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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视听翻译作品可以形象生动地展现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

内容。本文基于文献计量法，探讨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的术语规范问题，对比分析了国内外视听翻译

研究的发展现状，指出国内视听翻译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尚未能得到全面发展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提出，应更加重视国内视听翻译的系统研究，并将之作为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为更好

地推动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发展，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1) 从影视翻译研究走向多元化的视听翻译研

究；(2) 从文本研究走向基于“受众”的研究；(3) 从文本分析法走向基于新技术、实验和社会调查的

实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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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lated audiovisual products can vividly repres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a’s 
development abroad, and h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itiation of “going-out” strateg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bibliometrics,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terminology usage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VT) studies and subsequently compares research on AVT in China and abroad from 
three aspects: objects, contents and methods, which reveals that domestic research in these areas has 
yet fully developed.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mor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A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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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eeded and AVT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VT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s a few suggestions: (1) expand from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s to diversified research o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2) draw attention 
to receptor-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ext-based analysis; (3) apply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new technology, experiments and survey methods in addition to pure text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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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和“一带一路”语境的深入，越多越多的国产视听翻译作品(包括影视剧、

纪录片、新闻、广告等)开始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市场。国产视听翻译作品的输出，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海外

的传播，并在构建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视听翻译(Audiovisual 
Translation，简称 AVT)，在以大众媒介(电影屏幕、电视频道、互联网等)为依托的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目前很多国产视听翻译作品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有些粗制滥造的翻译不仅未

能促进文化交流，有时甚至因翻译的错误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在一项以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传播为主题

的调研中发现，北美地区观众观看中国电影的障碍中，“对字幕翻译的不适应”位居榜首，其次是“对

表演方式不适应”，最后才是文化风俗、价值观念、历史背景、社会现实等因素[1]。笔者在前期的研究

中也发现，中国电影中的字幕翻译与英国观众的“期待视野”(读者接触作品前潜在的审美期待)相距甚远

[2] [3]。视听翻译已成为影响国产视听作品推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对视听作品译制的研究

刻不容缓。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视听翻译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影视翻译，更多地被认

为是一种“帮助观众理解剧情”的工具[4]。在此，本文通过对比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指出

了国内对视听翻译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国内视听翻译研究发展的

几点建议。 

2. 术语规范问题及研究现状对比 

大规模的视听翻译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欧洲。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国外的视听翻译研究日趋

完善，并在翻译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起步较晚，发展尚不成熟。

本文考察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的术语规范问题，对比分析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

研究方法，以期为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2.1. 视听翻译研究的术语规范问题 

视听翻译研究起源于电影翻译研究。早在 1964 年，Nida 就在其著作《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使用 translating for the cinema，film translating，motion picture translating 等来指称电影翻

译，其内涵包括字幕翻译和配音。Nida 指出，在语际交流中，电影翻译的影响可能会超过书籍翻译。成

功的翻译对电影产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外国电影至少有四分之三内容的接受取决于恰当的翻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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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字幕还是配音，都需要实现画面、声音和时间的同步。而字幕翻译还包含了由口语向书面文本的

转变，因此翻译过程中常常诉诸于原文本的删减。由于受传播媒介本身的限制，视听翻译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被认为是一种改编(adaptation)活动，而不是一种翻译行为，这也是视听翻译曾长期被西方翻译研究

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6]。Gambier 认为“改编”这一术语的使用，暗含了对信息进行量化、数学化的处

理，并把语际交流视为一种增减活动，把翻译视为一个字面模仿和重复的过程，因此并不恰当[7]。Gambier
转而提出了“transadaptation”的概念[8]。虽然他并未就此概念给出清晰的定义，但这个概念的使用指出

了视听翻译兼含“翻译”的特性，被认为是向翻译学靠拢的一大进步。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

AVT 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概念在学术论文中广泛使用。虽有些学者仍使用 film translation (电影翻译)或
screen translation (屏幕翻译)，这些术语名称也各有侧重，并在一段时间内反映了当时视听翻译研究的主

要趋势。但随着视听翻译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其它类型的翻译产品和节目形式，如情景喜剧、纪录片、

卡通、电脑游戏、网页等，这些术语名称的限制性逐渐表现出来。从电影翻译、改编、屏幕翻译到视听

翻译的演变，折射出国外视听翻译动态的发展趋势及研究范畴的改变[9]。 
我国的视听翻译活动始于电影的引进：1896 年电影传入我国，视听翻译便随之开始[10]。之后的一

百多年里，视听翻译活动伴随着媒介的革新，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1]。然而，视听翻译研究却并未得到足

够的重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所收录的论文中，最早研究视听翻译的文章出现在 1986 年，是上海科

技情报研究所的乔魁学所写的《科技电影翻译初探》，讲述了我国早期在翻译科技电影时使用的方法[12]。
到目前为止，视听翻译领域的术语使用仍未得到统一。“电影翻译”、“影视译制”、“字幕翻译”等

称呼彼此重叠，同时并存。多重术语交互使用的状况表明国内视听翻译研究对象仍不明确、概念尚不清

晰。国内核心期刊论文中使用“视听翻译”这一术语相对较晚。对 CNKI 核心期刊论文关键词统计发现，

国内相关研究中最早使用“视听翻译”来自于《上海翻译》2010 年刘大燕的文章《析 AVT 名称演变：

从电影翻译到多媒体翻译》[13]。目前核心期刊以“视听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仅为 12 篇(最终检索

结果为 2022 年 2 月 17 日)。除了一篇以电影《血与骨》为例分析多模态语境下字幕翻译的语义生成机制

的研究外，其余多为综述类文章，如邓微波[10]和吕洁[14]分别回顾了国内、国外视听翻译研究的概况。

国内译学界仍习惯用“影视翻译”的称呼，在核心期刊论文中以“影视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为 80
篇，远多于以“视听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鉴于目前视听翻译研究领域的扩展，“影视翻译”这一术

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主流研究中仍使用“影视翻译”不仅反映了国内视听翻译研究术语规范滞后的问

题，更凸显了国内视听翻译研究领域狭窄的问题。 

2.2. 国内外视听翻译的研究对象 

国内外术语使用的不同，反映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对象的不同。视听翻译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包含各种媒体的符号转换，因此超越了影视翻译的范畴[15]。国外的视听翻译研究包含了对多种翻译实践

的探讨：如叠音(Voice-Over，在原有声音基础上加入目的语配音，使观众既可以听到原有的语言，也可

以听到目的语，在波兰及一些东欧国家广泛使用)，新闻播报时的实时字幕(live subtitling)，为歌剧和戏剧

等舞台表演提供的唱词字幕(surtitling)，口述影像(Audio Description for the blind and the partially sighted，
为视觉障碍者描述屏幕上正在发生的动作、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服饰等，简称 AD)，听障者字幕(Subtitling 
for the Deaf and the Hard of Hearing，为听觉障碍者提供字幕的服务，简称 SDH)等[6]。其中，AD 及 SDH
属于无障碍传播(Accessibility)研究，目的在于为视觉和听觉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的媒介环境，使他们也能

够通过视听翻译手段享受文化产品，成为欧洲视听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自从联合国于 2006 年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媒介无障碍传播研究已经纳入到许多国际政策和

研究的重点议程。在欧洲，多国政府立法对电视节目中为视觉、听觉障碍者提供的节目比例提出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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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相关翻译实践因此得以快速发展[16]。Diaz Cintas & Remael 指出无障碍传播研究具有一定的社会

功能[6]。无论是字幕翻译、配音、还是叠音，与无障碍传播的本质是共通的，即让视听产品到达更广泛

的受众。翻译的目的是为以媒介内容的原形式无法使用或者无法恰当使用的人们提供信息和服务。在此

种意义上，无论是由于语言文化的不同，致使无法享受原语言文化的媒介产品，还是由于感官缺陷，无

法正常接触媒介的，都被纳入到视听翻译研究的范畴。 
相比之下，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多局限于对电影和电视剧翻译的研究，翻译模式局限于字幕翻译和

配音，研究视野较窄。笔者在 CNKI 平台，以外语类核心期刊为“来源文献”，以“影视翻译”为关键

词进行检索(经手动去重和删除)，得到 80 篇相关文献。其中，除了 2 篇书籍评介、2 篇论坛回顾及 1 篇

人物访谈外，其余皆为对字幕翻译、配音或以上两种模式总体的研究，视听翻译中的其他模式(如实时字

幕、唱词字幕、无障碍传播研究等)并未得到关注(具体研究对象分布见表 1)。而以“视听翻译”为关键

词检索得到的 12 篇文献中，除去评介、访谈和对字幕翻译的研究外，其余 6 篇文献分别是对视听翻译名

称演变、文本概念、知识图谱、新趋势和发展概述的研究(见表 2)。由这些文献的数量和研究内容可见，

国内对视听翻译的研究，还处在学科框架建设的初级阶段，深层次的研究十分贫乏。为保证数据的全面

性，之后笔者分别以“叠音”“听障者字幕”“口述影像”“实时字幕”“舞台歌剧字幕”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其中，以“叠音”为关键词检索得到的 20 条记录，都是与翻译无关的文献。其余几项中，除了

以“口述影像”为关键词的检索得到 3 篇文献外，其余皆为 0 篇。以上结果表明，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

除了对字幕和配音的研究外，对其它翻译模式的研究亟待发展。 
 

Table 1. Research object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lation 
表 1. 影视翻译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 共计 

字幕翻译 14 篇 

配音 7 篇 

影视翻译(字幕和配音) 54 篇 

评介 2 篇 

论坛回顾 2 篇 

访谈 1 篇 
 

Table 2. Research objects,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表 2. 视听翻译研究对象、内容及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共计 

字幕翻译 
分析法 

2 篇 
个案研究 

视听翻译 

名称演变(分析法) 

6 篇 

文本概念(分析法) 

知识图谱(文献计量) 

新趋势(分析法) 

发展概述(分析法)*2 

评介  2 篇 

访谈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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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内外视听翻译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方面，前期国外视听翻译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集的方式呈现，研究对象涵盖了对各种翻

译模式的探讨。字幕、配音、唱词字幕、无障碍传播研究、电脑游戏和软件本地化等都有涉及[17] [18] [19]。
从语言学或文化传播等不同视角切入，探讨了视听翻译在理论研究、行业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各个

方面的内容，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之后，Perez-Gonzalez 的专著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heories, 
Methods and Issues 的出版为视听翻译研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框架[20]。在方法论上，该书

对包括眼动技术、问卷调查法在内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奠定了视听翻译研究体系的基础。新近

的研究，如 Di Giovanni 与 Gambier 合编的 Reception Studies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则着重探讨了视

听翻译中与受众研究相关的问题，并与实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成为国外视听翻译研究的新趋势[21]。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视听翻译研究向实证主义转变的趋势明显。Desilla 的一系列研究采用问卷调查

的方法对比了英国观众与希腊观众对英文字幕电影中会话含义的理解[22] [23] [24]。虽然她的调查规模并

不大(参与者少于百人)且问卷仍以开放性问题为主，但她将社会学、传播学中的问卷调查法引入了传统的

以定性研究为主的翻译研究中，并对受众关于会话含义的理解进行了定量的解读，因此实现了视听翻译

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在配音研究方面，Romero-Fresco 的研究运用眼动追踪(eye-tracking)技术，记

录了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参与者观看西班牙语配音的视频片段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参与者观看同一视频的

眼球活动[25]。通过此种观察，Romero-Fresco 的研究探讨了配音是否会对所看视频的代入感造成影响，

及观众是否会盯着角色的口型看等问题。Di Giovanni 等人也指出，眼动技术实验与基于社会调查的接受

性研究，是当前视听翻译研究的重点所在 [26]。除此之外，国外的视听翻译研究还采用脑电

(Electroencephalogram，简称 EEG)技术，对受众观看视听作品的过程进行了记录和追踪，以了解其理解

的难点。这些研究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更实现了研究对象从单纯的翻译文本向受众的转变。 
相比之下，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虽涉及领域不少，但内容呈现同质化高的特点。国内视听翻译研究

的内容包括：翻译原则、方法和策略、发展史研究、人才培养及教学改革、译者主体性的探讨等。前面

我们已经提到，以“视听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中，并没有对视听翻译研究中除了字幕翻译和配音

的其它模式进行研究。虽使用了“视听翻译”这一术语，然而仅是介绍了视听翻译中存在其它模式，并

没有针对其中任何一种模式的深入研究。研究内容比较零散，也未有成体系的理论出现。而以“影视翻

译”为关键词检索得到的文献中，不管其研究对象是字幕、配音，还是影视翻译本身，对翻译方法、原

则和策略的探讨都占了很大比重。翻译方法、原则和策略是各个翻译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学者们

竞相关注的研究重点，而对视听翻译的其它方面，如视听翻译与文化软实力、视听翻译的定位、翻译效

果方面的研究乏善可陈。表 3 统计了以“影视翻译”为关键词检索结果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由表 3
可见，超过一半的文献集中于对翻译方法、原则和策略的探讨，研究内容同质化程度高，对视听翻译各

个方面研究发展不均衡。 
更重要的是，国内视听翻译研究中无论是对翻译方法、原则和策略的探讨，还是对视听翻译定位的

研究或是对翻译效果的考察，都是基于对翻译文本的分析和讨论，而翻译过程中的其它主体，如受众，

被极大地忽略了。Gambier 指出，此类型的分析都是基于同一假设：即某种翻译方法或策略更利于读者

或观众的阅读及理解，在此翻译过程和研究中存在对受众接受能力的预判，而这种预判不可避免地带有

一定的主观性(是译者主观判断，没有经过受众检验) [8]。本文同意 Gambier 的观点，认为译者或者研究

者对翻译技巧和策略的讨论，如果没有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撑，没有对受众喜好及翻译文本接受度进行调

查，这种讨论只能是“纸上谈兵”式的。而作为翻译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受众的真正需求和感受并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核心期刊论文中探讨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人才培养及教学改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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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已有一定数量。由此表明国内视听翻译研究虽摆脱不了传统的文本分析法，然而正积极探索翻译

过程中“人”的因素。笔者认为，如果这种探索结合受众研究，将会使国内视听翻译研究对翻译过程的

考察更加完善。 
 
Table 3.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lation 
表 3. 影视翻译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 共计 研究方法 

字幕翻译 

翻译方法、 
原则和策略 11 篇 个案研究 

分析 + 举例说明 

粉丝翻译 3 篇 
个案研究 

分析 + 举例说明 
分析法 

配音 
翻译方法、 
原则及策略 6 篇 个案研究 

分析 + 举例说明 

术语统一 1 篇 分析法 

影视翻译 
(字幕和配音) 

翻译方法、 
原则和策略 31 篇 

分析 + 举例说明 
个案研究 
分析法 

发展史研究 8 篇 文献计量法 
分析法 

人才培养及教学改革 7 篇 分析法 

译者主体性 5 篇 分析法 
分析 + 举例说明 

影视翻译与文化软实力 1 篇 分析法 

影视翻译的定位 1 篇 分析法 

影视翻译效果 1 篇 分析法 

评介  2 篇  

论坛回顾  2 篇  

访谈  1 篇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research methods 
表 4. 研究方法统计表 

研究方法 共计 占比 

分析 + 举例说明 34 篇 42.5% 

分析法 22 篇 27.5% 

个案研究 15 篇 18.75% 

文献计量 4 篇 5% 

评介、论坛回顾、访谈 5 篇 6.25% 
 

以上表中(表 4)呈现了国内核心期刊论文以“影视翻译”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中，各研究方法的文献

总数和所占比例。由表 4 可见，在所有的被统计文献中，理论分析加举例说明的方法占比最高，为 42.5%。

其余依次是分析法，个案研究和文献计量法，各占 27.5%，18.75%及 5%。其中，文献计量法占比最少，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2083


陈林，杨玉洁 
 

 

DOI: 10.12677/ml.2023.112083 588 现代语言学 
 

仅在视听翻译发展史研究中使用。以上文献统计结果表明：一、国内视听翻译研究方法多局限于少数几

种文本分析法，不管是套用理论进行举例说明，还是分析法或个案研究，都是基于翻译文本的理论演绎，

鲜有运用统计方法、计算机软件、语料库等新技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单一；二、国内视听翻译的方

法论研究尚且不足，套用理论进行案例分析及个案研究占比超过 60%，有的例子甚至被反复使用(如电影

《功夫熊猫》中的翻译)，视听翻译研究的方法论滞后；三、国内视听翻译主流研究中还甚少采用实证研

究的方法，国内的翻译研究传统上重分析和理论探讨、轻实证和数据考证的趋势在视听翻译研究中也有

所体现[27]。 

3. 对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启示 

以上本文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比分析了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现状，结果表明国内

视听翻译研究发展相对滞后，存在研究对象集中于影视翻译，研究内容同质化程度高、忽视受众研究，

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我国翻译研究长期忽视对视听翻译的研究是分不开的[28]。目前，

视听传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受众之广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视听翻译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

途径之一。然而，西方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以欧洲语系为主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否适用于中英翻译还

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如严复的“信、达、雅”是否适用于以视听媒体为基础的

翻译，还未被系统地研究过。鉴于中文和英语语言特性的巨大差异，如何在视听翻译中凸显中国文化特

色，还有待考察。因此，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自成体系的视听翻译理论显得十分必要。为此，本文提

出了促进国内视听翻译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三点建议： 

3.1. 从影视翻译研究走向多元化的视听翻译研究 

目前，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影、电视字幕和配音的研究。伴随着中国“走出去”语境

的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日益增多，视听节目互译需求显著增长。新兴的节目类型，如访谈类节目、真

人秀等，对以电影和电视为媒介的视听翻译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对残障人士权益的保

障使得对无障碍传播研究的需求日益迫切。我国的视听翻译研究必须适应这种需求，从以影视翻译研究

为主线，走向多元化的视听翻译研究。多媒体时代，电影、电视翻译、网络翻译、无障碍传播、游戏和

软件本地化等，都应该纳入到视听翻译的研究范畴，以实现多模式的视听翻译研究和建立一套视听翻译

研究全面的、系统的理论。 

3.2. 从文本研究走向基于“受众”的研究 

本文认为，不管是翻译，还是视听翻译，最终的评价主体都应该是翻译的接收者，也就是传播学中

的“受众”。传统的翻译研究多从译者的角度探讨文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处理方法及翻译策略等

问题，研究重点关注译文如何实现等值、等效。然而，早在 1995 年的《视听传播与语言转换》论坛上，

Kovacic 就指出，我们(译者或作者)预想的具有所有必备认知能力、个人经验和社会环境等预设条件的“理

想观众”(ideal viewer)并不存在。因此，基于这些“预期观众”的平均认知水平做出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或

对翻译文本的评判必然存在问题[29]。换句话说，译文的等值、等效如果不在受众身上、以实证的方法检

验，就只能是主观判断，而与事实存在较大差距。传统的以文本对比为主体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新媒体

环境下，以视听作品为对象的翻译研究。为使视听翻译产品更好地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必须对受众

需求和产品接受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新环境下的视听翻译研究应该是以受众研究(Reception Studies)为
导向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这种以受众研究为导向的翻译研究并不应该是一次性的，而必须是循环往复的。越来

越多的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受众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受众称为“end-user”，即翻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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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最终享受者或“用户”，倡导以受众为主体(“user-centered translation”)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30]。
在此基础上，Suojanen 等人进一步提出，翻译不应该是一个从文本到译者再到翻译成果的“线性过程”

(a linear fashion)，而应当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cyclical mode of operation)：在进行翻译实践前，应

该先收集使用者或受众的信息，为实现一个“有效”的翻译服务(a usable translation)；翻译产品输出后，

需通过受众研究对翻译效果和翻译质量进行评价，即从接收者的角度，对受众是如何理解翻译产品、翻

译中采取的策略是否有用及是否能被受众接受等问题进行调查；最后再将这些研究成果反馈给翻译者，

帮助译者在之后的翻译过程中运用更恰当的翻译技巧[30]。于是，有了更详细“用户侧写”(user profile)
的、新一轮的翻译过程开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受众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凸显。 

3.3. 从文本分析法走向基于新技术、实验和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提出视听翻译研究应大胆地摆脱传统的文本对比方法，更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

新技术，如眼动技术、脑电技术及新计算机软件、语料库技术，以及基于社会调查或实验的实证研究方

法到视听翻译研究中。Nida 在上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翻译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和“对等效

果”(equivalent effect)的概念。虽然 Nida 提出“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并不是针对翻译研究，而是针

对翻译实践；且他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并不能有效回答这种“对等”应如何衡量、在谁身上衡量、

一个文本如何能在不同文化中产生对等效果等问题，因而备受非议。然而，通过引进自然科学的眼动技

术、脑电技术和社会调查等基于实证的研究方法，Nida“翻译的科学”“对等效果”中的存在的问题也

许可以得到解决，从而实现翻译学理论的创新。国内翻译研究也一直强调翻译实践和研究中要注重观众

的文化接受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诉求，然而，没有实证的研究方法进行调查，切实的受众文化接受心

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诉求的数据便无从获得。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对视听翻译过程和受众文

本解读过程中的诸多因素进行细致的量化分析，增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31]。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国内外的视听翻译研究现状，指出国内视听翻

译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全面的理论。而视听翻译由于其研究对象(视听文本)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与以文

学作品为主的翻译有着本质区别，难以套用已有的理论进行研究。因此，建立进一步发展视听翻译研究，

建立一套科学的、完整的体系十分必要。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国内视听翻译研究发展的三点建

议：(1) 纳入更广泛的研究对象；(2) 视听翻译研究(甚至是所有的翻译研究)应注重受众研究；(3) 注重实

证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国内视听翻译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黄会林, 孙子荀, 王超, 杨卓凡. 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传播——2017 年度中国电影北美地区传播调研报告[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40(1): 22-28. 
[2] Chen, L. (2018) Subtitling Culture: The Reception of Subtitles of Fifth-Generation Chinese Films by British Viewer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Roehampton, Roehampton. 
[3] Jauss, H.R. (1982)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Vol. 2.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rom the 

German by T. Baht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4] 麻争旗, 谢峥. “一带一路”背景下译制艺术与影视对外传播[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8(10): 99-103. 
[5] Nida, E.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E. J. Brill, Leiden.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95746 
[6] Diaz Cintas, J. and Remael, A. (2014)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ubtitling. Routledge, London.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59678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2083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95746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59678


陈林，杨玉洁 
 

 

DOI: 10.12677/ml.2023.112083 590 现代语言学 
 

[7] Gambier, Y. (1994) 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 Typological Detour. In: Dollerup, C. and Lindegaard, A., Eds., Teach-
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2,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275-283. 

[8] Gambier, Y. (2003) Introduction. Screen Transadaptation: Perception and Reception. The Translator, 9, 171-189.  
https://doi.org/10.1080/13556509.2003.10799152 

[9] 董海雅. 西方语境下的影视翻译研究概览[J]. 上海翻译, 2007(1): 12-17. 

[10] 邓微波. 从电影翻译到视听翻译——国内视听翻译实践的历史与现状探究[J]. 中国翻译, 2016, 37(1): 80-84. 

[11] 麻争旗. 译学与跨文化传播[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12] 乔魁学. 科技电影翻译初探[J]. 上海科技翻译, 1986(2): 31-32. 

[13] 刘大燕. 析 AVT 名称演变: 从电影翻译到多媒体翻译[J]. 上海翻译, 2010(4): 61-65. 

[14] 吕洁. 2000-2012 年间西方视听翻译的研究[J]. 上海翻译, 2013(4): 68-72. 

[15] 王晨爽. 国外视听翻译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J]. 外语学刊, 2017(1): 80-84. 

[16] 张迎迎, 马会娟.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新趋势[J]. 上海翻译, 2018(4): 17-23+94. 
[17] Diaz Cintas, J. (2009) New Trend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Bristol.  

https://doi.org/10.21832/9781847691552 
[18] Diaz Cintas, J. and Anderman, G. (2009)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Language Transfer on Screen.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https://doi.org/10.1057/9780230234581 
[19] Orero, P. (2004) Topic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https://doi.org/10.1075/btl.56 
[20] Perez-Gonzalez, L. (2014)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heories, Methods and Issues. Routledge, London. 
[21] Di Giovanni, E. and Gambier, Y. (2018) Reception Studies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https://doi.org/10.1075/btl.141 
[22] Desilla, L. (2009)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Implicatures in Subtitled Film: Multimodal Construal and 

Reception of Pragmatic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23] Desilla, L. (2012) Implicatures in Film: Construal and Functions in Bridget Jones Romantic Comedies. Journal of Prag-

matics, 44, 30-53.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11.10.002 
[24] Desilla, L. (2014)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Seeing beyond the Imag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Implicit Film Dialogue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 194-214. 
https://doi.org/10.1080/13556509.2014.967476 

[25] Romero-Fresco, P. (2019) The Dubbing Effect: An Eye-Tracking Study on How Viewers Make Dubbing Work. Jour-
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33, 17-40. 

[26] Di Giovanni, E., Orero, P. and Agost, R. (2012) Multidisciplinarity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Monografías De Tra-
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 No. 4, 9-22. https://doi.org/10.6035/MonTI.2012.4.1 

[27] 王红芳. 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综述——基于外语类核心期刊的分析[J]. 语言教育, 2019, 7(4): 77-82+88. 

[28] 朴哲浩. 影视翻译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29] Kovacic, I. (1995) Reception of Subtitles. The Non-Existent Ideal Viewer. In: Gambier, Y., Ed., Audiovisual Commu-

nication and Language Transfer. Special Issue of Translation, XIV (3-4): 376-383.  
[30] Suojanen, T., Koskinen, K. and Tuominen, T. (2015) User-Centered Translation. Routledge, London.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53508 
[31] 王建华, 周莹, 张静茗. 中国影视翻译研究三十年(1989-2018)——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 上海翻译, 

2019(2): 33-38.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2083
https://doi.org/10.1080/13556509.2003.10799152
https://doi.org/10.21832/9781847691552
https://doi.org/10.1057/9780230234581
https://doi.org/10.1075/btl.56
https://doi.org/10.1075/btl.141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11.10.002
https://doi.org/10.1080/13556509.2014.967476
https://doi.org/10.6035/MonTI.2012.4.1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53508

	国内外视听翻译研究现状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d Abroad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术语规范问题及研究现状对比
	2.1. 视听翻译研究的术语规范问题
	2.2. 国内外视听翻译的研究对象
	2.3. 国内外视听翻译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3. 对国内视听翻译研究的启示
	3.1. 从影视翻译研究走向多元化的视听翻译研究
	3.2. 从文本研究走向基于“受众”的研究
	3.3. 从文本分析法走向基于新技术、实验和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

	4.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