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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学研究综述

——基于 2014-2023 年相关研究文献

李　扬　伍　丹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胡庚申教授于中国本土提出的翻译研究范式。本文以近十年（2014—2023 年）

中国知网（CNKI）所收录的期刊论文、硕博毕业论文、会议文章为研究对象，总结归纳过去十年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及

研究热点，并以笔者自身观点阐述该研究领域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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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一词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

当时，人类的生态环境意识开始觉醒。以 1972 年联合国首

次人类环境会议、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 年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为标志，

人类对“生态”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在这样的背景下，

“生态”一词在包括翻译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受

到关注也是时代发展必然趋势 [1]。2001 年，胡庚申教授在

第三届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把“适应”、“选择”等生态学术

语引入翻译领域。2008 年，胡教授在论文《生态翻译学解读》

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这一概念，

并指出“生态翻译学是一种跨学科的、多学科交叉的产物，

与时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相符合的；同时，它也是从

新的视角对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延伸，反映了译学理

论研究由单一学科视阈转向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1]。

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

境的选择活动”，即译者所处的环境是由原文、源语言和目

标语言所共同构成的。

1. 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产生背景

社会文明转型无处不在，而生态翻译学就是其在翻译

学研究方面的一种反映。1972 年，联合国发布了著名的《人

类环境宣言》，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自此就已经开始，

人们开始高度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2] 世界如此，中国也是

如此，接连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与科学发展观。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生态”二字进入包括翻译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

学研究领域就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翻译学的产生背

景可以追溯到对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以及对语

言、文化和环境之间复杂相互关系的认识。笔者认为生态翻

译学理论产生背景的几个关键因素有以下四点：

1. 环境危机意识：自工业化以来，人类对环境破坏和

资源消耗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危机，

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这些问题的日益严重引起

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促使了生态学和环境研究领域的

迅速发展。

2. 跨学科交叉：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学者们开

始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和综合研究。生态

学、翻译学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语言、文

化与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开始探讨如何将这些领域结

合起来，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环境问题。

3. 全球化和多样性： 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人类社会的交

流与联系，但也带来了文化、语言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在这

种背景下，翻译作为连接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变得越来越重

要。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翻译活动本身对文化和环境的影

响，从而引发了对生态翻译学的思考。

4. 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文化相对主义

和反对中心主义，提倡多元视角和批判性思维。这种思潮对

传统的翻译研究观念进行了挑战，促使研究者们重新审视翻

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推动了生态翻译学的发展。

2. 生态翻译学的中文文献主题分析

笔者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现状统计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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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开始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主要依据“中

国知网”（CNKI）数据库考察。以主题搜索关键词“生态

翻译学”，选择显示中文文献，再选择主要主题为“生态翻

译学”以排除其他学科的文献，得到相应文献 3622 篇，剔

除生态翻译学理论提出者胡庚申教授的 24 篇相关文献，共

得到有效文献 3598 篇，其中学术期刊 1995 篇、硕士毕业论

文 1177 篇，博士毕业论文 2 篇，会议论文 31 篇，报纸图书

4 份，统计数据如下表：

表 1  2013—2024 年知网（CNKI）生态翻译学相关论文（中文）发文量数据统计

分类 学术期刊 硕士毕业论文 博士毕业论文 会议论文 报纸图书 合计

2014-2023 1995 1177 2 31 4 3209

2.1 学术期刊类论文文献综述

在考察的所有中文文献中，生态翻译学理论相关的学

术期刊类文章占比最多，共 1995 篇，各年份发表文章的数

量可见下图：

 图 1  2014—2023 年知网（CNKI）生态翻译学相关学术期刊（中文）

论文发文量统计

从柱状图上可以明显看到，近十年来的“生态翻译学”

相关学术期刊文章数总体呈上涨趋势。特别是自 2019 年起，

生态翻译学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各年度发文篇数超过 200，

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从 2001 年胡庚申教授提出将生态学

概念引入翻译学领域起，生态翻译学已蓬勃发展了二十多

年，但只有近十年来其相关的学术期刊发文量大幅上涨。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的陈圣白教授曾经对被中国知网（CNKI）

2003 年至 2012 年收录的生态翻译学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具

体数据为“有效文献数量分别为 (2003 年 ) 0 篇 , (2004 年 ) 4 篇 , 

(2005 年 ) 3 篇 , (2006 年 ) 7 篇 , (2007 年 ) 2 篇 , (2008 年 ) 7 篇 , 

(2009 年 ) 19 篇 , (2010 年 ) 23 篇 , (2011 年 ) 82 篇 , (2012 年 ) 

74 篇 ,”陈教授表示“许多学者在研究翻译问题和现象时都

已借用生态翻译学的基本术语和概念、研究方法和途径，这

也标志着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逐渐形成一定的学术影

响，正获得翻译界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和追随”[3]。

笔者认为目前生态翻译学相关发文量大幅上涨的主要

原因有以下两点：

1. 在胡庚申教授提出生态翻译学理论初期，该理论还

不够完善，国内诸多学者对该理论中的部分概念进行探讨，

甚至发文进行质疑，所以在该理论的发展初期，相关学术期

刊发文量不是很多。

2. 随着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随着理论

应用于实践，大量的实践应用类论文应运而生，推动着生态

翻译学理论加速向前发展。

在这近两千篇学术期刊文章中，研究主题主要可分为

以下三类：

1. 检索的数据当中，应用实践类文章数量最多。很多翻

译学习者都使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或进行翻译

教学，而其中广受译者们喜爱的当属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

转换理论，即翻译中“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

转换，而理论的实际应用，则涉及到了翻译实践的方方面面，

如译者的主观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等。通过对检索得到的

文献进行数量分析，可以发现字幕翻译和公示语翻译等外宣

翻译是“三维”转换理论的热点领域。例如，下载量最高的

是何琦的《从生态翻译学看 < 你好，李焕英 > 的字幕翻译》，

其中以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理论为指导，探讨译者

在《你好，李焕英》字幕翻译中如何采取多维手段适应具体

的翻译生态环境 [4]。

2. 检索的数据当中，研究综述类文章也不少。上文提

及的陈圣白教授就有两篇关于生态翻译学的综述类文章。研

究综述类文章能够使读者方便快捷地了解生态翻译学的发

展历程，认识到当前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重点、难

点问题，明确生态翻译学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5]。

3. 检索的数据中，理论研究讨论类文章数量最少，物

以稀为贵，这类文章的研究价值很高。比如罗迪江教授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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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翻译》发表了名为《译者研究的问题转换与生态定位：生

态翻译学视角》，表示“既要考察译者的生存境遇，又要关

注文本的生命状态，更要关怀翻译的生态整体，其意旨是通

过建构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去履

行生态翻译”[6]。

从整体看来，大多数翻译学习者更加关注生态翻译学

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结合，更加重视理论的实践意义及价值，

而不是关注生态翻译学本身的理论发展。

将检索到的数据进行分类，提取出文献来源为北大核

心期刊和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数据，文献总

数为 141 篇，各年份发表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2  2014—2023 年知网（CNKI）生态翻译学相关核心期刊论文（中

文）发文量统计

近十年来，我国的外语类核心期刊，诸如《外国语》、

《上海翻译》、《外语界》和《中国翻译》，接连发表过生

态翻译学论文，《上海翻译》2020 年第四期甚至还推出了

由胡庚申教授主持的“生态翻译学”专栏，极大地推动了生

态翻译学理论自身研究的深入展开。（这些数据中，已经去

除了胡庚申教授的论文。）

2.2 学位型论文（中文）文献综述

2014—2023 年，CNKI 收录的生态翻译学相关硕士、博

士学位论文共 1179 篇，而在统计相关学位论文中，在 2014

年与 2023 年两年各有一篇博士毕业论文，其余全部是硕士

毕业论文，所以我们剔除这两篇博士毕业论文，单看硕士毕

业论文。各年份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收录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3  2014—2023 年知网（CNKI）生态翻译学相关硕士学位论文（中

文）发文量统计

由图 2 可知，2014-2017 年间，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生

们对生态翻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还不算多，增长也较为

平稳。2018 年开始，生态翻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快速增加，

2022 年达到目前为止的最高峰，而 2023 年的研究成果又呈

现骤降趋势。

这些检索到的文献的学位论文授予单位中，北京外国语

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十年间都有 38 位硕士研究生因研究

生态翻译学而获得了硕士学位，接下来的是福建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十年间分有 33、30、24 位硕

士研究生获得了学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高

校的翻译硕士研究生们对生态翻译学理论有着一点程度的

认识和兴趣，并且大家都能独立完成相关研究。再细看这些

学位论文的选题，超过 60% 的高校硕士毕业生都将自己的

毕业论文以笔译或口译实践报告的形式与生态翻译学相联

系起来。这些年轻学者的研究范围十分广阔，内容五花八门，

从东方文学到西方医学，从文艺理论到文化负载，而“字幕

翻译”依然是各位毕业生们爱不释手的话题，新时代网络越

来越发达，观看视频的工具、APP 越来越多，字幕翻译充斥

着人们生活的点滴，“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字幕转换，可以

说是‘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分析‘跨学科研究’。在这样的

跨学科研究学术背景之下，无论是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还是字

幕翻译的研究都还在不断进步和深入。”[7] 笔者相信未来会

有更多的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且涉及字幕翻译的翻译

实践报告出现在 CNKI 的资料库中，这不仅推动了翻译学的

跨学科发展，也推动了生态翻译学理论自身的发展。

对这些检索到的文献分析后发现，对生态翻译学理论

本体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少，而论文中很大一部分都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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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翻译学视角探讨翻译实践，主要围绕“三维转换”、“翻

译适应选择论”、“译者主体性”、“翻译生态环境”等展

开研究，且多数研究同时涉及上述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

近十年的博士毕业论文只有 2 篇，近十年很少有博士将生态

翻译学相关研究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第二，能够推动该理

论向前发展的硕博论文产出不足；第三，从事理论研究的偏

少，多数是套用该理论开展应用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只是简

单涉及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缺乏深入探究 .

2.3 会议类论文文献综述

2014—2023 年，CNKI 收录的生态翻译学相关会议论文

（中文）共 31 篇，各年份会议类论文（中文）收录情况如

下图所示：

图 4  2014—2023 年知网（CNKI）生态翻译学相关会议论文（中文）

发文量统计

由图 3 可知，与生态翻译学相关的会议论文相对于期

刊和学位论文数量少之又少。2014-2017 年间，生态翻译学

在全国各个涉及翻译的会议当中并不热门，每年都只有一篇

会议论文被 CNKI 所收录，而 2018 年开始，生态翻译学相

关的会议论文越来越多。

会议论文主要来自语言文学及翻译研究论坛，如 2016-

2020 年每年都有举办的贵州省翻译协会学术研讨会，2021

年的东北亚外语论坛，2022-2023 年的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

创新研讨会，2023 年的东北亚语言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

均收录了生态翻译学相关论文。同时笔者注意到，这 31 篇

会议论文中，有 22 篇论文来自国内会议，而其余 9 篇来自

国际会议，可见除了国内译学界在关注生态翻译学之外，海

外的翻译研究人员、翻译爱好者及翻译从业人员都在关注着

该理论，因此，国内的学者们更应该致力于推动生态翻译学

的发展，让“生态翻译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更

好地走出国门。

2.4 报纸图书类文章（中文）文献综述

与生态翻译学相关的报纸图书类文章（中文）的数量

相对于其他类论文数量最少，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 2  2014—2023 年知网（CNKI）生态翻译学相关报纸图书类文

章（中文）发文量统计

201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 1 本

2015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 1 本

2019 中国社会科学报 论文 1 篇

2022 中国电影报 论文 1 篇

因为检索得到的数据较少，笔者不对生态翻译学相关

报纸图书类文章发文量做任何分析。

3. 目前生态翻译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今年是生态翻译学理论自提出的第 23 个年头，虽然该

理论受到国内翻译爱好者及翻译工作者们的广泛关注且学

术研究成果颇多，但理论本质上的研究成果数量远低于应用

型成果数量。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的原因有三：

1. 生态翻译学自出现至今只经历了二十几个春秋，该

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仍然需要很多时间积累；

2. 翻译活动强调的是翻译实践，如果只是泛泛而谈而

缺乏翻译实践，理论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许多生态翻

译学的相关研究人员将研究重点大都放在了应用型成果上。

笔者相信，在应用型成果的奠基下，未来会有更多的与生态

翻译学相关的学术型研究成果问世，推动该理论向前发展；

3. 2014—2023 年，CNKI 收录的生态翻译学相关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共 1179 篇，而在统计相关学位论文中，只有

在 2014 年与 2023 年两年各有一篇博士毕业论文，其余全部

是硕士毕业论文。可见，大部分从事生态翻译学相关研究的

学者还十分年轻。但并非因为年轻学者的研究水平和能力不

足导致他们不能有效地推动理论本身的发展，而是在快节奏

生活的今天，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理论在实践方面的应用，

而忽视了对理论本身的思考，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目前生态

翻译学相关方面的研究，而充斥着整个翻译学界 [8]。

4. 结论

“生态翻译学”是从“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综合性研究；是生态学

和翻译学的交叉产物，具有“跨学科”性质；是国内土生土

长的翻译学理论，其发展不仅打破了生态学与翻译学两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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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之间的水泄不通的高墙，打破了传统学科体系泾渭分明的

界限，让生态学概念和翻译实践可以互为指导。“生态翻译

学”也是顺应时代的产物，CNKI 中收录的诸多与字幕翻译

相关的文章就是其很好的证明。

虽然生态翻译学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该理论的

爱好者和学习者们在欢呼雀跃的同时也要有忧患意识，重视

研究中的不足 [9]。目前，生态翻译学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关

注，国外的翻译研究人员、翻译爱好者及翻译从业人员都在

关注着该理论，因此，国内的学者们更应该致力于推动生态

翻译学的发展，让“生态翻译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

理论更好地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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