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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语言领域迎来了崭新的智能时代，而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横空出世更加速

了科技对传统翻译行业的冲击。面临科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翻译行业更应回归翻译本质，从翻译本体

出发，厘清翻译教育的理念与框架，培养顺应时代发展的翻译人才。语言智能时代的译者培养更应聚焦

于翻译本身，从语言、文化、译者三个层面着手，丰富翻译定义的内涵，明确翻译教育的概念范围，推

动翻译教学向翻译教育的理念转变，突出译者自我认知与职业荣誉感，强调对翻译技能与智能技术的习

得与应用，培养终身发展的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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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integration with language has opened a new 
era of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ChatGPT has accelerated the impact of technol-
ogy on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industry. Fac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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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should refocus on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clarify 
the concept and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ontology, 
and cultivate translation talents who are in step with the tim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ors in the era of linguist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concentrate more intensively on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itself, emphasizing three fundamental dimensions: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ors. This approach aims to enrich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clarify the scope of transla-
tion education, promote a conceptual shift from translation instruction to translation education,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elf-awareness and professional pride among translators, and high-
light the acquis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oth translation skills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ulti-
mately fostering translators equipped for lifelo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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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之事，古已有之。东方，译者的出现可远溯至周朝，彼时四方域外民族朝圣，经“象胥”重重翻

译，跨语言交往之障碍；西方，公元前 3 世纪的亚历山大城，72 名犹太学者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

十子希腊文本》)是最早的译作，距今已 2000 余年。纵观历史，论及宗教传播、科技发展，亦或文明互

鉴、思想解放，译者都如桥梁般跨越时空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翻译活动的形式和社会环境也在

发生变化，译者在每个时期也有不同的责任与使命。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当代翻译

人才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使命，同时又受到了来自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巨大冲击。人工智能、

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变革了传统的翻译模式。基于海量语料的自主学习与人工语料标注

和回复修正，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大语言模型颠覆了翻译活动中人与人、人与文本的单一关系，

译者、文本、技术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翻译硕士作为近年来的热门专业，在这一

变革中首当其冲，争议不断。面对机器在翻译速度、术语提取、语法准确度、搭配准确度等方面的优势，

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也势必要随之创新。 
为培养高端翻译人才，我国建立了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翻译培养体系，以推动中外文明互鉴，

繁荣经贸文化多领域合作。据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2024 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设立翻译本科专业(BTI)的高等院校有 309 所，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高等院校达到 316
所[1]。由于语言服务层次更高，专业性更强，市场需要具备诸如国际传播、国际组织、公共外交、经贸

合作等跨学科素养的高端翻译人才[2]，但当前翻译人才质量远未满足国家发展需求。据《中国翻译人才

发展报告》，我国翻译行业发展存在下列问题：高级翻译人才仍然稀缺、非通用语种人才缺乏、高校教

育与实际工作需求脱节、无法满足多个专业领域的翻译需求，同时翻译人才的激励晋升体制不完善、人

才待遇过低。 
翻译行业发展的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关于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故而翻译教育是解题之法，推动

翻译教育发展也是现实之需。现存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中，“教育”常常为“教学”所替代，翻译教育在

实际操作中常常被缩减为语言文字的转换技能，这也令诸多翻译专业毕业生在面对机器翻译、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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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带来的挑战时失去竞争力。概念上的混淆也反映出了翻译人才培养中的一些问题。在语言智能时代，

翻译人才培养应从翻译本质即定义出发，明确翻译教育在当代应涵盖的概念范围，完善翻译培养理念，

提高翻译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顺应时代、服务国家发展的高端翻译人才。 

2. 翻译定义的发展 

理解翻译教育，首要明确何为翻译。谢天振[3]认为翻译定义具有时代性，是某一阶段一个国家或民

族对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的共识的集中体现，而现行的定义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每一历史阶段社会对

翻译的认识都有所差别，译者的角色与职责也随之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是这样定义的：《辞海》认

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将

翻译定义为“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两者均未脱离语言文字的转

换问题。西方对于翻译的定义也是如此，以《牛津词典》为例，Translation 指“The action of converting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and related senses”，关注的也是语言的转换问题。 

然而，随着对翻译活动认识的深入，翻译学出现多种转向，研究视角从语言学逐步拓展到心理学、

社会学等，也有学者认为当前翻译研究迎来了技术转向。学界尝试从更多维度去定义翻译，译者、文化、

媒介等语言外部因素也走入翻译研究学者的视野。蓝红军[4]提出了翻译本质的多维属性，认为我们对翻

译的定义也受到历史语境的制约，任何定义都无法超越历史，囊括未出现过的翻译现象。因此，翻译的

定义也需要不断更新，去寻求更符合时代的阐释方法。王克非[5]在前人基础上将翻译的行为主体“译者”

与语言作为容器所承载的“文化”考虑在内，认为“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换用另一

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该定义强调“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行为主体，突出翻译活动的文

化意义，丰富了传统的翻译定义。该定义更加突出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在当下的语

言智能时代，翻译人才培养应以“人”为核心，这是译者与 ChatGPT 等智能技术交锋立足的根本。 
如今，翻译教学的大趋势已经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翻译教育的内涵也应考虑文化

与译者的融入。翻译基于语言，但应突破语言的藩篱，翻译教育始于语言，也应走出语言培训的误区。

这一定义与翻译教育的多元化内涵衔接更为紧密，故语言、译者与文化三因素应为翻译教育题中应有之

义。 

3. 译者培养概念之辨 

如前文所言，翻译是涉及语言、译者与文化等因素的复杂活动，意味着单一的语言技能教学只能满

足浅层要求，这也是翻译教学与翻译教育的本质区分。近年来，本领域内概念的界定日益引起学者重视，

主要区分了翻译培训、教学翻译、翻译教学和翻译教育四个概念。翻译曾被认为是语言教学的方法，穆

雷[6]、鲍川运[7]等均区分了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的概念；吴自选[8]从培养目的、性质以及教育手段和方

式三方面，区分了翻译教育与翻译培训，指出二者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实质重叠，前者致力于培养以翻译

能力为核心的全面发展的人才，重在翻译之“道”，而后者以训练翻译直接技能为目的，重在翻译之“技”；

仲伟合、穆雷[9]及穆雷[10]区分了翻译教学与翻译教育，指出翻译教育在翻译教学的基础上有进一步要

求，强调翻译教育不仅要有教学手段，还要以育人为教育理念。 
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个人的成长，培养多元能力，让学生能够应对多变的问题。换句话说，教育的结

果就是让学生能够以有限的资源，解决无限的问题。就翻译而言，教育与教学涵盖范围有本质差异，教

学是教育的一部分，翻译人才培养不仅是翻译技能培训，更应以育人为目的，注重译者作为独立个体的

全面发展。翻译培养逐步走向系统化、产业化，但其内容不应仅是双语教学，翻译教育也不同于翻译培

训，更不能以翻译教学概而论之。作为翻译教学的上位概念，翻译教育内涵更加广泛，明确翻译教育在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0905


杨宝枫 
 

 

DOI: 10.12677/ml.2024.1210905 398 现代语言学 
 

当代的概念范围，有助于引领翻译人才培养的方向。 

4. 翻译教育问题浅析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我国翻译教育发展迅猛，尤其是翻译硕士教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有众多学者

指出我国翻译人才培养仍面临诸多问题。在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翻译在主流对象、方式、工具和手段、

研究对象和研究队伍等方面发生了众多变化[11]，这也为翻译教育带来了新挑战。 
(一) 当前的高校翻译培训体系中，部分高校课程设置不合理。“当前翻译教学缺乏专业和层次的针

对性，各类翻译的课程专业特点不突出、‘千校一面’，用类似大学英语的方法去设置翻译课程，或者因

人设课，不考虑各校人才培养的专业特殊性和教学资源的特殊性”[12]。翻译硕士的课程设置中，主要以

口笔译等实践类课程为主，以培训学生的翻译技能为主要目的。而在实际工作环境中，顺利完成翻译任

务需要更多的言外知识。一名合格的译者要善于在译前利用翻译辅助技术准备工作；在译中展现良好专

业素养、遵守职业道德；在译后勤于整理归纳、保守客户信息与行业机密等。除了语言与翻译相关的知

识技能外，高校培养的翻译人才是否能达到行业要求，特别是对翻译职场适应能力的要求，此问题未引

起足够重视[13]。在翻译职业化的今天，单纯的语言技能培训并非成为合格译者的充分条件，在培训中常

被忽视的语言外的能力培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语言类学校

加入了译员职业道德、翻译伦理、专题知识讲座等课程，但这些课程在其他高校的翻译培养中依旧缺失。 
(二) 跨学科知识的缺乏。复合型人才指的是具备专业翻译能力、同时又掌握某一学科领域专业知识

的人才[14]。据《中国翻译人才发展报告》，翻译人才从业后涉及的翻译领域和内容日益多样化，市场对

于“翻译 + 其他专业”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巨大，行业知识成为译者角逐市场的必要技能。教育、信息通

讯技术、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领域翻译需求巨大，市场对电子信息、管理科学与工程、医药科学等领

域的复合型翻译人才需求旺盛，这对译者的跨学科知识提出较高要求。因此除双语转换能力外，具备基

础的行业知识是翻译培养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高校的翻译培养体系中，除少数具有专业特色的高校外，

多数培养方向同质化，学生缺少跨学科知识的指导与摄入，难以应对翻译市场带来的挑战。为避免人才

培养的同质化，如何将学校传统特色和学科定位与 MTI 的建设有机结合，是很多高校都面临的问题[15]。 
(三) 译者缺乏自我肯定，内生动力较弱。传统观念认为，好的翻译应该让读者/听众意识不到译者的

存在，Venuti 在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书中就阐述了译者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受到的不公待遇，

作为中间协调人的译者被期待扮演隐身角色。但在实际翻译情景中，译者需要寻求多样策略，扮演多种

角色。例如在陪同口译中，译者除翻译外还需要调节氛围甚至充当导游的角色；商业洽谈中，译者的工

作也并非仅是双方信息的传达，而是在优先考虑雇主利益的同时，通过自己对语言表达的斟酌努力促成

合作；文化外译与引进中，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与 Lefevere 的翻译改写理论等，都将翻译放置在

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因此译者也需综合考虑翻译目的、出版商、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因素。译者的能

动性作为翻译活动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人工智能给与大语言模型难以超越的。可见，忠实与对应并非翻

译的唯一标准。译者作为协调者，需要认清自身角色，灵活处理译文，但在当前的培养体系中，学生译

员倾向于以忠实与隐身为唯一取向，或仅以某一翻译理论作为指导，缺乏自身角色认知。以往“传声筒”

的刻板印象更禁锢了译者的发挥，使其缺乏职业认同带来的内生动力。 
(四) 翻译技术革新为翻译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颠覆了

传统的翻译模式，人工与机器成为一对看似水火不容的概念，新手译员担忧被机器替代，对翻译行业前

景感到焦虑。与此同时，“机器翻译 + 译后编辑”模式日渐为市场接受，但过度使用翻译记忆库，也会

导致译文同质化[16]，专业译者的语言技能优势被不断弱化[17]。语言服务行业的迅速发展，翻译技术突

飞猛进，翻译活动性质和实践方式被改变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18]。但科技并非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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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兽，翻译行业日益向语言服务行业转变，引导译者借助科技提高翻译效率与译文质量，加强对翻译数

据的保护，提高译者职业道德与伦理素养，对翻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翻译教育的概念范围应弥补当前翻译教学的不足之处，以语言、文化、译者三方为

导向，引入新内容，以完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 

5. 翻译教育概念范围 

对于翻译教育培养概念范围，以翻译硕士为例，多种语言及语言外部因素已被考虑在内。仲伟合、

穆雷[9]提出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培养模式，内容涵盖口笔译技能、译者能力、相关专业和相应人文

素养四方面；穆雷、王巍巍[19]提出了专业型学位翻译研究生培养模式，包含六项内容，涉及语言、理论、

专业知识与工具，以及职业素养等方面，主张通过课程设置培养翻译人才的能力与素质，体现培养模式

特点；谢天振[11]认为在翻译职业化的时代，除了语言转换能力，学生还需要掌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能

力、文字编辑能力，以及相应的职业操守、道德伦理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同时也强调了国内外相关文

化知识的重要性。以上对于翻译人才培养的观点，对于引导翻译研究生培养模式变革具有参考意义。 
基于上述观点，双语技能、职业道德、专业知识等在翻译培养当中屡被提及，但对于译者角色定位、

内生动力培养、智能技术应用等方面较少涉及。因此可以根据翻译涉及的语言、译者、文化三方面重新

归纳并作补充。翻译教育以育人为目标，应培养具有较强翻译能力、拥有家国情怀、遵守道德伦理、紧

跟前沿发展的跨文化复合型专业人才。为实现此目标，翻译教育内涵可从如下方面进行阐释(见图 1)。 
 

 
Figure 1. The scope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图 1. 翻译教育概念范围 

 
(一) 语言层面： 
翻译教育的语言层面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但翻译能力究竟包含哪些能力？当下研究者存在诸多分

歧，但一致认为双语能力绝非翻译能力的必要充分条件，语言转换能力也极其重要。这意味着译者需要

在两种语言间周旋、抉择，结合译者的文化背景、职业道德、交际能力等，综合决策。 
一方面，语言转换能力不等同于双语能力，但良好的双语能力是实现语言转化的基础。课堂教学中

大量欧化汉语的出现提醒我们，语言教学是双向的，而汉语作为母语往往在教学中被忽略。通过输入大

量的英汉多领域平行文本，在丰富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可有效提高双语质量。加强中英双语对比的教育

与学习，深谙中英语言特征，培养语言差别意识，才能够产出地道的中英文表达，走出欧化汉语和中式

英语的怪圈。在此层面，教师应发挥引领作用，筛选学习资源并提供专业指导，同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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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双语转换能力是区分语言学习者和专业译者的关键。传统语言教学中把语言掌握度放在

首位，然而高阶段的语言学习者自学能力较强，提高语言的熟练度并非课堂教学的全部，也并非有限的

课堂教学能够实现的。翻译教育不等于语言教学，更应注重调动综合能力，强化语言转换技能。这并非

是弱化双语能力，而是要在确保足够语言输入的基础上，注重双语转换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衔接双语

的理解与表达，培养翻译意识，形成正确的翻译观。 
(二) 译者层面： 
译者作为翻译教育的主体，需要培养身份认同、道德伦理与技术能力。在翻译教育中要融入翻译史

以及翻译文化史教育，让学生了解翻译的起源与发展，了解译者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翻译文化史

重在研究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带来的意义和影响，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

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翻译摄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

什么样的变异[19]。历史上的每一次翻译高潮，译者都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力量。深入了解翻译文化史，能

够增强学生作为译者的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增强自我认同，产生译者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实现

翻译教育的育人理念。在此基础上，译者才能用于承担其历史使命。个体能够获得自我满足，这是自由

译者持续从事翻译职业并在职业领域取得成就的前提，也是译者能力的体现[20]。 
同时，翻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以往人际关系的伦理模式，机器翻译、数据安全等非人因素融入翻译

伦理，为翻译伦理带来新的挑战。因此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注重翻译道德伦理教育，此方面需要通过

设置翻译伦理课程，引用更多翻译案例，邀请资深译员讲座等方式来完善；译者培养要面向市场，因此

要注重培养学生掌握翻译技术的能力，及时跟进市场变化，了解翻译技术前沿发展，学习使用多种技术

来辅助翻译工作。当下最热门的 ChatGPT、Claude、文心一言等语言模型与翻译实践的结合，能够高效帮

助口笔译译员进行译前准备、术语提取、专业知识解答、语言润色、格式修正等工作，大大提高了译员

的工作效率；对于翻译研究者来说，其数据整理、收集、分析能力，以及生成 python、R 等编程软件代

码的能力，能够进一步加强研究人员数据挖掘的深度，在语料库建立、数据批量处理方面将研究者从重

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进一步降低翻译研究的技术壁垒。 
(三) 文化层面： 
翻译教育文化层面涵盖跨文化知识、专业知识与翻译理论三方面。译者作为跨越文化障碍的桥梁，

需深谙中外文化差异，这不仅指语言文字层面，更需要了解、尊重和包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面对国家

对复合人才的需求，翻译教育需要包涵必要的行业知识，为学生制定个性化职业规划，强化学生在专业

领域的知识掌握，推动翻译教育的个性化培养。建立多主题多语言平行语料库平台，融入专业知识课程，

培育复合型翻译人才，能够提高学生进入市场后的竞争力；翻译理论与实践并不脱节，他们之间存在着

良性的互动关系。翻译理论可以深入规范并指导实践、描述和解释实践、启发和预测实践[21]。对于翻译

理论的学习将加深学生对于翻译行为的理解，指导学生在翻译实践中的策略选择，促成学生成长为理论

与实践结合的复合型研究人才。 

6. 结语 

语言智能的发展为翻译行业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认识到危机的同时，也要看到技术对翻译行业的

推动。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译者在当代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与使命。习近平在回复北外老

教授回信中指出：深化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

大批外语人才，外语院校大有可为。翻译是一项涉及语言、文化、译者的复杂活动，推动翻译事业发展，

要以此为导向丰富翻译教育在当代的内涵，同翻译教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实现由翻译教学到翻译教育的

理念转变，突出译者自我认知与职业荣誉感，强调对翻译技能与智能技术的习得与应用，培养终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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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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