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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对当今翻译技术的现状进行概述 , 而后探讨当前国内高校翻译人才的教学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本文认为:国内高校翻译专业应该重视对技术翻译人才的培养 , 将包括翻译技术在内的信息技

术纳入技术翻译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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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 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 and stresses tha t Chi-

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devo te mo re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technical translators , and should

routinely integr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 y , translation technolo gy in particular , into the curricula of technical

translator training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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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是信息时代 ,其显著特点是信息量
俱增 。翻译是信息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今
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使得全

球范围内对翻译的需求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 ,
新技术对翻译方式 、文本类型和内容等产生了
重要影响。例如 ,翻译过程的电子化和文本类
型的多样化 ,尤其是文本的电子化。计算机和
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使得软件本地化成为当今翻

译市场的一支生力军 。传统的翻译模式已经变
得难以适应信息社会的需求。近几十年来 ,人
们对翻译技术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新技术
为广大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柯平等 ,2002),国际上
不少大学除了从事包括机器翻译在内的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的研究外 ,还在翻译课程中对翻译
技术和翻译工具的使用予以重视 。然而 ,国内
有关的高等教育机构对新技术的教学却未能予

以足够的重视 ,所开设的翻译课程几乎没有涉
及翻译技术(穆雷 ,1999)。这种状况无疑不利
于我国专业翻译人才尤其是技术翻译人才的培

养。因此 ,我们应该了解和研究翻译技术的发
展现状 ,借鉴发达国家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模
式和翻译课程设置 , 改进和提高我国技术翻译

的教学水平 。
本文首先对当今翻译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

概述 ,而后探讨国内高校翻译人才培养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 ,指出:为使我国技术翻译教学适应
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 ,国内相关高校
翻译教学机构应重视对技术翻译人才的培养 ,
将包括翻译技术在内的信息技术纳入技术翻译

的课程中。
1　翻译技术概述

什么是翻译技术? 翻译技术指的是翻译行
业所使用的信息技术和电子翻译工具 ,具体包
括机器翻译 、翻译记忆 、术语管理 、软件本地化
工具 ,以及在线词典 、术语库和语料库等。翻译
技术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近几十年来电脑和网络

技术的长足进步 。翻译技术主要包括:
1.1机器翻译

人们对机器翻译的研究已经走过了 50多

年的曲折历程。尽管今天人们还时常将机器翻
译系统对一些文本的翻译当作笑柄 ,但是机器
翻译在技术翻译的某些专业领域的成功应用和

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认和低估的 。目前机
器翻译的主要用途是:(1)大型公司或机构对某
些专业领域技术性文本的翻译;(2)帮助用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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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某些文本(如产品说明书)的大致内容;(3)作
为专业翻译人员对某些文本进行人工翻译前的

参考翻译或者翻译后的校对参考(袁亦宁 ,
2002)。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加拿大人们使用
机器翻译系统 Météo对天气预报进行英—法语
文本的翻译转换 。借助受控语言对原文进行限
制可大大提高一些专业领域技术性文本的机器

翻译效果(袁亦宁 ,2003)。实际上 ,机器翻译目
前正在被一些国外的大型公司和国际组织当作

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在使用。这些公司和组织
包括 Caterpillar 、CompuServe和欧洲委员会等 。
其中 ,欧洲委员会使用机器翻译系统Syst ran每

年对数十万页的文献进行多语种的翻译 。当
然 ,要使目前机器翻译的文本质量达到出版水
平 ,通常需要人工进行后期的校译。机器翻译
完全取代人工翻译也许永远是人类一个梦想 。
当前务实的解决方案是机器翻译和机助翻译二

者的集合和互补 。
1.2 翻译记忆系统

翻译记忆是当今在技术和商务翻译范围使

用得比较广泛的电子翻译工具之一 ,在欧美等
发达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对于重复率较高的文
本 ,翻译记忆可以帮助翻译人员节省大量的时
间 ,免去无谓的重复劳动 ,同时还可以改进和提
高翻译质量。翻译记忆库指的是计算机构建的
原文和译文的语句等值数据库 。在翻译人员使
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从事翻译工作时 ,计算
机便将翻译人员翻译的语句在后台的语言数据
库中储存起来。在翻译过程中 , 每当有相同或
相近的原文语句重复出现时 ,计算机会自动显
示翻译记忆库中与之匹配的语句译文 ,供用户
使用。大多数翻译记忆软件都支持模糊匹配 ,
用户可以设定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最低匹配质

(如 50%或 70%)。利用模糊匹配 ,即使翻译记
忆库中没有完全相同(即 100%匹配质)的句
子 ,翻译人员仍然可以得到一个模糊匹配的句
子 ,只需对其中不同的部分加以翻译或者修改
即可 。翻译记忆库在后台不断更新和自动存储
用户提供的新译文。随着翻译记忆库的不断充
实 ,后来的翻译效率将变得越来越高。此外 ,大
多数翻译记忆产品具有网络共享功能 ,这使得
多人合作从事某一翻译项目时可以通过局域网
实时共享同一个翻译记忆库。需要指出的是 ,
翻译记忆并不是一种万灵药 ,因为翻译记忆原
理决定了它的使用效率取决于原文的重复率

(袁亦宁 ,2002)。
1.3术语管理系统

对于技术翻译来说 ,术语的准确性和一致
性是确保翻译质量的关键要素之一。术语管理
的工作原理是由计算机逐一扫描原文的术语单

词 ,并在计算机的专业词典库中进行核查。如
果词典库中含有相应的术语 ,计算机便自动为
翻译人员提供对应译文 。术语管理可以确保译
文中术语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同时也能提高翻
译人员的工作效率。术语管理的使用效率主要
取决于专业术语库的质量和规模 。
1.4软件本地化工具

近几年来 ,软件本地化已经逐步成为当今
翻译市场的生力军。随着电脑进入社会生活的
各个层面 ,市场对软件翻译的需求与日俱增 。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字翻译 ,软件本地化的内
容还包括用户手册 、菜单 、对话框 、图形和联机
帮助等的翻译 ,以及重新调整菜单和对话框中
图形或者文本标签 、使软件适应某种语言的特
有字符 、界面设计等工作。软件本地化工具使
翻译人员能从一个电脑程序中抽取文本字符串

(tex t strings)来进行翻译 ,而后再将翻译好的
文本字符串重新整合到相关的软件中 ,使之成
为另一种语言的电脑程序版本。需要本地化的
软件一般具有经常或定期更新内容的特点 ,另
外软件本地化工作通常是和源语文本的开发同

步进行的 ,这使得集成了翻译记忆功能的软件
不仅可以在软件本地化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
而且变得必不可少。

近年来 ,有些厂商已经成功地在自己的电
子翻译工具产品中集成了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

等诸多功能 ,使得翻译过程成为机器翻译和计
算机辅助人工翻译的互动和互补 。这种被称为
“翻译工作站”(translator w orkstat ion)翻译工具
除了提供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功能以外 ,还可
提供在线词典的检索 、术语管理 、术语抽取 、文
件格式的分解与合成 、匹配建库 、翻译项目管理
等一系列辅助翻译的功能。
2　翻译技术与我国技术翻译人才的培养

据相关文献(穆雷 ,1999),我们对在国内高
校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的部分教师访谈 ,以及
我们最近通过因特网搜索的方式所了解的信息
表明: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培养翻译专业人才
的目标定位主要是培养高校教师 、文学翻译和
口译人员 ,其培养模式基本上是沿袭传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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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方法 。尽管当今
的社会和市场对技术翻译人才的需求量相当

大 ,国内的高校对技术翻译人才却没有予以足
够的重视。此外 ,国内高校开设的翻译专业对
翻译技术的教学重视不够 ,所开设的翻译课程
几乎不涉及语言工程和翻译技术的内容 ,部分
高校开设的翻译专业课程中仅仅包含计算机文

字处理和因特网信息搜索的一般介绍而已。这
种现状无疑不利于我国的翻译人才 ,尤其是技
术翻译人才的培养。

形成对照的是 ,国外和港台的部分高校 ,翻
译专业却相当重视对翻译技术的教学和研究 ,
他们开设涉及翻译技术的内容的翻译课程有:
计算机与翻译 、信息检索与管理 、机助翻译(翻
译记忆 、机助术语学 、翻译电子工具的使用)、机
器翻译 、受控语言 、多语言文本处理 、软件本地
化 、翻译项目管理等(柯平等 , 2002:4/5/6)。

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 ,新技术(如术语管
理 ,翻译记忆和机器翻译等)在翻译过程中的应
用正变得越来越普及 。术语管理和翻译记忆系
统无论是对自由译者还是在职译者来说都越来

越重要 ,甚至是必不可少 。一项对欧洲的翻译
市场(包括雇佣在职技术翻译人员的大型公司 ,
翻译公司和自由译者)进行的调查报告对我们
搞好国内的技术翻译教学和课程设置应该有所

启发(Reuther , 1999)。该调查报告的结论部
分写到(Reuther , 1999:39):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 ,翻译人员的工作状
况已经或者将要改变 。

＊翻译人员的工作不仅仅是翻译 。
＊信息技术的训练对翻译人员是必不可

少的 。
＊翻译人员认为他们在学校所学到的东

西不足以胜任实际工作。
＊翻译人员现有的有关语言工程/信息技

术的知识主要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在自由
翻译者群体中 ,有两种极端情况:一部分人遵循
“尽可能少的信息技术”原则 ,而另一部分人实
际上能够使用各种新技术 。后者的经济收入更
高。

＊绝大部分的翻译文本是“特殊用途的语
言的文本(Language fo r Specific Purposes tex ts ,
诸如技术文件 、法律文本和商务文本)” ;因而技
术翻译和术语学应该成为翻译课程的一部分 。

＊翻译市场缺少合格的信息技术人才 。

大型跨国公司更需要和乐意雇佣掌握了先进翻

译技术的翻译人才。总而言之 ,掌握语言工程/
信息技术的翻译人员的职业前景更好 。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技术翻译的重要性 ,因
为世界上翻译总量的 90%以上是技术翻译和
商务翻译(Kingsco tt , 2002:247)。有关德国翻
译市场的调查表明(Reuther , 1999:34):德国
的翻译人员主要从事技术文献的翻译 ,这种翻
译工作占整个翻译业务的 90%。换言之 ,在人
们从事的所有翻译工作中 ,90%以上的翻译内
容并非文学翻译 ,而且是不署名出版的 。尽管
目前没有关于我国从事技术翻译人员状况的统

计数据 ,我国从事技术翻译工作的翻译人员占
翻译工作者的绝大多数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技
术翻译人才的培养有别于文学翻译和口译人才

的培养。我们认为 ,我国高校的翻译专业培养
人才的目标定位应当以培养技术翻译人才为

主 ,以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新技术在技术翻译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应当引起重视。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渗透到技术
翻译工作的方方面面。技术翻译人员不仅要能
处理语言 、文化和专业技术方面的问题 ,还要能
熟练地使用先进的翻译技术来更快 、更好地完
成任务 。

对当今的译者(包括从事文学类翻译的人
员在内)来说 ,使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和利用因
特网进行交流和文件传输已是最起码的要求 。
越来越多的翻译工作者利用因特网查询信息 ,
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面对信息时
代的知识爆炸 ,水平再高的译者都会觉得自己
的专业知识有限 ,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更新知识 。
传统方式的资料检索手段已经变得难以适应信

息化时代的节奏 。广大技术翻译工作者再也不
能以传统作坊的工作方式来从事翻译 ,像古人
那样为了推敲如何翻译一个词或术语而“旬月
踌躇”了 。除了使用传统的纸质工具书 ,技术翻
译工作者应该学会熟练地使用各种常用的文字

处理软件 、电子工具书 ,利用因特网上丰富的在
线术语库 、语料库 、语言词典 、百科全书等查询
信息 ,帮助解决翻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翻译技术还有助于提高技术文本翻译的效

率和质量。翻译记忆和联机术语管理可以帮助
翻译人员确保译文在术语 、短语等层面的一致
性 。在多人合作从事某一翻译项目时 ,翻译人
员可以利用翻译记忆的网络共享功能 ,通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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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网实时共享同一个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来提

高工作效率和确保翻译的质量 。
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使得软件和网

站的本地化成为当今翻译市场的重要部分。在
过去的十几年中 ,软件本地化对世界翻译市场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软件
本地化已经给翻译产业带来了一场革命 ,其相
关的翻译数量之大 ,几乎已经占到全世界翻译
业务总量的一半以上 。目前从事软件本地化的
跨国翻译公司有 Berlitz , Lionbridge , SDL 和

S tar等 。这些公司主要承接大型本地化项目 ,
年营业额都在五千万美元以上(Kingscot t ,
2002:252)。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字翻译 ,软
件本地化还包括语言项目管理 、软件工程和测
试等。软件本地化工作要求翻译人员(准确地
说是“本地化人员”)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技
术翻译水平 ,而且对相关的信息技术非常熟悉 。

在新世纪 ,我们培养的技术翻译人才除了
要学习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知识 ,还应该掌
握新的翻译技术 ,熟悉与翻译相关的电子工具
和办公软件的使用 ,了解有关术语管理 、翻译流
程 、质量控制体系等方面的知识。熟悉和掌握
新技术的翻译人员将在未来翻译市场的竞争中

处于有利地位。
我们对技术翻译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应该面

向新技术的发展 ,面向市场。换言之 ,我们的技
术翻译教育应该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帮助他
们在校学习时为将来要从事的工作做好准备 ,
走出校门后能够较快地适应现代市场特别是本
地化产业对技术翻译人才的需求 ,而不是让学
生毕业后依靠在公司接受培训或者通过在工作

之余自学的方式来学习相关的新技术。
3　结　语

综上所述 ,现代信息技术已经逐步渗透到
技术翻译人员工作的各个方面 。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对翻译方式和内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我国的技术翻译研究和教学应该跟上信息化时

代的步伐。包括翻译技术在内的信息技术对未
来的技术翻译人员非常重要 。国内的高校应该
重视对技术翻译人才的培养 ,高校翻译专业应
该加强对新技术在翻译中应用的研究和教学 ,
及早将包括翻译技术在内的信息技术融入到技

术翻译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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