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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翻译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程，既要构建科学的培养体系，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培养实践。
本、硕合力培养，“外语 +科技”的复合专业是培养科技翻译人才的有效模式; 在翻译教学实践中要
注意语言知识和科技知识的贯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机器翻译与人工的巧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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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foreign language plus technology”is an effective
mode for training tal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In practic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usion
of linguistic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the integr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as well as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ion ability．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plus technology MT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disciplinary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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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对于科技翻译，过去的一些著作把它局限

为技术翻译 ( technical translation) ， 《劳特利
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二版中，作者增加了
“科技翻译”的词条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nslation”。［1］科技是提供国家发展进步的源
动力，翻译在科技发展、文明交流中意义重
大，科技文献的译入与译出都是促进科技发展
的手段之一。当下，科技翻译成为翻译行业资
金投入最大的领域。［2］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
科技信息爆炸、全球化日新月异的当下，科技
翻译量十分巨大，但是科技翻译理论研究产出
却与实践需求不相适应，科技翻译的质量堪
忧。《中华读书报》曾同时刊发王鸣阳、刘华
杰两位科技翻译前辈的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科
学文化出版物 90%以上存在翻译问题。他们
还从一些权威出版机构的出版物中找出许多例
证来证实这些问题的广泛存在。［3-4］目前在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语言服务业的
科技译出任务将会增长。而我国外语人才虽然
数量众多，但质量不高，能胜任科技等难度较
大的翻译人才急缺。根据统计数据，“全国翻
译从业人员多达 50 万人，而专业翻译人才只

有 6 万，真正有水平的、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
人才仅占 5% ”［5］。由此可见，科技翻译人才
的培养如同科技人才的培养一样重要。但是由
于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的应试性和高校外语专
业的单一性，难以培养胜任科技翻译的人才。
1 科技翻译人才的必备素质

通常人们认为，只要外语水平在本科外语
专业八级左右、略懂技术就能胜任科技翻译工
作，最多在译完后找技术专家校译就能拿出合
格的译作。实际远非如此。试想，假如连译员
自己都似懂非懂的译作，技术专家又如何能准
确快速获取其中的信息? 事实上，翻译过程分
为理解、转化、表达三个环节，科技翻译是要
用译语将原语科技信息准确恰当地表达出来。
即使译者读懂原文，也不意味着可以完美转化
为译文，更何况科技文献中陷阱和暗流颇多，
外语专业毕业的学生都未必能完全理解原文。
正如范武邱的观点“对于一个具有语言潜质的
外语人才来说，科技术语和科技知识是制约他
更好地从事科技翻译的瓶颈。”［6］而外语功底
不错的技术人员自己也许能读懂科技原文，但
又未必能用译语读者接受的语言完美译出，因
为语言文字功力是日积月累和长期历练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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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翻译能力是通过大量认知理解、加工转换
训练逐步习得。所以说，科技翻译的从业条件
一般是: 过硬的中、外文功底，具备深厚的科
技专业知识，广博的百科知识，熟悉本地化管
理，具备信息化应用能力。这些能力需要一个
科学规范的训练体系和训练过程。
2 科技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不论是研究、学术型还是教学、应用型，
各类大学都设有外语学院或者外语系。我国有
80 多万外语专业在校生的规模，但高层次外
语人才依旧缺乏，出现 “大才难觅，小才拥
挤”窘境，如果多数人外语水平一般的话，科
技翻译任务就难觅人才了。科技翻译人才培养
是个系统工程。宏观层面要从专业设置和课程
设置改革两方面入手，配套的还有师资配备、
教材跟进; 微观层面涉及具体的教学环节和学
生的学习过程，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2. 1 本科、硕士合力培养

目前高等教育资源过剩，多数高校转向
“应用型”，高校的外语专业也都纷纷寻找自
己的出路，结合本校的优势学科培养“外语 +
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成为热潮。科技翻译要求
译者的“中、外文功底 + 专业知识”是典型
的复合型。因此，从本科开始设置“外语 +科
技”的培养特色，设置科技类基础课及 《科
技翻译》相关课程。研究生阶段可以考虑设置
专门的科学翻译硕士。MTI ( 翻译硕士) 除了
包括: 口笔译硕士外，可在笔译里增加科技翻
译方向。如此，可逐步建立科技翻译人才培养
体系。此外，MTI之后 DTI ( 翻译博士) 也许
很快将应运而生，以解决国内高级翻译人才缺
乏的困境，届时复杂的科技翻译领域里也会增
加一支生力军。
2. 2 复合专业奠定基础

复合专业培养可以奠定学生初步的“专业
知识”基础，使其在后续的硕士学习或是职场
实践中能较快入门，成为合格的科技翻译者。
目前“外语 +”复合专业培养模式在国内已
有较多实践，以 “俄语 + 科技”为例，俄罗
斯是世界公认的科技大国，拥有众多的高科技
人才和科技成果。据俄工业科技部调查，在当
今世界决定发达国家实力的 50 项重大技术领
域中，俄罗斯有 12 ～ 17 项技术可以与西方发
达国家一争高低。在当今世界决定发达国家实
力的 100 项突破性技术中，俄罗斯在其中 17

～ 20 项居世界领先水平。［6］由于地缘优势，黑
龙江省的绝大多数高校都设有俄语专业，一些
院校开设一些科技类俄语，如哈尔滨工业大学
俄语系开设了 “航空航天俄语”，黑龙江科技
大学的特色在矿业，其俄语专业开设“科技俄
语”，使用自编教材，教授学生材料、矿业、
机械等领域的入门俄语知识，拓宽学生未来的
就业领域。“外语 +专业”的培养模式既发挥
外语的工具性，又增强外语应用性的特点。
3 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实践

人才培养并非一蹴而就的事业，科技翻译
人才也不例外，它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看见成
效: 应根据特定学校主要方向和优势学科确定
“外语 +”的结合对象;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合
理定位培养方案; 认真落实教学计划，结合学
生情况开展教学和实践活动，使学生真正做到
外语知识和科技知识的贯通，翻译理论与科技
翻译实践有机结合，并能与时俱进、合理利用
机器翻译……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教育工作者付
出巨大的努力。
3. 1 语言知识和科技知识的贯通

如前文所述“译者能力 =中、外文功底 +
专业知识 +加 IT技术”，三条腿都要十分强壮
才能胜任科技翻译。作为译者，外语能力怎么
高超都不为过，但是母语能力和科技知识容易
被忽略。母语水平和外语水平，可见二者并列
者，未见外语能力超出母语能力者。陈平原教
授认为: 一辈子的路，取决于语文。准确、优
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时
代的学生都很重要。［8］因此，外语专业的学生
除了课余的阅读外，大学阶段还应该选修几门
文史哲课程以丰富自己的母语修养。科技知识
的获得是要通过选修相关课程、有意识的学习
才能获得。如 《科技俄语》是学习科技入门
知识 的 途 径 之 一，俄 罗 斯 专 家 H． Д．
Гальсков 认为 “在专业材料的语言学习中，
学生的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都获得了成
功。”［9］专业性课程需要高水平的 “双师型”
老师的指导，外语专业教师的知识结构多数是
以外国语言文学为主，很少能有科技知识背
景。而工科专业老师的外语水平一般也难以教
授学生，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聘请海外复合专业
的博士任教来解决，还可聘请职业翻译工作者
做兼职教师，利用大学期间的实践教学环节、
第二课堂，让学生有机会在翻译实践中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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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科技知识逐步贯通起来。［10］此外，慕课
(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即 MOOC (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这一全新的教学模式也能
为学生学习第二、第三专业创造便利条件。
3. 2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翻译理论研究者和翻译实践操作者之间少
有惺惺相惜的景象，正如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
太关注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理论源于实践又
指导实践，科技翻译理论是翻译实践经验和规
律的总结，并在翻译实践中继续完善和接受检
验。教育体系中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比例有
所不同，本科阶段以实践为主，贯穿简明的科
技翻译理论。研究生阶段可适当增加理论的比
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顺序应该是: 实践→理
论→再实践，即以实践的感性经验促进理论的
学习，以理论的高度指导实践，这曾是笔者获
益颇多的学习方式。

翻译原则与标准是理论学习的对象之一，在
实践训练中要提醒学生遵守科技翻译标准，注意
首条标准是准确，既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词
句，明白无误，流畅通顺，保持科技文体的风
格。［11］深刻领悟各种科技体裁的特征。语体风格
是基于遣词造句而形成，在指导学生训练时，要
提醒学生在篇章语境中确定词义、句义。所谓
“词入句定义，句入段定义”，确定语义之后还要
炼词炼句，使其符合科技语体特征。
3. 3 机器翻译与人工的有机结合

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语言服务业
与机器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计算机辅助翻译
能有效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符合信息爆炸时
代的要求。如 Trados软件功能强大，可随时记
录译者所译的术语入库，后面重复该术语或近
似表达时可以提示，确保前后术语翻译的一
致，避免重复劳动，提高翻译效率，是人译的
良好助手。所以，翻译公司的招聘都要求译者
熟悉翻译辅助工具。“2009 年，在国际机器翻
译峰会上，Batoma 等人指出，计算机辅助翻
译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人们应关注如何培
养训练翻译人员以使之胜任技术驱动的环境下
的翻译工作。”［12］

可见，翻译技术的发展对高校翻译人才培
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本科阶段就开设《计算
机辅助翻译》《本地化与翻译项目管理》等专
业选修课已属必要。培养学生掌握翻译技术的
同时，也要让学生明白，机器翻译虽然有很多

优点，但取代不了人译，当前和未来的主流翻
译模式是人机交互翻译，机译可提高效率，人
译则提高准确率。借助技术可免重复劳动，可
快速查词、统一译名等，译者可将宝贵的时间
用于理解、校正、修改、润色上。

此外，师资力量是人才培养的保证，翻译
教师也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知识体系。在教
材和工具书方面也需要及时跟进，市面上的教
材并不能满足所有高校的需求，各个高校可根
据自己的培养特色编写自用教材。此外，各个
领域的术语辞典也须及时更新，词典领域的专
家可尝试编写《核心科技术语词典》 《基础科
技术语词典》等，满足学生和相关译者的需求。
4 结 论

科技文献的译入与译出都是促进技术进步
的手段。中国每年毕业的外语专业学生很多，
但是经过复合专业培养训练的却很少，我们培
养的人才若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就是教育资源的
浪费。科技翻译人才是复合型外语人才，“外
语 +科技”的复合专业是培养科技翻译人才的
有效模式。通过构建本、硕科技翻译培养体
系，在本、硕课程设置中增加科技类选修课的
比重，将有助于逐步形成 “外语 + 科技”的
专业培养模式。在具体的培养实践环节注重引
导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多阅读各类科技
文献; 教师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实践训练时要以
翻译理论作指导，促进学生积极学习各类翻译
技术，熟知本地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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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文学，还扩展到非文化产品，不仅由人
翻译，还要由机器翻译，未来前景广阔。
2 启示与不足

本书是一部由全球知名出版社推出的系统
介绍汉语翻译的论文集，涵盖话题广泛，对未
来汉语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有指导意义。

首先，本论文集体现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
特性，翻译研究本质上是多语言的、跨学科的
研究，涵盖语言、语言学、传播学、哲学和一
系列的文化研究［1］。作为一本翻译学科专著，
本书不局限于翻译理论构建，而是把翻译研究
的对等理论、目的论、多模态等理论与认知语
言学、术语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
科融合，让理论跨过学科边界为汉语翻译研究
服务，符合翻译研究利用各学科提高研究有效
性的趋势［1］。

其次，本书克服了翻译研究 “碎片化”
( fragmentation) ［1］的弊病，网罗世界范围内各
领域翻译研究的专家学者，不但从宏观上讨论
汉语翻译的发展历程，还有微观层面基于翻译
实践的语言分析，研究方法不拘泥于描述性研
究，还有基于叙事的翻译研究方法 ( narrative-
based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 。Mona
Baker［1］指出，叙事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人类
行为最终取决于人类自己周遭发生的事，而非
宗教信仰或国家认同［4］。故本书编者把这一研
究视角收入囊中的尝试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
视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者翻译行为、理
解“翻译是交流的工具”［3］。另外，全面呈现
中国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成果是本书的编撰目
标，除供稿人范围广泛，这一目标还体现在书
中每个话题领域下附的推荐书目，通过本书的
概况综述及相应的拓展阅读，汉语翻译的现状
与趋势便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劳特利奇翻译学百科全书》 ( Ｒoutledge Hand-
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第二版的编者在前
言中说到: 翻译研究正逐渐跨学科化、逐渐脱

离欧洲中心［2］，而本论文集把汉语翻译整理成
册介绍给世界学者，即是翻译研究中心向“边
缘”移动的表现，也是吸引全球翻译研究关注
“边缘”的磁石。

再次，本书提出了详实的汉语翻译人才培
养方案 ( 如汉英口笔译课程设置、有声思维法
辅助翻译教学、交传技能训练) ，体现人文关
怀的同时也注重工具的理性，书中论文立足于
大数据时代，深入浅出地介绍翻译资源 ( 方
法、技术与工具) ，为读者呈现巧妙的计算机
辅助翻译技术，帮助提高翻译质量与效率。

金无足赤，诚如编者在引言中所说，“中
国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尚未成熟，本书中文章
大多借用西方翻译理论来考察中国的翻译实
践”［3］，但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阐释是以中国视
角进行翻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编者以
参考书目的形式推荐了张佩瑶教授所著的两卷
《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很遗憾本书没有
专辟一章较为系统地概括中国译论。其次，书
中偏重于汉语翻译的供给方，对汉语翻译市场
的消费方状况缺乏调查与分析，仅在第三章从
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学汉译外失败的原
因，但在消费决定生产的市场经济中，汉语翻
译的消费情况、消费者满意度调查等都能帮助
翻译生产方知己知彼，有助于向市场提供更符
合消费者需求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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