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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中国知网近十年(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发表关于语料库翻译学的论文为研究对象ꎬ
建立文献数据库ꎬ并对其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ꎮ 研究发现近十年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哲学与人文社科领域ꎬ且
文学类研究占绝对地位ꎮ 主题方面ꎬ文学典籍研究依然是主导地位ꎬ政治研究和范式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ꎮ 在此基础

上ꎬ文章分析了当前语料库翻译学发展的局限性ꎬ并提出了我国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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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料库翻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ꎮ 相较于语料

库语言学ꎬ语料库与翻译的结合起步相对较晚ꎬ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才兴起的一门全新的研究模式[１]ꎮ
从语料库的兴起ꎬ到与翻译研究相结合ꎬ从寥寥无几

的研究到突然而来的迅猛发展ꎬ才经历了不到三十

年的历程ꎮ 语料库最早源于计算机学科领域ꎬ而将

之运用于翻译研究则始于英国学者 Ｍｏｎａ Ｂａｋｅｒｙ
(１９９３)发表的«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启示与

应用»ꎬ学界通常视其为语料库翻译学研究途径的

开通[２]ꎮ 王克非、黄立波[３] 给语料库翻译学下定义

为“在研究方法上以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为指导ꎬ以
概率和统计为手段ꎬ以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ꎬ对翻译

进行历时或共时的研究”ꎮ 在计算机辅助下创建的

双语语料库是进行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基本前提ꎮ 本

研究主要以中国知网近十年收录的关于语料库翻译

学的论文为研究对象ꎬ建立了文献数据库ꎬ并对其数

据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ꎬ以期寻找语料库翻译学

的研究规律和趋向ꎬ为研究者们进行后续研究提供

学术依据和参考ꎮ

一　 数据库的建立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是在建立数据库的基础上ꎬ对数据进行图

谱分析ꎬ通过研读搜集到的论文ꎬ发现研究的规律ꎮ
(一)数据库的建立

本研究选择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期间在中国知网发表的以“语料库翻译”为关键

词的论文共计 １５９９ 篇ꎬ建立文献数据库ꎮ 该数据库

以序号、文献名、研究类型、学科、主题、关键词、发表

年份为单位建成ꎮ 通过搜索不同关键词或 Ｅｘｃｅｌ“筛
选”功能可进行多层次的分类筛选ꎬ建成文献数据

库ꎬ取样见图 １ꎮ 该文献数据库中的文献名以当前

大部分期刊要求的文献格式输入ꎬ研究类型主要包

含综述研究、应用研究和学术研究等ꎬ学科涵盖语言

文学、语料库翻译学、新闻娱乐、政治财经、甚至中医

学等ꎬ主题则涉及语料库研究、文学典籍、电影字幕、
工作报告、学术文本、政治新闻、党政文献等ꎮ 建库

过程中ꎬ研究发现ꎬ关于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总体趋

向性明显ꎬ其研究主流仍然是传统的语言文学类ꎮ
顺着时间轴浏览文献数据库ꎬ可以发现ꎬ早年的

语料库翻译学主要专注于语际研究(如戏剧翻译、
中文典籍英译、新闻语的翻译等)ꎬ而后慢慢延伸至

语内研究(如译本的对比、译者的风格研究、语言特

征研究等)ꎮ 随着时间的推进ꎬ各类新型学科和研

究主题开始进入语料库翻译学的领域ꎬ跨学科研究

开始占领一席之地ꎮ 语料库翻译学意味着以大数据

为背景ꎬ以语料库为实证手段ꎬ翻译研究进入更加精

细化的时代ꎮ
(二)数据定量分析

根据研究所建文献数据库统计ꎬ近十年关于语

料库翻译学的论文数据每年篇数(含港澳台地区学



者)分布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１　 文献数据库取样

图 ２　 年度论文篇数分布图

　 　 由图 ２ 可以看出ꎬ除了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不足

全年(发文数据计算至 ８ 月 ３１ 日止)以外ꎬ关于语

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自 ２００８ 年开始呈直线上升趋势ꎬ
并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达到顶峰ꎬ２０１８ 年虽然截止

于八月底ꎬ但是仍然比以往年份同期要高出许多ꎮ
从文献数据库“主题”一栏来看ꎬ “语料库”出

现词频占比最高ꎬ达到了 ４９％ꎬ“平行语料库”与“语
料库翻译学”的比例紧随其后ꎬ分别占 ２７％和 ２２％ꎬ
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清晰地表明ꎬ在文献数据库中ꎬ根据主题词

的词频排列前十名依次为语料库、平行语料库、语料

库翻译学、翻译教学、译者风格、翻译文本、翻译策

略、翻译共性、翻译风格、语言学ꎮ 语料库翻译学的

图 ３　 研究主题词频前十名分布图

研究主题从宏观角度来说专注于语料库、翻译学、教
学等层面ꎬ从微观来说却更侧重于译者风格、文本处

理、策略研究、语言特征等方面ꎬ甚至具体的文学作

品ꎬ如«红楼梦» «围城» «西游记» «子夜»等也为研

究者所青睐ꎮ
通过对关键词词频统计ꎬ代表语料库翻译学研

究主题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ꎬ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中ꎬ每一个圆点代表一个关键词ꎬ圆点越

大ꎬ表示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ꎮ 图 ４ 所表现出来的

关键词按出现频率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翻译学研

究、翻译文本、翻译语言、语料库、翻译现象、显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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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关键词共现网络

译规范、风格研究等ꎬ说明了当前语料库翻译学的研

究覆盖了广义的语料库研究ꎬ以及细化研究ꎬ如显化

研究、口译、译者风格等方面ꎮ
从文献数据库的“学科”一栏来看ꎬ语料库翻译

学的研究覆盖的学科分布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学科分布

从图 ５ 可知ꎬ语料库翻译学多是从哲学与人文

社科范畴进行研究ꎬ研究范围涉及文学研究、典籍翻

译、新闻时事、政治外宣等方面ꎮ 近年来ꎬ社会科学、
工程科技、信息科技、基础科学、医药卫生等领域也

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出现了融合ꎬ跨学科研究趋势

越来越明显ꎮ
总之ꎬ从近十年关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数据

来看ꎬ研究数量呈增长趋势ꎬ研究主题在保持“语料

库”和“平行语料库”等主流研究的基础上ꎬ新兴边

缘学科进入研究领域ꎮ 研究“关键词”和“主题”方
面也能清晰的凸显出研究的主要重点ꎬ同时跨学科

合作的研究趋势也越来越明显ꎮ
(三)数据定性分析

文献数据库的数据清晰表明ꎬ关于语料库翻译

学的研究主题突出ꎬ既有传统研究的延续ꎬ又体现出

较高的国家战略政策导向性ꎬ传承了主流的文学语

料库研究ꎬ也受国情和政策影响有了新的发展趋势ꎮ
１.文学类研究占主体ꎬ理论创新不间断

作为语言学与计算机辅助科学的结合体ꎬ语料

库翻译学研究领域扎根于哲学与人文科学范畴ꎬ向
周边学科慢慢扩展(如图 ５ 所示)ꎮ 在哲学与人文

社科的领域ꎬ文学作品因为文本固定、易搜集而受到

研究者青睐ꎮ 根据文献数据库所显示ꎬ文学类研究

包含典籍翻译、诗歌研究、专著书评、影视字幕、政治

文本、儿童文学等内容ꎮ 研究者常将文学文本建成

语料库ꎬ再在理论的指导下对语料进行分类研究ꎮ
金胜昔在其博士论文中选取中国唐诗经典作品

建立了语料库ꎬ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了唐诗的

转喻及翻译ꎬ提出了转喻翻译的策略ꎬ同时也讨论了

译者的主体性在其中的发挥[４]ꎮ
文学作品中原作者的写作风格相对固定ꎬ而译

者则有较大的创作空间ꎬ在传递源语和目的语文化

过程中ꎬ翻译者呈现出独有的译者风格ꎮ 因此译者

风格也成为学者们研究文学作品时不可忽视的一大

因素ꎮ 陶子凤建立语料库对刘宇昆的译者风格进行

探讨[５]ꎬ杜洋就«红楼梦»中的«葬花词»两个英译本

建立语料库对比了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６]ꎮ 可见

译者主体性研究与文学作品研究相伴相随ꎮ
近年来ꎬ生态翻译学理论也开始与语料库翻译

学相融合ꎮ 向士旭根据«孙子兵法»中的文化负载

词原文及多个不同译文建立平行语料库ꎬ从生态翻

译学的视角对译文进行了对比ꎬ探讨了译文间的差

异及形成原因ꎬ将语料库与语言特征研究紧密结合

起来[７]ꎮ
而最近十年ꎬ纵观整个语料库翻译学发展历程ꎬ

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源概念的翻译模式提出和言语幽

默概论与语料库相结合的研究趋势ꎮ ２０１０ 年香港

中文大学何元建教授在«围城»«书剑恩仇录»«达芬

奇密码»等语料库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本源概念的

翻译模式[８]ꎬ认为敏感类译文(如白皮书等)和小说

类译文采取不同的翻译模式来处理本源概念ꎮ 刘彬

以莫言的«丰乳肥臀»原文及其英译本建立了双语

平行语料库ꎬ探讨了莫言小说文本中本源概念的翻

译模式[９]ꎮ 戈玲玲在本源概念基础上结合言语幽

默概论的理论框架ꎬ通过建立双语平行语料库探讨

了本源概念对幽默的生成和理解所产生的影响[１０]ꎮ
随后ꎬ她还在对汉英平行语料库进行对比研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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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提出了汉语言语幽默英译标准[１１]ꎮ 后来不少

研究者选择不同的文学作品抽取其中的幽默语段进

行标注建立了语料库并对幽默的翻译进行了研究ꎬ
英译语料库有«西游记» [１２]、«干校六记» [１３]、«许
三观卖血记» [１４]等ꎬ汉译语料库有«动物农场» [１５]

、欧亨利小说汉译语料库[１６] 等ꎮ 许薛则根据«阿 Ｑ
正传»中的幽默语段及其英译和日译建立了三语平

行语料库ꎬ并分析了其翻译模式[１７]ꎮ
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理论视角ꎬ逐渐

随着时代发展结合新的研究理论ꎬ推陈出新ꎮ 目前

研究态势良好ꎬ且新的理论也必将不断出现在这一

领域ꎮ
２.综述类研究比重大ꎬ政治与范式研究见端倪

文献数据库的“研究类型”数据表明ꎬ近十年关

于语料库翻译学的综述文献有 ７９ 篇ꎬ在所有研究中

占有较大比例ꎮ 主题词按词频出现从高到低依次为

语料库翻译学、口译、图谱、文学、译者风格、国社科、
丛书、传统译论ꎮ

综述类研究超过半数以上是从宏观角度描述语

料库翻译学的现状、问题、趋向和未来展望ꎮ 学者们

通常会以一定时间长度为单位对一定时期的语料库

翻译学发展进行总结ꎬ发现问题ꎬ并提出解决的方

法ꎮ 在下一阶段ꎬ又会对前一阶段的展望进行再总

结ꎬ再发现ꎬ再展望ꎮ 基于此种不断“发现问题ꎬ解
决问题”的研究模式ꎬ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呈现出蒸

蒸日上、如火如荼的美好景象ꎮ 张梓辰[１８] 根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来探讨翻译研

究的热点问题ꎬ发现翻译学研究总体发展迅速ꎬ也实

现了方法论的突破和研究上的融通ꎬ在“技术转向”
的同时ꎬ不断扩宽研究领域ꎮ 同时传统研究仍然以

“语言学、文学、哲学”为主ꎬ“文学” “文化” “汉译”
仍然是翻译研究频率最高的关键词ꎬ但是国家战略

政策导向和国家大环境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研

究ꎮ 除此之外ꎬ部分学者从特定领域研究语料库翻

译学的总体趋势ꎬ如摘要研究[１９]、商务翻译[２０]、典
籍翻译[２１]、译本对比[２２]、旅游语料库[２３] 等ꎮ 这些

研究也正说明了当前翻译学领域呈现研究手段多元

化、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明显的趋势ꎮ
王克非和黄立波[２]综述了自 １９９３ 年开始近 １５

年的新兴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理念ꎮ 他

们认为这 １５ 年来ꎬ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课题主要集

中在翻译共性、翻译文体、翻译过程及应用研究等方

面ꎮ 他们同时也提出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发展起来的

关键在于方法论上的突破、合理的假设和求证、研究

上的融通ꎮ
政治文本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出现在语料库翻译学

的研究领域ꎬ且每年都保持至少一篇论文发表ꎮ 陈

莫兰[２４]的硕士论文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和美国的«国情咨询»建立了平行语料库ꎮ 以

此为研究对象ꎬ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探讨了政治词

汇英译研究ꎬ以期寻找如何减少政治词汇翻译过程

中的差异ꎬ研究同时发现政治文本翻译过程中ꎬ容易

出现译文不对等、翻译冗长、文化缺省等问题ꎮ 武宁

和叶小宝[２５]以中国国防白皮书为研究对象建立语

料库探讨了政治词汇英译的词汇特征ꎮ 刘国兵[２６]

首次将政府文件翻译的语料库与课堂教学应用联系

起来ꎮ 他认为ꎬ政府文件是较为规范的正式文体ꎬ因
此其“英文译文总体质量较高”ꎬ将之运用于翻译教

学能更好地提高译者翻译策略和翻译效率ꎮ 随后ꎬ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政治文本如«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等多次进入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视野ꎬ大部

分是从学术角度研究其语言特点及翻译ꎮ ２０１８ 年ꎬ
赵骞[２７]以“国家战略政策”作为研究方向ꎬ将“一带

一路”主题党政重要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复语

种平行语料库展开研究ꎮ
王克非和黄立波[２] 认为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

方法是各种传统翻译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延续ꎬ也是

建立新研究范式的尝试ꎮ 作为一种新研究范式的开

端ꎬ近十年来从范式研究角度入手的研究也不少ꎮ
２０１２ 年ꎬ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喻锋平在其博士论文中

提出了“翻译研究的转向问题”ꎬ并从哲学角度和方

法论角度分析了这种转向的必然性[２８]ꎮ 他认为ꎬ译
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

向”ꎬ今后的视角转换、范式转换等都是研究方法论

的转换ꎮ 同年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克非

«语料库翻译学探索»一书就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转向”的其中一种ꎮ 该书总结了王克非多年从事语

料库翻译研究的经验ꎬ论证了语料库翻译学的范式

理据与体系ꎬ深化了语料库翻译学的应用研究[２９]ꎮ
肖忠华和戴光荣[３０]分析了翻译研究中范式的转变ꎬ
从应用翻译研究、描写翻译研究以及理论翻译研究

三方面探讨了过去 ２０ 年的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ꎬ也
为翻译教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ꎮ 吴雨鸽[３１] 认为

“当前的翻译技术并未给翻译学科共同体带来普遍

认可的新理念、新方法及开创性的翻译学新范式”ꎮ
牛荣亮[３２]则认为语料库翻译学的诞生不仅是译学

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ꎬ更是翻译研究范式的新转

变ꎮ 可以说ꎬ语料库翻译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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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译界存在的翻译技术问题ꎬ这种新范式必将极大

推动中国译学在 ２１ 世纪的大发展ꎮ

二　 局限与展望

在翻译研究领域ꎬ各种翻译流派和翻译思潮涌

现ꎬ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好局面ꎮ 翻译

思想异常活跃的同时ꎬ也有各种思想的碰撞和冲突ꎮ
研究者们纷纷运用各种研究手段和方法ꎬ不断拓展

新的研究领域ꎬ寻求更新更前沿的学科阵地ꎮ 通过

分析ꎬ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一)局限性

语料库翻译学的快速发展ꎬ其局限性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语料库创建标准和编码不统一与语料库推广

应用的矛盾ꎮ 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手

段设定语料库创建标准ꎬ同时也为自建语料库进行

各类标注和编码ꎬ方便研究团队对语料库进行管理

和研究ꎮ 但是语料库的推广和应用可能因为不同语

料库创建标准和语料编码不统一ꎬ在理解和运用方

面可能出现误差ꎬ一定程度上影响语料的共享和

应用ꎮ
２.语料库研究快速发展与软件开发速度滞后的

矛盾ꎮ 语料库迅猛发展的不到 ３０ 年时间里ꎬ计算机

软件的开发没能跟上语料库发展的速度ꎮ 语料库创

建者在建立语料库的同时受到软件的制约ꎬ一定程

度上阻挡了研究的步伐ꎮ
３.语料库版权与专利问题ꎮ 国内语料库建设已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ꎬ但是版权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

语料库建设的发展ꎮ 语料库建设中要解决的原始语

料的著作权问题、加工后的语料的著作权问题、语料

库的著作权问题以及语料库发布共享后的版权问

题[３３]ꎬ这些版权问题的顺利解决能为我国语料库翻

译学的发展疏通传播道路ꎮ
４.大型语料库的创建问题ꎮ 大型语料库的创建

需要团队的力量ꎬ其中包含软件开发、数据收集、语
料编码、后台管理等方面的人才ꎮ 每一个语料库的

创建都要经历创建—验证—更新—再验证的过程ꎮ
动态的大型语料库更是需要随时更新语料库内容ꎬ
对各类子库内容进行管理和更新ꎮ 充裕的时间、充
足的人手、海量的数据、前沿的软件、切合的平台等

等因素缺一不可ꎮ
５.口译语料库的研究ꎮ 纵观文献数据库ꎬ绝大

多数语料库的研究都是停留在笔译方面ꎬ关于口译

或口语的语料库寥寥无几ꎮ 近十年口译语料库的研

究始于香港理工大学ꎮ 李婧和李德超[３４] 总结过去

１５ 年的语料库翻译研究ꎬ指出了口译语料库也可分

为类比语料库和对应语料库两种ꎮ 肖庚生和陈欣从

语料库和口译教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ꎬ认为口译语

料库能解决口译教学素材匮乏、滞后等问题ꎬ也有助

于培养学生口译自主学习能力与合作学习能力[３５]ꎬ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语料库的口译教学模

式[３６]ꎬ这是为数不多的口译语料库研究其中之一ꎮ
国际上关于口译语料库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ꎬ我国口译语料库的创建在语料收集、语料库的建

立、语音特征的辨别等方面有一定的难度ꎮ 但是一

旦建成ꎬ对我国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尤其是翻译教

学方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ꎮ
(二)展望

综合以上研究ꎬ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全面铺开ꎬ
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ꎬ而发展前景也非常乐观ꎬ今
后的研究趋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语料库标准化建设ꎮ 语料库是一个拥有大数

据背景的智库ꎬ要实现大数据最大程度共享、不同类

型不同学科语料库之间的无缝对接ꎬ语料库的建库

标准、标注、编码等都需要一个全国甚至全球统一的

标准ꎮ 因此语料库的全球化标准建设是当前语料库

研究要解决的重中之重ꎮ
２.语料库的跨学科融合ꎮ 随着经济、政治局势

的发展ꎬ学术研究不再是偏安一隅的科学论证ꎬ而是

与当前的政治经济局势紧密相关的应用型研究ꎮ 市

场服务需求和国家政策导向与学术研究慢慢融合ꎬ
学科与学科间相融合也是语料库研究的一个必然

趋势ꎮ
３.语料库的软件开发ꎮ 正如前文提到语料库翻

译学发展的局限性中ꎬ计算机软件开发跟不上语料

库迅猛发展的速度ꎮ 因此ꎬ语料库建库软件、数据统

计分析软件、语料库平台搭建等方面的软件开发也

迫在眉睫ꎮ
４.语料库的研究转向ꎮ 本研究的图 ３、图 ４ 和图

５ 清晰表明近 １０ 年来ꎬ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主要在

哲学人文社科领域ꎬ围绕着语料库、平行语料库等主

题对语言特征或文本展开研究ꎬ综述类研究占有较

大比重ꎮ 未来的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应当会向翻译教

学、口译语料库研究、语言文化的对外传播等方向

转移ꎮ
５.大型语料库的国际化建设ꎮ 基于语料库的翻

译学研究为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条研究捷径ꎬ研究

者能从海量数据中搜索、筛选丰富的资源作为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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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将语料库运用于语言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ꎬ
我国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ꎮ 近年来ꎬ“人类命运共

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

注ꎬ将这些文化传播出去ꎬ让全世界了解现代中国是

每一个中国语言研究者当之无愧的责任和荣光ꎮ 结

合当前的语料库研究现状ꎬ可以看出在语料库创建

标准统一、跨学科研究稳步推进、计算机软件开发完

善等前提下ꎬ大型语料库的国际化、标准化建设是我

国语料库研究的一个较高层次的目标ꎮ

三　 结　 论

结合本研究所建文献数据库数据分析ꎬ从定性

分析到定量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我国语料库翻译学

自发展之初就以迅猛态势发展ꎬ它既能保持传统研

究的稳步前行ꎬ又切合市场需求、紧跟时代步伐ꎮ 当

前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ꎬ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研究者们能在研究道路上不

时回顾和总结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ꎬ不断进行反省

与改进ꎬ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必将迎来更辉煌的

明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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