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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料库语言学、机器翻译及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发展催生语料库翻译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被很多学

者接受、学习并加以应用，多样化的实证研究、技术研发及理论阐释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

通过梳理语料库翻译学领域的译学研究语料库建设、翻译语言特征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等焦点话题，发

现该领域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以期能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全景式的概况，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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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rpus linguistics,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given rise to corpus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accepted, studied and applied 
by many scholars, diversified empirical studie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inter-
pretations have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By combing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us, translation language features and applied translation in the field of corpus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issu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ield, with a view to provid-
ing a panoramic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and a useful guide for relat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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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学者蒙娜·贝克(Mona Baker)在 1993 年发表的 Corpus Lin-
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 and Application (《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启示和应用》)
一文，她在文中提到利用大型的原文加译文的语料库，加上语料库研究方法的探讨，将使翻译研究者得

以揭示翻译文本作为沟通媒介的本质[1]。在当今翻译研究注重描写和实证的趋势下，语料库语言学和描

述性翻译研究的结合催生了语料库翻译学，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为翻译学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现在学

界已经形成共识：语料库是进行翻译研究一种不可或缺且可靠的手段。语料库翻译学以翻译本体为研究

对象，从大规模翻译文本或翻译语言整体入手，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模式，对翻译现象进

行描写和解释，探索翻译的本质[2]。 

2. 语料库翻译学的概念分析 

自 Mona Baker 提出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这一概念之后，王克非、胡开宝等学者先后对其

进行定义，使语料库翻译学这一概念逐步趋向完善。王克非是国内最先提出语料库翻译学概念的学者，

他认为“语料库翻译学在研究手法上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双语真实语料为对

象，对翻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的研究，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3]，指出语料库翻译学的理论基础、研

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将其定位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随着基于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推进，学界对语料库

翻译学的认识逐步深入。胡开宝认为语料库翻译学是以语料库为基础，以真实的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为

研究对象，以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为研究方法，依据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及翻译学理论，系统分析

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等内容的研究[4]。许明武、赵春龙认为胡的定义清晰阐述了语料库翻译

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注重从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及翻译学理论的视角观察、分析、描写翻译

本质、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现象，凸显了语料库翻译学跨学科的属性，同时说明语料库翻译学体系的构建

需要依托语料库技术和多种理论[5]。 

3. 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现状 

何春艳、罗慧芳对中国知网(CNKI) 1993~2020 年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得

出国内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领域：译学研究语料库建设、翻译语言特征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6]。以下将

对这三个焦点内容进行综述。 

3.1. 译学研究语料库建设 

翻译学语料库是进行翻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翻译语料库建设研究包括理据研究和实证研究：前者包

括语料库研制、技术工具研究和语料库介绍，为各类语料库的建设提供了理据支撑，代表性成果有王克

非论述了超大型双语平行语料库的设计与研制问题[7]；后者集中在语料库研制和技术工具应用，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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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开展特定领域研究研制了专门语料库，代表性成果有黄立波介绍了中国现当代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

的设计理念、设计原则、语料采集与加工，以及在此语料库基础上已进行的翻译文体考察[8]，汪定明和

李清源为推动《老子》英译和研究专门创建汉英翻译平行语料库[9]，邹瑶、郑伟涛和杨梅创建冬奥会冰

雪项目英汉平行语料库，解决 2022 年冬奥会各大赛事的语言服务与翻译问题，进而促进体育类语言服务

人才的培养[10]。 

3.2. 翻译语言特征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语言特征研究包括翻译普遍性研究和翻译文本特征研究。翻译普遍性，又称翻译共

性，即“译文中呈现的有别于源语文本的一些典型的、跨语言的、有一定普遍性的特征”[11]。翻译文本

特征，又称具体语言对翻译语言特征，指“由于具体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形成的语言特征”[4]。 
在翻译共性研究中，国内学者最关注显化研究和范化研究。学者多以词汇特征为切入点进行显化研究，

少量以句法特征为切入点，李红英、肖明慧、王永祥对汉英翻译中的连词显化现象予以研究。规范化研

究的切入点为词汇、句法、语篇等方面，关注点比较均衡。随着语料库技术的逐渐完善和语料库翻译学

研究领域的扩大，语言发展研究成为规范化研究的焦点，秦洪武和王克非基于自建的英汉双语历时复合

语料库，以词汇、词串和句段长度为切入点考察了现代汉语演化过程[12]。 
翻译文本特征研究均为实证研究，其中以研究词汇特征为主，切入点包括形符类符比、词汇频率、词

类分布，如石秀文和管新潮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分析了《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英译本的词语翻译特色[13]。
句法特征研究集中于高频词、平均句长、结构容量，近年来，语义韵、结构容量以及语篇研究引起学界

关注，夏云和秦洪武基于英汉翻译历时类比语料库，以“介词……方位词”考察了翻译语言和原创语言

的结构容量[14]，赵宇霞基于自建语料库，从词汇、句法、语篇层面对比傅雷、韩沪麟和郑克鲁三个《高

老头》的汉译本来分析傅雷的翻译风格[15]。 
综观上述翻译语言特征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具体语言对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这些研究有助于了

解翻译过程的本质、译者的风格和翻译规范等，也能够验证翻译共性假设的合理性。 

3.3. 语料库的应用翻译研究 

语料库的应用翻译研究包括翻译教学与译者培训、机器翻译和教材建设等。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

教学上，包括定性的功能介绍和定量的实证探索[16]。定性的功能介绍有秦洪武、王克非分析了对应语料

库、翻译教学和自主学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英对应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应用的原则和

方式[12]。罗选民，刘彬引入语料库教学特有的“数据驱动”机制，结合新教学大纲要求，采用英汉平行

语料库以及翻译软件自带语料库主题语料库等形式[17]。定量的实证探索后者多是基于语料库对翻译教学

的探索和尝试。王克非等探讨了双语对应语料库翻译教学平台的应用效果[12]，刘泽权、刘鼎甲尝试结合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与语料库方法进行翻译教学改革[18]。 
综观上述语料库翻译研究，国内学者专注于将语料库引入高校翻译教学，帮助确定作为翻译材料的具

体语篇或作品难易度，提取语境丰富、针对性强的翻译实例，跟进时代潮流进行教学改革，引导学生适

应专业变化。 

4. 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趋势 

国内语料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国外语料库研究相比，国内的语料库研究

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提升，下文主要结合上文提出的国内语料库焦点话题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目前国内翻译小型语料库建设屡见不鲜，大型语料库多为介绍性研究，而语料库是一个非常艰

巨的工程，涉及语料收集、语料来源的版权、语料库的代表性、均衡性、平行文本对齐、语料标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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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语料库创建与研究。未来语料库翻译学的深入发展还需要语言研究界学习基本人工智能以及相关机器

学习，借助相关软件开发者的合租，开发出更为先进高效的语料库研究工具软件，并应用于高校课程学

习，培养符合新时代大数据背景下的优秀译者。 
其次，目前国内语料库翻译语言特征研究研究成果过于关注共性的显化研究，忽视了翻译语言和翻译

活动的个性化研究，且基本从初级的语言学理论开展，语料库与翻译认知相结合的研究鲜少，因此，笔

者认为应该加强推动语料库和认知科学与翻译研究等的结合，在语言认知、机器翻译、人工智能、言语

障碍治疗等领域开展新颖的研究。 
最后，国内语料库的应用翻译研究集中在高校英语翻译教学，对此高校应保证资金支持，强化专任教

师的语料库信息技能，开展多元化的教学组织形式，深化产学研的合作，为学生创造充分的翻译职场环

境，以提升学生利用语料库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 

5. 结论 

语料库作为一种可信度较高的翻译数据研究手段和方法具有明显优势，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本文基于

国内相关文献，梳理了国内语料库翻译学领域译学研究语料库建设、翻译语言特征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

这三个焦点话题，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提出了未来语料库翻译研究界应该注重的趋势，相信随着语料库

技术的成熟使其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会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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