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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人文领域的蓬勃发展，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为翻译过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背

景下，有声思维法、眼动追踪技术和语料库技术等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

极大地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课题和方法体系。该类研究方法的应用不仅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更为直观、

精细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手段，而且有助于揭示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行为机制。不过，随着翻译过程研究的

深入发展，学界对于所采用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也产生了争议。针对这些争议，本文旨在全面系统回顾

和梳理当前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批判性评估，以期推动该领域的进一

步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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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its uniqu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
ogies have invigorated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In this context, research methods in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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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such as think-aloud protocols, eye-tracking technology, and corpus analysis have be-
com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significantly broadening its scope of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methods 
provides more direct and efficient tool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reby elucidating cogni-
tive mechanisms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However, as the depth of research into translation pro-
cesses expand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aces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bility and valid-
ity of data derived from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s.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review and critically evaluate current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ologies in trans-
lation process research. Ultimately, this study seeks to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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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James Holmes 发表其开创性论文《翻译学之名与实》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翻

译理论与实践成果日渐丰富[1]。然而，相较于翻译产品和翻译功能研究的蓬勃发展，翻译过程研究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简称 TPR)作为翻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发展却相对滞后。直至上世纪八

十年代，翻译过程才逐渐受到学界关注，Hans Krings 的著作《译者头脑里发生了什么》的出版更是标志

着 TPR 领域的正式奠基[2]。该著作的标题直接指向了翻译过程研究的核心问题，即译者在翻译或传译过

程中，大脑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认知过程以生成可见或可听的译文。 
随着数字人文领域的快速发展，一系列新兴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为翻译过程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在

过去的四十年里，有声思维法、眼动追踪和语料库技术等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翻译过程

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手段和数据基础。这些方法的引入不仅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更为直

观、精细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而且有助于揭示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决策过程以及翻译质量的影

响因素。胡开宝指出，数字人文的兴起“催生了以语料库翻译学和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数字

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3]。 
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采用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对翻译过程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4]-[8]。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翻译过程研究的边界，也使其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9]。然

而，翻译过程是发生在译者大脑中的复杂认知活动，其内在机制和过程难以直接观测。若想系统研究这

一领域，理论与数据不可或缺。因此，过程研究者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如何通过数字人文研究方法

准确地获取和分析过程数据，以揭示和解释翻译过程中的认知现象。 
针对这一挑战，研究者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翻译过程中涉及哪些大脑认知系统？这些认

知系统如何相互协作以完成翻译任务？其内在工作机制是怎样的？译者如何储存和加工所接收的源语信

息？又是如何将其转换为目标语的？尽管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仍有

少数学者对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提出了质疑[10]。为了推动翻译过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旨在

对当前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数字人文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的梳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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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 

翻译过程研究作为翻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深入发展得益于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多学科的

交叉融合，这些学科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11]。在这些学科中，数字人文研

究方法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手段。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

式，其核心在于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将新技术的发展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这种方法不仅体现

了技术革新的力量，也展示了跨学科研究的魅力。王贇&张政将其定义为“一种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

新型翻译研究学术模型和学术组织方式”，它具备两大基本特性：一是借助计算机技术或网络技术，将

最新的技术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二是基于大规模文本处理或数据运算，进行传统研究方法无法实现

的跨媒介翻译研究[12]。 
在翻译过程研究中，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应用日益广泛，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有声思维法、键盘记

录、眼动追踪和语料库技术。这些方法各有侧重，但又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交叉，共同构成了翻译过程研

究的多元方法体系。例如，键盘记录过程中产生的译文数据，同样可以用于语料库辅助的翻译过程研究

[13]，这种方法的交叉性正是翻译过程研究复杂性的体现。下面，我们将介绍几大主要的数字人文研究方

法在翻译过程中的相关应用原理，并反思其优势与不足。 

3.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 

3.1. 有声思维法 

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s, TAPs)作为翻译过程研究中的一项关键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具有

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该方法源自认知心理学，并由 Ericsson 和 Simon 在 1984 年的著作

“Protocol analysis: Verbal reports as data”中进行了详尽阐述[14]。TAPs 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尤为突

出，其要求译者在执行翻译任务时实时报告自己的思维活动，通过录音或录像的形式进行记录，以供后

续深入分析。这一方法的应用流程通常包括研究者安排受试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项或多项笔译任务，

并要求受试者在翻译过程中或之后口述他们的思考过程。这些口头报告随后会被转录成文字形式

(Protocols)，以供研究者进行详尽的分析。 
在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中，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系统的探讨。Bernardini 和 Li 等学者对此方法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8] [15]，而 Jääskeläinen、Krings 以及 Kussmaul 和 Tirkkonen-Condit 等学者则通过实践证明了

TAPs 在反映译者思维过程方面的有效性[16]-[18]。然而，Toury 等学者也对 TAPs 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可

能无法完全准确地反映译者的认知过程[19]。问题主要集中在 TAPs 数据的主观性、完整性等方面。尽管

TAPs 在翻译过程研究中存在一些局限性，但通过综合应用其他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合理设计实验，该

方法仍然能够成为翻译过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3.2. 键盘记录 

鉴于有声思维法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存在的局限性[20]，翻译过程研究领域的学者一直在探索新

的方法来收集和分析翻译过程数据。其中，键盘记录技术(Keystroke Logging)作为一种数字人文研究方法，

在翻译过程研究中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键盘记录技术指通过相关软件记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实时行

为数据，包括按键、删除、编辑等。这种方法克服了有声思维法可能带来的主观性和信息遗漏的问题，

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过程数据。 
哥本哈根商学院的 CRITT 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y)在翻译过程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研发的 Translog 程序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键盘记录

软件之一[21] [22]。Translog 2006 的界面设计直观且功能强大，左侧窗口用于显示原文，右侧窗口则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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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受试者的键盘记录。在翻译过程中，受试者的所有书写、停顿、修改等翻译行为都会被详细记录下

来，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翻译过程数据。其界面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presentation of the Translog 2006 Interface (excerpted from Jakobsen, 2011: 43) 
图 1. Translog 2006 界面表征图(摘自 Jakobsen, 2011: 43) 

 
这些键盘记录数据不仅详实，而且可以通过软件回放，使研究者能够直观地观察到译者的翻译过程。

目前，Translog 主要应用于翻译过程中言语输出阶段的研究[23]，帮助研究者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

体行为和决策过程。 
然而，翻译过程不仅涉及译语产出，还包括源语理解等多个阶段。虽然 Translog 程序为研究者提供

了译语产出阶段的详细数据，但对于源语理解和翻译决策等关键阶段，研究者仍然无法直接获取数据。

此外，House 也指出，仅仅依赖外部行为数据来推断译者的内部认知过程可能存在偏差[10]。为了弥补这

一缺陷，研究者开始将眼动技术(Eye-Tracking Technology)等心理学领域的方法引入到翻译过程研究中。

眼动技术能够实时追踪译者在阅读原文和产出译文时的眼球运动轨迹，为研究者提供关于译者视觉注意

力和信息加工过程的直接数据。通过将键盘记录技术与眼动技术相结合，研究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译

者的翻译过程，从而更准确地揭示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 

3.3. 眼动跟踪 

眼动跟踪技术，作为一种成熟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方法，最初被广泛应用于阅读研究领域。自上世纪

六十至八十年代起，这一技术逐渐扩展至心理学领域的多个分支，并在近年来被引入到翻译过程研究中

[20]。眼动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并在近二十年

内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眼动跟踪技术通过记录和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眼球运动的轨迹，揭示了译者在阅读、理解原文以

及信息加工过程中的认知活动。这一技术尤其能够与有声思维法、键盘记录等TPR早期研究方法相结合，

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和多元的数据支持。眼动跟踪技术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主要基于

“眼脑一致性假说”(Eye-mind Hypothesis)，该假说由 Just 和 Carpenter 提出，并得到了广泛认可[24]。这

一假说认为，受试者在阅读时对某个词汇的注视与其对该词汇的心理加工过程是同步进行的，直至完成

加工[24] [25]。眼动跟踪技术正是基于这一假说，通过记录译者的眼动数据来推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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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活动。 
在翻译过程研究中，常用的眼动指标包括注视时间、凝视时间、总注视时间、注视次数、眼跳和回

视等[26]。这些指标反映了译者在阅读原文时的不同认知过程，如词汇识别、句法分析、语义理解等。研

究者可以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和分析相应的眼动指标，提取相关的眼动数据并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译

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目前，眼动翻译过程研究主要涉及翻译过程中的阅读行为、翻译方向性、

机器翻译辅助下的翻译过程以及视译等多个方面[26]。借助眼动跟踪技术，研究者能够有效地探查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对源文本的阅读与理解，从而弥补了键盘记录等技术在这一方面的不足。然而，眼动追踪技

术主要关注源文本的加工过程，对于目标文本的产出过程则无法直接获取数据。因此，在实际研究中，

研究者通常会将眼动追踪技术与键盘记录等其他技术相结合，以全面考察翻译过程的全貌。 

3.4. 语料库法 

语料库技术，作为数字人文研究中的一项关键技术，在翻译过程研究中展现出其不可或缺的价值。

该技术通过构建并分析庞大的语言数据库，深入挖掘翻译过程中的规律性特征，为学界提供了全新的研

究视角。这一方法在学界被广泛称为语料库辅助翻译过程研究，其理论基础源于以下事实与假设。 
首先，所有译文最终都是大脑双语处理机制的产物，这一过程不受翻译目的、功能及译者立场的影

响。换言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经历从源语到译语的双语转换。其次，关于大脑中源语至译语的转

换路径，尽管存在多种理论，但多数观点认为这些路径是有限的。例如，Christoffels & de Groot 提出的水

平翻译与垂直翻译[27]，以及 Paradis 的概念整合与直译[28] [29]。另外，也有学者如 He 认为存在三条路

径：概念整合、结构配对及记忆配对[30]。 
基于上述理论与假设，语料库辅助翻译过程研究通过构建双语平行语料库(包括笔译和口译)，并对原

文和译文进行细致标记，以探寻译者双语处理过程中留下的认知痕迹。在此过程中，原文中的文化专有

项(即某一语言系统独有的信息项，认知上称为“概念栓”)和译文中对应的翻译策略均被详细标注。值得

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与传统语料库翻译研究有所不同。传统研究主要关注特定语言形式在译文中的使用

频率，以揭示翻译语言的特征；而语料库辅助翻译过程研究则更侧重于分析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的使用

频率，以及由这些翻译策略构成的翻译模式。研究者通过客观描述的翻译策略，能够与认知上的翻译路

径相联系。这使得研究者能够基于语料库数据，推测并理解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活动[31] [32]。如此，语料

库技术不仅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还为揭示翻译认知过程开辟了新的、较为经济的有

效研究途径。 

4.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批判性评估 

尽管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它们同样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争议。

这些争议主要涉及到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适用性、数据可靠性和方法论基础等方面。 

4.1. 方法适用性 

在翻译过程研究领域，尽管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如有声思维法、眼动追踪等展现出其在数据收集与分

析方面的显著优势，但一些学者对这些方法在该领域的适用性提出了深入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源于对

翻译过程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全面把握能力的担忧。 
首先，翻译过程是一个涉及语言、文化、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复杂活动。尽管有声思维法和眼动追踪

技术能够提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实时数据，但它们无法完全揭示译者深层次的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

翻译决策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认知过程，这些过程可能难以通过单一的实验方法完全获取。 
其次，除语料库法外，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通常需要依赖实验工具来获取数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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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实验工具的使用往往对实验环境有一定的要求，以确保实验数据的客观真实性。实验环境的控制是实

验科学的重要原则，但在翻译过程研究中，这一原则的实现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s for research method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表 1. 翻译过程研究方法的实验环境比较 

研究方法 所需设备 实验地点 熟悉度 

有声思维法 录音笔；便宜；无技术性 光亮安静即可 受试无需准备 

键盘记录 电脑以及键盘记录软件，例如

Translog II；便宜；一定技术性 光亮安静即可 受试须熟悉相关软件 

眼动跟踪 眼动仪(Eye-tracker)；昂贵；技术性 需专门的实验间， 
光亮合适，安静 

受试须熟悉实验环境和 
实验任务 

 
如表 1 所示，实验环境的要求主要包括实验设备、实验地点和受试者的熟悉度。有声思维法虽然对

设备要求较低，但同样需要确保实验地点的光亮和安静。键盘记录法则要求受试者熟悉相关软件，以便

准确地记录翻译过程中的键盘操作。眼动追踪法则需要更为专业的实验仪器和技术支持，以及专门的实

验间，以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因此，在将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时，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并

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条件，选择最为合适的方法和技术。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

技术，以更好地揭示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4.2. 数据可靠性 

在翻译过程研究中，数据可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科学性。然而，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由于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和译者个体差异的影响，可能面临数据

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挑战。 
首先，翻译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活动，涉及语言、文化、心理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在采用如

有声思维法、键盘记录等数字人文研究方法时，受试者的自我意识和表达能力可能会对数据的真实性产

生影响。例如，受试者在接受研究时可能因为紧张或自我意识过强而改变了其正常的翻译过程，导致收

集到的数据偏离真实情况。这种偏差可能进一步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其次，在眼动跟踪研究中，数据的可靠性同样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受试者的个体差异，如年龄、

性别、专业背景等，以及实验环境的差异，如光线、噪音等，都可能对眼动数据的收集产生影响。此外，

实验任务的设计也是影响数据可靠性的关键因素。如果实验任务的设计不合理或过于简单，可能无法充

分激发受试者的翻译过程，导致收集到的数据缺乏代表性。 
再者，语料库建设在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可靠性同样受到语料来源和标注

质量的制约。语料来源的多样性和标注质量的不一致性可能导致语料库中的数据存在偏差和误差，从而

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此外，翻译实验中的生态效度问题也值得关注。生态效度是指实验结果在现实生活情境中的普遍代

表性和适用性。在翻译实验中，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研究者往往采用较短的原文作为翻译材料，并限

制受试者的翻译方式(如不允许使用字典等辅助工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译者的翻译材料通常篇幅较

长且题材各异，且为了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他们可能会使用各种翻译辅助工具。因此，基于实验与现

实生活的差异，翻译实验所得结果的普遍代表性和适用性可能受到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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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数据可靠性，研究者应充分考虑翻译过程的复杂性

和译者个体差异的影响，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同时，在语料库建设和

实验设计方面，应尽可能保证数据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并严格控制实验条件以减少误差和偏差的发生。

此外，对于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解释，研究者应充分考虑实验条件与现实生活的差异，谨慎评估实验结果

的普遍代表性和适用性。。 

4.3. 方法论基础 

在翻译过程研究领域中，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基础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较于传统的

定性研究方法，数字人文研究方法更加侧重于定量分析，这一转变虽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其科学性和可靠性的讨论。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确实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量化的数据，这些数据在

揭示翻译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时具有显著优势。然而，也正因如此，一些学者质疑其是否过于依赖

数据分析，从而忽视了翻译过程中的语言现象、文化因素以及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等重要因素。这些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往往难以通过单一的量化指标来全面捕捉。翻

译过程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活动，其研究需要综合考虑语言、文化、心理和社会等多个因素。数

字人文研究方法在追求数据量化的同时，如何确保这些因素得到全面、深入的考察，是摆在其面前的一

大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础。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跨学科合作，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和完善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二是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既要充分利用数据分析的优

势，也要重视语言现象、文化因素等定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三是加强实践探索，结合具体的翻译实践

案例，不断检验和修正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础仍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只有通过跨

学科合作、定性定量结合以及实践探索等多种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优势，推

动翻译过程研究的深入发展。 

5. 结论 

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懈探索，翻译过程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一成就部分归功于数字人文研

究方法，使得 TPR 研究者能够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更为客观且全面的(实验)数据，进而对翻译过

程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剖析。 
在 TPR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明显的演进趋势。初期，研究者主要

依赖有声思维法来获取翻译过程的数据，这种方法虽然直接，但受限于受试者的主观性和自我报告的可

靠性。随后，键盘记录法和眼动跟踪技术的引入，为研究者提供了大脑外部行为数据的收集途径，使得

研究者能够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间接推测翻译过程中的内部认知活动。最后，语料库法的引入进一步丰

富了研究手段，通过结合多种研究手段搜集数据，使得各项研究结果能够相互佐证，形成更为完整和准

确的研究图景。 
然而，尽管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挑战。首先，现有的方法仍

难以完全捕捉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次，实验环境的控制也是一大挑战，如何在保证数据真实

性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实验环境对受试者的影响，是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最后，实验法的有效

性也需要进一步验证和探讨，特别是在解释和预测翻译结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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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翻译过程研究方法仍有待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在尚未找到有效可靠的翻译过程研究方法之前，

研究者可以从与双语加工过程有关的神经–语言学理论着手[10]，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翻

译过程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新兴技术的发展，如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可

能会为翻译过程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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