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语：

　　传统翻译研究因其“印象式”（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ｔｉｃ）、
“随感式”（ｅｓｓａｙｉｓｔｉｃ）的研究方式而被认为有失严
谨。二战后，语言学派翻译研究横空出世，从语音到
语篇对翻译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严谨而系统的研
究，让“翻译研究”初步显示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性”，
并呈现出一门新兴学科的特点。Ｎｉｄａ在上世纪６０
年代就试图建立一门“翻译的科学”（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可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研究
者们逐渐发现这种“科学性”研究因严重忽视翻译的
“文化性”而显得日益僵硬。这导致了９０年代初以
Ａｎｄｒｅ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为代表的席卷全球的翻译研究的
“文化转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轰轰烈烈几年之后，
人们似乎幡然“醒悟”：翻译在本质上是两种语言之
间的转换；“语言转换研究”这个本体不能偏废。这
引发了９０年代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这是一种
全新的研究范式，令国内外翻译研究者们耳目一新。
它既有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科学性”，也能涵盖文
化学派翻译研究的“文化性”，甚至还能博采传统“印
象式”、“随感式”翻译研究的宏观视野。基于语料库
的翻译研究将全球“翻译研究”（Ｔ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引入了一个新境地。

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就是
语料库翻译学（也称“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
的建立和发展。这些年来，国内翻译研究界经历了
从“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介绍、综述、理论探讨到
实证研究的快速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本栏发表的三篇由港澳学人撰写的论文从三个
方面展现了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的新进展。黄立
波、朱志瑜的论文视野开阔，材料翔实，从宏观上系
统总结了国内近十多年来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
构及翻译研究的得失。戴光荣的论文在理论上进行
了新的探索，通过汉语可比语料库与英汉平行语料
库相结合的方式，论述了汉语翻译中的词汇搭配模
式。慕媛媛与朱纯深合撰的“在线翻译与双语写作
教学／自学平台建设中的语料精加工”一文在应用层
面进行了新的拓展，详细探讨了在线翻译与双语写
作教学、自学平台建设语料精加工中的语料标注问
题。这种标注将成为翻译教学语料库标注的新趋势。

这三篇文章的作者均潜心从事语料库翻译研究
多年，均有独到的探索和见解。我们衷心期待这三
篇继往开来的文章能引起更多同行对语料库翻译研
究的兴趣和关注。

国内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建构与研究现状及展望

１黄立波　２朱志瑜
（１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７１０１２８；１、２香港理工大学，香港）

摘要：本文在回顾近年来国内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建构与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探究现有语料库

研制与应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发现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语料库建设各自为政，缺乏超大规模、综合性、多用

途的国家级平行语料库；第二，语料库的深加工还不够深入；第三，从对语料库的应用看，课题拓展和对语料

库的研究潜力开发还不够；第四，相关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不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一些对策包括构建

更大规模的超级英汉平行语料库、自动标注的深化、开发相关软件以及完善网络检索平台。
关键词：英汉平行语料库，研制与应用，超级英汉平行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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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１．引言

翻译研究领域近二十年的一大进展就是语料库

翻译学（也称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的建立和

发展。１９９８年，萨 拉·拉 维 欧 萨（Ｓａｒａ　Ｌａｖｉｏｓａ）在

ＭＥＴＡ（４３／４）“语料库翻译研究”专刊中指出，“此专

刊有两重目的：一是尝试来界定这一翻译研究新领

域的现有地盘；二是通过理论阐述与实证研究相结

合，展示语料库研究方法正在发展成为一种连贯、综

合、丰富的范式，正 在 着 手 于 一 系 列 与 翻 译 理 论、描

写和实践相关的问题探讨”（Ｌａｖｉｏｓａ　１９９８：４７４）。可

见，语料库起初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被引介到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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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研究中，但在短短五年时间① 这一研究途径逐步建

立和完善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拥有了自己的研究

团队，开始发 展 为 一 种 研 究 范 式。一 些 有 影 响 的 平

行语料 库，如 加 拿 大 议 会 会 议 录 英 法 平 行 语 料 库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Ｈａｎｓａｒｄ　Ｃｏｒｐｕｓ）、克 姆 尼 茨 英－德 翻

译语 料 库（Ｃｈｅｍｎｉｔｚ　Ｅ－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ｕｓ）、德－
英文学文 本 平 行 语 料 库（ＧＥＰＣＯＬＴ）、英 语－挪 威 语

平行语料库（ＥＮＰＣ）、英 语－意 大 利 语 双 向 平 行 语 料

库（ＣＥＸＩ）、葡－英双向平行语料库（Ｃｏｍｐａｒａ）相继建

成，基于这些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１９９８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成容量３万句对的

英汉双语语 料 库，并 进 行 了 词 性 标 注。同 期 有 代 表

性的英汉平行语料库还包括：北大计算语言学研究

所双语语料库、东北大学英汉双语语段库、外研社英

汉文学作品语 料 库、冯 友 兰《中 国 哲 学 史》汉 英 对 照

语料库和 李 约 瑟《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史》英 汉 对 照 语 料

库、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所英汉双语语料库、中科院软

件所英汉双语语料库和中科院自动化所英汉双语语

料库等（参见冯志伟２００２：５７）。国内平行语料库建

设与国外相比，时间上不算太晚，但基于平行语料库

的翻译研究 起 步 较 晚。据 笔 者 调 查，国 内 最 早 关 于

语料库与翻译 研 究 的 学 术 文 章 是“语 料 库 与 翻 译 研

究”一文（廖七一２０００）。该文不仅介绍了与翻译研

究相关的平行、多语和可比三类语料库以及英国的

翻译英语语料库（ＴＥＣ），而且对语料库在翻译实践、
翻译 规 范、翻 译 普 遍 性 等 研 究 中 的 应 用 做 了 说 明。
尽管此文只是一个介绍，却为国内的翻译研究者打

开了一条新 思 路。随 后 的 十 多 年 中，一 些 有 影 响 英

汉平行语料库相继建成，产生出一大批相关的研究

成果。通过综述国内近十多年来双语平行语料库的

建构及相关研究，并归纳这一方面的得失，可以对此

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推断和建议。

２．国内平行语料库的建设及应用

国内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大体可分为通用类和特

定领域类两种②，前者是指文学及非文学文本兼收的

多文类语料库，可用于多种类型的研究，如北京外国

语大学“通用 汉 英 对 应 语 料 库”、南 京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英汉平行语料库”等；后者则是以某一（类）文本为收

录对象，如《红楼梦》平行语料库、法律法规语料库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王克非

主持和研制的北外“通用汉英对应语料库”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双语平行语料库，目前容量为３０００万字

词，并在进一步建设中。此语料库的建库理念是“语

言与翻译 研 究 并 重”，“可 应 用 于 语 言 研 究、翻 译 研

究、教学研究、双语词典研编等”（王克非２００４ｂ：７３）。
该语料库包括翻译文本库、百科语料库、专科语料库

和对译语句库四部分，并实现了汉英文本的句级对

应，可进行基本 语 法 标 注 和 词、词 频、短 语、句 型、搭

配等自动链接式检索，即同一界面英汉语句子实现

双向对齐。此 外，该 语 料 库 中 的 汉 语 原 文 及 其 对 应

英语译文和英语原文及其对应汉语译文四类语料可

在同一语料库内实现语际对比和语内类比方面的研

究。在此语料库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翻译单

位（如王克非２００３）、翻译语言特征／翻译共性（如秦

洪武、王 克 非２００４；王 克 非、胡 显 耀２００８；黄 立 波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王 克 非、秦 洪 武２００９；王 克 非、胡 显 耀

２０１０）、翻译文体（如黄立波２００９）、语言与翻译教学

（王克非２００４ａ；秦洪武、王克非２００７；王克非等２００７；
王克非、熊文新２００９等）等方面的研究。并以此为基

础建 成 约 一 千 万 字 词 的“中 英 双 语 在 线”（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ｎｌｉｎｅ，ＣＥＯ）检索平台（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
ｆｌｅｒｉｃ．ｏｒｇ．ｃｎ／ｃｅｏ／ｉｎｄｅｘ１．ｈｔｍｌ），供语言和翻译学习

者或研究者参考。相关的理论探讨主要是对国外相

关研究发现，如翻译共性特征在英汉语翻译语境下

的验证，并提 出 新 的 研 究 课 题。南 京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李德俊教授主持研制的“英汉平行语料库”容量为对

齐语 料２０００万 词 次（以 汉 语 计 算），采 用 句 对 齐 为

主、段落对齐为辅的原则，文类主要有散文、小说、时

文、政论文、百 科 知 识 五 大 部 分，其 中 英 译 汉 语 料 占

６０％，汉译英语料占４０％，可用于双语词典编纂、汉

英对比研究、翻译教学和实践等领域（李德俊２００８：
７３），但该语料库主要以服务于双语词典编纂为目的。

比较有代表性的特定领域类语料库包括燕山大

学刘泽 权 主 持 研 制 的“《红 楼 梦》中 英 文 平 行 语 料

库”、上海交通 大 学 胡 开 宝 主 持 研 制 的“莎 士 比 亚 戏

剧英汉平行 语 料 库”等。这 些 语 料 库 在 建 库 方 法 上

既有相似之处，又各自具有自己的特色。“《红楼梦》
中英文平行语料库”由一个原文及其三种译文构成，
容量为约２７４万 字 词，以 源 文 本 为 标 准 实 现 了 句 级

对齐，在 ＭＭＡＸ标注程序自动标注的基础上，对句

子类型、语域、语态、是否包含修辞、习语或谚语作了

一定程度的手工标注，并已建成可用于局域网内的

网络检索平台（刘泽权等２００８）。目前在此基础上的

研究包 括 叙 事 标 记 语 英 译（如 刘 泽 权、田 璐２００９
等）、称谓翻 译（如 肖 家 燕、刘 泽 权２００９等）；颜 色 词

语义分析（如刘泽权、苗海燕２０１０）、译者风格（如刘

泽权、闫继苗２０１０；刘泽权等２０１１）等。该语料库最

大的特点是手工标注的介入，使得检索数据可以从

形式方面深 入 到 语 义、文 体 等 层 面。相 关 的 研 究 成

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尽管前期的手工标注费时费

力，但可以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较大的方便。“莎

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容量为约６００万字词，
全库由一种原文及其三种译文组成，该语料库在对

汉语文本分 词 的 基 础 上 利 用ＣＬＡＷＳ和ＩＣＴＣＬＡＳ
３．０分别对英、汉文本做了词性标注，并在对话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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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话轮层面上实现了对齐。在此语料库基础上可以

开展英汉文本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平行检索，考察译

者风格、翻译策略和翻译语言特征等方面，具体如汉

语翻译文本中的显化（如胡开宝、朱一凡２００８；胡开

宝、邹颂兵２００９）、汉语翻译文本中特殊句式的使用

（如胡开宝２００９）等。该双语库语料库同时可用来进

行莎剧语言研究，并可将语言研究的发现应用于莎

剧翻译研究，实现以语言研究促进翻译研究的新时

期莎剧翻译的特色。
还有一些可 供 在 线 检 索 的 双 语 平 行 语 料 库，如

洪化清的在线“红 楼 梦 汉 英 平 行 语 料 库”、绍 兴 文 理

学院孙鸿仁主持研制的双语平行语料库系列，具体

包括：“中国法律法规汉英平行语料库”、“《毛泽东选

集》汉英平行语料库”、“《邓小平文选》汉英平行语料

库”、“鲁迅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红楼梦》汉英平

行语料库”等。此外，一些自建的小型平行语料也被

应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如叶常青２００３；于连

江２００４；肖 维 青２００５；王 正、孙 东 云２００９等），相 关

的成果大量涌现。
现有的语料 库 建 设 主 要 表 现 出 以 下 共 同 特 点：

第一，句子层面实现对齐，方便了对特定语言转换现

象的大规模观察与分析；第二，自动标注与人工标注

相结合，使得相 关 研 究 得 以 从 形 式 到 语 义、语 用、文

体等方面深入。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语料库建构技术探索。主要探

讨如何运用计算机技术来研制语料库，尤其是对汉

语文本的加工、英汉对齐的处理以及手工标注介入

等问题；第二，基 于 语 料 库 的 实 证 研 究 和 理 论 探 讨。
以翻译共性为例，相关的实证研究不仅关注单一类

比模式（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下目标语中翻译文本

与非翻译文本之间的差异，而且也将源文本作为分

析和解释 翻 译 文 本 中 特 定 语 言 转 换 现 象 的 一 个 维

度。既有对翻 译 语 言 宏 观 特 征 的 探 究，也 有 对 具 体

语言转换的 考 察。第 三，平 行 语 料 库 在 翻 译 教 学 中

的应用，具体包括网络检索平台的辅助翻译教学和

自建语料库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等。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上海交

通大学外国语 学 院 联 合 举 办 的“全 国 首 届 语 料 库 翻

译学研讨会”在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成 功 举 行。此 次 会 议

是对近年来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一次总结性交流，
代表了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水平。

３．平行语料库研制与

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综观这些语料库的建设及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可

以发现，十多年的时间，国内平行语料库已经从介绍

国外的相关研究，发展到创建自己的语料库，再到对

语料库的开 发 和 应 用，取 得 了 相 当 快 的 进 步。但 同

时，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第一，语料库 建 设 各 自 为 政，缺 乏 超 大 规 模、综

合性、多用途的国家级平行语料库。
尽管国内现有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各自已具备一

定的规模，但缺 乏 上 亿 词 容 量，覆 盖 面 更 宽，应 用 范

围更广的 超 级 语 料 库（ｍｅｇａ－ｃｏｒｐｕｓ）。重 复 建 设 是

一个突出的原因，以《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为例，
比较有代表性的至少就有三个。尽管语料库可以为

研究提供方便快捷的数据检索服务，但语料库建设

本身 却 是 一 项 费 时、费 力 的 工 作，从 对 语 料 的 收 集

（包括扫描、识 别、校 对 等）、预 处 理，到 语 料 切 分、标

注、对齐，每一 步 的 工 作 量 都 不 小，而 且 需 要 做 到 尽

可能的细致和精确，以保证后期语料处理和将来检

索的准确性。这样一来，每一个具备一定规模、比较

完善的语料库的建设周期都不短，重复建设分散了

力量，限制了 语 料 库 的 规 模 和 加 工 深 度。解 决 此 问

题的一种办法就是各语料库研制团队之间加强交流

与沟通，对现有 资 源 进 行 整 合，实 现 共 享，并 制 定 一

定的发展计划，分 工 合 作，共 同 建 设 超 大 规 模、综 合

性、多用途的国家级平行语料库。
第二，语料库的深加工还不够深入。
语料库翻译 学 发 展 的 一 大 关 键 点 就 是“双 语 库

的研制，它是技 术 手 段，是 基 础 设 施，也 体 现 研 制 者

的研究目的，其 加 工 程 度 影 响 研 究 课 题 的 选 择”（王

克非、黄立波２００８：１０）。从语料的分类看，目前大多

语料库还仅限于文学和非文学两种，一些专门类的

语料库规模 还 比 较 小。针 对 于 此，在 未 来 的 分 类 中

可以对文学和非文学语料作进一步的划分，如文学

文本之下可以 包 括 小 说、戏 剧、散 文、诗 歌、传 记 等，
非文学文本可 以 包 括 新 闻、科 技、财 经、法 律、历 史、
农林、医药 等 文 类（ｇｅｎｒｅ）。从 标 注 方 面 看，对 标 注

技术的研究还不够，现有的语料标注主要以词类标

注为主，句法、语 义、修 辞 等 方 面 的 标 注 还 要 依 靠 手

工来完成。通 常，语 料 库 的 建 设 与 研 究 目 标 密 不 可

分，对语料库的加工标注也是以预期的研究目标为

前提的，但大规 模、综 合 性、多 用 途 的 平 行 语 料 库 建

设需要预先通盘考虑，标注的信息应当可支持将来

的可持续的 系 统 研 究。以 预 期 究 目 标 为 出 发 点，根

据具体的研究对象设计软件兼容的标注符，然后利

用编辑软件进行批量赋码。
第三，从对语料库的应用看，对语料库的研究潜

力开发还不够。
通用型双语 平 行 语 料 库 一 般 包 括 四 类 语 料：汉

语原文及其对应英语译文，和英语原文及其对应汉

语译文，可同时应用于英汉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语

际对比和语内类比均可进行。但目前基于平行语料

库的语言对比研究还不足，翻译研究也主要以共时

的类比研究为 主，根 据 时 代、译 者、翻 译 方 向 等 参 数

·７４·国内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建构与研究现状及展望



研究不多。专 科 类 语 料 库 中 的 一 对 多 模 式，即 一 个

原文对应两个以上译文的模式是其一大特色，不仅

可应用于跨语际的语言转换研究，还可进行不同翻

译方向上译出与译入文本的类比研究，以及翻译语

言与非翻译语言的类比研究等。但目前此类研究主

要局限于文学作品领域，对于非文学文本，如政论以

及新 闻、财 经、法 律 等 实 用 文 本 的 类 似 考 察 尚 不 多

见。对语料库潜力的开发应当以语料库翻译研究方

法论的不断完善为基础，在英汉语对比研究的支持

下发掘新的研究对象，提出新的研究模式，如在超大

规模平行语料库的支持下进行翻译语言的历时变化

研究、翻译语言与原创语言的历时对比研究、不同时

期翻译文本所体现出的翻译规范研究、不同文类翻

译策略的对比研究、不同翻译方向的翻译策略对比

研究等等。
第四，相关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不够。
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统计分析手

段的支持，反过来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深入又为语言

统计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汉英平行语料库对

齐技术为例，国内关于此问题早在９０年代初就已有

讨论（参见黄俊红等２００７：２３），但关于此类探讨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在计算机专业或计算语言学领

域，更侧的是重于技术性的讨论。近年来，语料库语

言学的发展 为 语 言／翻 译 研 究 与 计 算 机 技 术 的 结 合

提供了很好的交流界面，语言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

与计算机专业人士的合作不断加强，前者为后者提

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研究手段

的支持。以英 汉 平 行 语 料 库 为 例，汉 语 的 分 词 与 标

注技术使得从词汇或标注层面的自动检索和数据提

取成为可能，大规模平行语料库的建立为网络检索

平台和翻译软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真正实现了语

言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有机结合。语料库翻译学是计

算机技术 为 媒 介 的 语 料 库 语 言 学 与 翻 译 研 究 的 结

合，二者相互促进。

４．平行语料库的前景

Ｌａｂｏｖ认为，“语言学领域内每一次重大的范式

转换大都由该学科领域对基本数据看法的改变而引

发”（转引自Ｓｔｕｂｂｓ　１９９３：２４），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

翻译研究。正是大规模原文及其对应译文的电子文

本库以及相关技术所提供的大规模数据检索与提取

为翻译研究 提 供 了 新 视 角。然 而，随 着 计 算 机 技 术

的发展和语料库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更大规模双语

平行语料库呈现给翻译研究者的新型数据必将引发

新的研究课 题。在 此 背 景 下，国 内 的 平 行 语 料 库 建

构与研究呈现出如下一些趋势：
首先，超级 双 语 平 行 语 料 库 建 设 势 在 必 行。这

里所谓“超级 平 行 语 料 库”不 仅 指 库 容 上 亿 字 词，而

且在文类、时间跨度等方面都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超大规模的双语库总体上可由人文、社会和自然科

学的若干个 子 库 构 成，各 库 可 分 可 合。人 文 类 语 料

又可包括文学、法 律、历 史、哲 学、宗 教、艺 术 等 若 干

次子库；社会科学类语料可包括文化、地理、旅游、考

古、心理、经济、政 治、管 理 等 若 干 次 子 库；自 然 科 学

类语料可包括 生 物、化 学、物 理、天 文、农 林、医 药 等

若干次子库。各 类 语 料 内 部 可 进 行 进 一 步 的 细 分，
在时间上也需要有一定的跨度，可进行历时的对比

与分析。这样一来，语料库的适用性将更强，既可同

时用于各类学术研究和实际应用，也将扩大语料库

翻译研究的视野。
第二，语料的加工标注研究将是语料库语言／翻

译研究的基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翻译研究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对语料的加工不单单是对计算机软

件技术操作，而是建立在一定语言学理论基础上，为

一定的翻译研究目标服务。标注的深入程度决定了

未来研究的层次，现有的自动标注远不能满足实际

研究与应用 的 需 要。近 年 来，根 据 研 究 目 标 设 定 的

手工标注在一 些 研 究 项 目 中 开 始 应 用（如 英 国 兰 卡

斯特大学语料 库 文 体 学 项 目、燕 山 大 学 的《红 楼 梦》
平行语料库项目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语料库翻

译研究并非是一条捷径，它只是为描写研究提供了

一个强 有 力 的 数 据 支 持。自 动 标 注 的 深 度 是 有 限

的，手工标注对于大型平行语料库建设来说尽管不

太现实，但借助计算机程序实现的人工赋码可以大

大减轻手工标注的工作量，为后期的多重数据提取

与分析奠定基础。人工赋码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
以文本为出发点，根据预设的标注符，在文本中找寻

不同的语言现象，逐一进行赋码；第二，首先建立研究

对象与具体语言项之间的关系，制定具体语言项的词

表，对具体语言项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给出特

定的标注符，然后借助自设程序在文本中进行批量赋

码。相比较而 言，后 者 的 可 操 作 性 更 高 一 些。需 要

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手工标注”，并非纯粹意义上

的人工操作，而是一定的小软件设计编程为基础的。
第三，软件开发和网络平台的建设。语料库是研

究的工 具，语 料 库 的 建 设 也 需 要 先 进 的 工 具。近 年

来，国 内 外 开 发 研 制 的Ｐａｒａｃｏｎｃ、Ａｎｔｃｏｎｃ、Ｔｒａｄｏｓ、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Ｃｌａｗｓ、中 科 院 的ＩＣＴＣＬＡＳ汉 语 词 法

分析系统、雅 信ＣＡＴ等 文 本 处 理 与 分 析 或 翻 译 软

件，为研究者在 标 注、对 齐、统 计 等 方 面 提 供 极 大 的

方便，使研究过程更具直观性，研究结果更具信度与

效度。但相比 较 而 言，国 内 在 适 用 于 汉 英 翻 译 研 究

的相关软件开发方面还要落后于其他国家。语料库

研究相关软件的研制与开发将依然是今后语料库翻

译研究的一 个 重 点。另 一 方 面，语 料 库 建 设 的 最 终

目的 是 服 务 于 理 论 研 究 与 实 际 应 用，大 规 模、综 合

·８４· 当代外语研究



性、多用途的国家级平行语料库可同时满足这两方

面的需要。就 实 际 应 用 而 言，现 有 的 方 式 主 要 是 以

语料 库 为 后 台 运 行 的 数 据 库，建 立 网 络 检 索 平 台。
数据库的规模与加工深度决定了检索信息的内容与

复杂程度。但现有的平台仅能提供词语、搭配、句对

等简单检索，利 用 率 不 高。随 着 今 后 语 料 标 注 与 加

工技术的发展，更加完善的检索平台应该能够提供

多重的检索服务。

５．结语

从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被介绍到国内至今已有

十多年的时间，国内的相关研究经历了从介绍综述

到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快速发展。平行语料库建

设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基于品行语料库的语言对比与

翻译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语料库语言学

的研究成果以及语料库语言学与其他研究领域相结

合的成果带给翻译研究的启示必将促使双语平行语

料库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但必须注意的是，平行语

料库的建构与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相对而言还是

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方法论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附注：
① 通常认为 莫 娜·贝 克（Ｍｏｎａ　Ｂａｋｅｒ）１９９３年 的“语 料 库 语

言 学 与 翻 译 研 究：启 示 与 应 用”（Ｃｏｒｐｕ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一 文

奠定了语料库翻译研究新途径的基础，通常被认为是这一

新研究范式的宣言书。
② 本文仅综述有代表性的书面语英汉／汉英平行语料库。限

于篇幅，对口译平行语料库和可用于翻译研究的类比语料

库，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情况暂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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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伟．２００２．中 国 语 料 库 研 究 的 历 史 与 现 状［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１２（１）：４３－６２．

胡开宝．２００９．基 于 语 料 库 的 莎 剧《哈 姆 雷 特》汉 译 文 本 中
“把”字句应用及其动因研究［Ｊ］．外语学刊（１）：１１１－１５．

胡开宝、朱一凡．２００８，基于语料库 的 莎 剧《哈 姆 雷 特》汉 译 文

本中显化现象及其动因研究［Ｊ］．外语研究（２）：７２－８０．
胡开宝、邹颂兵．２００９．莎士比亚戏 剧 英 汉 平 行 语 料 库 的 创 建

与应用［Ｊ］．外语研究（５）：６４－７１．
黄俊红、范云、黄萍．２００７．双语平行语料库对齐技术述评［Ｊ］．

外语电化教学（６）：２１－２５．
黄立波．２００７．基 于 汉 英／英 汉 平 行 语 料 库 的 翻 译 共 性 研 究

［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黄立波．２００８．英 汉 翻 译 中 人 称 代 词 主 语 的 显 化———基 于 语

料库的考察［Ｊ］．外语教学与研究４０（６）：４５４－５９．
黄立 波．２００９．基 于 双 语 平 行 语 料 库 的 翻 译 文 体 学 初 探———

以《骆驼祥子》的 两 个 译 本 中 人 称 代 词 主 语 和 叙 事 视 角

转换为例［Ｒ］．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３－２５日首届语料库翻译学

研讨会会议论文．
李德俊．２００８．英 汉 平 行 语 料 库（ＰＥＣＣ）建 成［Ｊ］．外 语 研 究

（６）：７３．
廖七一．２０００．语 料 库 与 翻 译 研 究［Ｊ］．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３２

（５）：３８０－８４．
刘泽权、刘超鹏、朱 虹．２０１１．《红 楼 梦》四 个 英 译 本 的 译 者 风

格初探———基于语料 库 的 统 计 与 分 析［Ｊ］．中 国 翻 译３２
（１）：６０－６４．

刘泽权、苗海燕．２０１０．基于语料库的《红 楼 梦》“尚 红”语 义 分

析［Ｊ］．当代外语研究（１）：１９－２４．
刘泽权、田璐．２００９．《红楼梦》叙 事 标 记 语 及 其 英 译［Ｊ］．外 语

学刊（１）：１０６－１０．
刘泽权、田璐、刘超 朋．２００８．《红 楼 梦》中 英 文 平 行 语 料 库 的

创建［Ｊ］．当代语言学１０（４）：３２９－３９．
刘泽权、闫继苗．２０１０．基于语料库 的 译 者 风 格 与 翻 译 策 略 研

究［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３３（４）：８７－９２．
秦洪 武、王 克 非．２００４．基 于 语 料 库 的 翻 译 语 言 分 析———以

“ｓｏ．．．ｔｈａｔ”的汉语对 应 结 构 为 例［Ｊ］．现 代 外 语２７（１）：
４０－４８．

秦洪武、王克非．２００７．对 应 语 料 库 在 翻 译 教 学 中 的 应 用：理

论依据和实施原则［Ｊ］．中国翻译（５）：４９－５２．
王克非．２００３．英汉／汉英语句对应的语料库考察［Ｊ］．外语教

学与研究３５（６）：４１０－１６．
王克非．２００４ａ．双语平行 语 料 库 在 翻 译 教 学 上 的 用 途［Ｊ］．外

语电化教学（６）：２７－３２．
王克非．２００４ｂ．新兴双语对应语 料 库 的 设 计 与 构 建［Ｊ］．中 国

翻译。２５（６）：７３－７５。
王克非、胡显耀．２００８．基于语料库 的 翻 译 汉 语 词 汇 特 征 研 究

［Ｊ］．中国翻译２９（６）：１６－２１．
王克非、胡显耀．２０１０．汉语文学翻 译 中 人 称 代 词 的 显 化 和 变

异［Ｊ］．中国外语７（４）：１６－２１．
王克非、黄立波．２００７．语料库 翻 译 学 的 几 个 术 语［Ｊ］．四 川 外

语学院学报（６）：１０１－０５．
王克非、秦洪武．２００９．英译 汉 语 言 特 征 探 讨———基 于 对 应 语

料库的宏观分析［Ｊ］．外语学刊（１）：１０２－０５．
王克非、秦洪武、王 海 霞．２００７．双 语 对 应 语 料 库 翻 译 教 学 平

台的应用初探［Ｊ］．外语电化教学（６）：３－８．
王克非、熊文新．２００９．用于翻译教 学 与 研 究 的 英 汉 对 应 语 料

库的加工处理［Ｊ］．外语电化教学（６）：３－９．
王正、孙东云．２００９．利用翻译记忆 系 统 自 建 双 语 平 行 语 料 库

［Ｊ］．外语研究（５）：８０－８５．
肖家燕、刘泽权．２００９．被扭 曲 的 中 华 称 谓———《红 楼 梦》尊 他

敬语五种英译之比较［Ｊ］．外国语文２５（６）：５１－５６．
肖维青．２００５．自建语料库 与 翻 译 批 评［Ｊ］．外 语 研 究（４）：６０－
６５．

谢家成．２００４．小型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立与运用［Ｊ］．解放军

外国语学院学报（３）：４５－４８．
叶常青．２００３．自 建 语 料 库 在 翻 译 教 学 中 的 应 用———《红 楼

梦》中英文本用于翻译教 学 的 课 堂 设 计［Ｊ］．外 国 语 言 文

学（３）：４１－４４．
（责任编辑　林玉珍）

·９４·国内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建构与研究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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