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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s have to deal with various kinds of speeches delivered at a fast rate, 
which is a big challenge to them. In order to convey the message of speaker to the audience, si-
multaneous interpreters may need to compress the language based on cumulative dynamic (se-
mantic) analysis, CDA. Therefore, a compression strategy can be adopted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at the intention of the speaker is conveyed, which in turn, maintains the quality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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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声传译中，译员常常要面对语速快、信息密度高的各类演讲，对译员的处理能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同声传译的目标识将讲话人的信息完整、准确地传达给听众。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理解的是译员

的理解过程是一种累积动态分析。基于此可以采取相应地同声传译的压缩策略，以保证讲话人要表达的

目的能够得到有效地传达，保证同声传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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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同声传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或情感，以与说话人几乎同步的速度，用口头形

式重新表述出来的一种翻译实践[1] [2]。或者说同声传译是指译者用一种语言(译入语)把另外一种语言(源
语)所表达的内容，以与源语发言人几乎相同的速度，用口头形式准确表达出来的一种口译方式[3]。可以

发现，不同的学者给出的同声传译的定义中有相似之处，即译员翻译的速度要与讲话人几乎同步。 
这对于同传译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前与讲话人沟通，但是讲话

人的语速是译员无法控制的要素。语速的增加往往是单位时间内增加信息表达的需要。随着现代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闻中的播音员播报的速度非常之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在

一定时间内对于信息密度需求也比较大。从会议上来看，由于会议主办方节约开支等因素，导致给每个

讲话人所分配的时间极为有限，但是讲话内容往往不能成比例的压缩，因此导致讲话人在会议发言时语

速较快。根据学者的研究，人类的语言可以达到每分钟 200 到 300 词，甚至达到每分钟 500 词仍然是可

以被理解的[4]。在同声传译中，比较理想的讲话人语速，或者说“舒适”(comfortable)的语速是 100~120
词每分钟[5]。而实际情况下，许多时候是讲话人的语速会比这个速度快，甚至要快许多。如“背诵式”

发言达到 170~180 词每分钟[6]。Setton 认为对于“背诵式”的讲话，速度上限应在 100 词每分钟，即兴

演讲的速度上限在 150~200 词每分钟[7]。由此可见，同传译员要理解讲话人的意思并跟上他的速度，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信息的表达上，有时速度快并非是有效的表达。如有些语速较快而单个句子的语速不完整的发言

中，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或许两句或者三句话传递一个完整的意思，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压缩处理这些句

子变成一个句子。而这里指的压缩并非是省略语义，而是不影响交流功能和意思完整的情况之下适当缩

短译入语的长度。因为提到同传的质量，完整性和忠实性在口译之中是非常重要的[8]。而 Chernov 所提

出的累计动态分析(Cumulative dynamic(semantic) analysis, CDA)为同声传译压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供

了理论依据，是一种开创性的理论[9]。 

2. 累积动态分析 

Chernov 认为，口译员并不是整体接收语篇(discourse)，而是一个话语一个话语的(utterance by utter-
ance)。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由于同声传译工作的本质特点，需要译员的翻译几乎与讲话人同步。因此，

译员没有办法在完全掌握了整体语篇之后再开始翻译，必须在语篇与整体的意义仍然不够完整的时候就

开始进行翻译。因此，译员对于语篇语义结构的感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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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新的语义成分连续地加到已经接收的语义成分之上：每次预测中，述位加到主位之上，出现了

新的意义单位时，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2) 通过有意识地和潜意识地将表面语义结构约减为深层次的和更为基本的成分来“弥合意义的鸿

沟”； 
3) 随着出现新的语义成分出现，将语篇意义结构中更大范围内可能的关系连续预测； 
4) 基于译员的经验和背景知识，将语篇语义结构和情境语境的关系进行潜意识的推理； 
5) 根据越来越清楚的和展开的整体语篇的假设的语义结构逐渐构成[9]。 
这就是累积动态分析的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累积动态分析是根据语篇的前面部分进行推断，同时逐步建立整个语篇的语义结构。 
Chernov 认为，源语(SL)的累积动态分析产生译入语内部形成机制，并且同传译员头脑中所构造出的

源语语义结构与译入语(TL)的关联可能具有个体特点，因此对于译入语形成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机制。 
如主位语义成分为 TH，SL TH(m)就是源语最初的主位成分。由于累积动态分析得出的随后的主位

成分是 SL TH(m + n)，我们认为 m + n 是比 m 更复杂的结构，那么从源语的语义结构到译入语的形成的

内部机制就得到了以下几个公式中的一个： 
(i) SL TH(m + n)→TL TH(m + n)这里源语和译入语的语义结构是完全对等的； 
(ii) SL TH(m + n)→TL THm 这里使用了概括的手段，由于重复了先前被前景化(foregrounded)的语义

结构，而没有增加新的成分；或者 
(iii) SL TH(m + n)→TL THn 丢失了先前前景化的成分；或者 
(iv) SL TH(m + n)→TL THk 在这里有部分语义成分在结构中的重组，即合成，这里 k 可能等于或者

不等于(m + n)，但是一定是比(m + n)更简单的结构。 
这几个公式中并没有包含述位成分，因为述位的定义是新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成分，对于听众来

说是个转瞬即逝的元素，在公式中是(n)，一个已经被前景化的成分。 
公式(i)是结构上最谨慎的翻译，但是可能因为源语和译入语的结构不同而产生难度。公式(ii)出现了

源语意思翻译错误(但未必是整个语篇中语义结构的错误)，译入语中缺少了述位的成分。公式(iii)是语言

压缩(在译入语结构中减少了主位成分)。公式(iv)是能够预期的最长的可能范围，对于译入语来说，有可

能是进行了压缩，或者是意思的扭曲([9], pp. 104-105)。这几个公式实质上是同传译员面对各类讲话人不

同风格、不同难度和不同冗余度内容的处理策略，以达到最大程度上对原文的忠实。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理想的，也有较强的操作性的同传译文是公式(iii)SL TH(m + 

n)→TL THn 和(iv)SL TH(m+n)→TL THk。而这两个都设计到一定程度的语言上的压缩。 

3. 压缩的理论依据 

Zhinkin 提出，文本总是在意义上有空白的，这取决于交际各方共同理解的程度。比如，作者在将一

个公式转换成另一个公式的时候，通常会跳过一些转换的步骤，依靠读者自己去完成。在心理学上，这

样的文本压缩叫做减少立即操作(reduction of immediate operations) ([9] [10], p. 99)。 
关联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压缩的可能性。关联理论的认知模型是一个严格的模块化的模型，即外围

系统将语言信号解码，生成语义表征，也就是逻辑形式(logical form)；这些被三项亚任务发展成命题形式

(propositional form)：消歧、指称赋值和强化。命题形式在被立刻激活的基本常识语境中被进一步发展，

成为“假设模式”，这是置于语境之中的，首先是之前话语的语境，然后是扩展的语境(视觉的、常识的，

等等)，直到认知效果(即假设的改变)已经详尽地得到派生，或者直到预测出处理努力(processing effort)
太大，不值得花如此大的努力，于是放弃进一步探索。因此，“意思”并不是分为“说”了什么和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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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而是包含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显义和隐含意义，由此加强或削弱听众头脑中的假设([7] [11], p. 7)。 
也就是说，压缩的前提是听者和说者有着共同的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或者情景语境

(situational context)，这样尽管有些部分减少了或者省略掉了，却不会影响整体的理解。 
试分析以下情境：妻子在厨房做饭，做好后把菜放在盘子中端出来。丈夫知道妻子去做饭了，看到

那么快就做好了，问：“好了？”妻子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孩子刚放学回家，没有看到做饭的过程，

但是看到母亲把菜端上来了这个情境，根据父亲的语气重音，理解父亲问的“好了？”是这么快菜做好

了的意思。 
但是如果没有整个情境，谁能够理解这个“好了？”是“这么快菜做好了”？因此压缩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说必须保证听众有着和译员(或者说讲话人)相同的背景和/或情景语境，才能够保证压缩后语义没

有改变。也就是说令人满意的译文是“在新的语言中的重生”[12]。 
反过来思考一下，前面我们提到了讲话人的语速可能是很快的，也就是说如果追求面面俱到，反而

可能造成跟不上，被迫丢掉讲话者的部分意思。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压缩可以认为是更为忠实于

讲话人所讲的内容，满足了交流的需求。我们可以认为压缩正是为了保证一种更高层面的忠实，即忠实

于交流的目标。 
以上是从理论的层面阐述了在累积动态分析下压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下面将从操作的层面分析一

下同声传译的压缩。 

4. 同声传译压缩的方法 

Chernov 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压缩主要分为音节压缩、词汇压缩、句法压缩、语义压缩和/或
情境压缩([9], p. 113)。 

4.1. 音节压缩 

也就是说，为了使同声传译可以以比较从容的速度进行，在选择词语的时候，同传译员有意识地选

择相应的词汇，使得句子整体音节长度比源语短。同声传译研究学者认为，同传译员在翻译过程中要控

制如下几个方面： 
语域 + 语言 + 处理进入的语言 + 感知部分输出的语言(有一些需要自我监测)这就意味着同传译

员至少要一个额外的抑制的负担，也就是要部分抑制对于输出语言的感知，这就需要占用部分处理能力

(processing capacity) [13]。 
如果能够对音节进行压缩可以减少处理能力中对于输出语言感知进行抑制的负担，使得大脑有限的

资源可以更多分配给其他需要进行的任务。 
Chernov 进行了实际联合国同声传译文本的语料研究，发现源语是译文总是比原文的音节要少([9], p. 

114)。 
以下是几个音节压缩的例子： 
如“冰箱”这个词在英语中可以是 refrigeratory，或者是 fridge，很显然，在翻译的时候 fridge 是更

优选择。再比如“转型”这个词，在英语中常翻译成 transformation，如果是同传中，也可以翻译成 shift，
缩短音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特别是在英文的报刊标题中，使用更为简短的词语往往是一个常规。

当然有的时候音节较少的词可能在概念范围上会有小的差异，但是除非这个差异本身在会议上是很重要

的，或者是听众没有办法通过情境语境判断出讲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可以选择音节较短的词。 
如动词或连接词的选择上避繁就简。 
Reach agreement on→agre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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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use of→use 
Exhibit a tendency to→tend to 
Give consideration to→consider [14]. 
再如，“有必要……”可以翻译成“…is necessary”，“…is required”，或者“we need…”显然是

最后一个音节最短，因此在同声传译中是首选。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在同传中为了节约译员头脑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处理能力而采取的措施。如果是

在交替传译中，恐怕还是要尽可能考虑一下语域，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有可能选择前两种表达方式。

“如果语体和意义只能选择一个，那么语体就要牺牲掉。”([4], p. 41)。 

4.2. 词汇压缩 

词汇压缩的意思就是要用更少的词语表达相同的意思。 
如在英译汉的时候，省略代词、介词、连词、冠词等虚词不译。 
You cannot build a ship, a bridge or a house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make a design or how to read it.  
不会制图或者看不懂图纸，就不可能造船、架桥或盖房子([2], p. 207)。 
其原因就是中英文在语法上不同，英文中的代词、冠词、介词和连词在同传为中文时通常可以省略。

这不但不会引起听众理解障碍，反而会使译文更加地道、易懂[15]。 
再如， 
The average American changes his or her job nine or ten times during his or her working life. 
普通美国人一生中换九到十次工作。这里把两次出现的代词 his or her 省略掉了，但是却成了非常地

道的中文表达，意思也没有更换，进行了很好地词汇压缩。 

4.3. 句法压缩 

也就是译入语选择比源语更短的和更为简练的句子结构。“在口译讲话时，特别是语速快的讲话，

好的策略是‘随着翻译的进行简化句法’，将长而复杂的句子变成短句，注意整体的意思或者意义单元，

厘清句子之间的关系(为了你自己也为听众)，删除多余的和/或矛盾的连词，使用平行结构组织列举项目。” 
([4], p. 25)。 

如，这次论坛确定以“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大家对中国和亚洲发展前景的关

注，表达了大家对中国及亚洲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的关注。 
The theme of the forum, “China and the New Asian Century”, gives full expression to the widespread in-

terest in the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Asia as a whole, as well as in the impact of their develop-
ment on global economic growth ([2], p. 207). 

再如，2007 年两会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中一位记者提问： 
另外呢，有一些国家，嗯，另外呢，有一些国家的舆论批评中国在一些，嗯，以不干涉内政为由，

嗯，在国际社会关切的一些，在国际社会关切的一些国家侵犯人权和腐败问题上，不愿意施加更大的压力。 
译文：Some people criticize China because she takes the excuse of not interfering in other countries’ in-

ternal affairs and on those countries with such problem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 and corruption. She is reluc-
tant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those issues [16]. 

4.4. 语意压缩 

减少重复的语意组成成分，但是由于整个语篇形成的客观冗余，使得总体语意能够被听众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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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整体语意不变。有的时候以上三种压缩可以造成语意压缩。 
如，我们应该牢牢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妥善解决分歧、不断朝着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

共创未来的目标前进。 
We should take a firm hold of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settle our differences properly 

so as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develop cooperation an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2], p. 208). 
再如， 
There are more than 400 million displaced people worldwide--about half of them are children. Uprooted 

from their homes and either internally displaced within their own countries or forced to flee as refugees to other 
states. There people are caught in the difficult limbo between a turbulent past and an uncertain future.  

译文语义压缩为： 
4 亿多难民遍布世界各地，其中约一半是儿童。他们背井离乡，在国内流浪或国外避难，处境极其

艰难，未来不确定。 
比较笔译翻译的译文： 
有 4 亿多人流离失所，他们遍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约一半是儿童。这些人背井离乡，要么在国内到

处流浪，要么沦为难民逃亡他国避难。他们陷入得失进退两难的境地，过去是动荡不安，未来是凶吉难

卜[17]。 
以上几种压缩方式往往不是互相独立的，比如词汇压缩也往往伴随着音节压缩和语义压缩等。 

5. 结束语 

由于同传译员(或者说任何一个人)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应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满足语速快、

强度高的现场同声传译任务。任何策略的选择都要注意一个前提，即保证同传质量，保证讲话人所要传

递的信息、讲话人的目的能够准确、完整地传达给听众。所幸的是，同声传译中的交流过程并非像在纸

面上的线性交流，而是在一定的情境之中的，而且在实际的交流情境之中，人们的理解过程也是随着交

流的进行而更加深入，即使累积动态分析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同声传译员可以利用译员和听众

已有的现场情境的知识采取一定的同传压缩策略。基于以上理念的压缩非但不是偷懒、翻译大概，而是

为了获得更高层面的忠实，使得讲话人的信息能够得到很好地传达，达到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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