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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笔记在口译中的应用 
◆汪雅芸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  430205） 

 
摘要：口译即席性强，信息面广，现场气氛较紧张，会使译员面临较大

的记忆压力。译员可借助笔记将信息存储在大脑中，弥补记忆的不足。

本文从口译笔记的概念出发，阐释口译笔记的重要性和作用，并分析笔

记的方法技巧，以及对笔记的训练方法进行初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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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The worst pen is better than the 

best memory.）。记笔记是口译的一项重要而基本的技能。口译具
有即时性，内容往往瞬时即逝。口译时忘记或遗漏刚刚进行交流
的信息，都会影响口译的质量，所以记忆好对译员十分必要。而
人的大脑记忆力是有限的，因此,在口译中适当的作笔记辅助记
忆尤为重要。本文将从口译笔记的必要性、作用、特点、方法技
巧等方面来探讨口译笔记的诸多特性。 

二、口译笔记概念 
口译笔记从概念上可定义为译员在口译现场通过一定的职

业化手段即席、迅速地整理过的“提示性”笔头记录。口译笔记
只是译员对短时“工作记忆”或一定时间内的长时间记忆的提示
性补充，它不能完全替换译员的记忆职能，但可以起某种“路标”
的作用，从而提醒译员注意他在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三、口译笔记的必要性 
连续口译往往要求译员在现场工作中处理短至一二分钟到

长达十五分钟的发言，而不作任意的概括、缩减或简单的意译，
且达到“准、顺、快”的标准。因此口译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译员在口译表达前对感知的信息进行记录的能力（鲍
刚，2005）。口译记忆不是简单地使用大脑地长时或短时记忆，
却是在进行两种记忆的有机结合，因此勒代雷教授称之为“中期
记忆”。而口译确切地说是取决于译员的中期记忆能力。笔记可
以帮助译员减轻记忆负荷,在聆听时帮助集中精力，在表达时起
提示作用，因此成为帮助记忆的重要手段，能够大大提高翻译的
准确率。因此连续口译时，笔记是十分必要的。 

四、口译笔记的作用 
口译的过程实际上是将一种语言的内容和感情通过智能转

换，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的过程（刘和平，2001）。口译笔记
是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对所听到内容进行辨别之后，运用一系列
符号所做的“提示性”记录。它可以弥补译员记忆的不足。其主
要作用为： 

1、记忆强化 
口译笔记能唤起译员的记忆。译员可以利用笔记进一步优化

记忆的结构和效率，并通过梳理意义的线索提升回忆细节的数
量。 

2、信息处理 
由于时间紧迫，译员无法在听到原语后耗费过多的脑力对其

进行分析，做口译笔记，可以把句中信息记录下来。但这不同于
简单的听写，而是试图分析理解话语传递的意义。 

3、组织要点 
译员的任务是向听众转达自己所理解的信息。因此，译员在

考虑译语的思维特质和表达习惯后，做笔记时对话语的要点进行
组织，可保证重新表达的清晰和连贯。 

五、口译笔记的特点 
口译笔记不同于学生的课堂笔记，也不同于会议记录。口译

笔记是听、理解、抓住信息意义后进行表达的辅助工具，口译一
旦完成，笔记便失去其作用。交传笔记有其特殊性，具有个性化、

提示性强、现场性、逻辑性等特点（高桂香，2006）。 
六、口译笔记方法 
1、脑记和笔记相互协调 
译员在交替传译的过程中需要边听、边用脑记、边用笔记。

在口译过程中，如果信息接收受阻，译员会放慢或暂停笔记，将
注意力较长时间的放在信息听辨上。由于信息发布是连续的，译
员将注意力转移到笔记上时可能会错过某些信息点，所以译员在
接收信息时要做某些权衡，在不重要的信息点上将注意力移开
（韩振宇、韩立芳，2003）。因此，译员要具备分辨信息重要与
否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 

2、口译笔记五要 
（1）要少而精，清晰易读。记录的应当是能提示整个意群

的字，反映逻辑关系的字和数字等要求精确的细节词。写字要尽
量快而清晰，易于辨认。 

（2）要学会借助划线和符号来表示常用词汇以及句中逻辑
关系。例如：“V”可以表示 success,“/”可以表示 of, 所以当我
们听到 success of China 时，我们可以写下 V/ 中。 

（3）要少横多竖，即按照译群，勤换行，尤其是列举的时
候，竖着记录更为清晰。 

（4）快速书写。在保证清晰的基础上，笔记应该尽量快。 
（5）明确结束。在每一段结束后，用“∥”表示完结。 
3、口译笔记五不要 
（1）不要把笔记作为目的，占用大量脑力，重心一定要放

在听懂上面。 
（2）不要力图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笔记要记的是反映核

心意义的关键信息以及细节信息，如数字、专有名词等等。 
（3）不要在一段录音结束后拼命把 后几个字都写全。 
（4）不要书写的过于拥挤，以免过后难以辨认。 
（5）不要刻意追求使用符号。创造过多的符号会使脑力都

用在了回忆符号上，就成了本末倒置。 
七、口译笔记的原则 
口译笔记具有私用性，译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来

记。但遵循一定的原则也是必要的。交传笔记的原则主要有以下
几点： 

（1）、听记为主，笔记为辅：译员应当以听看讲话人，全面
地吸收信息、组成信息为主体，笔记只起辅助作用，不应当舍本
逐末。 

（2）、笔记应有逻辑性，因为笔记不是单纯地记录单词、词
组和句子，而是记录信息。因此要学会抓住信息，学会把主要的
东西记录下来，就是按照逻辑顺序把主要内容记下来。 

（3）、记下密度和难度高的信息：信息负荷过量(如数字、
专有名词)，一定要做笔记。 

（4）、笔记的语言根据译者的习惯而定。译员笔记时头脑中
浮现出哪一种语言，一般就可以采用哪一种语言来记笔记，一切
以迅速、简捷、便利为前提。 

八、口译笔记格式 
综合多方面的观点和经验，常用的笔记格式有以下几种： 
（1）左侧记录，右侧备注。笔记尽量靠纸张的左侧，右侧

留出一部分空间用于补充、更改。 
（2）纵向延伸。将笔记信息纵向安排，一来方便目光移动，

节省阅读时间；二来易于调整信息前后顺序，体现信息之间的逻
辑关系。 

（3）横线分隔。在每段意群完结的地方以一条横线划开，
表示一个语段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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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笔记训练方法 
为了熟练掌握笔记技能，我们可以先单独练习笔记。笔记练

习可以分几步走： 
（1）、视记练习。找来一段文字，边看边记录内容。练习者

可以专门练习笔记方法如笔记格式设计，符号的使用等等，从而
达到熟练掌握笔记技巧的目的。 

（2）、听记练习。听记练习就是播放一段讲话录音，或是由
练习伙伴读出一段话，练习者边听边记。使练习者逐渐学会将脑
记与笔记相结合。 

（3）、综合练习。笔记练习的 后阶段就是模拟口译训练，
即边听讲话，边记笔记，然后译出。 

（4）、分节练习。分节练习就是分别练习口译中的各种技巧。
比如可以单独训练数字笔记、连接词笔记等。 

十、总结 
笔记是口译的一个关键环节，笔记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记

笔记时要简明扼要，不要使用容易混淆的符号，笔划越简单越好，
要记录重要的、实质性的内容。口译笔记有一定的规则可循，但
又具有强烈的个性化，因此译员必须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发展
一套适合自己特点的笔记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通过优化
了的笔记体系提高口译质量。只有熟练掌握笔记的方法和技巧，
才能为口译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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