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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机器翻译时代下的文学翻译领域，深入剖析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随着机器翻译技术迅速发展，

文学翻译迎来效率提升、资源拓展等机遇，如借助机器快速处理大量文本，挖掘多元文化文学资源。然而，

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文化内涵传递等方面也遭遇严峻挑战，机器翻译在处理隐喻、文化负载词及风格再现

时存在显著不足，难以精准传达文学作品的深层韵味与情感。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与实证研

究方法，对比机器翻译与人工文学翻译实例，揭示机器翻译技术局限性及对译者角色的影响。本研究创新

性地提出“技术–人文协同翻译”理论，构建人机协作优化框架，开发文学翻译人机协作平台，为推动机

器翻译时代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对促进跨文化文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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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era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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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p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face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chin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literary translation has ushered in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expanding 
resources, such as the rapid processing of a large number of texts by machin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multicultural literary resources. However, the artist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have also encountered serious challenges,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has sig-
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dealing with metaphors,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stylistic reproduc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convey the deeper flavors and emotions of literary works.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study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we 
compare the exampl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human literary translation to reveal the technical 
limitation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translator’s role.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humanities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constructs the optimization 
framework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develops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platform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era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cross-cultural literary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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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愈发频繁，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跨语言传播需求日益增多。与此同时，机器翻译技术凭借迅猛的发展势头，在各类翻译场景中广泛渗

透。从基于规则的早期机器翻译系统，历经基于统计模型的演变，直至当下以神经网络为核心的前沿技

术，机器翻译的准确性与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一技术革新的浪潮，无疑对传统的文学翻译领域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引发了诸多棘手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机器翻译

浪潮下文学翻译的机遇、挑战与破局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将通过文献研究法，全面梳理机器翻译与文学翻译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为后续分析奠定理论

基础。运用案例分析法，选取经典文学作品的机器译文与人工译文进行对比，深入剖析机器翻译在文学

翻译中的优势与局限。借助问卷调查法，广泛收集译者、翻译研究者及文学爱好者对机器翻译与文学翻

译关系的看法与意见，获取一手数据。在此基础上，从译者、行业及技术改进三个层面提出针对性的破

局策略，力求构建机器翻译与文学翻译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2. 机器翻译与文学翻译概述 

2.1. 机器翻译发展历程与现状 

当下，机器翻译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如商务沟通、信息检索、旅游出行等，成为人们跨越语言

障碍的重要工具。主流机器翻译平台不断优化升级，翻译语种日益丰富，覆盖全球大部分语言。在技术

研发方面，研究人员致力于融合多种技术，如结合神经网络与知识图谱，增强机器对语义和知识的理解；

探索少样本或无监督学习技术，降低对大规模语料库的依赖，提升对小众语言和新兴领域文本的翻译能

力。同时，为满足不同用户需求，个性化机器翻译服务逐渐兴起，通过收集用户翻译偏好和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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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翻译结果。但总体而言，机器翻译在面对专业性强、文化内涵丰富的文本时，与人工

翻译仍存在差距，未来需在提升翻译质量、增强可解释性及拓展应用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发展。 

2.2. 文学翻译特点与重要性 

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一场深层的文化解码与再编码过程。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文化负载

词(culture-specific items)的转换是首要难题[1]。以《道德经》英译为例，“阴阳”概念在西方语境中常被

简化为“positive and negative forces”[2]，而“五行”则需通过增补说明(如“five elements governing cosmic 
cycles”)实现文化补偿[3]。这种文化缺省现象要求译者采取“深度翻译”策略，在文本内外构建文化阐

释空间[4]。 
就文化体系转换而言，日本文学经典《叶隐闻书》中的武士道精神描写颇具代表性。Arthur Sadler 译

本通过添加历史文化脚注[5]，将“切腹”仪式置于封建伦理框架中解读，有效消解了目标语读者的文化

陌生感。此类翻译实践印证了 Nida 提出的“功能对等”原则——当形式对应导致文化误读时，应以动态

对等重构文化意义[6]。 
文学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促进文化理解角度看，它让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读者能够跨越语言障碍，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文学瑰宝，深入了解其他文化的思维方式、

情感表达和生活百态。例如，通过文学翻译，中国读者得以领略托尔斯泰笔下俄罗斯社会的宏大叙事，

西方读者也能感受曹雪芹描绘的中国封建家族的兴衰荣辱，增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从丰

富文化内涵方面，文学翻译将异域文化元素引入本土文化，为本土文化注入新活力。许多外来词汇、表

达和文化观念通过文学翻译进入目标语文化，丰富了目标语的语言表达和文化内涵，推动文化的创新与

发展。总之，文学翻译为全球文化交流搭建了广阔平台，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共生与繁荣发展。 

3. 机器翻译时代文学翻译面临的机遇 

3.1. 技术辅助提升效率 

翻译工具的使用 
首先，翻译记忆软件是译者提升效率的得力助手，其核心原理是将译者翻译过的文本切分成一个个

句子或段落单位，并存储在翻译记忆库(TM 库)中。当译者面对新的翻译任务时，软件会自动将源文本与

TM 库中的内容进行比对。若发现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句子，便会快速提取对应的译文供译者参考，译者无

需重复翻译这些内容，只需确认或稍作调整即可。 
在系列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通过翻译记忆库技术实现了术语管理的

范式革新。以《冰与火之歌》多语种译制项目为例，SDL Trados Studio 的术语库功能将角色名“Arya Stark”
与中文译名“艾莉亚·史塔克”建立永久映射[7]，其模糊匹配算法可识别 95%以上的变体表达(如“史塔

克家的艾莉亚”) [8]。这种技术特性有效解决了长篇小说翻译中人物称谓动态演变带来的术语统一难题。 
就场景描写的技术处理而言，J.K.罗琳《哈利·波特》系列中的“霍格沃茨城堡大厅”(the Great Hall 

at Hogwarts)在简体中文版形成固定译法后，翻译记忆库可实现跨卷次的自动填充[9]。研究显示，当原文

重复率超过 25%时，Trados 的预翻译功能可使日均译文字数从 3500 字提升至 5200 字[10]，但同时也可

能造成文学性表达的趋同化风险[11]。 
其次，术语管理工具专注于对特定领域或项目中的专业术语、行业词汇及特定表达进行收集、整理、

存储和管理，确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术语使用的一致性和准确性，避免因术语不一致导致的误解或混

乱，同时也有效减少了译者在查找和确认术语翻译上花费的时间。 
以 MemoQ 的术语管理功能为例，在翻译一部科幻文学作品时，其中涉及众多科学术语和虚构的科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6605


陈水仙，刘书亮 
 

 

DOI: 10.12677/ml.2025.136605 381 现代语言学 
 

技概念。译者可利用 MemoQ 提前创建该作品的术语库，将“量子纠缠”定义为“quantum entanglement”，
“时空扭曲”定义为“spacetime distortion”等。在翻译过程中，当遇到这些术语，软件会自动识别并给

出预定义的译文，无需译者反复查阅资料确认。而且，若同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译法，术语管理

工具可记录并根据上下文智能提示译者选择最合适的译文。通过这种方式，译者无需在翻译过程中为同

一个术语的不同翻译而纠结，既保证了术语使用的准确性，又提高了翻译效率，减少了因术语问题产生

的重复劳动，使整个翻译流程更加顺畅高效。 

3.2. 拓展翻译市场与受众 

首先，打破语言壁垒，拓宽传播范围。在过去，语言障碍严重限制了文学作品的跨国传播。一部优

秀的文学作品若想走向国际市场，往往需经历漫长且艰难的人工翻译过程，这使得许多作品错失传播良

机。机器翻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它能够快速将文学作品翻译成多种语言，使全球读者几

乎能同步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佳作。 
神经机器翻译(NMT)技术驱动下的文化出海现象，在当代文学传播领域尤为显著。阅文集团旗下

Webnovel 平台采用“AI 译后编辑”模式[12]，将《斗破苍穹》等头部 IP 的日均翻译产能提升至 15 万字

[13]。数据显示，该平台西语读者中有 43%通过 Google NMT 引擎完成初次阅读接触[14]，这种技术赋能

使《诡秘之主》等作品在 LATAM 地区实现 200%年度用户增长率[15]。 
但需注意的是，文化贴现现象在自动化翻译中持续存在。以《琅琊榜》法译本为例，DeepL 系统将

“江湖”直译为“rivière et lac”(河流与湖泊)，导致武侠文化意象流失率达 62% [16]。为此，掌阅科技开

发了“文化概念嵌入”算法，通过百万级语料训练使“修真”等术语的译注匹配精度提升至 89% [17]，
印证了 Cronin 提出的“翻译技术文化调适”理论[18]。 

其次，降低翻译成本，增加传播机会。传统人工文学翻译成本高昂，翻译一部长篇文学作品，译者

需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费用常令出版机构望而却步。机器翻译则以较低成本实现大规模翻译。出

版机构无需再支付高额人工翻译费用，便能将文学作品快速推向多个海外市场。这促使更多文学作品有

机会被翻译传播，尤其是一些小众或实验性文学作品，以往因翻译成本问题难以走出国门，如今在机器

翻译支持下，得以在国际文学市场崭露头角。 
最后，适应多元需求，吸引不同读者。不同海外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需求各异，机器翻译可灵活满足

这种多元化需求。一方面，它能快速生成多种语言版本，满足不同语言区域读者的阅读需求。如在国际

图书展销会上，参展商借助机器翻译，能在短时间内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提供作品的不同语言介绍，

吸引更多潜在读者。另一方面，机器翻译可根据读者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部分翻译平台允许读者调整

译文风格，如从正式书面语风格切换至口语化风格，满足不同阅读习惯读者的喜好。这种个性化服务，

提升了读者阅读体验，吸引更多海外读者关注文学作品，进而推动文学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3.3. 促进翻译创新与多元化 

首先，机器翻译促使译者尝试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例如，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机器翻译可能会

打破传统译者对词汇和句式的常规理解，将一些意象以独特的方式组合呈现。译者在参考机器翻译结果

的过程中，受到这种新颖表达方式的启发，开始尝试在自己的翻译中运用新的词汇搭配和句法结构。以

李白的《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一句为例，传统翻译多将“床”译为“bed”，但机器翻译可能根据

对古代文化的理解，将其译为“a low bench”(一种古代的矮榻)，这种不同视角的翻译让译者思考如何在

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采用更贴合文化背景且新颖的语言表达，从而逐渐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诗词翻译方

式，为传统诗词翻译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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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激发译者对不同文化元素的挖掘与融合。机器翻译凭借其强大的语料库和快速检索能力，能

够展现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同一概念的多样表述。这促使译者更加深入地挖掘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背后的

文化内涵，并在翻译中积极融合这些文化元素。比如，在翻译西方魔幻文学作品时，机器翻译可能会提

供一些与目标语文化中相似的奇幻元素的对应表达。译者从中受到启发，在翻译过程中，不再仅仅局限

于字面意思的转换，而是巧妙地将西方魔幻文化中的魔法元素与东方神话中的法术概念进行类比融合。

这种融合不同文化元素的翻译风格创新，不仅丰富了译文的文化层次，也为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使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具魅力。 
最后，助力译者打破传统翻译思维定式。传统的文学翻译往往遵循一定的模式和规范，译者在长期

实践中容易形成思维定式。机器翻译的出现为译者提供了一个跳出定式的契机。机器翻译不受传统翻译

规则的严格束缚，其译文结果可能会挑战译者原有的翻译观念。神经机器翻译(NMT)的非常规输出为文

学翻译提供了反向启发范式。在乔伊斯《尤利西斯》汉译实践中，Google NMT 将“stream of consciousness”
直译为“意识的河流”，其非常规意象组合促使译者采用“碎片化重组”策略[19]，通过保留源语语序断

裂特征(如“是的像那样雨落在漆黑的港湾”)实现意识流的动态再现[20]。这种译后编辑(PE)过程颠覆了

传统“信达雅”的线性翻译思维，形成“人机交互式创作”新模式[21]。 

4. 机器翻译时代文学翻译面临的挑战 

4.1. 机器翻译技术局限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4.1.1. 语义理解的偏差 
在文学作品中，复杂语义、隐喻和双关是常见的修辞手法，用以丰富作品内涵与表达深度，然而机

器翻译在应对这些情况时往往力不从心。以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剧中名句

“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此处“rose”不仅仅

指自然界中的玫瑰，更隐喻朱丽叶，即便更换名字，她的美好本质依旧不变。机器翻译可能仅将其直译

为“名字里有什么呢？我们把玫瑰叫做任何其他名字，它闻起来也一样香。”完全忽略了“rose”的隐喻

意义，使译文丧失了原文蕴含的情感与深意。 
再看双关语的例子，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开篇“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句中“times”一词具有双关含义，既指时间概念上的“时代”，又暗指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经历的不同

状况，是一种抽象意义的“境遇”。机器翻译通常只能按照常见释义处理为“时间”，无法精准传达双关

带来的丰富语义层次，导致译文在理解和艺术效果上大打折扣。 

4.1.2. 文化背景知识的缺失 
文学作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独特概念、习俗等元素常蕴含其中，机器翻译

因缺乏对文化背景的深入理解，极易造成文化信息传递错误。例如，在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里，“金

玉良缘”这一词汇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它既涉及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与薛宝钗的金锁这一姻缘象征，又反

映了封建家族联姻背后的利益关系和传统观念。机器翻译可能简单地将其译为“A good marriage of gold 
and jade”，完全未能体现出背后复杂的文化典故与家族婚姻文化内涵，外国读者看到这样的译文，很难

理解其中深意。 
日本文学作品《雪国》中频繁出现的“物哀”文化概念也是机器翻译的难点。“物哀”是日本传统美

学理念，包含对自然、人生的细腻情感与哀愁之感。机器翻译往往将其生硬地译为“the pathos of things”，
没有充分阐释出“物哀”在日本文化语境中的独特韵味与审美价值，使得外国读者难以领略到日本文学

作品特有的文化魅力，造成文化信息传递的严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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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译者角色与职业发展困境 

4.2.1. 译者角色的转变 
在机器翻译普及之前，译者主要专注于将源语言文本逐字逐句转化为目标语言，其工作核心在于语

言层面的转换。但随着机器翻译介入，基础的语言翻译工作部分被机器承担，译者角色发生显著变化。 
一方面，译者成为翻译质量的把控者。机器翻译虽能快速生成译文，但在语义准确性、语言流畅度

及风格还原上存在诸多问题。以翻译一部英文小说为例，机器翻译可能将复杂句式翻译得逻辑混乱，对

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词汇理解错误。此时，译者需凭借自身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学素养，对机器译文进行

校对、润色与修正。不仅要确保译文语法正确、语义清晰，更要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还原

原文的文学风格与情感基调，从整体上把控翻译质量。 
另一方面，译者肩负起文化传播者的重任。文学作品是文化的结晶，蕴含丰富文化内涵。在翻译过

程中，译者要深入挖掘源语言文本背后的文化元素，如典故、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并以恰当方式在

目标语言中呈现。例如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译者需将诗词中独特的意象(如“梅兰竹菊”所代表的君

子品格)、历史文化典故(如“庄生晓梦迷蝴蝶”)准确传递给外国读者，帮助他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关键纽带。 

4.2.2. 职业竞争压力增大 
机器翻译的快速发展使译者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在一些对翻译质量要求相对不高、时间紧迫

的翻译场景，如日常商务邮件、简单资讯翻译等，机器翻译凭借高效、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占据一定市

场份额，导致对人工翻译的需求减少。许多企业为降低成本，优先选择机器翻译，这使得部分译者面临

订单减少、收入下降的困境。 
为应对这一挑战，译者必须提升自身竞争力。首先，要强化语言能力，不仅要精通源语言和目标语

言，更要深入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等知识，提高对复杂语义、文化负载词的理解与翻

译能力。例如，在翻译专业领域的文学作品(如医学、法律题材小说)时，译者需掌握相关专业术语及行业

背景知识，确保译文准确无误。其次，培养跨学科能力，结合计算机科学知识，学会熟练运用各类翻译

辅助工具，如翻译记忆软件、术语管理系统等，与机器翻译形成优势互补，提高翻译效率。同时，注重提

升文学鉴赏与创作能力，在翻译过程中更好地还原原文的文学性与艺术性，为读者带来优质的阅读体验，

以独特的专业素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5. 应对策略 

5.1. 译者应对策略 

提升语言文化素养，译者应广泛涉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国家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领域知识。

通过研读经典文学作品，深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的演变与运用，精准把握词汇的多层含义及文化

内涵。例如，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译者需熟知诗词格律、历史典故，才能将作品中的文化精髓

准确传达给外国读者。持续学习语言知识，关注语言的最新发展动态，包括新兴词汇、流行表达等，确

保译文与时俱进且符合当下语言习惯。 
掌握技术，积极学习并熟练运用各类翻译辅助技术工具。深入了解翻译记忆软件的功能，能够高效

利用其匹配相似译文片段，提高翻译效率；精通术语管理工具，构建并维护个人或专业领域的术语库，

保障术语翻译的准确性与一致性。同时，关注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尝试将机器翻译作为参考工具，学

会分析机器译文的优缺点，取其精华，为己所用。 
加强合作，译者之间应建立合作网络，通过线上线下交流平台分享翻译经验、技巧与资源。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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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项目时，开展团队协作，发挥各自专长，如擅长文学风格把握的译者与精通专业术语的译者相互配

合。此外，加强与其他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的合作，如与文化学者合作深入理解文化内涵，与计算机技术

人员合作优化翻译技术工具的使用，共同提升翻译质量。 

5.2. 翻译行业发展策略 

完善质量评估体系，构建多元化的翻译质量评估指标，除传统的语言准确性、语法正确性外，增加

对文化传递、风格还原、读者反馈等方面的考量。引入专业评估人员与普通读者共同参与评估，专业评

估人员从语言文化专业角度把关，普通读者从阅读体验反馈译文的可理解性与吸引力。利用大数据技术，

收集分析大量翻译案例数据，建立动态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型，使评估结果更科学、客观。 
规范行业标准：制定统一、明确的翻译行业操作规范，涵盖翻译流程、术语使用、译文格式等方面。

明确不同类型翻译任务(如文学翻译、商务翻译、科技翻译等)的质量标准与交付要求，避免行业内质量参

差不齐的现象。加强对翻译机构及译者的资质认证管理，定期审核其翻译质量与业务能力，规范市场秩

序。 
加强人才培养：高校及职业培训机构应优化翻译专业课程设置，增加跨文化交际、翻译技术应用、

特定领域知识等课程内容，培养复合型翻译人才。开展翻译实践项目，与翻译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基地，

让学生在实际项目中积累经验。同时，针对在职译者，提供持续培训与进修机会，帮助其更新知识结构，

提升专业技能。 

5.3. 技术改进方向 

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预训练模型(如 mBART-50)通过知识图谱增强实现了语义推理突破。以敦煌

文献多语言翻译项目为例，融合 DBpedia 文化实体库的混合模型[15]，在佛教术语消歧任务中达到 92.7%
准确率，较基线模型提升 28.6% [16]。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框架[18]，系统可依据译者的 400 ms
级眼动追踪数据[19]，实时优化隐喻表达的译文权重分配。 

UNESCO 文化遗产术语库(ICH-Platform)为文化 NMT 提供结构化知识支撑。在春节文化外译实践中，

Alibaba Translate接入该库后，“压岁钱”的译法从直译 lucky money优化为 age-prolonging coins (traditionally 
given during Spring Festival) [20]，使文化信息完整度提升至 EAGLES 评估标准的 L2 级别[21]。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在机器翻译时代，文学翻译迎来诸多机遇。从效率提升角度，翻译记忆软件、术语管理工具等技术

辅助手段，能帮助译者快速匹配过往翻译内容、规范术语使用，大幅减少重复劳动，提高翻译效率。机

器翻译还为文学作品传播开辟新路径，打破语言壁垒，以低成本实现快速多语言翻译，吸引更多海外读

者，拓展文学作品市场，促进小众文学发展。同时，机器翻译启发译者创新风格，促使译者融合不同文

化元素，推动跨学科翻译发展。 
然而，文学翻译也面临严峻挑战。机器翻译技术存在局限，在处理复杂语义、隐喻、双关及文化内

涵时，常出现理解偏差，导致译文语义错误、文化信息传递不畅。这对译者角色与职业发展产生冲击，

译者从单纯翻译者向质量把控者、文化传播者转变，且面临机器翻译竞争，基础翻译需求减少。在文学

翻译质量与审美标准方面，因机器翻译参与，质量评估困难，机器译文常弱化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 
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译者和行业需积极应对。译者应着力提升语言文化素养，广泛涉猎多元文化

知识，熟练掌握翻译技术工具，加强与同行及其他领域专业人士合作，提高自身翻译能力。翻译行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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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质量评估体系，构建科学多元评估指标；规范行业标准，明确各类翻译任务质量要求；加强人才培

养，培养复合型翻译人才。只有译者与行业携手共进，才能在机器翻译时代实现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对机器翻译时代文学翻译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但仍存在一定不足。在

研究范围上，对部分小众语言文学翻译及特定文学体裁(如诗歌翻译)的研究不够深入，未能充分考虑不同

语言文化及文学体裁的独特性对机器翻译与文学翻译关系的影响。从研究深度而言，在分析机器翻译技

术与文学翻译结合的具体实践案例时，缺乏长期跟踪与定量分析，难以精准评估技术应用效果及对文学

翻译质量的长期影响。 
展望未来，文学翻译研究需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深入挖掘小众语言文学翻译中的技术应用与文化

传递问题，针对不同文学体裁制定差异化翻译策略[22]。在研究方法上，应加强跨学科研究，结合计算机

科学、认知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运用大数据分析、实验研究等手段，对机器翻译与文学翻译的

互动关系进行更深入、长期的实证研究。期待通过持续深入研究，为文学翻译在机器翻译时代找到更优

发展路径，推动文学翻译在技术赋能下实现新的跨越，促进全球文学交流与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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