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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技术为科技翻译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利用网络资源可以提高翻译效率 ,利用网络资

源进行科技翻译的实践 ,说明利用网络资源提高翻译人员的知识面和翻译水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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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has created new chances of development for translato rs involve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 y informa tion. It t ries to prove that w eb resources are indispensable and helpful fo r

transla to rs in increasing the know ledge and upg rading translation lev el on probing into the possi-

bi li ty of obtaining informa tion on w eb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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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Dr. Maria

Tymoczko对现代翻译研究这样论述道: “翻译研究

目前正面临着如同 17世纪由于望远镜与显微镜的发

明而带来的一场革命”
[1 ]
。 把翻译研究用望远镜和显

微镜来做比喻 ,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代翻译研究已进

入到一个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翻译微观研究的巨

大变革时代。这种变革的集中体现之一就是计算机和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

上个世纪末的科技和网络技术高度发展 ,将人类带入

全球知识和信息一体化时代 ,它为翻译事业的繁荣和

发展带来了机遇 ,同时又给翻译人员提出了新的挑

战。 正如卢思源、吴启金指出: “国家对翻译人才的需

求早已不限于文艺领域 ,涉及当代社会经济、科技等

实用领域的翻译已上升为翻译实践的主体”
[2 ]
。

一、网络的应用突破了纸质印刷文字
作为科技信息传递主体的制约

传统的科技翻译工作主要局限于各个行业中科

技翻译从业人员的狭小范围之中 ,外界人员一般难

以涉足 ,许多原本对科技英浯翻译感兴趣的业余翻

译人员因无从得到相关的科技文献资料而失去翻译

实践的机会。由于翻译人员相对较少 ,文献涉及面有

限 ,加之存在于行业中的条块分割现象 ,导致一些珍

贵的科技文献资料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长期被封

存 ,形成科技文献翻译同全球科技发展不相适应的

滞后局面。

20世纪 90年代 ,科学知识和信息呈“爆炸”式

增长。现代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为科技翻译事业的

发展带来了机遇。互联网这一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

不仅把专业科技翻译人员从狭小的厚纸堆里解放了

出来 ,为他们深入开展科技翻译研究开辟了广阔领

域 ,也使信息传播方式突破了人们被动接受的局限 ,

打破了信息获取方面的行业垄断 ,加速了信息的流

通 ,为业余科技翻译人员进行这项实践活动开辟了

一条可行的途径。现在 ,科技翻译队伍不断壮大 ,翻

译人员数量迅速增加 ,形成了翻译事业百家争鸣的



多元化格局。科技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实践的同时 ,

扩大了科技信息的传播范围 ,加快了信息的传递速

度 ,反映了网络时代信息快速传播的需求。

同传统印刷媒介文献资料的翻译相比 ,利用网

络资源开展科技翻译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1. 网络信息的即时化。虽然目前在人们的观念

中 ,文字印刷信息仍然具有较为正规和权威化的特

点 ,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一般都要经过一个发行、传

送的较长周期 ,从而造成了文字印刷信息与网络信

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时间差。因此 ,印刷资料对信息的

快速传播仍存在一定的制约。

2. 网络信息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传统的印

刷文字信息不仅占用纸张及印刷成本 ,还因传播媒

介的制约 ,使得传递环节繁杂 ,投入增加 ,不利于大

规模的信息传送。

3. 网络信息适应了知识爆炸时代的要求。由于

知识爆炸使得信息传递巨量增加 ,必然要求一种低

成本、高效率、快速的信息传递方式 ,才能与现代科

技知识的迅速增长相适应。

当今科技飞速发展时代 ,一项科技信息能否迅

速应用 ,往往有着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因此 ,

科技翻译工作也应做到高效、即时化 ,才能跟上时代

发展的节拍。 这正是网上信息传播越来越受到人们

重视的原因。

二、为适应信息快速传递要求
翻译变体应运而生

由于科学技术不断进步 ,科技信息急剧膨胀 ,全

面、完整的科技翻译已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为利于

科技信息的快速传递 ,近年来 ,一种全新的基于读者

的直接要求、适应信息时代需要的翻译方法“翻译变

体”在科技翻译中应运而生。 “翻译变体”也被称作

“变译” [3 ]。它主要包括摘译、编译、取舍、评述、综述、

阐述、合并等多种翻译形式。

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变译”相对于“全译”而言。

它指的是翻译人员根据读者的需要 ,将有关外文科

技信息采用浓缩、取舍、合并等方法 ,去粗取精地将

国外科技发展的现有水平、未来的新动向以及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迅速而准确地编译成中文信息 ,

传播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使之尽快地转化为新的生

产力。 “变译”的翻译方式客观上对翻译人员提出更

高的要求 ,翻泽人员不仅平时要加强对科技信息发

展动态保持关注 ,培养广泛浏览和搜集科技信息的

习惯 ,提高搜集技巧 ,在此基础上 ,还需运用自己的

综合知识和判断能力 ,对各种分散、无序的国外新增

科技信息进行甄别、筛选、摘编 ,满足国内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需求。

互联网上大量的英语科技信息对于以英语为主

要专业的翻译人员非常有益。一方面 ,翻译人员可在

网络中接触到更多的科技英语文字信息 ,提高原文

的阅读量 ,增强语言应用能力。另一方面 ,网上阅读

扩展了翻译人员的知识面和知识更新程度 ,培养了

他们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快速搜寻信息的技能

和筛选信息的能力。

1999年初 ,当笔者第一次从境外某电视媒体的

科技节目中了解到正在美国拉思韦加斯举办的国际

消费类电子产品展示会时 ,立刻感觉到它的新颖度

及向国内介绍这种大型电子展示会的价值。 为了更

加准确、广泛地将展示会的情况以及展品介绍给读

者 ,笔者借助于互联网丰富的资讯信息的帮助 ,从不

同角度查阅出大量国外有关此次展示会的介绍文章

及相关产品的内容和性能等信息 ,将其汇总编译成

文。文章发表时 ,不仅内容充实 ,具有时效性 ,而且刊

登该文的专业报刊编辑还特别加注了“编者按”向读

者介绍 [4 ]。

三、利用网络资源的互动优势搜索
相关文章进行译文比对

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过程中 ,翻译人员不仅要

将国外经贸运作惯例和科技新知识引入到国内 ,而

且要把越来越多的国内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介绍给

世界。如何准确、迅速地翻译这些经济和科技信息 ,

成为众多翻译人员关心的问题。

实际情况表明 ,中国在融于国际经济活动的过

程中 ,许多经济合同、管理规范文件 ,甚至一些法律

文本直接采用或是依据国外的模式制定。例如 ,近年

来 ,一批由国外金融机构贷款兴建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按照要求大多采用国际惯用的菲迪克

( F IDIC)等条款对工程造价、进度、质量进行控制管

理 ;又比如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李长拴

通过对比中英文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时

发现 ,合同法中有些条文本身在制定时 ,就采用和参

照某些海外立法中的法律条文 [5 ]。

翻译这类文件时 ,较快捷的方式就是直接到相

关的国外网站上参考国际标准的制定 ,将源语文本

同标准的目的语文本进行比对 ,并作一些必要的调

整和修改。这样翻译出的文件不仅语言准确 ,行文流

畅 ,还大大减轻翻译人员繁重的工作量 ,降低翻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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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缩短了翻译周期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汉语科技论文译成英文时也可借助互联网 ,登

录到相关专题的网站上浏览有关专业知识 ,比对专

业术语 ,以提高科技论文译文的语言表述和词汇的

准确性。笔者曾对比有关网站上的科技文章 ,解决了

以下专业术语的处理问题: 如“多年冻土浅层地热数

模”的表达 ( numerical model of g round thermal

regime in perma fro st zone ) ; “控制方程和数值离

散” ( g ov erning equa tions and numerical discrimina-

tion ) ; “开标后合理时间内实盘不可撤销原则”

( principle that a bit is i rrevocable for a reasonable

time af ter bid opening )等。

网络中可伺利用的与路桥、环保、地质等工程有

关的网络资源应有尽有 ,这里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涉及到冻土研究的网络资源有:加拿大卡利顿

大学冻土研究实验室 Michael Smith, Kerri Henry

and Dan Riseborough主办的网站: www . carleton.

ca /～ msmith2 /defaul t. htm,上面刊载有大量的相

关论文和文章 ;查阅有关环保、汽车尾气排放的网上

资源有:美国环保局网站中的尾气排放因子: www.

epa. gov / ttn /chief /ap42 /index. html;希望阅读道

路方面论文的读者可到 trb. o rg /t rb /publications

网站 ,上面不仅有论述桥面铺装结构的内容 ,还刊登

有其他公路研究方面的文章 ;菲迪克条款的网站地

址是: www . fidic. org /。此外 ,美国政府运输部、美国

土木建筑工程协会等网址也是相关科技翻译人员应

当经常访问的网站。

从事外语工作的人员应当充分利用和挖掘自己

的外语语言优势 ,主动从网上获取各类信息。若经常

浏览相关网页上的内容 ,一方面了解到相关领域科

技发展动态 ,另一方面翻译起论文来自然感觉驾轻

就熟 ,得心应手。

四、翻译语料库研究方兴未艾

语料库是一种利用计算机对搜集到的语言数据

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语言研究手段。它的建立始

于 20世纪 60年代初。 8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已建

立起了包括有上亿字的实用语料库。 20世纪 90年

代中期 ,翻译语料库也相继问世。目前 ,全球已建立

起各种各样的翻译语料库 ,如: 斯洛文尼亚语 -英语

法律语料库 ( Slov ene-Eng lish corpus of most ly le-

ga l tests) ;德 -英文学作品对照语料库 ( The Ger-

man-Eng lish Parallel Corpus of Li terary Tex ts) ;英

语翻译语料库 ( T ranslational Eng lish Corpora)
[1 ]。

翻译语料库实际上是在语料库语言学理论的基

础上产生出来的一项用于翻译理论研究的使用方

法。 翻译语料库大都把已经译成英语的各种真实的

正式出版物的语句汇集起来 ,对语言现象用计算机

进行统计比较和分析。建立翻译语料库的目的就是

为了寻找所谓的翻译常用语 ,为翻译人员提供范文

文本和术语的比对 ,为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提供便

捷、准确的词汇和文本对译用语。

近年来 ,中国语料库研究也有了快速发展 ,投入

实用的双语语料库有商务印书馆和南京大学投资

100万元 ,经过近十年艰苦工作建成的英汉语言语

料库。目前 ,该语料库应用范围主要集中在词典编纂

的分类、摘编、比较、筛选、拟稿、修改、发排、校对等

项工作 [6 ]。相信不久的将来 ,可用于汉英语句比对和

句法分析的翻译语料库一定会投入使用。到时 ,在网

络技术的配合下 ,将大大减轻科技翻译人员的繁重

工作 ,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和推广。

五、结　语

在资讯信息爆炸式产生的时代 ,如果仍然沿用

传统的纸笔翻译模式 ,无法达到与世界先进科学技

术同步发展的节奏 ,影响到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因此 ,我们应当大力推广网络技术的应用范围 ,尤其

是那些与外语接触较为频繁的人员更应当充分挖掘

和利用网络资源。实践证明科技翻译与网络资源有

着必然的联系。 将两者结合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技

术的发展 ,提高科技翻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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