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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领域的合作，比如合作翻译（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或合译

（co-translation），古已有之，不仅见诸历史上的佛经翻译、圣经翻译和文

学翻译，也在近年来的笔译项目、团队口译和手语传译中屡见不鲜。如

今，广义的合作已包括本地化、视听翻译、粉丝翻译和技术翻译等在内

的众多翻译实践。任何涉及机器（辅助）翻译的项目都不可避免地涉及

人类译员与翻译机器 / 人工智能之间的直接协作，翻译实践和教学人员与

软件程序员之间的间接协作。除此之外，口译员之间也存在多种合作方 
式。社区口译中译员与医生护士、法官律师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会议口译中同传译员之间的协作，可谓无处不在。特别是自 2020 年初新

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来，包括口笔译在内的应急多语服务更是凸显了

语言与翻译服务过程中各相关方合作协同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 年 6 月 25—26 日在北京举行的、由国

际翻译家联盟、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的第十届

亚太翻译论坛（APTIF10）将会议主题确定为“翻译世界中的合作：新时

代、新变化、新模式”就显得恰逢其时，既回顾历史又启发当下，既关

注学术研究又观照职业现实，对翻译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论坛为期 2 天，举办了 10 场主旨演讲、12 个常规主题论坛、4
个学术新芽（研究生）分论坛，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韩国、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印度、俄罗斯、阿塞拜

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名翻译界正

式代表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会，共同打造了一场高规格、高水平、高

技术含量的区域性国际翻译盛会。中国网、腾讯会议、哔哩哔哩、译直播、

微信视频号等众多平台同步直播，线上观看人数累计达 24.3 万人次，点

赞量近 8 万，听众规模和参会代表区域多样性创国内外翻译学术会议和

历届亚太翻译论坛历史记录。论坛得到新华社、人民网、光明网、中国

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电视台等 30 多家主流媒体多渠道直播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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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报道，赢得国内外翻译学界、业界广泛关注。

会议的成功举办，也让我们得以将会议中的部分发言结集成书，以

论文集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让我们有机会管窥作者们如何从不同视角、

不同维度，呼吁、描述、阐释、拓展翻译中的合作问题。

杜占元、高岸明、杨丹分别作为翻译行业管理机构以及语言和翻译

人才教育机构的领导者和决策者，从各自不同角度呼应着合作这一主题。

杜占元指出，亚太地区是全球聚集人口和民族最多、经济文化发展最具

活力、各国交流合作最为活跃、语言文化最为多元的地区；加强交流对 
话，共同致力于团结合作与和平发展，是亚太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他

呼吁亚太翻译组织和翻译界同仁以论坛为抓手加强亚太翻译界的团结合

作，共创团结进步的亚太翻译大家庭。高岸明同样倡导要加强亚太翻译

界交流与合作。他汇报了中国语言服务业近年来在多元化人才培养、数

字化和智能化创新、规范化监管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希

望借此为亚太地区其他成员提供启示，引领推动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

发展与繁荣。杨丹则指出，合作是贯穿翻译事业永恒的主题。从两千多

年前西方的圣经翻译，到中国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均是通过多人相互

协作才得以完成。今天，联合国、欧盟等超国家组织，以及国家机构之

间和机构内部的翻译合作，新冠疫情、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等重大国际

事件中的语言服务合作更是不可或缺，而技术驱动的人机合作也正在并

将持续带来更多新的可能性。

在一定程度上，李宇明的论文可被视为就上述决策者对翻译合作的

呼吁在语言领域的落地思考。李宇明指出，语言具有“沟壑”和“桥梁”

的双重属性。要超越沟壑，构建无障碍社会，就必须培养公民具备包括

翻译能力在内的“超语”能力。语言智能将为构建无障碍社会的“新桥梁”

提供新的可能，但也需要警惕其可能成为某些人、某些群体交往的“新

沟壑”。恰当的人机协同会是未来翻译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机器翻译和人机合作领域的专家型学者，Lynne Bowker 将机器

翻译中人机合作模式的发展描述为“人在回路”（human-in-the-loop）、如

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的复杂历程。她进一步指出，在神经机器翻译时代，

自适应机器翻译、交互式机器翻译和增强式翻译等不断发展，将再度引

发 21 世纪的翻译如刺激的过山车般倾斜、下降、转弯和回环，我们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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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整人机合作关系，充分利用人机合作，以迎接下一个跌宕起伏时代

的到来。

在这个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仅需要建立起恰当的人机协作模

式，翻译教育中的合作，包括合作式学习同样十分重要。Gary Massey
从 Don Kiraly 颇具影响力的著述《社会建构主义翻译教学》（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中受到启发，认为合作学

习是翻译教学的最佳实践，这种学习模式通常以合作项目中真实体验学

习的形式进行，可给学习者带来更高的责任感、自主性、批判反思、自

我调节、动机、主动性和自我效能，这些“软”技能在合作中至关重要，

因而变得更加“硬化”，在译者能力模型和课程需求中占据核心位置。

任文、赵田园虽然聚焦一国翻译能力与其软硬实力之间关系的研究，

但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作。她们的研究表

明，国家翻译能力下的一级指标，即翻译管理、翻译服务和翻译发展能

力基本都和经济硬实力与文化相关软实力指标呈显著正相关，但翻译服

务与发展能力与硬软实力指标的正相关系数更高，凸显了翻译实践、翻

译传播、翻译教育和翻译技术研发在提升硬软实力中更为重要的地位。

建设国家翻译能力，需要协同社会网络中翻译活动的不同利益相关方，

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等提升多元主体的翻译实践及传播

水平。

卞建华和张钰、李莹两组作者的论文都关注典籍翻译过程中的合作

问题。卞建华和张钰针对《晏婴评传》的文本类型及合译模式，在“翻

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视域下，采用比较和描写研究方法，对典籍合译时

的翻译标准、翻译模式、译学路径进行了探讨。李莹以《聊斋志异》首

部民族语朝文合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阿皮亚提出的“深度翻译”策略，

探析合译本《聊斋志异·卷一》中注释的“深度翻译”现象，期望为“聊

斋学”和典籍外译研究提供参考。

朱玉犇、马志鹏和孙婷婷分别聚焦实战与模拟口译中新旧模式下译

员的合作与技能融合问题。朱玉犇运用文献法、问卷法和案例研究法，

对比分析了传统现场会议口译和远程同传模式下口译员合作情况的异同，

发现两者在合作主题、角色分工及合作收益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

化。由于远程同传受到技术因素限制，整体合作的努力变少，合作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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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合作主题由原来的偏重信息抓取，转向偏重管理交接棒；合作手

段更具侵入性，且无法做到准确、及时，需消耗更多精力；不同语种团

队之间的沟通机会降低，无法有效建立默契关系，译员合作的可持续性

受到威胁。马志鹏和孙婷婷通过实验方法，对比分析学生译员在同交传

（Simultaneous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Sim-Consec）这一较新的口译模

式与传统交传模式下口译表现的异同，发现学生在前者的表现优于后者。

同交传这种新型的混合口译模式（hybrid mode）或可带来对交传和同传

技能融合的需求。

郑金凤、许家绍以某公司开展的专利领域翻译实践为例，重点围绕

“翻译实践”这一环节，从立足于高校的外围辅助层、定制开发层，到立

足于企业的融合应用层、全面扩展层展开具体论证，探讨 MTI 学生从高

校到企业、从理论到实践，最终成长为行业栋梁的完整历程，期冀为翻

译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提供一种直通模式的借鉴。

余下的四篇论文虽未直接讨论合作问题，但当今几乎所有翻译活

动，无论是笔译、口译还是机译，都不可能脱离某种方式的合作独立发

生。Mayinuer Yusufu 等通过问卷调研，了解医学口译职业在中国的现状、

困境和前景。陈靖怡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相关文献，运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绘制知识图谱，尝试厘清我国社区口译研究的源流与动态。王

炎强、寿晨佳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的英译为例，

借鉴社会学和翻译规范理论，讨论公共政策翻译规范问题。赵燕凤、柴

橚通过分析源语文本、译者、译语文本与译语文化之间的多元动态关系，

尝试细化勒菲弗尔的“折射”理论。除陈靖怡的论文外，其余三篇都是

以合作方式开展的研究和写作，从另一个角度“演绎”了翻译研究中的

合作实践。

本论文集虽然发端于第十届亚太翻译论坛及其主题——“翻译世界

中的合作”，但正如杨丹校长文章的题目所言：“合作是贯穿翻译事业永

恒的主题”，因而“合作”也必定成为翻译研究永恒的主题。

任 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

202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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