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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建构

徐然 外交学院

摘 要：本文尝试探讨一种口译译前准备与语料库技术整合的有效形式，提出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

试点研究部分主要聚焦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口译术语译前准备模式的第 2-4 步骤，通过“焦点小组”的研究方法收集

了 62 名 MTI 学生口译员使用 Sketch Engine 平台的术语自动提取工具和语料库检索功能的反馈意见。大多数学生口

译员认可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他们认为 Sketch Engine 工具方便、易操作，节省了译前准备的时间，

减轻了准备的负担，提高了准备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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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各行业、各领域交往不断深化，

社会对口译这种即时、高效的语言服务产生了巨

大的需求，职业口译员参与协助各专业领域专家

交流的几率越来越高。由于口译即时性强，口译

任务较之笔译任务对译员在术语和专业背景知识

熟悉程度上有更高的要求（Gile，2009）。因此，

口译研究与实务界一致认为口译译前准备是职业

会议口译员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在实际工作中，译员通常需从领受口译

任务之日起，为即将到来的口译工作做大量

的、繁重的、紧张的幕后准备工作（张吉良，

2003）。从职业口译员译前准备的现状来看，

所使用的方式和手段仍非常传统。莫萨默塞

（Moser-Mercer，1992） 和 江 红（Jiang，2013）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了国际口译员协会

（AIIC）译员准备、使用及管理术语的情况。调

查发现：大多数口译员认为专业性会议难度大，

在实际工作中需通篇阅读会议资料，人工标注、

手工提取相关术语和表达，术语管理使用的媒

介多为纸质或 word 文档。在会议组织方不提

供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则全凭口译员自行搜集、

搜索相关参考材料。该传统译前准备模式耗时、

费力，亟待改进。

本文将从基本流程、使用工具和使用方

法的角度探索建构专业技术口译译前准备的模

式。该模式是指口译员通过使用语料库技术平

台 Sketch Engine 将口译译前准备的某些环节自

动化，如：通过关键词设定，在网上快速搜集相

关专业语料，自动提取术语，并在语料中检索术

语的使用，以期减轻口译员译前准备负担，提高

效率。本文将进一步通过试点研究（pilot study）
验证该口译译前准备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1. 以术语为驱动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

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Séleskovitch & 
Lederer，1989；Séleskovitch，1998）曾指出译

前准备的理想状态是：口译员通过阅读一系列

介绍专业技术的参考书，从而系统了解专业知

识，在此基础上准备专业技术会议。口译员对

专业知识的深入了解程度应尽可能接近该领域

的专业人员。但在实际工作中，口译员的译前

准备时间往往非常有限，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

具备同专业技术领域的讲者和听众同样深、广

的专业知识。

根据奥格登和李查兹（Ogden & Richards，
1923）的语义三角论（semiotic triangle），“专

业知识”（knowledge）由“概念”（concept）构

成，“术语”（term）是专业领域内“概念”的

正式表征。每一个“专业知识”体系是由相互

关联的“概念”所构成的，术语则是专业知识

结构中的基础。在专业技术领域中，术语起着

重要的表征和交流作用。术语是专业交流以及

专业内容概念化的重要手段和必要工具（Sager 
et al., 1980；Cabré, 1998）。

根据术语、概念、知识三者的关系，不难

看出口译员在专业技术会议的译前准备中通过

学习术语以及术语所表示的概念，初步建立某

专业的知识体系是可行的。这样的准备方式是

“以术语为驱动的译前准备模式”。

口译员在译前准备中可以通过学习专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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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准备材料中的术语获取专业技术知识。口译

员需要在阅读中查找、寻找蛛丝马迹、拼凑相

关信息，在短时间内大体建构出与会议主题相

关的专业技术知识体系。换句话说，口译员获

取专业知识是以术语为驱动（term-driven）的，

因特定的口译任务内容而决定，知识建构大多

在口译任务开始前进行，并在口译任务中及口

译任务后进行修正、更新和拓展。

2. 口译译前准备模式的研究及语料库 
技术的应用

2.1 口译译前准备模式的研究

关于口译译前准备的步骤和过程，较早的

研究是基于口译实践经验总结的规定性研究，

如：Moser-Mercer（1992）、Gile（2009）、张吉

良（2003）、Kalina（2005）。他们对专业会议

的译前准备流程进行总结，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口译员向会议组织方索要本届及 / 或往届会

议发言稿和相关资料，2）阅读所提供的会议材

料，并标注出术语和相关表述，3）查找术语和

相关表达的译文，4）学习术语和重要的专业背

景知识，5）修订、更新双语术语表。

Will（2007） 和 Rütten（2015） 从 知 识 建

构和管理的角度描述了口译译前准备过程，揭

示了口译译前准备是一个复杂的以术语为驱动

的知识建构的过程（包括：识别新术语，对术

语表征的概念形成假设、推理、验证，再纳入

到口译员已有知识体系内，并进一步迁移到另

一种语言中 )，口译员通过学习术语及术语所表

示的概念初步建立某专业的知识体系。

2.2 语料库技术引入译前准备

随着语料库工具的研究日益活跃，语料库

工具对翻译研究、翻译实践及翻译教学领域的

影响亦日趋显著（王克非，2012）。语言学习

者和研究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方便操作

的语料库工具、平台自建小型语料库，并自动

预处理语料（包括调整格式、噪音处理、词性

标注、自动分词等）。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

探讨口译员应用语料库作为口译译前准备的辅

助 工 具， 如 Rütten（2003），Fantinuoli（2006）
和 Gorjanc（2009） 等。Fantinuoli（2006） 和

Gorjanc（2009）探讨了口译员应用聚焦式网

络“爬虫”（focused web crawler）的关键词界

定方式，自动从网络上搜集某一专业的语料，

快速建立专业语料库的可行性。Rütten（2003）
提出口译员通过运用自动术语提取工具（term 
extractor）提取术语表，进一步修正术语表的译

前准备模式。但这些研究仅停留在探讨语料库

工具的相关功能上，没有后续实证研究来验证

这些工具及功能的使用效果。本文将进一步通

过试点研究验证相关语料库工具在口译译前准

备中应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另外，语料库检索工具（concordancer）可

为译者提供丰富多样的真实例证，并为快速提取

资料提供方便。如何利用语料库检索工具，帮助

口译员进一步激活术语，以确保术语的译语表

达自动化输出？词汇习得的一些基本规律对术语

激活具有指导意义。这些基本规律包括：1）在

丰富的真实语境中学习词汇（Nagy & Herman，
1987；Sternberg，1987）；2）关键词语义深度加工，

以建立强大的词汇间连接（Craik & Lockhart，
1972；Bower & Winzenz，1970；Hashtroudi，
1983）；3）“产出性”学习有助于把“消极词汇”

变成“积极词汇”，提高词汇激活效果（Gile，
2009）；4）合理安排反复记忆，以提高词汇激活

效率（Gile，1995，2009），等等。本文将进一

步从上述词汇习得的规律入手，探讨在译前准备

中使用语料库检索工具激活术语的具体方法，以

期提高口译译前准备的效果。

3. 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

考虑到专业技术领域口译译前准备的现

状，在整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基于

语料库技术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图 1）。该模

式是以术语为驱动的译前准备模式，即口译员

根据口译任务的需要，通过应用网络“爬虫”

自动采集网络语料库，自建小型英汉类比语料

库，并应用语料库工具自动提取术语、激活术

语、管理术语。该模式包括流程、配套工具及

针对口译员的使用方法。与该译前准备模式相

对应的是“传统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即通过

通篇阅读会议资料，人工标注、手工提取相关

术语和表达的译前准备模式（见 Moser-Mercer，
1992：5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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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具体

包括五个步骤。

第一步：自建语料库

口译员可应用 Sketch Engine 平台系统的聚

焦式网络“爬虫”—WebBootCat，输入中、

英文对应专业术语关键词（参见附录 1），快速

自动搜集网络语料，建立（几万到几十万字的）

小型英汉类比专业语料库，并自动预处理语料

（包括调整格式、噪音处理、词性标注、自动分

词等）。该步骤特别针对会议主办方不能提供充

足准备材料的情况。口译员也可从会议主办方

提供的材料中提取关键词，在网络上继续自动

搜集更多的相关专业的语料，建立包含“会议

材料”和“网络参考材料”的语料库。

第二步：单语自动术语提取

口译员通过运用 Sketch Engine 平台系统

的单语术语提取功能（Keywords & terms）从

自建的小型专业语料库中自动提取中、英文单

语候选术语。Sktech Engine 将这些候选术语分

成单词术语（single-word）和多词术语（multi-
word） 两 列， 并 按 相 对 频 比 参 数（domain/
reference ratio）由高到低排列。术语提取非常

迅速，几秒钟至数十秒之内即可完成。附录 2
为 Sketch Engine 所提取的以“快中子反应堆”

为主题的英语术语表。

第三步：人工生成双语术语表

口译员可应用网络机器翻译界面（Google 
Translate 或 Baidu Translate）初步生成双语术语

表，然后再进一步进行人工修正、整理。

第四步：术语激活

口译员在阅读准备材料时可使用 Sketch 

第五步

术语管理

第四步

术语激活

第三步

人工生成双

语术语表

第二步

单语自动

术语提取

第一步

自建语料库

单语自动术语

提取工具
语料库检索工具 术语管理工具Web crawler 工具 人工校对整理

图 1：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

Engine 平台系统的语料

库索引功能（search）查

阅 相 关 术 语， 在 丰 富

多样的真实语境中深入

学 习 术 语 在 中、 英 文

材 料 中 的 使 用。 如 附

录 3 中的例子所示，口

译员可以分别检索术语

shutdown 在英文自建语

料库以及其对应词“停堆”在中文自建语料库

中的使用，总结该术语在中、英文中的常见搭

配及上下文。在查阅术语的过程中，口译员需

要深入理解术语的语义，主动建立不同术语间

的语义连接，初步建立该专业的知识体系。然

后可通过“产出式”和“反复激活”的方式

（如：中英文口头陈述相关内容，或者视译练习

准备材料中的段落），从而进一步激活相关术语

在两种语言中的使用。

第五步：术语管理

最后，口译员通过 Excel 电子表格或者术

语管理工具 SDL MultiTerm 归纳、修正、更新、

管理特定专业的双语术语表（见附录 4）。
目前，该译前准备模式的第一、二、四步

骤可以分别应用 Sketch Engine 平台系统的网络

“爬虫”工具、自动术语提取功能和语料库索引

功能完成。Sketch Engine 是英国语料库专家亚

当 · 基尔加里夫（Adam Kilgarriff）的团队设计

的一种词典编撰辅助系统，已被广泛地应用于

词典编撰、机器翻译、语言学习等领域。该平

台目前提供 90 种以上语言的 400 多个大型语

料库以及一系列丰富的语料库分析功能，包括

“词语素描”功能、近义词差异分析、同义词

辨析、关键词表、词语搭配、术语提取、语料

库创建、语料库索引及 WebBootCat 网络“爬

虫”工具等。该软件无须下载，使用者可登陆

http://the.sketchengine.co.uk/ 网页注册即获得 30
天的免费使用。

以上是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口译译前准备模

式及相关工具。其主要优势在于：1）可帮助口

译员快速建立并管理为特定口译任务量身定做

的术语资源；2）创造丰富的真实语境和快速检

索术语的学习环境，以便口译员进一步激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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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和相关背景知识，为口译任务做好扎实的准

备；3）较之传统准备模式，该模式预期可以帮

助口译员节省一定的译前准备时间；4）所生成

的术语资源更加全面、丰富，可被反复利用，

口译同行也可参考使用。

4. 试点研究

为了进一步论证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口译译

前准备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下面本文通过

试点研究初步考察受试者对该译前准备模式的

反馈意见。

4.1 焦点小组设计

本试点研究招募了 22 名在英国一所高校就

读会议口译硕士专业的学生和 40 名在中国一所

高校就读 MTI（口译方向）的学生。本研究安

排在受试者接受系统交传及同传口译培训之后、

即将毕业之前进行。所有受试者来自中国大陆，

他们的母语为汉语，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汉语。

首先，受试者先后采用传统的译前准备模

式（Moser-Mercer’s terminology workflow, 1992）
和基于语料库技术的译前准备模式准备两个专业

性较强的口译任务，主题分别为“快中子反应

堆”和“海底矿产资源的勘探”。研究者为受试

者提供包括演讲大纲以及相关背景材料在内的准

备材料。在第一个译前准备任务中，受试者不使

用任何语料库工具；在第二个译前准备任务中，

受试者使用自动提取术语工具生成的中、英文单

语术语表和语料库索引工具。受试者在针对每个

主题进行充分的译前准备之后完成一个英译汉和

一个汉译英的同传练习。随后研究者对他们进行

“焦点小组”访谈，具体了解受试者所使用的准

备时间，他们是如何使用两种译前准备模式的，

使用过程中有何问题，他们认为哪种模式更有帮

助，哪种模式更值得推广等。每个“焦点小组”

有 4-6 名受试者参加，本研究共收集了 15 个焦

点小组的访谈录音。

4.2 对传统译前准备模式的反馈意见

在第一个译前准备和同传任务中，学生口

译员采用传统的译前准备模式进行译前准备，

通篇阅读会议资料，人工标注、手工提取相关

术语和表达。学生们均表示通过译前准备他们

对所翻译的专业背景知识和相关术语有了一定

的了解。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示尽管知晓术语

的意思及其翻译，但其中有些术语在同传过程

中还是会卡壳。学生口译员平均使用 18.77 小

时进行译前准备（标准差为 1.82 小时）。他们

当中很多人表示自己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准备材

料，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再次复习和梳理自己所

阅读的内容，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激活在阅读

过程中标注和提取出来的术语和表达。原文演

讲中用到的大多数术语他们在准备材料中都读

到过，但在同传过程中，他们仍感到迟疑、反

应慢、不能迅速地用译语表达有些术语。学生

们普遍认为译前准备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有

太多的文章要读，有太多的新术语要记忆，有

太多的概念要消化，但准备时间很有限”。

4.3 对基于语料库技术的译前准备模式的

反馈意见

在第二个译前准备和同传任务中，学生口

译员采用基于语料库技术的译前准备模式，使

用自动提取术语工具和语料库索引工具。在被

给予和第一个译前准备任务同等时间的情况下，

学生们平均使用 6.74 小时完成译前准备（标准

差为 3.95 小时）。可见，使用自动提取术语工

具和语料库索引工具使学生口译员的译前准备

时间显著减少（P<0.05）。
学生口译员对于使用自动提取术语工具存在

两种意见。其中约一半的学生认可使用自动生成

的术语表。他们说在译前准备初期，通过参考自

动生成的术语表，可以大致了解准备材料的内容

及专业程度；利用自动生成的术语表他们可以优

先查阅最相关的术语和概念。另外约一半的学生

口译员表示不太习惯在译前准备中使用自动生成

的术语表。他们说自动生成的术语表需要进一步

编辑，在候选术语中进一步筛选最相关的术语需

要花一定的时间。此外，由于在译前准备之初，

对专业知识尚不了解，因此在筛选术语时，有时

并不确定哪些术语是相关的。这些学生口译员表

示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通读准备材料，人工标注

和提取相关术语。

大多数的学生口译员认可在译前准备中使

用语料库索引工具。他们认为使用语料库索引工

具阅读会议准备材料，打破了传统的线性阅读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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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他们会根据需要，优先检索不熟悉的术语，

查阅其在准备材料中的上下文和搭配用法。他们

还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分别检索术语，对比其

在中英文准备材料中的使用情况，找到规律，并

在术语表中记录下来。在检索阅读过程中，他们

还会顺带学习其它出现在上下文的术语，了解术

语之间的关系。此外，他们还进行了“产出式”

的练习，如：使用相关术语做中、英文口头陈述

和视译练习。事实上，通过使用语料库检索工

具，学生们可以通过不同路径反复激活术语，因

此他们感觉术语理解得深刻，记得牢。他们中大

多数人表示在同传练习中可以迅速反应出译前准

备中学习过的术语。但由于事前他们并未被告知

在同传练习中会使用哪些术语，因此，有些术语

虽然在准备材料中出现过，并没能引起他们的注

意，这可能导致了他们在同传练习中无法正确译

出这些术语。 

5. 讨论

上文试点研究部分主要聚焦基于语料库技

术的口译术语译前准备模式的第 2-4 步骤，邀

请了学生口译员在特定的口译译前准备任务中

使用 Sketch Engine 的中、英文单语术语自动提

取工具以及语料库检索功能。根据焦点小组收

集的反馈意见，大多数的学生认可基于语料库

技术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约 70% 的学生表示

这种新的译前准备模式方便、易操作，节省了

译前准备的时间，减轻了准备的负担，提高了

准备的效率。当译前准备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

下，有 80% 以上的学生表示会选择基于语料库

技术的译前准备方式进行译前准备 , 也有学生

表示他们尤其希望使用 Sketch Engine 准备自己

不熟悉的主题。

5.1 Sketch Engine 自动术语提取功能 

存在的问题

值 得 注 意 的 是，Sketch Engine 自 动 生 成

的中、英文单语术语表仍存在一些问题。在

焦点小组访谈中，学生口译员对中、英文单

语术语表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做出了评估。他

们认为英文术语表提供了不少相关的专业术

语，有的学生表示英语术语表的准确程度和完

整程度超出他们的预想。但是，他们也指出

英语术语表中包含了一些和主题不相关的词

（irrelevant words）和一些失当词簇（ill-formed 
constructions），另外，有些缩略语没有被识别

为术语。但总体来讲，这些不足之处仍在学生

们可接受的范围内。相比较而言，中文术语表

提供的相关术语（relevant terms）数量要少很

多，而且术语表中包含不少失当词簇以及有同

一术语重复出现的现象。因此，学生们普遍认

为中文术语表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均低于英文术

语表。尽管英文术语表总体上优于中文术语

表，中、英文术语表仍存在一些共同的缺陷，

如：术语表中没有包含四个字 / 词以上的术语。

因此，很多对口译员至关重要的包括机构名

称在内的命名实体（named entities）并没有被

Sketch Engine 成功识别为术语。此外，有些重

要的术语可能由于在译前准备材料中的词频较

低，仅出现在自动术语表的最底部（默认情况

下 Sktech Engine 自动提取 100 个术语），结果

导致学生在译前准备中没有足够重视这些词频

低但相对重要的术语。

5.2 学生口译员使用自动术语提取功能和

语料库检索功能时存在的问题

焦点小组收集的数据也暴露出学生使用

Sketch Engine 自动术语工具和语料库检索功能

时存在一些问题。

虽然学生们在自动提取术语工具的帮助下

节省了生成术语表的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们一定利用所节省下来的时间对相关术语和概

念进行深层次的激活。焦点小组收集的数据中

有近 40% 的受访者表示：和使用传统译前准备

模式相比，他们花费更少而不是更多的时间进

行术语的深层次激活。有些学生表示拥有自动

生成的术语表后他们似乎感觉心中有数了，因

此不再有耐心像使用传统译前准备模式时那样

仔细地阅读准备材料，以获取更多相关背景知

识。他们忽视了术语激活和背景知识学习在术

语学习中的关键作用。

虽然大多数的学生认可在口译译前准备中

使用语料库索引功能查阅译前准备材料，但是

学生们使用语料库索引功能的主动意识以及使用

该功能进行译前准备的深入程度是因人而异的。

约 65% 的学生表示他们较充分地使用了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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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功能。他们告诉研究者：在真实语境中查找

术语的中、英文例子和相关背景知识，然后再通

过中、英文口头陈述的方式总结所学的主题知

识对他们帮助最大。遗憾的是，仍有约 15% 的

学生表示他们在译前准备中十分有限地或者没有

使用语料库索引功能阅读译前准备材料。一方面

来讲，如果在译前准备中没有积极查找、寻找蛛

丝马迹、拼凑相关信息的意识，即使拥有辅助工

具，恐怕译前准备也是浮于表面，不够深入，最

终口译员很可能难以应付专业性强的同传任务；

另一方面，使用语料库工具进行口译译前准备有

别于传统的译前准备方式，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应

或愿意尝试这种新的学习方式。

6. 结语

本文尝试探讨一种口译译前准备与语料库

技术整合的有效形式，探讨个性化的口译译前

准备模式。本文试点研究部分主要通过焦点

小组的研究方法收集了学生口译员使用 Sketch 
Engine 的术语自动提取工具以及语料库检索

功能的反馈意见。大多数学生口译员认可基于

语料库技术的口译译前准备模式，认为 Sketch 
Engine 工具方便、易操作，帮助他们节省了译

前准备的时间，减轻了准备的负担，提高了准

备的效率。学生译员还希望可以长期免费使用，

并且希望软件开发者可以持续改进自动术语提

取的功能。

本研究期望为进一步推广语料库应用及语

料库辅助口译实践打下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和

方法如纳入高校口译职业化培训中，会对提高

口译实践效果、改进口译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有

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如在职业口译员中推广，

会使更多的口译员在实际工作中受益于语料库

技术。另外，相关研究成果还可用于开发针对

口译员译前准备的平台及训练软件，以便口译

员建立、更新、查询并系统管理为特定口译任

务量身定做的语料库和术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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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英文术语 shutdown 及中文对应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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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口译员使用 Excel 整理以“快中子反

应堆”为主题的双语术语表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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