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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论视域下的翻译技术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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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从系统论视角分析了现代语言服务行业中翻译技术的整体构成，指出国内翻译技术课程

内容远远落后于业界相关技术实践，课程结构设置也存在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借用系统的目的性、
整体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理论原则，根据当前国内翻译技术课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

对策，旨在促进高校翻译技术教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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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近年来，大 数 据、云 计 算、移 动 互 联 网、网 络 经

济、社交网络、信 息 过 载、数 字 人 文 主 义、数 字 鸿 沟、
物联网、语联网等流行术语层出不穷，这反映出信息

技术对全球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Ｃｒｏｎｉｎ
（２０１２：９０）在其专著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中提出了“ｅｖｅｒｙｗａｒｅ”的概念，泛指数字化时代包括

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ＰＡＤ、手机等在内的各种电

子工具。在泛在网络（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的支 持

下，这些设备无处不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渗透到

人们的生活之中。他强调：“在此基础上，翻译方式、
翻译内容、翻译实质和翻译主体等都会发生巨大的

变 化。”Ｐｒｏｚ．ｃｏｍ① （２０１３）发 布 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ｒｅｅｌ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ｉｎ　２０１２中的数据

显示，翻译记忆技术已经成为全球专业译者的必备

技术，专业译员普遍利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机器

翻译工具和听写／语音识别等工具来提高翻译效率。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翻译技术已经渗透到

翻译实践的方方面面，两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

２．系统论视角下的现代翻译技术构成

系统 论 是 由 理 论 生 物 学 家 冯 · 贝 塔 朗 菲

（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　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创 立 的。他 于１９６８年 发

表 的 专 著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已 成 为 公 认 的 一 般 系

统论代表作。冯·贝塔朗菲认为系统科学是对各门

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中所

涉及的“系统”的 科 学 探 索 和 相 关 的 科 学 理 论，该 科

学还适用于所有系统的原理性学说，即一般系统论。

一般系统论是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不仅揭示和概

括了系统科学最基本的原则和规律，还具有哲学的

本体论意义，因 此 具 有 广 泛 的 指 导 意 义。冯·贝 塔

朗菲认为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统一

的整体，所以他将其定义为“系统是相互作用的多元

素的复合体”（冯·贝 塔 朗 菲１９８７：３１）。系 统 论 认

为，任何事物都可视为一个系统，每个系统都由一系

列子系统构成，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随着社会对 专 门 语 言 服 务 需 求 的 增 多，全 球 翻

译市场与跨国服务供应链逐步形成，并在全球范围

内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语言服务行业逐渐形成，语

言服务生态系统也由此产生。现代语言服务不仅仅

涵盖传统的翻译口笔译服务，还包括机器翻译、译后

编辑、本地化工程、技术写作、多语文档排版、本地化

测试、本地化项 目 管 理、情 报 编 译、本 地 化 与 国 际 化

教育、研 究、培 训 和 咨 询 等 内 容（ＤｅＰａｌ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现代语 言 服 务 业 务 具 有 复 杂 性 和 多 样 性 的

特点，不同的业务类型不仅需要在特定的流程中借

助多种技术手段处理，还需要多种翻译工具共同发

挥作用。每一种技术和工具都可以视为技术系统中

的组成要素，要按照翻译项目类型和项目需求，动态

地融合在翻译活动之中。现代翻译技术是翻译记忆

技术和机器翻译技术等多种技术的综合。这些技术

虽然具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在整体上为翻译主体所

用，在翻译过程 中 相 互 联 系、相 互 影 响，共 同 为 完 成

翻译而服务，由此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翻译技术系统。
在上述翻译 技 术 系 统 之 中，我 们 根 据 系 统 要 素

与翻译本身的远近关系，可将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技

术划分为核心技术、关联技术和基础技术（或支撑技

术）。每种技 术 既 在 翻 译 活 动 中 独 立 发 挥 相 应 的 作

用（如图１所示），又为完成翻译目标发挥整体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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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翻译技术系统的构成

　　核心技术、关 联 技 术 和 基 础 技 术（或 支 撑 技 术）
等子系统共同组成翻译技术系统。因为翻译是翻译

活动的核心内容，所以整个翻译过程围绕着翻译产

品（或服 务）的 语 言 转 换 任 务 而 展 开。在 这 个 过 程

中，直接实现翻译转换的技术是此技术系统中的核

心技术，也即核心要素，这是决定翻译技术性质的根

本要素；如果此种要素缺失，那么整个翻译技术系统

之间 的 结 构 就 会 瓦 解，翻 译 技 术 系 统 便 无 从 谈 起。
与核心技术联系紧密的是翻译工程、排版、测试和管

理等技术，可统称为关联技术。例如，翻译管理技术

为翻译项目中的翻译过程管理提供支持；内容管理

技术为服务方或客户方的业务内容提供平台支持。
基础信息技术可衔接上述三个层面的技术环节和工

作流程，为翻译服务提供基础性、全局性和系统性的

信息技术支持。
具体来说，辅助翻译技术 是 与 翻 译 直 接 相 关 的

核心技术；工程技术在翻译和本地 化 流 程 中 处 于 翻

译之前和之后的两个环节，即进一 步 对 核 心 翻 译 技

术提供支持和保障，为翻译的实现 提 供 先 决 条 件 和

后置条件，并在 翻 译 过 程 中 与 其 他 技 术 相 互 作 用；
翻译测试和翻 译 排 版 等 技 术 从 翻 译 过 程 的 不 同 环

节和不同层面为翻译提供技术支 持；翻 译 管 理 技 术

贯穿于翻译流程始终，既关照某个 翻 译 流 程 的 细 节

（如译前的 术 语 管 理），又 起 到 统 摄 全 局 的 作 用（如

翻译全局的 术 语 管 理）；内 容 管 理 技 术 为 翻 译 内 容

创建、存储、提 取 和 优 化 做 基 础 性、全 局 性 的 准 备，
属于更为宏观的子系统；基础信息 技 术 是 指 在 翻 译

活动中提供底层基础技术支持的 信 息 技 术，如 编 码

转换、文字处理、语料处理、文档转换、通 信 技 术、互

联网、数据库以 及 其 他 电 子 资 源 等，在 翻 译 技 术 系

统中属 于 技 术 子 系 统，在 功 能 上 发 挥 基 础 支 撑 作

用。由此，从基 础 到 核 心 再 到 关 联 层 次，上 述 技 术

在翻译活动过 程 中 形 成 了 相 对 完 整 的 翻 译 技 术 系

统。
鉴于语言服 务 行 业 中 翻 译 技 术 的 重 要 性、复 杂

性和多样性，翻译技术教育应当围绕翻译技术展开，
全面培养学生综合利用多种翻译技术的能力，以解

决翻译实践中技术相关的问题。根据系统的反馈规

律：“把系统的（部分）输出又反过来作用于系统的输

入端，从而对系统的再输出产生影响，进而对于系统

整体功 能 的 发 挥 产 生 影 响，影 响 系 统 的 进 一 步 输

出。”（陈其荣２００６：１７２）我们将上述翻译技术系统的

真实信息反馈到翻译教育之中，可以管窥当前翻译

技术教育的基本情况。

３．当前国内翻译技术课程教学现状及问题

从高 校 翻 译 教 育 发 展 来 看，截 至２０１６年５月，
国内已经有２３０所高校设立翻译本科专业，２０６所高

校设立翻译硕士专业，越来越多的学校将翻译技术

课程纳入翻译教学体系，学界对于翻译技术教学的

思考不断增多。
穆雷（１９９９）在《信息社会对翻译教学的影响》一

文中较早地提出：“在信息化条件下，翻译教学内容

及形式应 如 何 做 出 改 变。”柯 平 和 鲍 川 运（２００２）在

调查世界各高校口笔译专业及翻译研究机构现状的

基础上，介绍了ＣＡＴ相关课程，为国内高校ＣＡＴ课

程的设置提供了参考蓝本。徐彬（２００６）详细论述了

翻译课程中引入ＣＡＴ技术的必要性，以及ＣＡＴ技

术对教学研究的促进作用。吕立松和穆雷（２００７）深

入剖析了机器翻译教学实践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并尝试性地提出了应对策略。钱多秀（２００９）对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的“计算机辅助翻译”
课程进行了教学反思。俞敬松和王华树（２０１０）对北

京大学ＣＡＴ专业课程的体系建设、培养目标和方向

等问题加以阐述。张政和杨义宽（２０１２）介绍了北京

师范大学 ＭＴＩ计 算 机 辅 助 翻 译 案 例 教 学 的 具 体 实

施情况。于红和张政（２０１３）等 提 出 在ＣＡＴ课 程 教

学中引入翻译项目管理的概念，以达到翻译人才培

养专业化、实 践 型 和 职 业 化 的 要 求。周 兴 华（２０１３）
介绍了计 算 机 辅 助 翻 译 教 学 的 相 关 资 源 和 教 学 方

法，并提出使用免费资源缓解教学资源短缺的困境。
王华树（２０１３）结合行业翻译技术应用，对比国内外

翻译技术课程的设置，构建了面向语言服务行业需

求的 ＭＴＩ课 程 体 系。徐 彬（２０１４）认 为 翻 译 专 业 的

翻译技术课程应注重培养学生认知计算机辅助翻译

的基本理念，并在翻译技术教学中注重培养项目管

理能力。傅 敬 民 和 谢 莎（２０１５）针 对 翻 译 时 代 的 变

化，讨论了翻译技术教学中包括课程体系建设在内

的五个方面的问题。
通过文献梳 理，笔 者 发 现 已 有 的 研 究 或 强 调 翻

译技术的重要性，或介绍翻译技术课程的教学概况，
或分享某高校的翻译技术教学实施案例，但对于翻

译技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得不够深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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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建议也不够具体，针对课程设置问题及对策方

面的论述更是言之甚少，乏善可陈。
笔者在２０１５年１月 至２０１６年３月 之 间，对 全

国范围内３２所翻译院校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进

行了调查②，在结合上述翻译实践中的翻译技术系统

的各个要素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翻译技术课程的

建设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将主要问题分

析如下：
第一、课程 内 容 单 一。多 数 高 校 的 翻 译 技 术 课

程重在讲解某 一 种 计 算 机 辅 助 翻 译 工 具 的 应 用（如

大部分时间在讲解ＳＤＬ　Ｔｒａｄｏｓ或雅信ＣＡＴ工具的

操作），没有认识到现代翻译活动过程的复杂性以及

现代翻译项目类型的多样性，忽视了行业新技术在

翻译项目各 个 环 节 中 的 实 战 应 用。事 实 上，在 现 代

翻译 项 目 中，ＣＡＴ工 具 的 应 用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方

面，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还需要用到多种多样的翻译

技术和工具，即上文提到的现代翻译技术体系中的

多个技术要素。这些技术的综合运用对翻译人员的

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翻译技术课程中也

应该增加相应的内容。
第二、课程 内 容 庞 杂。有 八 所 高 校 计 算 机 辅 助

翻译 课 程 的 内 容 庞 杂，盲 目 求 全 而 不 顾 课 程 质 量。
从 ＭＳ　Ｗｏｒｄ操作到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图形图像制作，从技

术写作、机器翻译到术语管理再到本地化项目管理

等等，这些高校希冀一门课程包揽所有翻译技术内

容。因此，课程 模 块 之 间 逻 辑 不 通、层 次 不 清、不 成

体系，而内容庞杂又导致了课程内容浮浅、蜻蜓点水

以及没有主次等问题，这样学生很难抓住学习要点，
不仅无法深入掌握翻译技术能力，而且最终很难达

到翻译技术课程起初设立的目标。
第三、课程内容陈旧。调查发现，五所高校翻译

技术课程的内容十分陈旧，授课内容的知识结构老

化，教学方法僵化。当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已

经从网络时代进入了云计算时代，有些教师却还在

讲解十多年 前 的 技 术 和 方 法。例 如，部 分 高 校 的 翻

译技术教师使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系统（距今有１５年的

历史），有些教师还在使用雅信ＣＡＴ　２．５（距今也有

１５年的历史）辅助翻译工具，或使用 ＭＳ　Ｗｏｒｄ　２００３
版本（距今有１３年 的 历 史）演 示 翻 译 技 术 在 翻 译 实

践中的应用。事实上，微软在２０１４年４月已经停止

对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的各种服务支持，并于２０１５年９月

份发布了 Ｍ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６版 本；雅 信 辅 助 翻 译 工 具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也推出了多个版本，目前最新单

机 版 本 是 雅 信 ＣＡＴ　４．０，最 新 网 络 版 本 是 雅 信

ＣＡＴＳ　５．０。
第四、课程 内 容 随 意 性 大。虽 然 绝 大 多 数 高 校

课程规划中设 置 有“计 算 机 辅 助 翻 译”的 课 程 名 称，
但是有些课程 名 不 副 实，出 现“挂 羊 头 卖 狗 肉”的 情

况。例如，某些 高 校 的 课 程 内 容 根 据 授 课 教 师 的 偏

好而定，如果授课教师擅长语料库，翻译技术课程变

成了语料库语言学课程；如果授课教师擅长图形制

作，翻译技术课程则主要讲解图形设计和排版的内

容；部分院校由于师资问题，课程的前半部分讲解汉

英互译 的 内 容，后 半 部 分 讲 解 与 翻 译 技 术 相 关 的

内容。
综上所述，在 行 业 中 使 用 了 多 种 多 样 的 翻 译 技

术，在当前的翻译技术教学中（尤其是 ＭＴＩ教学中）
应该涉及这些内容，但是事与愿违，翻译技术课程本

身出现了问 题，这 是 因 为 开 设 课 程 不 当 所 致。这 些

问题反映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即高校翻译教育和翻

译行业中的技术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企业

人才需求和高校人才输出严重脱节，这种状况很难

满足我国语言服务行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合格

的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这是翻译教育者不得不反

思的问题。面 对 诸 多 问 题，我 们 该 采 取 什 么 样 的 举

措呢？

４．系统论指导下的翻译技术课程建设对策

系统论认为 在 一 个 系 统 中，系 统 各 个 要 素 之 间

相互区别、相互排斥、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由此产生

了系统的基 本 原 则。本 文 重 点 从 系 统 的 目 的 性、整

体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理论视角对翻译技术课程

建设进行综合讨论。
４．１　翻译技术课程的目的性原则

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由其要素按一定的目

的组成的。系 统 在 与 环 境 的 相 互 作 用 中，在 一 定 范

围内，其发展变化表现出坚持趋向某种预先确定的

状态（邝孔武、王晓敏２０１２：６）。系统总是通过不断

调整自己的行为而达到目标，内部各子系统是为了

完成大系统的既定目标而协同工作的。系统的目的

性原则要求我们理清翻译教育的目的，并根据市场

需求调整翻译教育的定位。
在现代语言服务行业中存在多种与翻译相关的

岗位，不同岗位的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或

素养，而语言服务人才的技术能力呈现多元化的发

展态势。这就 要 求 我 们 必 须 转 变 翻 译 教 育 理 念，重

新审视当前翻译教育中的问题，从原来培养单一翻

译技术能力人才转变为培养满足行业需求的具有综

合翻译技术 能 力 的 多 元 化 人 才。对 此，相 关 翻 译 院

校应以市场对不同类型的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为导

向，在 课 程 内 容 的 建 设 方 面，及 时 调 整 课 程 内 容 设

置，增加翻译技术课程的比重，加强学生的技术能力

培养，提 升 学 生 差 异 化 的 竞 争 力；在 课 程 目 标 设 置

上，不仅要注重职业翻译人才的培养，也要突出其他

类型的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比如项目管理、本地化

等专业人才的培养。

·５５·系统论视域下的翻译技术课程建设



４．２　翻译技术课程的整体性原则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在系统

的运行过程中，各个要素既独立发挥作用，又互相协

作发挥整体作用。系统整体性的观点要求我们把事

物视为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协调统一的有

机体，把它同周围环境千丝万缕的联系视为一个完

整的系统，在进行问题研究时要从整体出发，从宏观

全局考虑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系统的本质，才能

全面评估整体关系所起到的可维系事物和谐的巨大

作用。
翻译作为一种流程式服务活动涉及诸多方面的

因素，如译员与审校管理、技术资源管理、质量管理、
翻译项目管 理、客 户 管 理 等（管 新 潮、熊 秋 平２０１２：
９７）。在真实的语言服务商业翻译环境中，一个完整

的翻译业务流程不只局限在文字翻译上，根据项目

类型的不同，可能还包括十多个甚至数十个处理环

节，每个环节都可能有翻译技术的深度参与，都可能

涉及机器翻译技术、翻译记忆匹配技术、翻译文档解

析技术、翻译格 式 转 换 技 术、翻 译 质 量 控 制 技 术、术

语管理技术和翻译版面处理技术等等。这些技术在

翻译过程中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为完成翻译任务发

挥一定的作用。
目前，多数高校只开设一门翻译技术课程，远远

无法满足上述语言服务实践的需求。借鉴国内外的

课程经验，综合语言服务的需求，笔者建议将翻译专

业的翻译技术课程扩展为翻译技术课程群，可以考

虑开设计算机基础、现代信息检索、现代翻译技术与

实践、术语管理 技 术、机 器 翻 译 原 理 与 实 践、技 术 文

档写作、国际化与本地化技术、多媒体翻译和本地化

桌面排版等相关课程，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体

系。同时，翻译 专 业 相 关 课 程 的 授 课 教 师 要 统 一 思

想，对翻译技术的重要作用达成共识，将翻译技术课

程与其他翻译实践类课程紧密结合起来，否则，会出

现翻译技术课程教师全心全意提高翻译技术能力，
而翻译技能课的教师对翻译技术视而不见的现象。
例如，在“高级汉英互译实践”课程中，可以适当要求

学生借助翻译辅助工具进行翻译练习，强化信息技

术环境下翻译技术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让多种翻

译实践课程交互发挥作用，让学生将翻译技术课程

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多门课程的实践之中，帮

助他们提前熟悉语言服务企业中翻译技术的应用环

境，最终真正提升学生的翻译技术能力。
４．３　翻译技术课程的层次性原则

冯·贝塔朗 菲（１９８７：２５）认 为 层 次 性 是 一 般 系

统论的基本概念。层次性是指任何系统内部的各要

素都是按照一定的联系方式和作用方式进行排列的

组合。层次性 观 点 要 求 我 们 在 研 究 系 统 的 时 候，注

意整体与层次、层次与层次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注

意系统要 素 之 间 信 息 和 反 馈 的 联 系 方 式 和 作 用 机

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维视角进行考察。
翻译实践中的技术从字符转换到翻译工程处理

再到项目运作等，是一个难度由浅入深的技术体系。
在翻译技术能力层面，至少要涵盖计算机基础技能、
信息检索技能、术语技能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应

用技能等。在 翻 译 教 育 层 面，与 之 相 对 应 的 翻 译 技

术课程，在课程内部的知识之间，应该具备层次分明

的特点，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应具备从简单到复杂的

层级梯度分明的特点，确保不同层级的课程提升学

生不同 层 次 的 技 术 能 力。例 如，在 一 个 课 程 内 部，
ＣＡＴ工具模块 的 应 用 应 该 遵 循 从 基 础 到 高 级 功 能

的顺序；在一 个 课 程 体 系 中，先 讲 解 行 业 技 术 概 况，
然后是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应用，其次才是本地化

技术相关的 课 程。按 照 时 间 顺 序，低 年 级 开 设 翻 译

技术基础课程（如翻译与信息检索、计算机辅助翻译

应用等）以提升学生的初级翻译技术能力，高年级可

开设相对高级的课程（如国际化与本地化技术、本地

化工程技术实践等）。
４．４　翻译技术课程的开放性原则

系统的开放性是指系统不断与外围环境进行物

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种作用机制影响着系统的

结构、功能和发展，这是系统稳定存在和发展演变的

基础所在。冯·贝 特 朗 菲（１９８７：３６）指 出：“每 一 个

生命有机体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系统，在与外部环境

不断地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过程中，通过其组成

部分的不断的构成与破坏而维持自己，它永远不会

处于化学与热力学的平衡状态，而是维持在与平衡

状态不同的所谓的稳态上。”系统的开放性要求我们

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看待事物，善于在动态中

调控系统运动的过程，充分发挥系统的整体效益。
国际知名语言服务调查机构———卡门森斯顾问

公司（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简 称ＣＳＡ）发 布 的

《２０１４年语言服务市场报告》（ＤｅＰａｌ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中的数据显示，传统笔译和口译服务占据近四年来

的主要业务，但是，近年来一些与本地化服务有关的

业务领域，如网 站 国 际 化、多 媒 体 本 地 化、软 件 本 地

化、国际化服务、创 译、国 际 化 测 试 和 机 器 翻 译 译 后

编辑等保持 了 相 对 稳 定 的 增 长。从 长 远 来 看，语 言

服务市场上将会持续出现新的业务，并催生出新的

翻译技术，翻 译 技 术 体 系 也 在 动 态 中 不 断 发 展。所

以，翻译技术课程内容不应该一成不变，而应根据市

场的反馈及 时 调 整 和 更 新。比 如，要 根 据 市 场 的 需

要，开设诸如“多 媒 体 本 地 化”、“手 机 应 用 本 地 化”、
“跨境电商翻 译”等 高 校 中 急 缺 的 翻 译 技 术 课 程，让

课程规划与时俱进。
此外，在互联网＋ 时代，翻 译 技 术 课 程 的 建 设 是

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发展需要与现代信息技术紧

·６５· 当代外语研究



密配合。在新 时 代 背 景 下，推 进 翻 译 技 术 课 程 的 信

息化建 设 势 在 必 行。多 数 翻 译 技 术 源 自 于 信 息 技

术，与现代教育技术有着天然的联系，翻译技术课程

内容完全可以与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充分整合。通

过 翻 译 技 术 课 程 与 ＣＭ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平台、ＭＯＯＣ平 台 以 及 移 动 学 习 终 端 的 无

缝整合，创建虚拟化翻译技术教学环境，可实现泛在

网络（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环境下的泛在翻译技术

学习，大幅度提高翻译技术课程资源的可访问性、可

交互性、可持续性以及可维护性，从而提升翻译技术

教学的效率，促进翻译技术教育的发展。
当然，翻译技术教学的研究不限于课程建设，还

涉及翻译教育体制改革、师资建设、教学资源建设等

多方面的问 题。限 于 本 文 篇 幅，笔 者 将 会 另 外 专 门

撰文讨论。

５．结语

翻译领域正 在 发 生 巨 大 的 技 术 变 革，百 度 机 器

翻译技术目前现已支持２７种语言，７０２个翻译方向，
在全球拥有超过五亿的用户，每天响应着近亿次翻

译请求；谷歌研 发 的 机 器 翻 译 可 以 实 现１００多 种 语

言之间的互译，每天的用户量超过两亿人，接受十亿

次翻译指令，每天翻译的文字相当于１００万册图书，
超过全球专业翻译一年的工作量；微软利用人工智

能和深 度 神 经 网 络（Ｄｅｅ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技 术，
可实现机器“同 声 传 译”；谷 歌 正 在 尝 试 在 谷 歌 翻 译

中加 入 “深 度 学 习”功 能，让 机 器 翻 译 变 得 像

ＡｌｐｈａＧｏ一样聪 明。类 似 的 技 术 变 革 接 连 不 断，将

极大提 升 翻 译 行 业 的 生 产 力。正 如 Ｃｈａｎ　Ｓｉｎ－ｗａｉ
（２０１５：１）在 其 专 著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中 的 前 言 中 所 述：“翻 译 技

术早已成为翻译实践的规范、翻译研究的重要部分、
翻译教学的新范式、翻译行业的主流趋势。”

在“一带一 路”国 家 发 展 战 略 大 背 景 下，我 们 应

将翻译人才的技术能力培养和课程建设放在宏观的

语言服务系统环境之中，以语言服务行业职业翻译

人才为基本培养定位，根据市场现实需求和学生职

业能力发展设计课程体系，努力缩小产学研之间的

差距，将语言服务企业资源高效整合到培养过程之

中，将现代化教育技术与翻译技术课程进行多层次

整合，将科研和教学培养进行深层次整合，多方协作

共同培养具备综合技术能力的语言服务人才。这对

于加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促进语言服务生态系统

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附注
① ｗｗｗ．ｐｒｏｚ．ｃｏｍ网站是 世 界 领 先 的 翻 译 工 作 交 流 平 台 之

一，拥有全球超过３０万 活 跃 的 职 业 译 者 用 户 和 翻 译 公 司

用户。
② 笔者直接 参 与 了 中 国 翻 译 协 会ＬＳＣＡＴ项 目 培 训 实 施，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之间，共调查了全国各地３２所

开设翻译专业的高校的翻译技术课程大纲情况，并对多数

授课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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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荣．２００６．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导论［Ｍ］．上 海：复 旦 大 学

出版社．
冯·贝塔朗菲．１９８７．一般系统论（林康义等译）［Ｍ］．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傅敬民、谢莎．２０１５．翻译技术的发展与翻译教学［Ｊ］．外语

电化教学（６）：３７－４１．
管新潮、熊秋平．２０１２．翻译管理流程的界定与优化［Ｊ］．工

业工程与管理（２）：９７－１０１．
柯平、鲍 川 运．２００２．世 界 各 地 高 校 的 口 笔 译 专 业 与 翻 译 研

究机构［Ｊ］．中国翻译 （６）：５９－６６．
邝孔武、王晓敏．２００２．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第２版）［Ｍ］．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吕立松、穆雷．２００７．计 算 机 辅 助 翻 译 技 术 与 翻 译 教 学［Ｊ］．

外语界（３）：３５－４３．
穆雷．１９９９．信息社会对翻译教学的影响［Ｊ］．上海翻译（４）：
４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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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华树．２０１３．语言服 务 行 业 技 术 视 野 下 的 ＭＴＩ技 术 课 程

体系构建［Ｊ］．中国翻译（６）：２３－２８．
徐彬．２００６．ＣＡＴ与翻译研究和教学［Ｊ］．上 海 翻 译（４）：５９－
６３．

徐彬．２０１４．翻译技术教学新思考［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６）：１０７－１１１．
于红、张 政．２０１３．项 目 化 教 学：理 论 与 实 践———ＭＴＩ的

ＣＡＴ课程建设探索［Ｊ］．中国翻译（３）：４４－４８．
俞敬 松、王 华 树．２０１０．计 算 机 辅 助 翻 译 硕 士 专 业 教 学 探 讨

［Ｊ］．中国翻译（３）：３８－４２．
张政、杨义宽．２０１２．ＭＴＩ　ＣＡＴ应用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Ｊ］．上海翻译（２）：４４－４７．
周兴华．２０１３．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方法与资源［Ｊ］．中国

翻译（４）：９１－９５．
（责任编辑　管新潮）

·７５·系统论视域下的翻译技术课程建设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ａｙ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ｂｙ　ＷＥＮＧ　Ｊｉｎｇｌｅ，ｐ．４０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　ａ　ｎ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ｓｏ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　ｆａｃｔ，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ｒｏｕｓ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ｉ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ｅｘｔ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　ＣＵＩ　Ｑｉｌｉａｎｇ　＆ ＬＥＩ
Ｘｕｅｆａ，ｐ．４６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ＨＴ）ａｒ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ｔｅｘｔ
ｕｓａｇ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ｅｘｔｓ，ａ　ｗｉｄ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ｔｅｘ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ｔｅｘｔ，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Ｔ，ＣＡＴ　ａｎｄ　ＨＴ，ｔｈｒｅ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ｘ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ｂｙ
ＷＡＮＧ　Ｈｕａｓｈｕ，ｐ．５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ｌａｇｇｅｄ　ｆａｒ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ｌｅ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ｉｔｙ，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ｓａｉ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ｇｆｅｌｌｏｗ’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ｂｙ　ＬＩＵ　Ｓｈｉｊｕｎ，ｐ．６４
Ｌｏｎｇｆｅｌｌｏｗ，ｂｏｒ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１９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ａ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ｉ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Ｂｏ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Ｄ．Ｓ．Ｍｉｒｓｋ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ｖｒｏｖ　ｄｅｎｉｅｄ　Ｌｏｎｇｆｅｌｌｏｗ’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ｒａ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Ｐｕ　Ｎｉｎｇ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Ｌｏｎｇｆｅｌｌｏｗ’ｓ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ｓｏ　ｈｅ　ｈａ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ｏ　Ｌｏｎｇｆｅｌｌｏｗ’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ａｌｅｎｔ，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ｆｅｌｌｏｗ’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ｆｅｗ　ｖｉｅｗｓ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ｂｙ　ＭＯＵ　Ｆａｎｇｈｕａ，ｐ．６９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ｏ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ｉｒｃｌ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ｉ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ｒ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ｒ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ｏｖｉｅ，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Ｒｅｖｅｎｇｅ，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Ｎａｔｈａ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ｒ’ｓ“Ｆｒｅｅ　Ｆｒｕｉｔ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Ｗｉｄｏｗｓ”，ｂｙ　ＴＡＮＧ　Ｗｅｉｓｈｅｎｇ，ｐ．７６

“Ｆｒｅｅ　Ｆｒｕｉｔ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Ｗｉｄｏｗ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ｎ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ｉｍｍｙ　Ｇｅｚｅｒ，ｔｗｏ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ｉｎ　Ｈｏｌｏｃ　Ｇａｕｓ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ｅｎｄｌｅ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ｇｅ，Ｇｅｚｅｒ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Ｎａｔｈａ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ｒ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ｓ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ｅｗｉｓｈ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ｙ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ｔｒａｕｍａ，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ｅｓ，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ｉｎｓ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Ｉｓｒｅ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ｂａｓ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ｈａ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ｒ．

·４９· 当代外语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