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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认清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发展情况，了解当下语料库翻译的进展走向，全文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

经综合分析发现，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面向平行语料库、翻译教学、译者风格、口译研究、《红楼梦》等

方面，存在重微观轻宏观的问题；而且语料库单一，语料库建设仍需加强；此外，相关研究缺乏与本土

理论的结合。国外相关研究则多关注于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即重视宏观层面的研究。作者建议今后应着
重加强语料库建设及研究，同时，要重视语料库相关理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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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us translation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corpus translation, the full text uses visual an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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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software. Afte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related domestic research is mainly 
oriented to parallel corpora, translation teaching, translator style, interpreting research, and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us there is a problem of focusing on the micro over the macro; and also 
the corpus is sing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pus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additi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lacks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theories. Related foreign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itself, that is, the research on the macro level.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corpu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us-related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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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语料库，能够做到同时对大量翻译语料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从而揭示翻译文本的内在特征。

而语料库翻译学主要是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有机结合的方法，通过实证研究对各类翻译现象的特征进行

综合考察。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从语料库入手进行研究，但鲜有研究关注对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进展的

总结。郑茜[1]、吴芳[2]、黄水清[3]、刘泽权[4]、何春燕[5]、刘国兵[6]、董瀚辰[7]、胡开宝[8]等基于

CiteSpace V 软件，分别对国内或国外语料库翻译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但其研究都有一个缺陷，那就

是其研究都把国内与国际独立开来进行研究，没有进行对比性分析。基于上述研究状况，文章尝试着借

助可视化分析软件对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进行对比考察。 

2. 语料来源与研究工具 

2.1. 语料来源 

本研究所用到的国内外语料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同时，为了保证研究语

料的质量与代表性，本研究的语料全部选自语料库翻译学领域知名的期刊，即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

价研究中心公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目录》中与翻译学科相关的 10 本期

刊，以及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创建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 & 
HCI)中的 10 本与翻译学科相关的学术期刊[9]。基于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把搜索项设置为

“期刊名称”，中文关键词设置为“语料库翻译”，英文关键词设置为 corpus translation，同时选定“期

刊”作为文献类型。然后，在以上基础上，再对论文标题、摘要以及论文关键词等信息对检索出的文献

进行人工筛选，将文献类型限定在语料库翻译方向。 

2.2. 研究工具 

本文所运用的研究工具是 CiteSpace V 软件[10] [11]。通过 CiteSpace V 软件，我们可以快速锁定自

己研究的主题及科学文献，找到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信息，弄清楚某一特定主题发展的最新进展和最

新趋势。它可以通过文献的统计数据分析，考察某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发展态势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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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口译研究最新进展 

3.1. 发文量 

根据上面的期刊名称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最终符合条件的学术期刊，国内期刊共选取 292 篇，国际

期刊共选取 225 篇。期刊名称与具体发表数量信息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Table 1. 1999~2021 CSSCI corpus translation journals published statistics on translation subject (descending) 
表 1. 1999~2021 翻译学科 CSSCI 期刊语料库翻译研究论文发表量统计(降序排列) 

期刊名称 发表数量 比例 

《上海翻译》 46 15.75% 

《外语电化教学》 42 14.38% 

《中国翻译》 37 12.67% 

《外语教学与研究》 31 10.62% 

《外语教学》 31 10.62% 

《中国外语》 28 9.59% 

《外国语》 28 9.59% 

《外语与外语教学》 24 8.22%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16 5.48% 

《现代外语》 9 3.08% 

总计 292 100% 

 
Table 2. 2007~2021 SSCI & A & HCI corpus translation journals published statistics on translation subject (descending) 
表 2. 2007~2021 翻译学科 SSCI 以及 A & HCI 期刊语料库翻译研究论文发表量统计(降序排列) 

期刊名 发表数量 比例 

Babel 50 22.22%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43 19.11% 

Target 41 18.22% 

Translator 22 9.78%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17 7.56%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 - 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17 7.56%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16 7.11% 

Journal of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10 4.44% 

Translation Studies 7 3.11% 

Interpreting 2 0.89% 

总计 225 100% 

 
从表 1 可以看出，语料库翻译研究论文多发表在上海翻译期刊上，其次是外语电化教学和中国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教学等，说明以上期刊非常受语料库翻译研究方向的学者欢迎，并且也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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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金量。此外，语料库翻译研究自 1999 年冯跃进在国内《外国语》期刊上发表论文以来，到目前为止

在其所在领域知名期刊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还相对较少，说明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事语料库翻译研究的科研人员应该多发散思维，专注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创新与

发展，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多样性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表 2 可以看出，语料库翻译研究论文多发表在 Babel 期刊上，其次是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arget、Translator 等，其中前三个期刊发文量占的比例远超其他期刊，说明国外学者对于语料库翻译研

究发文期刊的倾向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此外，语料库翻译研究在国外起步较晚，直到 2007 年才有学

者在国外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但是笔者检索到的国外高质量论文总量却与中文相关期刊的总量不相上

下，说明国外语料库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其发展态势相对国内则较猛，这一点有待于国内学者积极

借鉴学习。 

3.2. 关键词共现与突变 

关键词是全文浓缩后的精华部分，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很好地了解本研究领域内的发展情况。

本文结合上文筛选出的论文，对国内外语料库研究发文的关键词进行了分析，并绘制出其共现知识图

谱(见图 1 和图 2)。同时，本文也对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中出现频次大于 5 的高频关键词表进行了总

结(见表 3 和表 4)。 
从图 1 和表 3 可以看出，自语料库翻译研究产生以来，国内研究主要关注语料库、平行语料库、

翻译教学、译者风格、口译研究、《红楼梦》等方面，即重视微观层面的研究，缺乏对语料库翻译研

究大框架的把控。从图 2 和表 4 可以看出，国外语料库研究多关注于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即重视宏观

层面的研究。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国外对于语料库翻译研究的研究方向都有所偏颇，都主要

关注微观层面或者宏观层面的研究，未来研究应多注重微观与宏观结合。此外，基于入选数据库论文

的标题、摘要、关键词等信息，国内外研究都不能生成突变关键词词表(突变关键词词表是指在短时间

内新兴的研究方向，能够很好的反映某一学科在特定时期的创新性)，说明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自产

生以来发展都比较稳定，缺乏一定的创新性。 
 

 
Figure 1. 1999~2021 Keyword knowledge graph of domestic corpus translation research 
图 1. 1999~2021 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关键词主题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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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2007~2021 Keyword knowledge graph of foreign corpus translation research 
图 2. 2007~2021 国外语料库翻译研究关键词主题知识图谱 
 

Table 3. 1999~2021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table of domestic corpus translation research (descending) 
表 3. 1999~2021 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高频关键词表(降序排列) 

高频关键词表(1999~2021) 

关键词 次数>5 中心性 

语料库 93 0.51 

平行语料库 22 0.24 

翻译教学 16 0.11 

译者风格 12 0.05 

语料库翻译学 10 0.07 

口译语料库 8 0.05 

口译研究 8 0.09 

《红楼梦》 6 0.03 

 
Table 4. 2007~2021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table of foreign corpus translation research (descending) 
表 4. 2007~2021 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高频关键词表(降序排列) 

高频关键词表(2007~2021) 

关键词 次数>5 中心性 

translation 31 0.30 

English 24 0.28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19 0.20 

corpus 17 0.07 

explicitation 16 0.14 

corpora 1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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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language 8 0.03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8 0.04 

corpus linguistics 7 0.11 

3.3. 研究机构与作者 

为考察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的作者及机构分布情况，本文绘制了相关知识图谱(见图 3 和图 4) [4]。 
 

 
Figure 3. 1999~2021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knowledge graph of domestic corpus translation research 
图 3. 1999~2021 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机构与作者知识图谱 

 

 
Figure 4. 2007~2021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knowledge graph of foreign corpus translation research 
图 4. 2007~2021 国外语料库翻译研究机构与作者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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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图，图中作者的字号越大，说明其出现的频率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机构之间和作者之

间的联系，连线越密集，说明他们在同一篇文献中共现的频次越高，联系越紧密，由此也可以看出机构

之间及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从图 3 可以看出，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领域研究做的比较好的学者主要有王克非、胡开宝、秦洪武、

庞双子、李德超、黄立波、刘泽权、张威等，说明本领域出名的学者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对此方向感兴

趣的学生可以多参考以上老师的文章，有机会的学生也可以多向相关老师请教，向他们学习。研究机构主

要有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这两所机构在该领域发文较多、学术科研力量较强，说明对此方向感

兴趣的同学可以继续考取这两所学校深造。此外，可以看出，相较于图 4，图 3 各节点间联系不够紧密，

由此说明国内各学者、机构之间缺乏很强的合作意识，相关科研人员分布过于分散，不利于本学科的快速

发展，国内相关学者应多交流，共同提高本领域的科研力量，促进语料库翻译学整体水平的提升。 
从图 4 可以看出，国外该研究方向做的比较好的学者主要有 Gert de Sutter、Koen Plevoets、Bart 

Defrancq 等，研究机构主要有 Univ Ghent，Univ Autonomous 等。此外，不同于国内的分布情况，图 4 上

各节点联系紧密，说明国外大多数学者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也有很强的合作意识，这点值得国内学者

学习借鉴。但是图 4 展示出来的机构数量却不算多，说明国外该研究领域内学者及机构分布不均衡，仅

有个别学者及机构研究语料库翻译比较出色，不过结合上文检索到的国外高质量期刊数量来看，国外语

料库翻译研究虽然知名的学者数量相较于国内少，但是其出来的成果却并不比国内少，说明国外语料库

翻译学的研究者整体水平较高，这点值得国内研究者学习。 

4. 国内国际语料库翻译研究对比分析 

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与沉淀，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

但是由于语料库翻译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其发展肯定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下

文将对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做一个对比分析，以期认清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发展情况，了解当下语

料库翻译研究的进展走向，推动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从起步时间来看，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于 1999 年开始有学者关注其研究，而国外语料库研究

则在 2007 年才刚开始起步，国内语料库研究较国外起步较早，说明国内相关研究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其次，从发文量上看，虽然国内语料库研究较国外起步早，但是国内语料库相关研究发文总量却与国

外不相上下，说明国外语料库研究发展态势较猛，很可能会赶超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所以，国内研究应

注意自身的不足，丰富研究方法，加强创新本领，增强语料库建设，从而提高本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再次，从研究主题上看，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以及口译研究是语料库研究发展以来国内外语料库

翻译研究界共同关注的主题，同时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内容又有其独特性。国内更关注于从微观层面

开展研究，比如对某一作品进行研究，如《红楼梦》，而国外更倾向于宏观层面如对语言本身的研究，

说明国内国外对于语料库翻译研究的研究方向都有所偏颇，未来研究应多注重微观与宏观结合。而且由

此可见，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在跨学科和理论发展方面仍有不足，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应多借鉴国外理

论，同时注重挖掘本土理论，从而推进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 
再次，从作者与研究机构来看，国内知名学者相较于国外知名学者更分散，缺乏一定的合作意识，

这点有待加强，国内相关学者应多交流，共同提高本领域的科研力量，促进语料库翻译学整体水平的提

升。另外，国外该领域的知名学者相对国内较少，但其发文量却不比国内少，说明国外学者整体水平较

高，这点值得国内研究者学习。 
最后，国内国外的研究应该互相借鉴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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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对国内外语料库翻译研究起步以来的发文量、文章关键词、作者与机构

信息进行了对比考察，发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差异所在。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发展 20 年来，学者们从

不同的视角初步丰富了语料库翻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仍有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进步的空

间。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语料库的创建与研究，要重视语料库相关理论的建设。此外，与国际语料

库最近十多年的强劲发展势头相比，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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