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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本文回顾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教学的重要发展历程, 运用 Richards & Rodgers ( 2001)语言教学的

三层次模式( three- level model) ,将它略作修改, 用以检验目前在语料库翻译教学中使用的主要方法。本研究

发现:译员培训( translator t raining)和译员教育( tr anslator education)对语料库的运用有很大的区别, 前者对语

料库的使用已经相当成熟,而后者只是刚刚取得一些进展。导致这种差别的一个可能原因就是译员教育方面

缺乏专门为其设计的跨学科理论框架。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跨文化理论框架,并阐述该模型的架构原理。

在此框架内,语料库将在语言与翻译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技巧提高与掌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原理包

括: Kr amsch ( 2006, 2009)提出的外语教育中的-象征能力. ( symbolic competence)以及由 Tymoczko ( 2007)提

出的-整体文化翻译. ( holistic cultural translation)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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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教学(以下简称语料库翻

译教学)是应用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 涌现了大量相关的著作:有强调实

践,讲述如何在专门用途语言( LSP)课堂上运用

语料库 (如 Bowker & Pearson 2002) ; 有注重学

术, 考察如何将语料库用于各种教学活动 (如

Granger et al. 2003; Zanet t in et al. 2003; Gavioli

2005)。这些著作吸收了翻译研究中理论与描写

分支的长处,同时也吸收了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

如语料库语言学、信息与通讯技术、计算语言学、

机器(辅助) 翻译、LSP 研究、对比语言学、术语学

和词典学等领域。

语料库运用于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已有较长

的历史。它的运用促使这两门学科形成实证性、

跨学科性和多语性等特点。带着这种宏观思路,

我今天带诸位在语料库翻译教学这个领域中展开

一次发现之旅。语料库翻译教学是应用翻译研究

领域一个方兴未艾的子领域, 而应用翻译研究的

发展又大大得益于大量语言对比分析中得到的启

示。在展开发现之旅前,我们先在旅行箱中配备

三个主要术语的定义, 即语料库、翻译教学、和语

料库翻译教学。在我们的/旅途0中, 我们首先探

讨目前语料库翻译教学中运用的一些主要途径和

方法。我们的旅途终点就是一个针对翻译教学而

构建的跨文化理论框架。在此框架内, 语料库拥

有着巨大的潜能, 能将教学过程转化成不同语言

与文化之间实现知识、技能和相互理解的交流过

程,以应对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之需。我们本次

旅程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有助于当前在外语/二

语教学中对翻译前景的讨论( cf. Cook, 2010) ,亦

希望扩大并加强不同国家的语言和翻译教育工作

者之间的跨学科及跨文化对话。

二、主要术语定义

在现代语言学里,语料库是指依照明确的设

计标准而汇总在一起的电子文本集合。语料库的

设计标准决定了特定语料库类型的概貌。语料库

类型根据以下六组对比参数来划分: 1)抽样语料

库或监控语料库; 2)共时或历时语料库; 3)一般

(即参考)或专门语料库; 4)单语、双语或多语语料

库; 5)书面、口头、混合 (书面和口头)或多模态

语料库;以及 6)标注或非标注语料库。

翻译教学指的是教授口笔译员技巧的理论与

实践。这是一个总括性术语,包括以下两方面内

容: 1)译员培训:该名称常由那些采用市场导向和

职业培训方法来教授翻译的人士采用; 2)译员教

育:该名称常由那些在高等教育这一更广阔的社

会环境中从事翻译教学的人士采用。在高等教育

里, 教授口笔译员技巧可以出于以下目的,例如,

帮助在用外语或二语交流时实现准确性、流畅性

和拥有跨文化交际能力; 提高语言意识;理解文学

( Wit te et al. , 2009; Coo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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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翻译教学指通过语料库来教授口笔译

员技巧的理论与实践。该子领域包括译员培训和

译员教育。后者又包括两个方面: 1)为翻译学员

提供高级阶段的语言教学 ( Bernardini, 2000,

2002, 2004a, 2004, b) ; 2) 专门用途英语 ( ESP)

教育中的翻译教学 ( Gav ioli, 2005; Zanet t in

2009)。

三、语料库翻译教学方法

以下笔者将采用从 Richards & Rodgers

( 2001) 发展而来的三层次模式来考察语料库翻

译教学方法。该模式中的教学方法, 理论上与教

学途径息息相关,结构上则由教学设计决定, 实践

中由教学步骤来实现。

/途径0是指翻译教学中实践与原则的理论来
源。/设计0包括以下要素:教学方法和特定目标,

教学大纲模式,学习活动类型,学习者、教师与教

材的角色。/步骤0指分析方法所涉及的层次, 用

于描述某种方法是如何在课堂上实现其途径和设

计,如何在课堂上体现真正的实时技能、练习和行

为。

3. 1  基于语料库的译员培训
语料库如今被那些采纳 Kiraly ( 2000, 2003)

的合作- 建构( collaborat ive-constructivist)方法的

翻译教师大量、系统地使用。合作- 建构方法的

主 要 灵 感 来 自 社 会 建 构 主 义 ( social

const ruct ivism)。此理论在上世纪 30年代由苏联

发展心理学家 Lev SemÄnov iÓ Vygotskij提出。他

的著作在当时为斯大林所禁。所幸美国 1962年

出版的5语言与思想6( Language and Thought )一

书中收有该著作的译文,其思想先为西方世界所

知。Vygotskij的思想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

由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Jerome Bruner 所发

展。90年代以来,社会建构主义思想成为教育哲

学及教师培训课程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范式之一。

社会建构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把教学过程首先看

作是通过共同活动而建立共享意义的一种社会交

换。Vygotskij的观点与 Jean Piaget 极端的建构

主义思想不同, 他的理论突出教师在学习过程中

的构建角色,为联系发展心理学和正规教学研究

创造了条件。

社会建构主义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而现代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则强调与语言相关的各种活

动; 这些活 动在 Nord ( 2005 ) 的翻译 取向

( translat ion-oriented)源语文本分析模式中均有提

及。另一方面,翻译工作的基础是对技能的研究。

与这方面特别相关的是 ShÊn ( 1987)提出的-行

动中认识. ( -know ing- in-act ion. )理论, 即专家熟

练、自然地完成任务时所展示的技巧 (见 Kiraly

2003: 10)。

设计以协作学习( collaborat ive learning)和基

于项目的活动( project-based)为基础,目标是培养

能干、自信和具有思考精神的专业人员。教师担

当以下多重角色: a) 项目负责人; b)学生与客户

之间的调解人; c)提供母语使用者信息; d)为超

出学生能力的问题提供意见反馈。

就步骤而言,在翻译实践课堂上,学生与其他

同学一起参与到真实或模拟真实场景的翻译项目

之中, 运用设计和编辑过的单语或双语专门语料

库来检索或考察某些词汇、术语、短语、句法和文

体上的对等成份 ( Bow ker & Pearson 2002;

Bowker 2003)。语料库亦用于学习专门的知识

( subject- specif ic knowledge) , 用于评估翻译质量

和用作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中的重要工具

( Bow ker 2001; Koby & Baer 2003) .

3. 2  为翻译学员提供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教学
由Bernardini ( 2000, 2002, 2004a, 2004b)提

出的这种方法主要以交际语言教学法 ( CLT)为

基础。CLT 强调要提供良好的综合背景知识,条

件是这些知识集中关注语境中表达的意义及个人

的发展。CLT 是受英国功能语言学派提出的语

言理论启发,这种语言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弗斯

( John Rupert F irth)、韩礼德 ( M ichael Halliday)

和辛克莱( John Sinclair)。

英国学派的语篇分析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也是一门应用科学; 2)对

语言使用的研究通过对不同文本语料库的比较研

究来实现; 3)语言与语法、形式和意义密切相关;

4)语言反映并传递文化。

另一个理论源自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尤其是

源自海姆斯( Dell Hymes)。他在上个世纪 70年

代提出了/交际能力0(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的概念,指的是对语言使用中可用的表达形式和

可行性、得体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知识。/设计0这
里被视为是一种学习的旅程 ( learning journey) ,

旨在培养译员以下三种能力: 意识 ( awareness)、

思 考 能 力 ( ref lect iveness ) 和 应 变 能 力

( resourcefulness)。意识是指批判思维能力, 它能

/脱离孤立的单词或文本,视语言为一个由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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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而组成的网络0, 而这些选择/受到它们表达

的文化的影响, 而文化随之亦受到它们的影响0

( Bernardini 2004a: 20)。这种意识是塑造译员职

业角色和伦理态度的第一步。译员的角色不仅是

语码转换者,而且还是意义的建造者和文化的沟

通者 ( mediator)。思考能力是指实践、储存和采

用具体翻译策略和步骤的能力。应变能力是指无

限地运用有限的资源, 并在意外场合能自主学习

新资源的能力。

学生的角色相当于旅行者, 教师的角色类似

于导游,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协调者( facilitator)。

/步骤0是指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上, 学生参与

种种发现式学习活动,这些活动/不应复制现实世

界中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而应集中于语言学习者

的真正问题0( Bernardini 2000; 170)。因此, 单语

参照语料库, 如 -英国国家语料库 . ( Brit ish

Nat ional Corpus) 可用于挖掘语言使用的丰富性

和多样性。

3. 3  专门用途英语( ESP)教育中的翻译教学

专门用途英语( ESP)教育中的翻译教学完全

采纳基于语料库的教学方法。这种翻译教学法的

灵感来自弗斯学派( F irthian)与新弗斯学派( Neo

- Firthian)的语言研究理论, 以及海姆斯提出的

交际能力概念。其教学设计主要基于由 Tim

Johns在 90 年代初期提出的数据驱动学习法

( Data-Driven Learning)。学生在这种学习模式里

充当研究者的角色, 提出有关语言现象的假设,然

后运用语料库数据来验证。教师在此过程中充当

协调者的角色。课堂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参与到

发现式的学习活动之中以完成真实的交际任务,

包括那些由越来越多的非职业译员从事的任务

( cf. Susam-Sarajeva & P�rez-Gonz�lez

forthcoming)。例如, 利用双语专门语料库, 从语

言分析的不同层面, 提取准确、地道的对等成份。

语料库亦在译入或译出 L1 时得到运用, 并用于

评估由机器翻译软件产生的译文 ( Gavioli 2005;

Zanett in 2009)。总而言之, 译员培训和译员教育

中所用的语料库方法在途径、设计和步骤上都有

不同。在译员教育中, 主要的区别在于设计和步

骤。

我们暂时先整理一下思路, 思考一下语料库

成为译员培训主流方法的原因, 以及它给译员培

训带来的新面貌。然而, 在译员教育方面,语料库

只不过是刚刚起步而已。其原因何在? 我在思考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让他人多用语料

库,释放这些几乎尚未开发的教学资源的真正的

潜能呢? 毋庸置疑, 语料库成为翻译学员工具箱

中重要工具的原由之一就是当今越来越技术化的

语言产业 ( language indust ry ) 对此的急切需要

( Koby & Baer 2003; Kelly 2005; Olohan 2007)。

在市场推动下, 译员培训课程在大纲设计中增加

了语料库培训内容, 正是对以上需求作出的快速

反应 ( U lrych 2005 ) , 语料库成为 EMT 体系

( European M aster in T ranslation)的研究生课程即

是其中一例。这些课程规定要培养学生有效使用

软件与搜索引擎的能力, 包括运用电子语料库、翻

译记忆软件、术语库、语言识别软件、机器翻译系

统和互联网,以使学生掌握信息挖掘和运用科技

的能力( http: / / www . ec. europa. eu/ em t)。

语料库在译员培训中的广泛运用或许还有另

一个原因, 那就是它采纳了一种构成现代教育主

流学术范式的新方法。这种方法的大部分灵感来

自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 /为与学生相关或与实践

相关教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柱0

(Kiraly 2003: 8)。此外, 正如前文所述, 这种方

法牢牢地植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而遵

循跨学科的原则亦是语料库在译员培训中占有一

席之地的另一重要原因。

简言之,语料库研究有条理清晰、跨学科的特

点,加上业界及培训机构都认同语料库被用作语

言资源及机助翻译( CAT)工具的特点, 这就促成

了语料库与翻译培训之间富有成效的结合,诚如

Kiraly ( 2003)所展望的一样,语料库大大有利于

把教育实践推进至 21世纪的教育研究文化。与

此同时, 翻译教育的研究者也移植了新的理论。

为了让这些理论能开花结果, 翻译学者和教育学

者需要共同参与到跨学科及国际性的研究计划之

中,以便能使语料库翻译教育有坚实的跨学科理

论基础。以下分析希望能对实现这个目标做出微

小贡献,但希望其意义重大。

四、跨文化翻译教学理论框架

在我们旅途的下一站, 我们要探讨一种新的

针对译员教育而建的跨文化理论框架及其相关概

念。在此框架内,语料库发挥着重要作用,协助语

言及翻译专业的学生习得将来所需的能力和技

能。这两个 概念 是: -象 征能力 . ( symbolic

competence . ) ( Kramsch, 2006; Kramsch &

Whiteside 2008; Kramsch 2009) 和-整体文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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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 holist ic cultural t ranslat ion ) ( Tymoczko

2007)。

4. 1  象征能力
象征能力假定语言的使用具有象征性, 其原

因有二。首先, 语言通过约定俗成并代表客观现

实的象征形式来协调我们的生活方式; 其次, 象征

形式构建诸如感觉、情感、态度和价值等主观现实

( Kramsch 2009: 7)。

语言作 为象 征 系统 是指 它具 有 本义

( denotat ional)和述行( performat ive)这两层意义。

因此, 词语/仅需有读音0 ( Kramsch 2009: 12)就

能对社会环境有所影响。这就是语言使用中所拥

有且神圣化的象征能力。此能力在语言学、社会

学和符号学中都被理论化 ( cf. Austin 1962;

Bourdieu 1991; Barthes 1957, 见 Kramsch 2009:

8)。所有的语言使用者都会用到语言的象征性陈

述( declarative)和述行能力。再者, /对外语学习

者而言, 随着语言在不同语码之间的转换, 转义

( connotat ions)越来越丰富,不同语言系统夹缝中

的附加意义不断增加, 语言的象征性本质也得到

加强( Kramsch 2009: 12- 13)。这是因为在学习

外语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正式教学场合) ,符号与

其自然出现的情境错开, 因而词语和世界、词语和

思维、词语和概念并不被视为一个整体,而在一个

人的母语环境中, 他在初始社会化 ( primary

socialization)时是把上述事物看作整体的。从这

点看来, 符号的象征意义就更为明显 ( Kramsch

2009: 13)。更准确地说, 二语习得中, 能指

( signifier)和所指( signif ied)之间存在的符号差别

更是突显, 因为这种差别可赋予言语行为( speech

act )传统意义之外的意思( Butler 1997, 1999, 见

Kramsch 2009: 8) ,这就让语言学习者能/作出迥
然不同的联想, 从社会化的母语使用者所说的言

语中建构出不同的事实来0( Kramsch 2009: 13)。

以上阐述了非母语人士把特定的词汇、词组

或结构与特定的概念相关联的方法。这种观点研

究与基于用法的多语心理词汇 ( mult ilingual

mental lexicon) 研究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方

法假定: / L1形成的概念会一直在 L2中发挥某种

角色,因为无论如何频繁使用 L2,他都不能完全

抹去所有以前的经验和联想, 亦很难形成一种与

目标语母语使用者类似的概念表征( conceptual

representat ion) ( Low ie et al. 2010: 136)。

事实上,最近一项基于用法的实证研究证明,

荷兰的一些高级英语学习者的 L2概念亦受到他

们 L1概念的影响( Low ie et al. 2010: 147)。

象征能力这一概念源自外语教育的多语及生

态导向 ( multilingual and ecologically oriented)视

角,它包括以下能力( Kramsch, 2009: 201) :

p 能理解象征形式的象征意义,并了解由不

同象征系统激发的不同文化记忆;

p 能利用由多种语言提供的符号多样性来

重构观察熟悉事件的方式,创建另一种现实,找到

主题合适的位置;

p 既能看到语言的表面,又能看到语言的内

部,亦了解由于单一意识形态和一体化网络文化

( totalizing netw orked culture)给主题的独立性和

完整性带来的挑战。

另外, 象征能力亦 / 对多语人士象征自我

( symbolic self ) 的成长, 对其采取象征行为

( symbolic action)、实施象征能力的发展0发挥重

要作用 ( Kramsch 2009: 199)。-象征自我. 是指
含蓄地容纳他人自我意识及其它意识的自我意

识,它亦通过其它象征形式来表现( Deacon 1997:

452,见 Kramsch 2009: 44)。-象征行为. 是指语
言的述行功能,它能/在不同的语言里创造不同的

象征现实, 并能通过改变他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

而改变该现实0( Kramsch 2009: 188)。

要习得象征能力,学习者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 Kramsch 2006: 251) : 从语篇特征阐释意义, 注

意形式、体裁、文体、语域和社会符号;理解语言形

式如何影响思维表征; 明白象征形式并非只是词

汇列表或交际策略, 而是体现经验、情感共鸣和道

德想象。

想象在象征能力的形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它是何种想象呢? 它不是空想, 而是反映了语

言使用的多语经验。Kramsch 把它称之为/一种

多语想象0, /能设想用其它方式来记忆事件、讲述

故事、参与讨论、同情他人、想象他们的将来和我

们的将来, 且最终能用其它方式来界定或评估成

功或失败0 ( Kramsch 2009: 201)。这是因为: 象

征能力需由出现在语言课程各方面的文学想象提

供养分。因为通过文学,学习者不仅与活生生的

他人沟通,而且还与其他想象的他人沟通,与那些

想象者想成为的其它自我 ( other selves) 沟通

( Kramsch 2006: 251)。

依照 Kramsch ( 2006)提出的外语教学法,文

学对象征能力的形成首先起到的作用是对人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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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制造复杂性0的感悟。在人类交际中,参与者

并非只是准确、有效和适当地交换真实的信息,而

是在建构和探讨意义, 建构和探讨个人和社会的

身份, 所用到的方式可能会因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而有所不同。文学给象征能力提供的另一种养

分,即通过公开地讨论神话与现实之间的模糊性,

来培养 Kramsch ( 2006)所说的/ 对模糊性的容
忍0。文学教学为象征能力的形成提供的第三种

养分就是欣赏 / 形式即意义0 的不同表现

( Kramsch, 2006) ,如在语言层面、在文本层面、在

视角层面、在声音层面和在诗歌层面的表现等等。

翻译在多语教学中充当怎样的角色? 突出翻

译的作用完全与 Kramsch 构想的象征能力一致。

但必须弄清楚的是, 我们这里讨论的并非是从文

本转换到文本的翻译, 而是把一种语境转换用另

外一种语境思考的翻译。在这里,如借用 Larsen

- Freeman有关语言学习复杂性的理论, 语境是

指一整套的生态环境, 而文本只是这个生态环境

的一部分。Larsen-Freeman的理论为象征能力这

个概念提供了一个额外的理论维度 ( Larsen-

Freeman 1997; 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115 - 161, 参见 Kramsch & Whiteside

2008: 660,以及 Kramsch于 2009年 3月 31日给

笔者的个人通信)。由此可见,翻译(无论是语内、

语际还是符际翻译)理应获得重视,这是因为:

如果意义是相对的, 那么我们所教的并非是

语言事实, 而是词语之间、语言符号之间、文本之

间以及在听众和读者大脑中激发起联想之间的语

符关系。从这方面来看,现在应是在语言教学的

高级阶段恢复翻译的重要性并重新引入对文体和

风格研究的时候了( Kramsch 2009: 204)。翻译

是一种探索不同符号体系关系的方法。因此,它

在语言教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翻译这种实践活

动展现语言与思维关系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 翻

译在下列领域的作用应重新得到认识: 它不仅在

L1至 L2或 L2至 L1之间的转换中发挥作用,而

且在课堂上由学生掌握的不同语言中发挥作用,

或是在不同模态,如文本形式、视觉形式或音乐形

式中发挥作用( Kramsch 2009: 211)。

4. 2  整体文化翻译

本节概述翻译文化差异整体方法的要点

( Tymoczko 2007)。这种方法假定翻译是三种互

相联系的文化接触(或交流)模式的表现形式。第

一种模式为/代表0: 翻译通常代表原文文本; 第二

种模式为-传送. (或转移) :大部分翻译涉及把原

文文本的某些要素传递到目标语文本中;第三种

模式为/跨文化行为0: 一小部分翻译尤其突出跨
文化行为, 它通常是指接受文化中外来文化形式

的表现。更准确地说, /在文本领域, 跨文化行为

通常涉及把构成一篇文本过度编码( overcodings)

的要素移位,这些要素包括文学系统中的要素(诗

学、体裁、故事类型和其它正式的文学要素等) 0

( Tymoczko, 2007: 121)。

T ymoczko 对上述三种文化交流模式有两项

重要发现。首先, 译者对这三种文化交流模式协

商( negot iated)和平衡( balanced)的方式由特定的

文化和历史语境决定。其次,虽然跨文化行为在

翻译研究中鲜有论及, 然而代表和传送行为在翻

译研究中却有广泛的讨论,尽管只限于把它们当

作是翻译的属性, 而非是作为译作所处的上位范

畴( superordinate categ ories)来探讨。

那么, 把这些文化接触模式看作是一个宏大

的理论框架, 可用于部分涵盖、横跨、影响和阐明

翻译活动,这种看法有何优点? 第一,这一宏大的

理论框架能让学者从理论上说明翻译是一个跨语

言、跨文化和跨时间的概念, T ymoczko ( 2007:

128)把它称之为/ * 翻译0 (带星号的翻译)。第

二,这种理论框架让教师在翻译教育中意识到学

生将来若要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从事翻译, 则

需要灵活性并要尊重文化传统的差异。第三,这

种理论框架有助于建立翻译的类型学, 有助于发

现译作与迥然不同的语境之间存在的相近性, 也

有助于辨别在同一翻译传统中翻译取向的不同。

翻译文化差异的整体方法特别借鉴了 Pierre

Bourdieu早期著作中关于/惯习0 ( habitus) 的观

点。惯习是指/由持久的、可转换的性格形成的系
统。该系统融合了过往的经历,随时都以感觉、鉴

赏和行动的来源而发挥作用, 从而完成无穷尽的

不同 任 务0 ( Bourdieu, 1977: 82 - 83, 见

Tymoczko, 2007: 226;强调部分为原作者所加)。

采纳整体方法来翻译文化时, 译者须分析原

语文化的/惯习0, /因为它与拟翻译的文本相关,

与翻译任务相关0 ( Tymoczko, 2007: 236, 强调

部分为原作者所加)。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译者

要考虑到/区分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最显著

的文化差异因素0( Tymoczko, 2007: 235)。而在

文本译成目标语的时候,这又会给译者提供理论

框架来指导其做出翻译文化的决定。为了协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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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创建这种框架, Tymoczko 提出了以下相互关联

的文化因素以供参考:一种文化的标志性概念,关

键词,概念隐喻,语篇, 文化习俗,文化范式, 以及

过度编码。

世界上不同文化标志性概念的例子有 /自
由0、/财富0、/ 进步0、/勇敢0、/羞耻0或/ 纯洁0

( Tymoczko, 2007: 238- 239)。这些概念对社会

组织、文化习俗和性格都起到重要作用。关键词

为负载词语,它们可以指一种文化中的标志性概

念,或是指作者选择的那些用于建构特定文本的

特殊文化要素。例如, 在 Toni Morrison 的小说

5最蓝的眼睛6 ( 1970)中, /蓝色的眼睛0这个隐喻

代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种族霸权

( racist hegemony) ( Tymoczko, 2007: 241)。套用

Lakoff & Johnson ( 1980)的说法, 概念隐喻影响

到特定的源语群体的思维表征及该群体对世界的

视角。不同语言概念隐喻不同的例子可见于

Ding et al. ( 2010) 。他们利用英汉类比语料库来

分析/ fear0和/ 恐惧0这两个隐喻。他们发现,

/ FEAR IS AN OPPONENT0这个隐喻在英语中
用于表达受到/ fear0影响的状态, 而相应的汉译

却描述控制/ fear0所作的尝试。语篇同样与文化
性格相关。正因为如此,语篇亦促发行动并形成

习俗,这在 19世纪美国的妇女传记和自传体作品

中出现的/受威胁的隐私0( imperiled privacy)叙述

中有所体现( Adams 2009)。

文化范式的例子包括幽默、论证方式和文本

中的逻辑顺序,或是包括修辞手段的运用。后者

的使用方法可能在各种文化、甚至是同一文化的

不同时期都可能有所不同。例如, 阿拉伯语议论

文的特点之一就是重复形式和内容, 让同一信息

通过多种途径多次得到表述, 用反复肯定的方式

来达到劝说效果( Baker 1992: 237)。文化习俗,

如命名方法、地址和头衔的使用形式、亲戚关系的

称呼,都在构建个人和社会的身份,在形成社会凝

聚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它们亦因文化差异而不

同。例如,在英语中, / g randfather0( (外)祖父)可

以指-某人之父或母的父亲. , / grandmother0指

-某人之父或母的母亲.。但在泰语里, ( po)

指-某人之父的父亲. , ( ta)指-某人之母的父

亲. , ( ya)指-某人之父的母亲. , ( yay)

指-某人之母的母亲. 。汉语中有五种称谓对应英

文-uncle. 一词, 即: 叔叔、伯伯、舅舅、姑丈和姨

丈,每种称谓都指明一种家庭成员关系。最后,过

度编码是指那些表示不同体裁和交际模式的语言

形式。属于这个类别的例子包括各类不同的语

域、方言和术语。Niu & Hong ( 2010)在这方面

所做的研究值得一提。他们利用英汉双向平行语

料库(以新加坡广告为语料) , 考察了语料中词、短

语和声音上所作的修辞重复, 发现这两种语言在

上述形式上有明显的不同。

总而言之,正如 Tymoczko ( 2007: 233)所述,

/文化翻译时采用整体方法,而非选择性地着重于

有限范围内的文化因素,这会在翻译中促进更多

的文化交流,形成更有效的文化主张,让更多的新

意来到这世界上0。

那么,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在培养象征能力和

整体文化翻译上起多大作用呢? 基于语料库的研

究在提升人们对语言象征本质的认识上可以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的语料库

语言学研究对此已有充分的证明) ,而且它还大大

帮助我们发现一些用于区分源语和目标语的最大

文化差异因素(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的语言对比

和翻译研究已有证明)。

如把象征能力和整体文化翻译看成是良好的

教育方法,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呢? 可以肯

定的是,象征能力是发展翻译文化整体方法的重

要资源,这是颇有道理的。它需要以下重要的技

能:对文化差异的好奇、敏感; 具有察觉和解决文

化差异的能力;能充分意识到文化如同语言一样,

具有开放性和异质性, 且有生成性和述行性

( Tymoczko, 2007: 235- 236)。

同样,整体文化翻译也能提高象征能力,这是

因为, /具有应对一种以上语言和一种以上文化

接触的经验能引发隐性和显性的比较, 能在比较

中磨练技能,能反复灌输内省的意识0 ( Tymoczko

2007: 236) ; 而/跨越文化差异的翻译不仅是译者

能力和作用的中心, 而且还是译者展示最精湛技

艺之处0 ( Tymoczko 2007: 232)。

上述关于象征能力能促进整体文化翻译, 而

整体文化翻译能提升象征能力的提法在一项个案

研究中得到了支持( Laviosa 2010)。该项研究考

察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意大利女作家兼翻译

家 Isabella Vaj 对其翻译的 Khaled Hosseini小说

The Kite Runner ( Il cacciatore di acquiloni) 和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 M ille splendid soli)所作

的内省式评论。其次是 Isabella Vaj 的著作 Il

cacciatore di storie;在该部著作中,这位作者兼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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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讲述了隐藏在 Hosseini作品典故背后的故事和

她自己的经历。她在翻译 Hosseini这部怀旧小说

之后, 这些儿时和青春期经历过的事情全都栩栩

如生地浮现在眼前。

Isabella Vaj对语言的热爱、对形式象征意义

的理解,并通过/他者0( the Other)的经验来谦卑、

坦诚地重新认识所熟悉的事物。她的自述表明,

可以从外语学习中获得象征能力:

/我的文学老师为语言学家 Carla Schick, 他

是 Il linguagg io. Natura, strut tura, storicit�del

fat to linguistico (5语言、自然、结构与语言事实的

历史性6, 1960)一书的作者。他逐渐培养了我对

语言的热爱,热爱语言中体现出的个人自由的方

方面面以及由传统确立的规范和对历史性的注

重。( Isabella Vaj, 见 Lav iosa forthcom ing )。上

个世 纪 90 年 代, 我 想 学 习 闪 语 ( Semit ic

languages) ,一种我认为是神秘的他者的东西。这

激发了我的求知欲。我在米兰的 ISMEO大学毕

业,专业为阿拉伯语言和文化。我发现,我们所称

的名词性述语在阿拉伯语中却定义为状态补语,

而且可以带宾语! 我发现并列结构并非意味着思

想的简单化,而是有条理、有节奏的体现。我发现

重复并不令人恼火, 而是把它当作典雅文体特点

的一种。-他者. 一如既往地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

局限0( Isabella Vaj, 见 Laviosa forthcoming )。关

于象征能力能培养翻译文化的整体性方法,这一

点可从 Isabella Vaj 所区分的阿富汗文化(如原文

所示)和意大利文化之间存在的最大文化差异特

点得到证明。这些特点包括:

* 口语化 ( Hosseini的小说带给你如童话般

的纯粹快乐,他的叙述天赋从本国的口述传统中

得到滋养) ( Vaj,见 Laviosa forthcom ing) ;

* 由动词 / run0 (代表内疚、喜悦和救赎)表

达的象征意义和它在小说的标题至结尾最后一个

句子中起到关键词的重要性( Vaj 2009) ;

* 波斯语的运用。/这是 Hosseini的母语,

当他感觉到英语之不足时就会使用0 ( Vaj, 见

Laviosa forthcoming ) ;

* 特定文化典故的使用( Vaj 2009)。

另外, 在揭示翻译 Hosseini的世界而带来的

愉悦之余, Isabella Vaj亦形象地展示了翻译文学

作品让其体验到语言是/ 有生命的现实化身0
( Kramsch 2009: 4) , 在深层次的感情层面上与

/他者0认同,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象征能力 :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讲述我知晓和喜爱的另一

文化的事情。也就是那些能在我内心引起共鸣,

能让我感到与作者亲近的事情: 从古典波斯诗人

到十五世纪居于赫拉特( Heart )的最伟大艺术家

( Vaj,见 Laviosa forthcoming)。

最后, Isabella Vaj自己的著作 Il cacciatore di

storie本身就是提升了的象征能力的鲜活证明。

Isabella Vaj的动机是要创作一本/配套读物来提

升阅读 Hosseini小说的愉悦感受, 提供小说发生

之 世 界 的 点 滴 知 识0 ( Vaj, 见 Laviosa

forthcoming)。同时,她还希望此书能带来社会文

化方面的影响。她的这些动机和希望事实上显示

出翻译触发了她的多语想象, 让她能够在一个新

发现的跨文化世界中宣示她的归属感:

[写作 Il cacciatore di storie]萌芽就是我的好

奇心,还有我那些阅读 Hosseini小说的朋友的好

奇心。他们问我阿富汗文化的问题, 我告诉他们

隐藏在 Hosseini典故背后的故事, 如 Rostam 和

Sorhab之间决斗的故事[译注: Rostam and Sorhab

是波斯史诗5列王记6( Shahnameh)里所记载的一

出悲剧。Rostam 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波斯英雄,

Sorhab是其子]。我的朋友鼓动我把这些故事写

出来。因此,我开始写此书时,一切都很顺利。毕

竟我花了过去 7至 8年的时间潜心阅读阿富汗文

化。Hosseini对自己失去的祖国的怀念引发了我

对自己儿时和青少年时期的怀念。这些旧日时

光,即使没有被当今意大利主流文化鄙视,却也为

之所忽视。但这些旧日时光却与古老而遥远的阿

富汗社会有着亲切的相似。对过往的回忆是我否

定当下的方式,因为占据当今社会的是高声喧哗、

庸俗和对词语意义无耻的歪曲, 这亦是对爱和情

感力量致意。我不知道我的书是否奏效,如果它

能在西方激发起对一个未知却又异常博大精深文

化的兴趣,引起对受苦受难的阿富汗民众的同情;

如果它能让我们感受到阿富汗绝对需要和平, 因

为它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每天都处于战争状态, 那

么我这本书就不会一点作用也没有 ( Vaj, 见

Laviosa forthcoming )。

五、结语

作为语言和翻译教师, 我们可以从这现实生

活中的语言学习、翻译和写作的经历里学到什么

呢? 我想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合作性的学习环境,

在这种环境下,象征能力可以帮助整体文化翻译,

而整体文化翻译则能加强象征能力。因此,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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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 这些原则应融入一种由生态导向的翻译教

学法之中。在这种理论框架中, 基于语料库的教

学方法将语言和翻译学习改造成各种自我参与的

活动, 这些活动力求能在我们这个多元文化世界

里培养重要的跨语言和跨文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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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nscultural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rpus-based Dranslation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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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anslated by Dechao LI,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 niversity

  Abstract:T his paper takes stock of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of corpus-based translat ion pedagogy

and exam ines the main methods currently employed i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pedagogy using an adapted

version of the three- level model elaborated by Richards and Rodgers ( 2003) for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This invest igat ion brings to light signif icant differences betw een translator t raining,

w here corpora are w ell established, and translator educat ion, w here they have just started to make inroads.

Arguably,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gap lies in the lack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 ical frameworks

conceived specifically for t ranslato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I w ill explore, in the

second part of my paper,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an env isioned transcultural conceptual f ramework,

w ithin which corpora can play a signif icant role in equipping studen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w ith the

competences and capacit ies they need for the future. T hese principles are: -symbolic competence. , as

elaborated by Kramsch ( 2006, 2009) in the theory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holist ic cultural

translat ion. , as put forw ard by T ymoczko ( 2007) in t ranslat ion theory.

Key words: corpus, t ranslat ion teaching, intercultural, symbolic competence, holist ic cultural transl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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