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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思想的变化以及研究方法的更新，学科的发展也在不断完善。生态翻译学是一种新兴的、基于

中国本土的新翻译研究模式，生态理念的引入使得翻译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生态翻译学不仅注重语

言转换理论，同时具备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特质。生态翻译学以生态术语作为翻译研究的新突破点，契

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翻译学以其呈现出的特有的学术

研究意义和创新发展潜力，吸引了大量译者的关注，不断推动中国翻译理论的完善。因此，本文以

2008~2024年我国知网(CNKI)文库所收录的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了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法，总结归纳

了生态翻译学国内的一些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针对我们现有文献研究过程中面临的不足点

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并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广阔未来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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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with the change of the ideas of the times 
as well as the updating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is an emerging 
new translation research model based on Chinese localiz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cologi-
cal concept makes translation studies enter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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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possesses the quali-
t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Eco-translation takes ecological terminology as a 
new breakthrough point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world develop-
ment trend and deeply roo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With its 
unique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innovative potential, eco-translatio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translators and continuously pushed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ory.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papers included in the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CNKI) from 
2008 to 2024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dopts the bibliometric visualization analysis method, summa-
rizes and generalizes some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proposes specific solutions for the shortcomings we face in the process 
of our exist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makes a broad future for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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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翻译学最早由胡庚申先生于 2001 年提出，是“一种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和“一种生态学途

径的翻译研究”[1]。这一理论的提出给翻译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通过对社会环境的深入分析，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研究的焦点从单纯的翻译本身转移到语言、文化和翻译生态等方面，使得翻译研究更

加多元化、更具有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胡庚申先生的生态翻译学在基于中国本土的基础上，逐渐冲出

国门，走向世界，这代表着该理论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汲取营养的同时，不断发出中国声音，打破了

西方翻译理论的霸权地位，助力中国译论走出国门。 
生态翻译学是翻译研究领域中新兴的生态范式，倡导生态整体主义以及生态理性智慧，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发展势头[2]。路璐[3]，时间范围设置在 2008~2024 年，利用中国知网(CNKI)所收录的论文为研究

对象，总结归纳了当前生态翻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研究热点方向，并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提

出了建议，表明中国学者们应紧追时代发展潮流，不断趋合学科发展趋势，作出进一步有关研究，助力

生态翻译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贺雯婧[4]，时间范围设置在 2016~2020 年，研究对象为 CNKI 上的以“生

态翻译学”为主题的论文，运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归纳了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研究主题、硕

博学位论文总体概况和外语类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成果四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近五年国内生态翻译学的

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展望。周鑫婷[4]，将 CNKI 数
据库作为数据来源，检索“生态翻译”这一关键词，检索了自 2001 年提出生态翻译学至 2021 年 2023 年

的文章，并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对生态翻译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梳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

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促进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和实际运用。 
上述学者从多个角度梳理了生态翻译理论的发展现状，利用相关文献分析工具，为生态翻译理论的

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生态翻译理论的前沿动态研究尚不充分。

因此，本文以 2008~2024 年中国知网(CNKI)所收录的论文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翻译学”为检索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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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归纳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探索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并针对现有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了建议，

最后对生态翻译学的未来作出展望。 

2. 生态翻译学的产生背景 

2.1. 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球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工业文明向现代的生态文明转变，

进入工业化的生态文明社会。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这一国际宣

言将全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提高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社会发展高度，引起了全人类极大的关注。与此

同时，为响应国际呼吁，同时也为适应中国国情，中国逐渐开始重视生态环境问题[1]，陆续推出可持续

发展政策，倡导科学发展观，实行生态文明建设，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战略性高度。2019 年全球遭

遇新冠疫情，疫情三年无疑是给世界带来重创，无论是经济还是生态环境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世

界发展的进程也逐渐缓慢。这次新冠疫情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致命性威胁，随着疫情的减退，不仅是中

国，全世界人类都开始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将生态理念贯穿到方方面面，

生态翻译学在这一阶段也经历了蓬勃发展趋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了当务之急。 

2.2. 华夏文明的生态智慧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点之一，和谐是关键所在，分别体现在“天和”“人和”以及

“心和”，是主客关系的和谐完满[1]。“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生态翻译学中，表现为译者与生态环

境的和谐统一，相互融合，整体关系，这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不断适应翻译环境，使翻译选

择遵循翻译生态的变化规律，始终服从大自然的动态规律，实现原文与译文、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

译文与译语文化以及译者自身的“平和”“平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生态翻译学中的平衡反映了中国传统智慧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华夏儒家道德规范的最

高标准，是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一切事物都应遵循中庸之道。不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操作，

“中庸”之道都是优化决策的方法论。这就要求在翻译过程中，追求平衡，不能走极端。 
除此之外，生态翻译学中蕴含“人本”思想。“人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以人为中心”

更是当今社会的最高要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它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身心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翻译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则是译者的选择。在生态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主导”

理念体现的就是“人本思想”，译者是决定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 
以上华夏的生态智慧包含了“自然”“中庸”“人本”“尚和”等生态思想，这些思想促进了生态翻

译学的形成与发展，帮助中国学者提出生态翻译学理念。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学校图书馆网站进入中国知网，根据“生态翻译学”这一关键词搜索 2008~2024 年相关论

文，将时间区间设置为 2008~2024 年，共检索相关文献 3429 篇。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法，将检索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相关图表，更加直观地观测生

态翻译学领域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以及最新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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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 

4.1. 总体趋势分析 

从年度发文总量来看，如图 1 所示，整体呈上升趋势。2001 年提出生态翻译理论，2008 年胡庚申先

生首次发表《生态翻译学解读》论文，此后发文量明显增加，说明胡庚申先生的生态翻译理论在一定程

度上吸引了广大译者的关注，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译者们开始从事相关研究。2008~2010 年属于生态

翻译的初始阶段，总体发文量虽逐渐上升，但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2010 年，得益于胡庚申先生的大力

支持，我国第一届国际生态翻译学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2010 年被誉为是有跨越性进展的关键一年，此

后生态翻译与理论发文量开始呈现持续激增之态势，并一直持续超过 4 年，于 2014 年达到历史顶峰，将

近有 190 篇。2014 年后增长态势下降趋于平缓，但整体发文量仍处于上升趋势，因此 2014~2018 属于平

稳增长期。2019 年遭遇新冠疫情，使得人们越来越开始重视“生态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

求与大自然的“天人合一”理想状态，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引入生态文明理念，生态翻译的研究在该阶

段显得尤为重要，2019~2021 年三年疫情，生态翻译相关发文量在该阶段呈现又一新阶段的增长，于 2021
年增长达到顶峰，年度发文量达到 240 篇。整体来看，在胡庚申先生的引领下，生态翻译领域呈现一片

光明前景。生态翻译学以“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为根基，通过思想创新，形成生态翻译理论，不同于世

界上其他国家的翻译理论，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第一个“原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中国学

者在国际翻译理论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theses o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图 1. 生态翻译学论文年刊载量 

4.2.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呈现研究内容和重点内容间的关联程度。本文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导入所筛

选文献，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如图 2 所示，密度为 0.0117。图谱中的连线数代表关键词共现次数。

关键词的中心度用于判断中心词研究热点。其中关键词节点越大，中心性越高，共现的关键词越多。通

过观察可知，共现图中“三维转换”这一关键词的节点最大，几乎覆盖整个研究范围。与此同时本文列

出了关键词频次表如表 1，通过频次表可知，剔除掉本文的主题检索词，排名前三的关键词分别是“三维

转换”(771 次)“字幕翻译”(191 次)“翻译策略”(134 次)。但仅仅通过高频关键词无法精确获取当下研

究热点，需要依靠中心度这一指标来判断。中心度高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

热点。因此根据中心度排名可得，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是“三维转换”(0.46)，由此可见当下生态翻译理

论的研究热点围绕“三维转换”。 

4.3. 研究前沿动态分析 

研究领域前沿是指“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研究问题”，突变检测分析结果研究中突现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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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一些动态概念研究和一些潜在的研究问题则可能代表未来这两一新兴领域前沿研究与热点方向(陈
超美，2009)。因此我们为继续探究我国生态翻译学发展的主要研究问题前沿，将利用相关学术文献资料

进行综合分析，得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关键词的突现性图谱，如下图 3 中所示。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o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图 2. 生态翻译学关键词共现 
 

Table 1. Frequency of keywords o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表 1. 生态翻译学关键词频次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771 0.46 2010 三维转换 

191 0.09 2011 字幕翻译 

184 0.13 2011 生态翻译 

134 0.09 2013 英译 

125 0.15 2011 翻译 

118 0.01 2011 语言维 

117 0.01 2011 交际维 

116 0.01 2011 文化维 

82 0.04 2012 公示语 

80 0.07 2009 选择 

77 0.05 2010 适应 

71 0.07 2011 译者中心 

69 0.04 2012 外宣翻译 

58 0.04 2013 翻译方法 

55 0.05 2012 适应选择 

48 0.06 2011 多维转换 

35 0.05 2013 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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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6 0.03 2010 译者 

26 0.01 2012 旅游翻译 

25 0.02 2015 英译策略 

25 0.04 2011 生态环境 

25 0.01 2014 汉英翻译 

24 0 2019 翻译技巧 

22 0.01 2011 翻译研究 

22 0.02 2013 口译 

21 0.01 2012 林语堂 

20 0.02 2012 《论语》 

 

 
Figure 3. Keyword bursting o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图 3. 生态翻译学关键词突现 
 

CiteSpace 中的术语突现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而突变型术语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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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那些出现次数较多、出现频率较高、仅在特定时期内出现的术语。通过关键词突变技术，可以快速、

精准、全面地捕捉到某个特定领域在当前时期内的最新学术和研究进展。这种方法比传统的高频次关键

词突变更加高效、准确。 
对图 3 进行分析，可以将研究前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5]。 
第一阶段从 2008~2010 年，这一阶段主要突变词为“选择”“适应”“片名翻译”“译者”“广告

翻译”，该阶段主要研究热点聚焦于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理论性研究居多，生态翻译学理论建设的

核心与前沿就是对“适应”与“选择”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理论性研究[6]。选择和适应作为一种翻译理论，

即“翻译适应选择论”，该理论认为，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

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这种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具体特征：一是“适应”——译者对

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二是“选择”——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适应和选择

是生态翻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理念，因此生态翻译学研究模式下，以适应和选择的理论视角而展开

的研究逐年增多[7]。 
第二阶段从 2011~2017 年，涌现出许多关键词，如“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公示语”“生态翻

译”等，生态翻译学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以及蓬勃发展的前景，译者们开始多方面全领域的研究生

态翻译学。其中“译者中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6]。译者胡庚申先生于 2001 年首次提出生态翻译

学，借助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核心理念，于 2004 年提出“翻译适应选

择论”，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为了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胡庚申首次将“译者中心”的翻译理念体现在

翻译的定义之中，指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7]。“译者中心”的翻译观能够真

正体现翻译实际，从根本上确立了译者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提高译者的责任感。 
第三阶段从 2022~2024 年，这一阶段出现了突变术语“三维转换”“翻译方法”，本文主要讨论三

维转换。三维转换是一种生态翻译学方法论，聚焦于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的适应性选择和转化，以达

到更高层次的翻译效果。“语言维度”指的是翻译者在语言形式上进行适应性选择和转换的过程，涉及

多个方面和层面。“文化维度”指的是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翻译者必须具备跨文化意识，需要克服文化

差异所带来的障碍，正确认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特点，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顺畅性。“交际维度”

指的是除了关注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的转换，译者还应关注源语中的交际目的是否在目的语中再现。因

此，不仅要关注源语的语言形式，还要设法传达深层次的交际意图，并在目的语中产生尽可能接近目的

语读者感受的交际效果[8]。由此可见三维转换更多注重翻译操作层面，因此是应用研究的重点。 

5. 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不足及建议 

纵观当代国内中西翻译与译论，基本学术脉络应该是在对中国西方传统译论文化进行广泛介绍、引

进、吸收、反思及其原有翻译理论思想的继承基础上所进行具有创造性特色的阐发[9]。 
有关研究不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理论层面有待深化。自胡庚申先生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以及其他翻译理论如“翻译适应选择

论以来，我国国内译者开始不断审视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翻译理论。本文

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热点 2008~2010 年主要集中在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如“适应”与“选择”，这对

理论研究来说是一大突破，表明国内译者开始有意识拓展研究生态翻译学理论。经过我国二十多年来的

改革发展，国内生态翻译学已经趋于成熟规范与长期稳定，但我国在全球化国际竞争大背景下，翻译生

态术语资源仍还较为缺乏，独立自主性建设仍不完善，存在大量盲目学习模仿之风。这说明在一定程度

上中国翻译理论还没有完全理论化，更多的成果主要停留在翻译实践层面。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国内生

态翻译学发展时间仅有二十多年，发展时间较短，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二是由于翻译本身的特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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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学者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翻译实践中，而忽略了理论本身的重要性。 
二是应用研究有待拓展。本文研究发现从 2011~2017 年生态翻译学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译者

们开始多方面全领域的研究生态翻译学，如“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公示语”“生态翻译”等。整体

来看，应用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如将生态翻译学与纪录片、古诗词，广告等领域结合起来。纪录片《舌

尖上的中国》解说词的英译是外宣翻译的典型范例，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该纪录片字幕翻译的成

功就在于译者在翻译时做到了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为中国文化外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提供新思维和新视角[10]。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地位愈发彰显重要，这一切就很迫切需要我们译者

积极地主动地构建知识理论，在全球翻译领域构建出具有自己中国语言特色的世界话语体系，让中国译

论独特的思想传统价值和文化思想主张真正地融入文化世界、参与人文世界对话，从而得以更好地宣传

走出去，传播中国文化声音，让整个世界更加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语言文化，使中国译论跻身世界

高水平的理论行列[2]。最重要的是我们应通过结合实践反思，逐步探索和开辟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

发展路径[9]。 

6. 结论 

该文基于 CiteSpace 共现图谱，对 2008~2024 年的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研究前沿进

行了相关的梳理、归纳和总结，较为客观地揭示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态势，得出如下结论：(1) 未来生态

翻译学领域发展方向前景是一片光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生态翻译学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未来更

有朝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的趋势。(2)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发现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维转换”。

(3) 目前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前沿是“三维转换”和“翻译方法”。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翻译学理论，它的发展“打破了生态学与翻译学”之间

的学科障碍，让生态理念融入翻译学科，同时利用翻译反映生态学的意义，这对现代翻译工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生态翻译学的茁壮成长给翻译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也给我们

带来了新的思考，如何使生态翻译学提高在国际翻译学领域的话语权，在加强和巩固影响力的同时，扩

大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进一步打通生态翻译学的国际传播路径[2]。生态翻译学在获

得不断关注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这就需要广大译者们积极致力于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不断突破创

新，将带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推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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