｓ￣ｏｖｅｒ￣ｏｒ ｕｎｄｅｒ￣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 /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ａｌｓ: ｄｏ ｔｈｅｙ ｅｘｉｓｔꎬ ｅｄ. Ａ. Ｍａｕｒａｎｅｎ ａｎｄ Ｐ. Ｋｕｊａｍａäｋｉ.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４:１７７￣１８６.

[１７] 　 ＥＳＫＯＬＡ Ｓ. Ｕｎ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Ｍ] /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ｄｏ
ｔｈｅｙ ｅｘｉｓｔ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ｎａ Ｍａｕｒａｎｅｎ ａｎｄ ＰｅｋｋａＫｕｊａｍａäｋｉ.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４:８３￣１００.

[１８] 　 ＢＯＷＫＥＲ Ｌ. Ｕｓ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Ｍｏｎｏｌｉｎｇｕａｌ Ｎａｔｉｖｅ￣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ａ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Ｊ] .Ｍｅｔａꎬ １９９８(４３)４:６３１￣６５１.

[１９] 　 ＣＯＦＦＥＹ 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ｒｐｕ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Ｊ]. ＩｎｔｒａｌｉｎｅａＯｎｌ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０２
(５).

[２０]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Ｍ ] / /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ꎬ ｅｄ. Ｍ.
Ｏｌｏｈａ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 ２０００:７３￣９１.

[２１]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Ｍ] / /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Ｂｅｅｂｙꎬ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Ｉｎéｓ ａｎｄ Ｐｉｌａｒ Ｓáｎｃｈｅｚ￣
Ｇｉｊóｎꎬ ｅｄｓ. Ｃｏｒｐｕｓ 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ｕｓ Ｕｓｅ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ｒｐｕｓ Ｕｓｅ ｔｏ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８２.”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ꎬ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２００９:２９￣４６.

[２２] 　 ＺＡＮＥＴＴＩＮ Ｆ.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ｉｎ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 / / ＩｎＡｓｔｏｎꎬ Ｇ. (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Ｂｏｌｏｇｎａꎻ Ｈｏｕｓｔｏｎꎬ ＴＸ: ＣＬＵＥＢ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ｔａｌｙ ｂｙ Ａｔｈｅｌｓｔａｎ. ２００１.

[２３] 　 ＫÜＢＬＥＲ 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ＬＳＰ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Ｍ] / /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Ｚａｎｅｔｔｉｎꎬ Ｓｉｌｖｉａ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Ｓｔｅｗａｒｔ ( ｅｄ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ꎬ
２００３:２５￣４２.

[２４] 　 ＭＡＩＡ Ｂ. Ｓｏｍ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ｅｑｕａｌ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ｓ.

９０１第 ６ 期 刘康龙ꎬ刘剑雯: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洪荒之力”:以 ＣＯＣＡ 和古代汉语语料库为例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ｔｒｉｅｖ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Ｍ] / /
Ｚａｎｅｔｔｉｎꎬ Ｆ.ꎬ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ꎬ Ｓ.ꎬ ＆ Ｓｔｅｗａｒｔꎬ Ｄ. ( ｅｄｓ.) .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ꎬ ＵＫꎻ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ꎬ ＭＡ: 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 Ｐｕｂ. ２００３.

[２５] 　 ＤＡＮＩＥＬＳＳＯＮ Ｐꎬ Ｒｉｄｉｎｇｓ Ｄ. Ｃｏｒｐｕ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ｔ Ｇöｔｅｂｏｒｇ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ｔ
[Ｍ] / / Ｂｏｔｌｅｙ Ｓ. Ｐ.ꎬ ＭｃＥｎｅｒｙ Ａ. Ｍ. ａｎｄ Ｗｉｌｓｏｎ Ａ.
(ｅｄｓ.)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Ｒｏｄｏｐｉꎬ ２０００.

[２６]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Ｊ.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 / / Ｆ. Ｚａｎｅｔｔｉｎꎬ Ｓ.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Ｄ.
Ｓｔｅｗａｒｔ ( ｅｄｓ.) .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ꎬ ２００３:１５￣２４.

[２７] 　 ＦＲ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ＧＡＲＣＩＡ Ａ.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ｒｐｕ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Ｊ]. Ｂａｂｅ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９(２１)１: ５７￣７１.

[２８] 　 ＡＳＴＯＮ Ｇꎬ ＢＥＲＴＡＣＣＩＮＩ Ｆ.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ｏｃｈｅｍｅｒｌｅ: ｅｘ￣
ｐｌｏｒ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 ｈｏ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Ｍ] /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ＣＬＵＥＢꎬ ２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０２２.

[２９] 　 ＶＡＲＡＮＴＯＬＡ 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Ｍ] / /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Ｚ.ꎬ Ｓ.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Ｄ.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ｅｄ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ꎬ
２００３:５５￣７０.

[３０] 　 ＢＯＷＫＥＲ Ｌꎬ ＢＥＮＮＩＳＯＮꎬ 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 / / Ｚａｎｅｔｔｉｎꎬ Ｆ.ꎬ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Ｄ.ꎬ ２００３ꎬ ( ｅｄ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ꎬ ２００３:
１０４￣１１７.

[３１] 　 ＫÜＢＬＥＲ 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ａ Ｆｒｅｎｃｈ￣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Ｍ] / / Ｆｒ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Ｇａｒｃｉ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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