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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双语语料库的建设与用途

本章先从双语语料库的概念及类型划分谈起，介绍双语语料库的建设步

骤，包括建立原则、具体步骤、注意事项等；然后介绍国内外双语语料库的建

设情况和双语语料库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包括双语语料库在语境关键词检

索、翻译（术语）记忆和机器翻译方面的巨大作用；最后介绍基于语料库的翻

译研究的情况，以及数字人文时代计算机工具在翻译领域的应用。

一、双语语料库的概念与类型划分

1961 年，世界上第一个机读语料库布朗语料库（Brown Corpus）在美国
布朗大学诞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各
种不同类型的第二代语料库，对语料库的应用开始上升到各个层面。双语语料

库在第二语言习得、双语词典编纂、译员作品风格、机器翻译等领域中都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与计算机辅助翻译联系最为紧密的语料库类型。双语语料

库拥有大量原文与译文实例，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方便译员或校对人员查找语言

搭配、进行译文质量检查。双语语料库同译员培训结合起来则有助于译员通过

语境探索，对全语境条件下的原文及译文进行考察，进一步加强对两种语言之

间异同的理解。同时，也可以通过考察译员译文语料库评估译员培训的各个层

面。1

Baker（1995）认为，双语语料库应分为三类。首先是平行语料库（parallel 
corpus），也称对应语料库，即通过将源语文本同译入语文本相对应后建成的
文本库，对应层级包括单词级别、句子级别和段落级别。第二类是多语语料库

（multilingual corpus），虽然被称作多语语料库，其实是由两个或多个不同语言
的单语种语料文本通过同样的筛选规则搜集而成，不包括翻译文本，即不包括

多个单语种的原文本语料库。第三类为可比语料库（comparable corpus），既
包括源语文本，又包括从其他语言翻译为此种语言的文本。

1 Bowker（2003）曾详细论述了如何建立一个跟踪性语料库，以考察受训译员的翻译能力在某

段时间内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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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另外两种双语语料库相比，与翻译实践（尤其是计算机辅助翻译实践）

和教学联系最紧密的当属平行（对应）语料库。这种语料库中含有大量真实的

翻译句子对，为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语言研究和语言对比研究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同时，平行语料库本身也是计算机辅助翻译术语库与记忆库的存在

形式与载体。目前，国外已建成许多这样的双语平行语料库。早期著名的包括

加拿大议会会议录英—法平行语料库（Canadian Hansard Corpus）、英语—挪威
语平行语料库（English-Norwegian Parallel Corpus，ENPC），另外还有英语和
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对齐的平行语料库。目前，国内已建成的各种汉英平行

语料库也属此类，如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计算实验室利用互联网

平行网页获取软件和双语句子自动对齐软件得到的 THUMT 双语语料库，共
包含 285 万汉英平行句对，属于句子级的平行语料库；绍兴文理学院建设的
《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属于段落级的平行语料库；中国翻译研究院建设

了政治类文献的汉英双语语料库，1 也属于段落级的平行语料库。

在平行语料库下，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单向对应语料库（unidirectional 
parallel corpus）、双向对应语料库（bidirectional parallel corpus）和多向对应语
料库（multidirectional parallel corpus）。

单向对应语料库指整个语料库都是由一种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所构成

的对应语料库。在计算机辅助翻译中，单向对应语料库是翻译记忆中最普遍的

形式，即将已经翻译过的文本同原文对应，然后做成对应语料库为将来的翻译

任务服务，两种语言之间不能相互自动转换。

双向对应语料库指整个语料库中包括原文和译文文本，如著名的 Canadian 
Hansard Corpus（英语—法语平行语料库），ENPC（英语—挪威语平行语料

库）。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中国英汉平行语料库也是双向对应平行语料库，在语

料库搜索栏中输入中英文单词后，出现的是对应的汉译英和英译汉的两种句子

对，如输入“穷尽”，得到的结果既包括中文里含有“穷尽”和相应的英文句

子对，也包括原文是英文，其中文译文含有“穷尽”的句子对。当然，可以

选择是否只需要一种结果。图 3.1（Facchinetti 2007: 53）展示了 ENPC 这个典
型的双向对应语料库的结构，是由 1993年的 ICAME会议上展示的模型修正而
来，其中双箭头表示可以进行双向研究。

1 检索地址为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catl/node_7232138.htm，2023 年 7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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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载体。目前，国外已建成许多这样的双语平行对应语料库。早期著名的包

括加拿大议会文件文本（Bilingual Proceedings of Canadian Parliament）、英语

挪威语平行语料库（English-Norwegian Parallel Corpus, ENPC），英语和法语对

齐的加拿大议会文件文本，另外还有英语和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对齐的平行

语料库。目前，国内已建成的各种汉英平行语料库也属此类，如北外的通用英

汉对应语料库（Chinese-English On-line, CEO）是属于句子级别的平行语料库，

而《红楼梦》平行语料库 1 则是属于段落级的平行语料库。

在平行语料库下，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单向对应语料库（Unidirectional 

Parallel Corpora）、双向对应语料库（Bidirectional Parallel Corpora）和多向对

应语料库（Multidirectional Parallel Corpora）。

单向对应语料库指整个语料库都是由一种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所构成

的对应语料库。在计算机辅助翻译中，单向对应语料库是翻译记忆中最普遍的

形式，即是将已经翻译过的文本同原文对应，然后做成对应语料库为将来的翻

译任务服务，两种语言之间不能相互自动转换。

双向对应语料库指整个语料库中包括原文和译文文本，如著名的 Hansard
（法语—英语对应语料库），ENPC（英语—挪威语对应语料库）。北外的通用

英汉对应语料库也是双语双向对应平行语料库。在输入中英文单词后，出现的

是对应的汉译英和英译汉的两种句子对，如输入“穷尽”，得到的结果既包括

中文里含有“穷尽”和相应的英文句子对，也得到原文是英文译为中文后含有

“穷尽”的句子对。当然，可以选择是否只需要一种结果。图 3.1（Facchinetti 

2007: 53）展示了 ENPC 这个典型的双向对应语料库的结构，是由 1993 年的

ICAME 会议上展示的模型修正而来，双箭头表示可以进行双向研究。

图 3.1   ENPC 双向对应

1 参见 http://score.crpp.nie.edu.sg/hlm/index.htm，2009 年 5 月 25日。

图 3.1   ENPC 双向对应语料库结构

多向对应语料库指整个语料库是由同一种原文的文本及其他语言的译本组

成。图 3.2（Facchinetti 2007: 54）为多向对应语料库建设的钻石结构，虽然设
想甚好，然而这样在三语之间的译文文本极其有限，文本类型也不容易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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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对应语料库指整个语料库是由同一种原文的文本及其他语言的译本组

成。图 3.2（Facchinetti 2007: 54）为多语语料库建设的钻石结构，虽然设想甚

好，然而这样在三语之间的译文文本就极其有限，文本类型也不容易匹配。

图 3.2   多向对应

对于平行语料库，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的划分方式，如表 3.1（Tognini 2001: 7）。

Parallel Corpus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 Alignable

Free-Translation Corpus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 Not Alignable

Comparable Corpus No Translation Not Alignable

表 3.1   平行语料库划分

二、双语语料库的建设

Sinclair（1963）曾指出，“任何语料库研究都必须以建立一个相应的语料

库为前提，决定语料来源和语料搜集过程几乎为之后所有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

础。”对翻译而言，建立双语语料库对翻译的各个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

用途。语料库的建立一般都会涉及到两个问题，即代表性问题和文本取样策略

（包括随机取样和分层取样、采取内部或外部标准、文本采集和全部文本还是

部分文本）。对于 CAT 软件来说，建设双语平行语料库就是为手头或未来的翻

译任务做准备。因此，搜集双语语料的工作一般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构建术

语库（Term Bank），二是构建翻译记忆（Translation Memory）。简单说来，前

者注重词汇，后者注重句式。术语库的建设通常不涉及对齐或标注等问题，可

以直接从相关领域中汲取专有名词或固定说法，亦可在翻译过程中定义术语

并添加到已建成的术语库当中。对于构建翻译记忆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对齐 

图 3.2   多向对应语料库结构

对于平行语料库，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的划分方式，如表 3.1（Tognini 2001: 7）。

表 3.1   平行语料库划分

Parallel Corpus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 Alignable

Free-Translation Corpus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 Not Alignable

Comparable Corpus No Translation Not Alig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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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语语料库的建设

Sinclair（1963）曾指出，“任何语料库研究都必须以建立一个相应的语料
库为前提，决定语料来源和语料搜集过程几乎为之后所有的研究工作奠定了

基础”。对翻译而言，建立双语语料库对翻译的各个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和用途。语料库的建立一般都会涉及两个问题，即代表性问题和文本取样策

略问题（包括随机取样或分层取样、采取内部标准或外部标准、采集全部文

本或部分文本等）。对于 CAT 软件来说，建设双语平行语料库就是为翻译任
务作准备。因此，搜集双语语料的工作一般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构建术语

库，二是构建翻译记忆库。简单说来，前者注重词汇，后者注重句式。术语库

的建设通常不涉及对齐或标注等问题，可以直接从相关领域中汲取专有名词

或固定说法，亦可在翻译过程中定义术语并添加到已建成的术语库当中。对

于构建翻译记忆库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对齐（alignment）和双语检索（bilingual 
concordancing）。因为前者同翻译记忆密不可分，后者对译文选择至关重要，两者
都将对翻译实践产生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1

双语语料库的建设通常要先确定建库目的，然后搜集双语材料，并进行进

一步的加工处理，再对语料进行对齐后入库。为了充分利用语料库，必须开发

专用检索软件，后期的库维护也必不可少。

1．按需确定建库目的 
建库目的决定了双语语料库建立的整个过程。所以，明确目的对后续工作

将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Johansson（1991: 305-306）曾指出，虽然大型语料
库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然而构建能从多角度透彻分析的小型语料库也有其意

义。国家级的双语语料库一般都力求完备，尽量搜集各个领域内的可靠译文，

但会根据其研究或应用目的确定语料的时间、语域，尤其是文本类型范围。翻

译公司的业务范围可能集中于某几个领域，如法律、经贸、机电、医学等，所

需的双语语料库类型一般都集中在某个领域内。而一般的个人译员会对某一个

自己擅长的翻译领域感兴趣，不太可能精通所有领域。例如，在经贸范围内就

存在进出口业务、银行业务、股票市场等更细致的划分。对于译员来说，可以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明确建库目的，不单纯追求语料范围和大小，而是尽量

搜集某领域内的可靠译文。

1 对齐与翻译记忆详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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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搜集双语材料

搜集语料必然涉及语料的代表性问题，即所搜集的语料在所选定的研究范

围内是否具有可靠的代表性。语料库的设计和单独文本的选择，都取决于建立

语料库本身的目的。对于纯粹的翻译研究来说，双语语料库的建设可能是要研

究某种特殊句式（如被动句的翻译），因而在搜集语料的过程中就要搜集大量

的相关材料，并注意某种体裁或者句型的整合。

在译员接触新的翻译工作之前，需要找相关领域的双语文本材料进行训

练，以便熟悉相关术语和句式的翻译。句式固定的文本材料最适合作为翻译记

忆使用，因为当新的翻译任务出现时，可以通过翻译记忆产生译文。在翻译实

践中，译员经常会遇到令人手足无措的专业术语，即在一定的领域内有特殊含

义而且形式固定的语言表达。训练翻译软件对这些固定的术语、表达方式和句

式进行识别，即做好双语语料库，译员就可以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去熟记相关领

域的术语，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译文质量上，进而提高实际翻译中的

效率。

对于不同的领域，搜集双语材料的方法可能不同，如对于学术论文摘要翻

译，可能从单纯的中英文论文对应摘要中搜集材料后对齐，还不能满足高质量

的译文需求。如果要从事某领域的科技论文翻译，则需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

解，同相关专家讨论后做出可靠的译文后再对齐，这样建成的双语语料库才有

可能真正应用于最终的翻译实践。

3．语料处理

通常，对齐后的双语语料库可以直接为计算机辅助翻译服务。语料处理与

翻译实践联系不大，但如果要利用双语语料库检索进行译员培训，则对语料进

行预处理就是前期建库工作中必需的步骤。根据语料库应用目的的不同，处理

语料有很多种方法，与实践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对汉语的切分。按照汉英双语语

料库的建设和研究目的，还可能涉及对词性、句子结构、文本结构及文本来源

等各项进行标注。本节只介绍与译员检索联系紧密的汉语切分处理。

汉语本身是一种缺乏单词形态变化的语言，词的类别不能像印欧语系语

言那样能直接从词的形态辨别（刘开瑛 2000：3）。所以，汉语的分词不能像
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那样，直接通过单词之间的空格辨别。对应语料库的建

设离不开汉语语言理解，而汉语语言理解又离不开对输入文本进行句法分析

（parse）。在计算机辅助翻译译员培训当中，需要使用到双语语料库进行双语
检索，只有进行分词之后，检索才能成功进行。一般认为，计算机从事句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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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所凭借的语法知识只能来自句法规则库，而这些规则一般都是建立在词法和

语义知识之上的。因此，必须先对汉语句子进行词汇切分处理后，才有可能进

行句法分析。汉语中“词”的概念很模糊，随着建设大规模、高等级汉语语料

库的呼声渐高，汉语书面语的分词技术已经形成了一门具有挑战性的新兴学

问。目前，为了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我国已出台《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

规范》，详细规定了现代汉语的分词原则，对汉语信息处理的规范化和各种汉

语信息处理系统之间的兼容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加清楚地解释自动分词的概念，这里选取叠词较多的朱自清散文名

作《春》作为分析对象，用 ChatGPT-3.5 Turbo 版本进行处理演示。图 3.3 展
示的是《春》前三段的处理结果，整句的中文被切分为不同词语与句段的组

合。中文下方的部分标注及含义为：VV（动词）、PU（标点符号）、NN（名
词）、VA（谓语形容词）、CD（基数词）。分词后才可进行词汇与搭配检索。

图 3.3   分词效果展示

4．双语语料库对齐

在双语语料库建设中，要考察相关原文在具体语境中的译文，最重要的一

步就是对双语文本进行对齐。对齐主要是对双语材料句子级别的对齐，但为了

让记忆库在计算机辅助翻译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一般都会将材料划分为比句子

单位更小的级别。专门的双语对齐术语库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双语语料库在翻

译实践中的巨大作用。面对大量的对译单位，人工完成对齐虽然精确率高但是

效率低，难以建成大规模的双语语料库。因此，通常使用软件自动对齐局部对

译单位，然后采用人工调整的方法检查是否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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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中，众多的研究者在双语语料库对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对齐方法基本可以分成基于句子长度的方法（Brown et al. 1991; Gale & 
Church 1991）、基于词汇对应的方法（Kay & Roscheisen 1993）和混合法（Tan &  
Nagao 1995）。基于句子长度的方法指利用原文句子与其译文句子在长度上存
在的一定关联进行对齐。在实现的过程中，通常是先人工建立一个双语语料库

作为参照，计算原文和译文中句子长度的比例，然后通过选取先建立好的双语

库中的匹配概率，确定其对应类型（如 1:1 或 1:1.5）。另外，Kay & Roscheisen
（1993）还提出了基于词汇信息的模型，即在两个对应文本中搜寻对译的单词，
如果一对句子出现足够多的互译单词配对，那么整个句子就判断为对译句子，

可以对齐。简单说来，最佳的句子对是那些使系统词汇对齐数量最大化的句

子。这样，通过对齐几类词，如代词、数词和专有名称等，就会在两个文本中

找出相对稳定的对译关系。国内关于双语对齐的研究提出了基于词汇之间的相

互关联度，进行多次组合的识别方法，并利用先假设再检验的方法在双语语料

库中抽取翻译等值单位（常宝宝 2002）。

Chuang 等（2005）提出了基于标点符号的对齐方法，并对 Chinese-
English Sinorama Magazine Corpus 平行语料库进行了对齐，结果发现基于标点
符号的方法比基于句子长度的方法更加准确有效，其准确率超过了 93%。这
一发现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主流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提供的对

齐工具（如 Trados 中的 WinAlign 和 DéjàVu X 中的 Alignment Workfile 等）都
是依靠标点符号将两边的文本分割成许多对译单位，允许译员将两个对译的文

本导入对齐，人工修正后导入翻译记忆。由于汉英语言差异，除了特定范围内

的文本（如政治、科技、法律、贸易等）易于对齐（即由软件对齐后不需要

人工再进行大量修改工作），大部分文本在软件协助对齐后，还需要人工进行

费时费力的修正。由 Michael Barlow 研发的 ParaConc 是一款多用途的语料库
软件，它允许对齐后进行检索、查找、翻译、多语支持、搭配频率统计、高级

（分类）检索等，支持通配符检索和纯文本格式的文件，可以灵活定义语言和

检索行的大小，实现双语平行语料库检索，其详细使用步骤参见本书第四章。

以中国银行 2007 年年报双语目录为例，经过软件处理后可以得到如图 3.4 的
对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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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g 等（2005）提出了基于标点符号的对齐方法，并对 Chinese-

English Sonorama Magazine Corpus 平行语料库进行了对齐，结果发现基于标点

符号的方法比基于句子长度的方法更加准确有效，其准确率超过了 93%。这

一发现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主流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提供的

对齐工具（如 Trados 中的 WinAlign 和 Déjà Vu X 中的 Alignment Workfile 等）

都是依靠标点符号将两边的文本分割成许多对译单位，允许译员将两个对译的

文本导入对齐，人工修正后，导入翻译记忆。由于汉英语言差异，除了特定范

围内的文本（如政治、科技、法律、贸易等）易于对齐（即由软件对齐后不需

要人工再进行大量修改工作），大部分文本在软件协助对齐后，还需要人工进

行费时费力的修正。由 Michael Barlow 制作的 ParaConc1 是一款多用途的语料

库软件，它允许对齐后进行检索、查找、翻译、多语支持、搭配频率统计、高

级（分类）检索等等，支持通配符检索和纯文本格式的文件，可以灵活定义语

言和检索行的大小，可实现双语平行语料库检索，详细使用步骤与检索参见本

书第四章。以中国银行 2007 年年报双语目录为例，经过软件处理后可以得到

如图 3.4 的对齐文件。

图 3.4  对齐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两个文本已经提前经过分行处理，所以对齐结果无需

人工修证。在实际情况中，自动对齐不可能达到绝对匹配的效果，需要通过图

1 ParaConc 软件的最新试用版可在 http://www.athel.com/para.html 上免费下载。

图 3.4   对齐效果展示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两个目录文本已经提前经过分行处理，所以对齐结果

无需人工修正。在实际情况中，自动对齐不可能达到绝对匹配的效果，需要通

过图中选项卡所列出的选项进行修改，如 Merge with Previous Sentence（同上
一句合并）等。实际上，双语文本的对齐工作要复杂得多。语言翻译是相对复

杂的过程，任何一种单一的概率统计方法都不可能圆满处理复杂的情况，所以

到目前为止，任何单纯依赖软件的双语对齐都没能在大范围内取得令人满意的

效果。

现在，基于大量的语料库资源及相关工具，用户利用语料库工具对所搜

集语料进行双语（或多语）对齐的结果一般已经能达到 75%—95% 的准确度。

在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与实践中，学界普遍认为，达到 50% 或以上句子层面

对齐的双语（或多语）语料才有使用价值。用户可以对计算机辅助工具里的对

齐选项进行设定，将其内置的对齐（匹配）率设置为至少 50%。设置的匹配
率值越高，所检索出来句子的可利用率越高，对译者的辅助作用也就越大。

5．检索软件开发与后期库维护

库维护的概念其实贯穿了语料库建设的整个过程。在完成了双语语料的初

步自动对齐之后，需要对所完成的工作进行人工检查和确认。同时，必须开发

相应的检索软件以便研究使用。小型的语料库可以利用现有的语料库检索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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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如前文所提到的 AntConc 等。然而，大型的语料库一般含有多方面的研
究目的，这些软件往往不能满足研究需要。所以，大型的双语语料库一般都会

开发忠于自己建库目的的语料库检索软件。例如，TEC 语料库的客户端检索
程序就是由都柏林三一大学的 Saturnino Luz 博士专门设计的。本章第四节介
绍双语语料库应用时会详细讲解基于 TEC 的翻译研究。

技术维护同后期库维护相辅相成。对于研究者而言，某一研究范畴内的语

料搜集务必力求完备。因此，双语语料库的建设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工作，而

需要不断丰富语料并进行多方位标注。所以，如果想让语料库一直保持有效的

利用价值，就必须重视后期的维护工作。语料库的成功建设和维护同充足的资

金支持密不可分。语料库建设的要事之一就是得找到充足的运转资金（Baker 
1999: 284），否则，长期的建设和研究工作不可能稳定地进行下去。

三、双语语料库的应用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双语语料库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关注与应用。对语料库和翻译的研究一般集中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Hunston 
2002: 123）。从理论上来讲，语料库为翻译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原材料。从实践
上来说，研究主要聚集在如何开发一种让译员能利用双语语料库来进行翻译的

软件。换句话说，双语语料库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是译员可以看到对齐好的前人

所做的译文，同时也让翻译研究者有机会考察在单语语料库中难以发现的语言

之间的对应和差异。

在同翻译相关的活动和研究中，平行语料库有多大作为呢？ Tognini
（2001）指出，平行语料库的最大好处就是将翻译好的成品展现给人们，从这
些成品中人们可以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朴松林认为，基于双语语料库的

应用领域主要包括语料库语言学、双语词库的提取、词典编纂和语言工程，如

机器翻译等（王克非 2004）。双语语料库中存储的大量真实翻译实例不仅为译
员培训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译员本身产生的译文也可以集中成语料库，用以对

译员进行考察。

语料库，尤其是双语平行（对应）语料库，可以为机器翻译提供真实的译

文实例，从而帮助改进机器翻译系统。同时，双语语料库中的对应文本还有助

于进一步认识翻译过程。对于翻译实践来说，语料库还可以作为翻译人员的参

考工具，帮助译员提高翻译质量。总的来说，译员培养、双语词典编纂及机器

翻译是双语语料库最普遍而广泛的应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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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外双语语料库检索

大型的双语语料库可以从词语搭配、术语规范等方面进行多方位的译员培

训。下面介绍几个著名的双语语料库。

（1）北京外国语大学的 CQPweb语料库 1

利用语料库进行翻译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目前国内最热

门的大型语料库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的 CQPweb 语料库。此语料库搜集量大，
包括小说等各种题材，并且免费提供了测试版本。用户可以选择其中的双语语

料库，此处以选择 Yiyan 语料库为例，其检索界面如图 3.5 所示。双语平行语
料库以其大量的对译材料为语言和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图 3.6、图 3.7
分别展示了检索项为“新时代”和 party 的检索结果。

图 3.5   Yiyan 检索主页面

图 3.6   “新时代”的检索结果

1 检索地址为 http://114.251.154.212/cqp，2023 年 7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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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party 的检索结果

（2）联合国平行语料库 1

该语料库在 2023 年提供的版本包含 1990 至 2014 年编写并经人工翻译的
文字内容，包括以语句为单位对齐的文本。其双语对齐的文件涵盖阿拉伯语、

西班牙语、法语、俄语、汉语和英语共 6 种联合国官方语言。具体数据如图
3.8。

图 3.8   联合国平行语料库数据（2023 年）

2．平行语料库与翻译教学：语境关键词检索

显而易见，人们在翻译时不会脱离语境来逐字翻译，而是将词置于足够大

以至于没有歧义的意义单位（unit of meaning）中来考虑译文，即将几个词的
组合作为一个翻译单位来翻译。双语语料库指导翻译实践的体现之一是在译员

培训或翻译实践中，让译员查找语境关键词（Key Word in Context，KWIC）。
大部分翻译单位都是由意义模棱两可的单词及其语境所构成，而有歧义的单词

可以借助所在的语境使意义变得清晰。所以，在翻译实践和译员培训中，译员

经常需要检索某个词在语境中的具体用法，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译文是否地道合

1 检 索 地 址 为 https://conferences.unite.un.org/uncorpus/Home/Index/zh#statistics，2023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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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专业领域如法律、技术、医学等更是如此。而基于双语语料库的翻译对

等研究，正好为译员提供了相应的培训材料。

在翻译教学方面，双语语料库的作用主要有（王克非 2004）：为某一检索
词或短语提供丰富多彩的双语对译样本；为常用结构提供多种双语的对译样

例，便于讲授者讲解及学习者模仿；提供丰富的可随机提取的一部分多译资料

作为对照参考。另外，针对某一内容、某些专题和特定领域，还可以对译员进

行翻译策略的培养。当然，在这些特殊领域中，搜集资料和编辑术语表时，双

语语料库十分便捷有效。

下面以 2022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英文版为例进行分析，所使用

的软件为 AntConc 3.2.1。首先打开软件，选择主菜单 File 下的 Open File 选
项，在导入想要分析的文本文件（2022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之后，选择
Word List 选项卡，便可以得到相应文本文件的关键词词频统计表，如图 3.9。

图 3.9   词频统计表

可以看到，除了虚词外，development 位居前列。这时可以使用一个英文
的 Stoplist（停用词表），产出该文件的实义词词表，如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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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实义词词表（词频从高到低）

可单击相应的词，考察这个词在语境中的使用。如单击 people，在

Concordance 选项卡中就会自动出现所有包含 people 的检索结果，如图 3.11。

图 3.11   people 的语境检索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 AntConc 处理中文时，使用格式与文件格式均应设
置为 Unicode（UTF-8）。

除了在译文语料库中考察某一单词的用法外，双语语料库下的语境关键词

检索还能为译员提供第一手材料。例如，利用 ParaConc 工具将中国银行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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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双语年报中的目录进行对齐（对齐过程见前文）。为了方便操作，可在导入

语料之前对语料进行预处理。另外，中文需要进行分词处理才可以检索成功。

例如，译员可能不熟悉“报表”在银行的年报中该如何翻译，是 Report 还是
Chart ？首先，选择搜索语言为中文，输入检索项“报表”（如图 3.12）之后即
可出现双语对应的语境（如图 3.13）。经过检索发现，财务报表所用的专业词
汇是 Financial Statements，而非预期的 Report 或 Chart。从某种角度来说，双
语对应检索的工作机制类似自建的双语词典，在实践中更能满足特定领域的个

性化语境检索要求。

图 3.12   输入检索项

图 3.13   双语语境检索结果

另外，双语对应检索还可以帮助考察原文的特定句式（如英语中的 
so ... that 或汉语中的“一……就……”）在目的语中的表达方式，这既可以作
为译员培训的材料，也可以进一步进行翻译研究。王立非等（2008）早期就
运用 ParaConc 进行分析，发现英语指示代词 that 在很多情况下不是被翻译为
“那”，而是被翻译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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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是语料库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简言之，在翻译研究领域，基于

语料库的研究为认识、研究和教授翻译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基于语料库的

翻译研究有助于在翻译描写和翻译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翻译产品有效地

服务于翻译教学、翻译理论研究和译员培训。深入的语料分析将有利于翻译等

值研究、搭配或语义韵律研究等，从语料分析得到的有关句法和文本的特殊数

据也对翻译实践有着积极的作用（王克非，黄立波 2007）。本节通过检索翻译
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TEC）进行相关介绍。

TEC 在曼彻斯特大学翻译和跨文化研究中心（CTIS）初步建成，是世界
上第一个翻译英语语料库。在 TEC 之前，语料收集时并没有考虑翻译文本，
因为当时的研究者多崇尚“规范性”研究，认为翻译文本扭曲了规范文本，是

一种偏离常态的语言。TEC 采用由欧洲和其他地区公开发行出版物的英语文
本，不经过任何删改构成，源语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

大利语、威尔士语、波兰语、阿拉伯语、汉语、泰语和希伯来语等（Olohan 
2002），截至 2023 年，容量达到了 1,000 万词。

TEC 下设四个子库，涵盖杂志、新闻、小说、传记，此外还提供了一系
列文本外信息，如译者的性别、国籍、职业、语言翻译方向、源语和译文的出

版者等，适合进行多方面的翻译研究。

通过都柏林大学三一大学的 Saturnino Luz 博士开发的针对性工具，研究
者可以从 TEC 主页上下载检索软件，免费在线浏览语料库并进行检索，1 如图

3.14。

图 3.14   作者和译者信息检索

在译者下拉菜单中选择 Eliot Weinberger，再点击主菜单 Plugins 下的 Word 
frequency list，就可以得到该译者的译文词频表，如图 3.15 所示。

1 检索地址为 https://research.manchester.ac.uk/en/projects/translational-english-corpus-tec，2023
年 7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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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词频表

另外，点击主菜单 Plugins 下的 Corpus description browser，还可以清晰地
看到所搜集译文的详细信息，包括标记类型比（TT ratio）等（如图 3.16）。从
图 3.15 的词频表可以看出，排序靠前的词除了介词和代词等虚词之外，hate
和 eyes 均出现了四次，这样的译文特征就值得进一步探究。

图 3.16   标记类型比

通过 TEC，可以进行词汇密度、词频、句子长度、搭配模式、特定词汇
的使用以及使用频率的比较研究。Baker（1999）根据此语料库进行了相应的
译者风格和翻译范式等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她总结出 TEC 能够有效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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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语言使用习惯、语言行为的偏好、特殊的句法结构，以及标点符号的使用

等。例如，通过研究，她发现日语文本中对翻译中外来词的忍耐程度要远远高

于法语和阿拉伯语。还有学者通过 TEC 做过语义韵律的研究，考察某个单词
通常同其他哪些单词一起出现，而通过总结这些搭配单词是积极意义还是消极

意义，就能对原词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会。

五、双语语料库与计算机辅助翻译

除了检索并考察语境关键词之外，双语语料库同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结合

起来，就可以形成翻译记忆，协助完成翻译任务。Bowker（2002）曾简单明
了地将翻译记忆解释为“一组语言文本的句子与其在目标语中相对应的句子”。

翻译记忆的作用原理是用已有译文建立双语语料库作为记忆库，通过浏览已经

翻译好的文本，在进行同原文相近的新任务时，提取翻译记忆进行提示和替

换，通过寻找形式上的相似性协助完成翻译任务。对此，本书在后续章节有详

细说明。

翻译记忆是针对句子或篇章层面的对等，而由专业术语形成的双语术语库

则保证了翻译任务的术语统一。主流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都配有团队工作工

具，允许不同的译员共同合作完成一个翻译项目。如果没有双语术语库为翻译

记忆系统统一术语，那么译员合作的结果就不能保证高度精准的术语统一。除

了术语统一，还要实现精确的语言转换。双语语料库形成的翻译记忆有助于保

证译文与历史译文资料统一、与指定文献统一等。在翻译项目进行的过程中，

译员形成的新语料又被不断地纳入语料库中，团队内的其他人就可以通过更新

语料库来使用同样的句式和表达，而不用再重复翻译。

利用双语语料库，在翻译项目中能同步提取文章中出现的术语，经专家质

量检验后，按照不同领域进行区分，更新为新的双语术语库。转换为翻译记忆

之后，这些术语就能在以后的翻译项目进行时再利用。相对于此，传统意义上

人工积攒的术语库，不易分类查找，不能及时更新，且数量有限，已经不能满

足高效率翻译实践的需求。

柯飞（2002）曾将自动翻译过程简要地总结为四步：第一步，将双语语料
平行对齐；第二步，对语料给予相关联的标注；第三步，将汉语作分词处理，

并根据词频计算权重；第四步，通过权值和字串对比，计算和检索跟使用者输

入的文字相对应的句子并显示出来。

Hunston（2002）指出，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机器翻译系统通过对短语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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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词的识别可以使机器翻译更加准确，包含不同语言的平行语料库对于译员

来说用处更大。因此，对那些翻译活动占据重要地位的组织和机构来说，进行

平行语料库同机器翻译结合的研究就十分重要。欧盟就在不断改进自动翻译

过程。例如，由 John Sinclair 与 Wolfgang Teubert 负责协调的跨欧洲语言资源
建设学会（Trans-European Language Resources Infrastructure，TELRI）曾经出
版了 CD-ROM 格式的语料库材料（Erjavec et al. 1998），包含有柏拉图《理想
国》多语语料库（包括 17 种欧洲语言的译文）等，每种语言都同原文进行了
句子层次的对应。1977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研发的自动翻译系统 TAUM-
METEO 能在一天内把加拿大各地区的气象预报从英语翻译成法语，这标志着

第一代机器翻译系统的诞生。在我国，研究自动翻译的机构和项目也有很多，

如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联合承担了国家 973 课题“面向新闻领域的汉英机器
翻译系统”，以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的口

语自动翻译系统等。

除了使用对齐的双语语料库改进机器自动翻译的质量，黄俊红等（2004）
认为，双语语料库还可以加强机器辅助翻译中的人机交互，通过统计模型从双

语语料库中获取翻译模型，从而改进费时、易出错的传统机器翻译模型。也有

学者认为，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系统能够大大超过第三代机器翻译系统的性

能，很可能成为第四代机器翻译系统的雏形（李亮 2004）。

自 20 世纪末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进入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时代，
计算机技术与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的结合更为紧密和复杂。数字人文是结合了

人文学科和数字技术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探究人文学科领域内数据、信息和知

识的数字化、组织和使用。它通过技术手段促进人文学科研究，包括但不限于

人类语言、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在英语语言研究

领域出现了不少针对性工具和研究成果，如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David Kaufer
主持开发的 DocuScope 英语文本修辞功能分析工具及其一系列成果。在涉及
中文的翻译研究领域，Qian & Kaufer (2017) 利用 DocuScope 以及计算机辅助
的人工分析，对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双语的修辞功能分析。胡开宝和王

晓莉（2022）在指出数字人文研究现状的不足之后，提出应建设并运用各种翻
译研究数据库，并将原生性数字文本纳入该领域的研究对象之中，同时也应当

根据研究目的选用不同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依据数字人文和翻译学的相关理

论构建并完善该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耿强和周知非（2023）利用计算机辅助
工具，考察《人民日报》1949—1966 年间所生产的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发现
了此话语由信仰和技术所构成的深层二维结构，帮助深化了对中国当代翻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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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再认识。李崇华和张政（2023）提出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改进方案，如基
于文献计量学工具和语料库方法完善理论体系，构建大型、共享、高质量的数

据库用以提升规范性，通过 Python 和 R 等计算机编程语言研究接受状况等。

六、小结

本章从双语语料库的概念和类型划分谈起，着重介绍双语语料库的建设步

骤、国内外双语语料库的建设情况等，并简单提及双语语料库在翻译实践中的

作用。

目前国际上建立了各种类型的语料库，不同类型语料库可为译员和校对人

员提供大量语言实例。双语语料库可分为三类：平行语料库（包括单向对应、

双向对应、多向对应语料库）、多语语料库、可比语料库。双语语料库建设涉

及确定建库目的、搜集双语材料、语料标注（同实践相关的主要是中文切分）、

双语语料库对齐、检索软件开发与后期库维护等内容，与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的研发密切相关。1

本章还对几个较有名的平行语料库予以举例，说明双语语料库在检索方面

的应用，并简要介绍了双语语料库的广泛应用，如翻译研究、语境检索、翻译

教学、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等。可以看出，双语语料库与翻译技术是密

切联系，相互促进的。

展望未来，数字人文技术在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将会

越来越广泛。首先，数字人文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支持。例

如，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计算机工具可以帮助翻译研究者进行语言文本的

分析和挖掘，发现不同语言文本之间的异同，辅助了解跨文化差异。其次，数

字人文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信息和文献的收集和管理工具，帮助翻译研究者快

速获取相关文献和信息，识别出有用的信息和数据，提高工作效率。数字人文

还可以帮助翻译研究者进行翻译记忆库的构建和管理，帮助建立更大规模、更

全面的翻译记忆库，为翻译工作提供更多实用的数据和信息。最后，它可以为

翻译研究提供各种数据可视化和探索工具，通过图形化的展示和呈现提高翻译

研究的可视化效果，更全面、更直观地呈现出翻译工作的结果。

正如张威和雷璇（2023）所指出，面对数字人文这一时代热潮，要全面评
价数字人文语境中的翻译研究现状及特征，须客观分析在本体观照、理性分

1 需要注意的是，语料库的建设与使用都耗时耗力，受到外界客观因素（如资金和人员变动）的

影响很大，一些网站或网页的功能会因此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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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实际应用等方面的问题，以明确数字人文性质翻译研究独特的跨学科属性

及人文学科价值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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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双语语料库的建设与用途

思考与练习

1. 把自己平时翻译实践所产出的双语文本进行对齐，检索任意高频关键词，
观察是否对应，并思考这说明了翻译过程中的什么情况？

2. 下载 2022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中英文版本，按照本章所介绍的方
法处理文本，导入 ParaConc 创建小型双语语料库，导出汉英双语词频表数
据，并观察数据是否与 AntConc 导出的数据相同。

3. 使用本章提供的在线双语语料库资源，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观察其
使用情况是否与自己的预测情况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