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口译越来越成为

人们国际交往中的重要部分。各高校也越来越重

视口译教学。但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却发现，尽管

学生的语言有一定基础，对口译也有浓厚的兴趣，

但教学的效果还是很不理想。经过分析，笔者以

为，口译信息的听辨是其中的症结之一。众所周

知，口译主要包括三大环节，即信息听辨、信息理解

与记忆和目的语产出。其中听辨信息是第一位

的。没有良好的信息听辨能力，是不可能很好地完

成口译任务的。因此，笔者试图以教学和口译工作

实践体会为切入点，讨论口译中的信息听辨症结出

现的原因和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一、口译信息听辨
笔者的教学对象均是英语专业大四学生。大

多数人有着良好的双语基本功，有些整体外语水平

相当不错。但是，在课堂训练和模拟口译现场中，

他们的表现仍是差强人意。笔者经过分析并结合

自身体会，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混淆了听力理解和口

译信息听辨。

外语学习者往往都经历了一个从什么都听不

懂到慢慢基本能听懂的阶段。尽管每个人的具体

训练方面各有差异，但基本都有一个阶段是进行精

听和听写的。笔者也承认，正是这样一个阶段帮助

他们突破了听力瓶颈，提升了听力水平。但这样的

训练，也容易使学习者每次都特别试图做到听到、

听懂每个词语。但正是这样的习惯使听者掉进了

词语的漩涡而不能自拔，反而丢失了口译中更重要

的东西，即逻辑和主要信息。

国际著名口译研究专家吉尔（Gile，1995）把口

译听辨定义为“与听力理解有关的活动，包括译者

对语言符号的辨识，识别字词的含义，最后决定讲

话人所表达的意思”。这就决定了口译听辨就在于

口译中的听和辨是一体的，是一种语用学意义上的

听，重点在“辩”。辩即思考、分析，甚至推断和预测

（苏伟，2009）。 王燕（2009）也认为“辩”就是思考

与分析，把听到的源语信息，通过种种分析手段纳

入译者理解的范畴。 两位学者的研究结论最终指

向都是“听辨”即把听到的（和预测中可能听到的）

信息在个人百科知识的帮助下纳入理解的范畴，以

便记忆和产出。因此，口译听辨与语言训练阶段的

听力理解在目的上就很不同。

笔者以为口译中的听辨不是关注字、词、发音

等表象层面的东西，而是关注所表达的内在意思

（即逻辑和信息）。口译员在听的时候寻求的是一

个逻辑清晰的语意整体。

而且口译中的信息听辨是重在辩，即分析、理

解。因此，它不仅要启动人的听觉系统，更要启动

人脑的分析、记忆系统。因为口译时候未必都是标

准音、都是译员熟悉的话题领域等因素都要求译员

有良好的分析、记忆能力。口译人员不但要听源

语，更重要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因素识别讲话

者的真实意图，并口译出来。而不在于字词上是否

完全对等。

二、口译信息听辨的训练
虽然两者在训练方法上有差异，但口译中的信

息听辨是在听力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本文

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听力理解的重要性；只是就口

译听辨的特殊性，谈谈如何进行有效的口译听辨训

练，以期更好服务于口译实践。由于口译中的听辨

主要是听逻辑和讲话者的语用意图，笔者以为要掌

握口译听辨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针对性地进行

训练。

首先，学习者要进行“听逻辑”训练。该训练的

目的是从整体上把握源语信息的框架性逻辑关

系。而笔者以为在实际训练的初级阶段，“逻辑”不

是听出来的，而是要经过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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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从最简单的逻辑信号词层面来学习。讲话者

都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展开自己的讲话的，而且为了

体现其中的思路，讲话者也会注意使用逻辑信号

词。因此，在听辨中注意主动抓取信号词是听辨句

子层面逻辑的一个捷径。根据资深口译研究专家、

武汉大学口译队创始人、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忠

明副教授的研究（2005），口译实践中的源语信息主

要有六种逻辑关系，即因果、转折、让步、假设和条

件、时间、目的。这些关系都有着很明显的标记词，

语言学习者从一开始都有接触。对于口译者而言，

不过是需要加强对这些词语的敏感度，善于在语流

中识别它们，以便帮助自己理清逻辑关系。

因此，笔者以为，在这个阶段的训练可以分为

三步走：a.掌握各种逻辑关系的信号词。只有这

样，译员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在听的时候就可以游

刃有余。b.在掌握了这些词语之后，口译人员可以

给它们编码，即设定特定的符号或标记。这些符号

应该是能够快速书写和容易识别的。快速书写的

目的是使得译员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逻辑关

系落实到笔记上，加强和弥补脑记。而容易识别的

目的是使得译员能快速识别逻辑关系，不至于混

淆。c.集中训练。口译是一种高强度、高压力的活

动，留给译员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而在这有限的

时间里，译员的任务却很多、很重。集中训练可以

帮助译员利用这些符号的效率，尽可能地帮助译员

抓住讲话者的逻辑。

其次，学习者应该在完成句子层面的逻辑训练

后，把目光投向口译语篇。许均等教授（1998）在推

介巴黎学派释意理论时，明确了“语言知识和认知

知识结合的篇章翻译”才称为“篇章翻译”或“翻

译。”这说明，在口译中，译员更需要关注的是口译

语篇。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唐军，2012），口译中

的话语语篇类型也是相对固定的，主要有叙述型、

介绍型、论证型和会话型。

笔者以为，叙述型就像记叙文，其特点无非是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讲话者往往都是按照其中

的一点为逻辑主线展开的。口译人员只要抓住这

一主线，其抓逻辑的任务应该就可以完成得八九不

离十。介绍型篇章就类似于说明文。其目的是对

客观事物、事件或人物进行介绍。其特点是内容的

科学性、介绍的条理性、语言的准确性。而在这三

个特点之中，最容易与人们的认知规律契合的就是

条理性。而介绍说明性篇章的条理性也是十分清

晰的，主要有：逻辑顺序，如个别到一般、抽象到具

体、由主及次、现象到本质等等；时间顺序以及空间

顺序。而且这类文字的篇章行文结构也很简单，一

般就是总分或递进。口译人员只要抓住了这两点

就可以理清其逻辑。论证型语篇类似于议论文，都

是由论点、论据和论证构成篇章。讲话中在话语过

程中一般论点和论据都展现得很清楚。口译人员

需要把握的是一般的论证方法。根据这类语篇的

特点，论证方法一般也是比较明确的，如举例、对

比、引用、因果、归纳、演绎等等。口译人员只要抓

住了这些论证方法，就可以抓住讲话者的话语篇章

逻辑。会话型，主要就是日常寒暄、对话。这类对

话最大的特点是口语化、随意性。但对话双方并不

是自说自话的，还是一个相互配合的过程。根据语

言学家格莱斯（Grice）(1975)的研究，人们在交际过

程中似乎有意无意中都在遵循着某个原则，以便完

成交际任务。他把该原则命名为“合作原则”。合

作原则指出，尽管对话者的话语、思维方式可能呈

跳跃性，但仍然有逻辑可循，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的，即完成对话。只要对这些原则、模式熟悉，译

员在掌握对话的逻辑时候就不会出太大问题。

从理论上掌握了这些口译篇章的特点，学员只

要花一定的时间来练习，快速掌握语篇的逻辑是可

以做到的。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选取各类型语篇的训练材料。在选材时

要遵循几个原则：a.必须是真实的讲话稿。如果选

择文学类稿件，因它们往往具有很强的书面性质，

不合适作讲话稿，也就不是口译的潜在对象。b.讲

话稿的长度、难度应该比较符合训练者的水平，并

且结构特征比较明显。c.讲话稿要先选择母语的，

再选择外语的。学员应该在母语材料的训练上取

得一定成绩后再转向外语材料的训练。这样做的

目的是使学员能够从易到难进行训练，不容易打击

训练者的信心，也容易取得成绩。d.还有一类特殊

情况，即即席演讲。这类语篇往往没有事先的准

备，而且讲话者因各种原因，讲话可能缺乏逻辑

性。口译学习者在训练阶段，应专门针对这一问

题，进行训练。可以选择已有的或现场出题得到

的、逻辑不明显的篇章进行训练，做到有备无患。

其次，在材料选取得当后，学员可以开始“视

析”练习，也就是一边阅读一边进行篇章结构的解

析，做到迅速把握篇章结构，然后做复述练习。复

述练习也要分为两个阶段来完成，即源语复述阶段

和目的语复述阶段。尤其要注意，这个阶段的练习

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如果视析练习还没纯熟就不

要进入复述练习。如果源语复述练习还没到纯熟

阶段，就不要进入目的语复述练习。做视析练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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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训练快速地把握语篇逻辑的能力。做复

述练习的目的是加强和检测结构解析的成果，同时

也可以训练学习者抓逻辑、抓主要意思、短期记忆

以及脱离语言外壳等习惯。

最后，当学习者把各种题材的材料视析、复述

进行得比较充分和熟练后，可以进入下一阶段，即

“听析”练习阶段。听析练习的训练阶段和方法与

视析比较类似，只是把“视”材料改为“听”材料。因

为听材料才是更加符合口译特点的（这里不考虑有

稿口译这一特例）。

完成了以上训练，笔者以为口译学习者就基本

做好了听“主要信息”的准备。因此，下一阶段的训

练就是集中在听主要信息上面。根据王斌华博士

等的研究（2012），口译中要抓住主要信息，一是理

解“信息的构成要素”，即词语表面所传递的意思；

二是理解“语言形式的内在含义”，即讲话者的语用

意图。而且，笔者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即，“听清内

在含义比听取外在的语言形式更为重要。”所以，笔

者以为，要抓取话语语篇的主要信息，学习者可以

从两大方面着手，即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

所谓语言信息即是指讲话者的话语所表达的

意思。讲话者的话语是语流形式出现的，因此，学

习者要练习的是如何在语流中把握讲话者的话语

意图。也就是说学习者要知道在语流中要重点关

注哪些词或信息。笔者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努

力：第一，要加强语言基本功的夯实。不要让词

汇、语法等基础层面的知识成为理解的拦路虎。

第二，从技术层面来讲，要熟知哪些词语是传递的

信息以及信息的层次，哪些只是语法功能的需要，

并不传递信息。很多专家，如上文中的吴忠明教授

就认为（2005），要把握主干信息就要善于抓住名

词。因此，笔者以为，只要抓住了主要名词所传递

的信息，再加上译员的语法知识所传递的信息层

次，理解和把握话语的信息构成要素应该是没有问

题的。

在抓住了语流中信息构成要素后，学习者更需

要关注的是抓住非语言信息，来真正理解讲话者的

话语意图。笔者以为，非语言信息也包括两大类，

即超语言信息和副语言信息。

根据李少彦译审（2011）的研究，超语言信息的

内涵很丰富，包括“背景知识、语境、文化因素、比喻

涵义、俚语行话等等”，而且“其信息量丝毫不亚于

话语或文字本身所传达的内涵。”而最早提出副语

言概念的是美国语言学家G.L.Trager。经过历代学

者的发展，当代理论界一般把狭义的副语言定义

为，伴随语言产生但不属于语言范畴的某些语音现

象和发音特征；广义的副语言还包括了面部表情等

身态语。尽管副语言不同于语言，但同样具有很强

的交际功能。而且根据有关心理学家的研究，在传

递信息时，讲话者绝大部分的意思是通过面部表情

等副语言信息传达的。包括超语言和副语言的非

语言信息，在传递讲话者的意图上发挥着难以估量

的作用。因此，译员在口译时候善于捕捉非语言信

息是十分重要的。而非语言信息的把握是一个系

统工程，在有限的篇幅里难以尽述其详，笔者将另

文再述。但译员有意识地掌握和运用语言知识，对

完成口译任务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口译的听辨重在“辩”字。而要把握

住辩，译员在从理论到实践的训练都是必不可少

的。只有经过了足够的训练，听辨才不会成为口译

中的第一大拦路虎，反而会成为译员完成工作的垫

脚石。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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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n Some Typical Errors of C-E Translation in Tourism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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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some typical errors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tourism texts and gives

specific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with some tentative cases on these errors. A detailed analysis covers aspects of

mistranslated names of scenic spots, inaccurate syntactic treatments and expressions, and inefficient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se errors in tourism C-E translation, the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ranslators must be rigoro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ccuracy, pract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renderings and to consider carefully words,

phrase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versions based on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useful information,

skopos and functions of source texts.

Key words: tourism texts;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istranslated cas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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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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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very first step, information input and processing for interpreting is greatly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to train. Given the fact that it not only shares a lot of similarities with general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with

which people are more familiar, but also has it own uniqueness, this paper tries to begin with an analysis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moves on the training of it.

Key words: general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nformation input and processing for interpret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rain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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