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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翻译研究的进展和高度。以往，作为方法论体系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定量研究在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近年来，定性研究的地位不断提升，

已经可以和定量研究分庭抗礼，逐步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趋势。通过系统分析翻译研究中使用的定性研究

方法，可以指导研究者顺利开展对于翻译的相关研究，并为其提供指导原则，能够进一步推动翻译研究

在中国取得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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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largely determine the progress and heigh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past, quantitative research,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methodology sys-
tem, occupied a central position in sociology, psychology, linguist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In re-
cent years, qualitative research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it has becom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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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al to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stematic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transla-
tion studies can guide researchers to carry out translation studies smoothly and provide guiding 
principles, which can further promote translation studies to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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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七世纪，西方现代科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自此之后，相关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之

下快速发展起来。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等各种科学研究方法被大量应

用于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现代化学科。定性研究作为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研究方法之一，其最终目

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本质特征。定性研究，就其本质来讲，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质”。研究者通过严谨的

观察和细致地分析，比如个案研究、观察法、访谈法等，对某一社会现象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将此结论

推广和应用到更大范围或更大样本的研究中。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定性研究常用于探索性的研

究，涉及的样本较小、案例较少，因此定性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应用性和推广性上不如定量研究那么广泛。 

2. 定性研究概述 

定性研究对应的英文是 qualitative study，又可将其称之为质化研究、质的研究等，其哲学根源是人

本主义，是实证研究的一种。从文秋芳[1]对定性研究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定性研究是归纳式的探

索性研究，其最终目的是针对某一问题得出结论，继而将该结论应用到更大范围的研究中。 
定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观察(observation)、访谈(即 interview 包括结构化访谈和半结构化访谈)、

文献法、个案研究等。可以看出，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提出假设、验证假设，随后

逐步得出一般性的解释或结论。并且这个过程耗时费力，还会受到人为的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

定性研究在收集数据的过程当中聚焦点会不断改变，数据收集的方式也在变换，即经常需要根据情况进

行实时地调整。 
此外，定性研究还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分别为：整体性，描述性，灵活性，归纳性[2]。整体

性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定性研究始终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不可分割、全面的整体；描述性是指，定性研

究对研究对象及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现象，都进行如实地记录、描述和转写，始终保证研究数据的客

观性；灵活性是指随着研究进程的不断深入，定性研究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观察的侧重点、方式及

其视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归纳性是指，定性研究的问题在数据收集前比较宽泛，并没有将具体研究

的点确定下来，而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聚集。 

3. 定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在选择研究设计类型的时候，研究者合理的做法是从应从研究问题入手。简而言之，研究问题决定

着最终的研究方案，反之则无法成立。在开展定性研究时，首先要界定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

合的策略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下一步是检验预先作出的假设；根据结果来决定是否进行进一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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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3]。在选择翻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时，要选取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

才有借鉴和推广意义。国务院总理每年都要进行《政府工作报告》的汇报，它是对过去一年政府各项工

作的高度总结，社会各界、各团体都高度重视和关注，因而其在国内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选取的

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极具代表性的俗语翻译作为样本，将主流的两个译文进行分析，通过对比二者之

间的不同，体味在不同环境、不同受众的情况下的不同译文，并寻求相对而言“最佳”的翻译方式。 

4. 《政府工作报告》中英双语的定性抽样研究 

本文选取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的俗语进行研究，通过在中国知网和新华网官网检索相关

的关键词，找出相应的英译文，选取典型的译例进行分析[4]。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种公文形式，各级政府都必须在每年召开的两

会上向大会主席团、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汇报这一报告。国务院总理在进行报告的汇报时，常会引

用一些经典的诗词、俗语等。俗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口语行强、通俗易懂。通过浏览近几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李总理多引用朗朗上口的俗语来使自己的语言更加简洁凝练；

此外，俗语可以帮助说话者论证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给听话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引发情感的共鸣，达到

升华主题的效果等。因此，在翻译上述句子时，译者应根据场合、讲话人的身份、受众群体等，慎重斟

酌，采取符合时宜的翻译方式，在表达清楚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又要不失俗语的风雅和文化底蕴。本文仅

抽取人们广为接受的新华网官网给出的译文/主流译文和外交部翻译司副司长张璐的译文作为样本，进行

对比分析。 
例如，《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行百里者半九十”(出自《战国策·秦策五》：“行百里者半九十。”

此言末路之难也。)的翻译，新华网给出的官方译文是：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the last leg of a journey 
marks the halfway point. 原文本意思为“走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才算是一半。比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要

认真对待”。显而易见，该翻译为意译，用词简洁经济，将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出来，

并且也将这句话背后的隐藏含义提升了一个高度。张璐副司长给出的翻译是：Half of the people who have 
embarked on a one hundred mile journey may fall by the way side. 该翻译采取的是直译，表达的意思是“百

里的旅途中，有一半人会在途中放弃”。“fall by the wayside”在英语中是半途而废的意思，用英语中的

成语来翻译中国古语，对接得很巧妙。实质上，这句话的译文与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有出入的。或许

对于不了解中国典故的外国读者来说更容易接受。两种翻译方式的对比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张璐副司长

的翻译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或许是因为在同传的环境下，时间有限，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这句话背后的深

层含义，只凭借自身的理解就直接将其翻译了出来，用词更经济、简约，也传达了原文本的意思，有力

地向外界传达了中国声音。新华网官网给出的翻译虽未对原文进行逐字的解读，直接将其深层含义解读

了出来。但用词更为严谨、贴切、务实地向读者展示了中国的特色传统文化。究其原因，应是新华网作

为全球性的媒体，其受众主要是全球读者，而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展现一

个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形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官网给出的翻译不是即时翻译，而是经过字斟

句酌之后敲定下来的译文，所以这中间是有一个时间差的，新华网有更多的时间打磨、考虑最终的文本。 
另一个典型性的例子是“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温总理曾在公共场合多次引用这个俗语，摘

自《左传·僖公·僖公二十四年》，解释为：兄弟之间虽有小的怨恨，也不会妨碍血缘至亲关系。Although 
brothers have little resentment, they will not abandon their relatives. 该译文是人们广为接受也是广为流传的

译文，采取的是直接翻译，将“小忿”翻译为“resentment”，更有利于外国读者对于古文的理解，不仅

有效输出了中国传统的“仁爱”文化，更展现了中国负责人大国的担当。张璐副司长给出的翻译是：

Differences between brothers can not sever their bloodties. “小忿”有“愤恨”的意思，在极短的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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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到用“differences(分歧)”，而不是用“angry”等表示愤怒的词，非常有急智，比较得体。对比两个

译文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二者都力图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向西方传递正面的中国形象。但是后者用词

更经济、简约，更能有力地表达原文所要传递的意义，“difference”比“resentment”表达的含义要更广

泛，前者还包含了除了“愤恨，不忿”以外的多种意思；而“bloodties”比“relatives”表达的关系要更

密切，体现了中国不仅把周边友好国家视作朋友，更视作血脉相连的兄弟，展现了中国睦邻友好、负责

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在外宣翻译中，一个词甚至一个字的使用会影响到读者对于整句话的理解。 

5.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定性研究的方法非常适用于翻译学的相关研究，将定性的抽样比较分析应用在翻译

研究当中，反过来又可以更新现有的方法论体系，促进翻译学的发展[5]。本文对定性研究进行了概述，

重点阐述了定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对《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俗语的主流翻译进行了定性抽样对

比分析，探讨了定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形式，并试图验证定性研究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和

指导意义。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的可推广性相对较低，这也是定性研究的一个痛点。因此，研究

者在研究中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合理地选择更为适切的方法，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这也有利于研究

者深刻把握和洞察自身的研究、增强研究结果的信服力[6]。 
通过纵览全文，我们不难看出，该论文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虽然本文言之有理，脉络相对清晰，但

对于理论框架的描述着墨过多，缺乏实质的内容作支撑，举例过少、样本太小、分析不够深入等，所以

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人也希望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克服以上问题，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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