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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基于文本分层翻译中关于译者主体性的思考 
◆宋  畅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  201306） 

 
摘要：新时代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发展蒸蒸日上，不仅革新了当

今译界的翻译技术和手段，还引发学者们对翻译理论和思想层面上的新

思考。自出现了文化转向之后，幕后工作的译者渐渐出现在台前，关于

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异军突起。经过多年的研究成果，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渐渐陷入了瓶颈期，很难再找到新角度、新视野研究译者的主体性。本

文试结合当下时代背景，从人机交互翻译下文本分层角度出发分析新时

代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制约因素，以期从新视野的角度探究新时代下

的译者主体性，对今后译者的努力方向敬献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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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译者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 
1.1.译者主体性及其新特点 
传统翻译理论注重研究文本、句法等语言层面，译者在翻译

过程的作用则始终在边缘游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翻译过程中
语言层次以外的因素才渐渐的到关注和研究，译者的主体性也渐
渐由幕后走向了台前。对于译者主体性的概念，笔者认同译者主
体性主要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
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而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
性贯穿在翻译的全过程。（查建明&田雨，2003）新时代的翻译
主体性表现出了新特点：一、翻译过程中参与的生命体增多，译
者主体性的发挥趋向定制化、目的化。现代的翻译生态环境远远
超过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三个有机主体，翻译产品客户、译后
编辑、出版商等新生命力量的出现让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的
发挥不再“自由”，而让步于市场需求以及出版商的社会经济利
益。二、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遭到削弱。大数据的人工
智能的发展积累了海量的数据库，从而简化了翻译中某些繁杂的
步骤，大大提高了翻译效率。但与此同时，其对于译者主体性的
发挥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1.2.译者主体性传统和现代制约因素 
从哲学角度来说，从事翻译这个实践活动的人是译者，其活

动的作用对象是原文文本，从主客体的思辨关系来说，翻译这项
实践活动不仅受译者主体性的影响，还受客体对象的制约。具体
而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翻译客体、翻译手段、翻译过程中
参与生命体的增加等变化了的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传统意义
上，译者主体性一般受到原作、译者所处的文化框架和模式、译
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力以及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等因素制约。而现
在，从市场经济角度考虑，翻译作品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
只有“读者”购买才能实现其翻译作品的价值，译者可以清晰化
的定位读者需求而对源语文本的篇幅长度、文体风格、情节发展
等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定制化。其次，译者个人翻译风格逐
渐淡化，译者的翻译“棱角”不再特别凸显，继而转换为“语料
加工者”的身份，通过对海量数据库、语料库的甄选，组装完成
译作。 

二、基于文本分层写人机交互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文本分层即根据客户使用文本的目的和对文本译文质量的

期望而将文本划分为多个层次。根据文本使用目的、译文质量要
求和成本限制，通常可以将文本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参考级
文本，使用该类文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基本信息，译文信息可以
允许有所缺失，仅供读者参考。此时，译者的专业性并不能发挥
明显优势，而只能退居为旁观“读者”的身份，大大的削弱了译
者的主体性在此类文本翻译中的发挥。第二层为常规级文本，该
类文本多用于对用户进行操作指导，译文需要忠实于原文，术语
准确，意义完整，允许个别可读性稍差语句的存在。这个层次的
文本多采用人机交互翻译策略，人机合作完成译文后，机器翻译
对译文的准确性和质量要求不能严格把关，从而需要译者调动专
业知识，发挥搜索能力参与审校，由一名专业译者向“翻译审校”

的身份转化。第三层为出版级文本，这类文本的译文用于印刷出
版或者正式发布，需要忠实、通顺甚至优雅，译文质量要求很高。
因此，适合采用人工翻译主导策略。此时，译者自然成为了原文
的“再创作者”。译者不仅需要表达原文本的基本信息，还要用
译入语 恰当、 地道的语言表达方式传达其隐含内涵、文化和
思想，这就需要译者展现其极具个人特色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伦
理观等等。（刘宁,2017, p. 104-105.）此时，译者主体性将得到充
分的发挥。 

三、新时代下译者的再选择 
在新时代下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对于原文文本的选择权

利逐渐弱化，因此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注重在译文生成方面。而“大
数据”则可提供客观的数据分析处理技术，为译者准确理解语言
文化、解决困惑提供了客观依据，有效提高了翻译的质量和效率。
对于这一变化，译者应该积极适应新环境，处理好译者和新的翻
译认知方式和手段主客体之间的思辨关系，才能更好的适应、融
入甚至利用这一变化创造的新的物质精神价值。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承担者，因此译者毋庸置疑是翻译主
体。从哲学角度来看，主体是一个对象性范畴，只有在主客体的
对象性关系中才能界定自己的属性定位。就翻译主体而言，其是
相对于翻译实践活动中所作用于客体的相对概念。（蓝红军，
2017，p24）“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引起了翻译
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从而使得译者主体性变化发生了新动态，
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掌握二者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
是译者适应融入新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加速器。尽管新时代下，译
者主体性受到了工业化翻译生产和智能翻译工具使用的严重抑
制，与之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信息技术和译者可以紧密融合的
性质。译者不仅要看到新技术给翻译界带来的“让贤”风暴，树
立良性的危机感和责任感，提升专业素养和职业素质，更要能看
到技术给翻译带来的“雨后彩虹”之景，与信息技术处理好关系，
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准确性提高翻译效率，降低翻译成本，
更好的融入到新的翻译生态圈中。不断拥抱技术，学习新技术，
让新的信息技术成为自己在商业化、职业化翻译环境中的“得力
助手”，让自己成为新一轮技术变革对翻译界产生作用过程中的
“火炬手”。 

结语 
笔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译者主体性有了自己的看法和研

究角度，论文结合文本分层模型分析在新时代下译者主体性的动
态变化。此外，笔者试从哲学角度分析翻译活动中主客体的辨证
关系，分析特定时代下主客体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对象性关
系。对于译者在新时代背景下该做出怎样的抉择问题上，笔者提
倡译者对其在当前环境下主体性发挥有所认识，从而正确处理人
工智能时代下译者与技术的关系，达到译者拥抱技术，技术辅助
译者；译者完善技术，技术提升译者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查建明.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

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2]崔启亮. 雷学法. 基于文本分层的人机交互翻译策略[J]. 

当代外语研究，2016（3）：46-53. 
[3]刘宁.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海外英

语，2017（24）：104-105. 
[4]蓝红军. 译者主体性困境与翻译主体性建构[J]. 上海翻

译，2017（2）：21-28.  
 
 
作者简介：宋畅，女，1995 年 11 月，河南信阳人，翻译硕

士，上海海事大学，研究方向：笔译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