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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 ,而且是人的存在方式 ,是一个特殊在者 /是者 ,因此语言研究应该揭示语

言如何在 ,如何是 ;同时 ,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往 ,实际上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 ,于是应该在同的

基础上寻求解决异的方法。至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教学 ,本质上就是在上述理念基础上的语际转

换。徐海铭与柴明颎两位先生的文章是一篇翻译行为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汉英交替传译中译员的困难

及其成因为考察对象。李国庆等其他几位先生的三篇文章都是从文化维度切入 ,研究翻译学的成果 ,值

得一读。

汉英交替传译活动中
译员笔记困难及其原因的实证研究
———以国际会议职业受训译员和非职业译员为例

徐海铭　柴明颎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提 　要 :本研究旨在调查母语是汉语的译员在汉英交替传译过程中记录笔记遇到的主要困难 , 以及哪些具体原因

导致他们的笔记困难。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了“有提示回忆 ”( stimulated recall)这一调查工具 ,并辅以访谈 ,分析

6名国际会议职业受训译员和非职业译员的笔记手稿。研究表明 :译员遇到的笔记困难主要是 : (1) 记忆源语信息不

足 ; (2) 内容回忆不全 ; (3) 笔记格式不当 ; (4) 依赖笔记心理过强等几大类型。造成上述困难的原因主要是 : (1) 源

语语言结构复杂 ; (2) 命题数量多 ; (3) 命题之间逻辑关联不强 ; (4) 译员不熟悉甚至厌烦源语题材 ; (5) 心理和生理

不适应源语信息传递速度。本研究对口译教学的启发 :口译笔记训练阶段要针对上述困难和原因采取有效教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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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ff iculties Perce ived by Professiona l Tra inee In terpreters and

Non2professiona l In terpreters in Note2tak ing W hen D o ing Con secutive In terpreting
———An Emp irical Inquiry Through Stimulated Recall

Xu Hai2m ing　ChaiM ing2jiong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The p resent emp irical inquiry investigated the main difficulties perceived by p rofessional trainee interp reters ( PTIs) and

non2p rofessional interp reters (NP Is) in note2taking when doing consecutive interp reting and the underlying causes for the difficul2
ties. The inquiry emp loyed“stimulated recall”, together with post2task interviews, to elicit and analyze the data generated by 6

PTIs and 6 NP Is as participants of the inquiry.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showed that the major dimensions of their perceived p it2
falls in note2taking resid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deficits in memorizing the source information; 2) inadequate recall of the

source information when using notes as cues; 3) imp roper format of notes; and 4) overdependence on notes without p relim inary

p rocessing of the source information, partially or wholly. The major causes for these difficulties were as follows: 1) the language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information is Chinese2specific and peculiarly comp lex; 2) the p ropositions encompassed in the source in2
formation are fairly dense; 3) the logical link between each p roposition is not overt and therefore hard to p rocess under time c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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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nt; 4)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unfam iliarwith the genre and subject matter of the tested tasks; 5) the participants

were not used to the delivery speed. The imp 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classroom interp reting training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Chinese2English consecutive interp reting; note2taking; difficulties in note2taking; causes for the difficulties in

note2taking

　　1　问题的提出 :笔记困难和原因
“交替传译被许多人看成是口译的最高端形式 ,超过

同声传译 ,因为它要求在形成译语阶段 ( formulation stage)

之前就要完成理解源语阶段 ( comp rehension stage) ,绝大

多数话语至多在几秒钟后会从记忆中消失 ,被其他内容

所取代。”( Gile 2005: 132 ) 可以说 ,交替传译活动的成

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员对源语信息 ( source informa2
tion)的记忆。而在记忆过程中 ,“笔记对于交传译员而言

至关重要 ”(Nolan 2005: 294)。因此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

用大脑本身的积极记忆容量 ,如何有效地借助于笔记手

段来迅速高效地储存和组织源语信息 ,为译员高质量地

提取信息、传达信息服务也就成为交传活动研究的焦点。

在 Gile看来 ,研究交传笔记的实际益处在于它能够

让教学者看到译员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重新组织口

译内容的能力 ,因为交传笔记不可能是对所听到的语码

一对一的记录。关于交替传译活动中译员记录笔记遇到

的困难 ,我们迄今尚未见到任何直接讨论这个问题的实

证研究。意大利口译研究专家 Daro倒是从认知心理的角

度推断了影响交传笔记的潜在原因。她认为 ,“在听辨信

息和记录信息这两种任务之间 ,虽然没有直接的、类似同

声传译活动遇到的语音叠加现象 ,但是 ,有理由认为 ,边

听辨信息和边记录笔记这两项同时进行的认知活动会干

扰译员的记忆。此外 ,在听写的同时 ,可能会有某种语音

干扰 ,因为 (译员 ) 听到的声音在记录之前肯定在大脑中

存留着内在的语音表征 ”(Daro 1997: 627)。应当说 , Da2
ro的分析从心理学原理上预测了交传活动中译员记录笔

记困难的认知原因 ,即“语音叠加和记忆书写 ”两者之间

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在作笔记过程中 ,译员边耳听 ,边

手写 ,注意力既要集中到所听的语音上 ,处理和分析语音

表征的信息 ,又要注意手中记录的文字。在书写的瞬间 ,

许多听到的语音记忆痕迹 (memory trace)会因为受到书

写记录活动的干扰和压抑而消失 ,无法让处于工作记忆

中的“语音环 ”通过不出声练习 ( sub2vocal rehearsal)恢复

( refresh)并保留在脑中。其结果往往是笔记内容不全面 ,

要口译的信息有所丢失。根据 Baddeley (1990)的工作记

忆 (working memory)模型 ,这种“语音干扰 ”有可能会影响

笔记记录过程 ,即译员把发言人口头传出的语音材料转

写成特定的书面笔记的过程。

我们不禁要问 :就汉语语境中的交传译员而言 ,译员

笔记困难 ,到底是由于译员对信息感到陌生而不能记录 ,

还是因为听到的信息太密集 ( informational density) ,译员

无法进行初步加工整理 ,梳理出逻辑线索 ? 抑或是另有

他因 ? 比如说 ,源语信息语言结构太复杂 ( Christoffels &

de Groot 2006: 26 - 27) ,译员难以分辨句子的主干结构 ,

如长距离的句子成分依存关系 ( long2distance dependen2
cy) ,像汉语书面语中出现修饰主语的定语成分很长 ,可

能会影响译员对信息作准确全面地加工。再如 ,在汉语

政治题材的语篇样式 ( genre)中 ,经常会有信息密集的“四

字结构簇 ”( clusters of four2word constructions) , 这些结构

的逻辑主语、语态等内隐成分 ( imp licit components)都须

要译员在作笔记时作出标注 ,这样才能不会遗忘。换言

之 ,这些特定语言 ( language2specific)中特有的任务类型

( task2types) ,即典型的语言结构或语篇样式 ,是否会造成

译员笔记的特定困难 ? 因为语言类型不同 ,信息传递的

结构自然不同 ( Setton 1999, Doherty 2002) ,因此有必要考

察译员在笔记过程中 ,遇到什么困难 ,这些困难究竟是哪

些原因导致的。

2　研究问题
具体地说 ,本次研究主要回答以下 4个问题 : 1)从事

汉英交替传译活动时 ,译员在记录笔记和使用笔记过程

中遇到哪些主要困难 ,换言之 ,他们记录笔记的困难具体

体现在哪几个大的维度上 ; 2)这些困难维度又包括了哪

些更为具体的困难 ; 3)比较而言 ,在这些不同维度的困难

当中 ,哪几种类型的困难出现频繁更高 ,更容易导致记忆

和信息加工的不足 ,从而引起笔记困难 ; 4)究竟是哪些原

因导致了笔记困难 ,这些原因的发现对于口译教学有何

启示 ? 显然 ,第一个问题是描述性的 ,第二和第三两个问

题是对第一个问题更深入的描述 ( Geertze 1973: 412 -

453) ,第四个问题是解释性的。也就是说 ,本研究力图就

交替传译过程中出现的笔记困难这一现象既作客观描

述 ,又作深入解释。

3　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 我们选择了 6个职业受训译员和 6个非职

业译员作为受试对象。6个职业受训译员是经过了非常

严格的笔试 (语言 )和口试 (逻辑、记忆等 ) ,从全国数百个

报名者当中筛选到国际会议口译班来的。平均年龄 23

岁。其中男性 5名 ,女性 1名。6个非职业译员是大学本

科 4年级的英语专业学生 ,全是女性 ,平均年龄 22岁。拥

有上海市高级口译资格证书 (该证书有一定的社会认同

度 ,由笔试和口试组成 )。

321

2008年 　　 　徐海铭 　柴明颎 　汉英交替传译活动中译员笔记困难及其原因的实证研究 　 　第 1期



调查工具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 ,我们选择考察口译活

动瞬间的有提示回忆 ( stimulated recall)作为主要研究方

法。通过这种诱导 ( elicitation)从研究对象那里得到的数

据往往能够刻画或揭示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或行为理据。

为了了解受试对象在某个瞬间的思维过程或思考目标 ,

每个人完成任务后 ,我们立刻播放完成任务的全过程录

像 ,让受试观察自己的表现。我们根据学生的表情或停

顿或犹豫 ,提出问题。

半结构性采访 研究采访内容涉及到研究对象平时做

笔记的习惯 ,如 :“是否经常记录整个句子 ,还是核心短

语 ,或者还是单词 ?”“是否选择记录动词还是名词 ,还是

形容词、副词 ,或者是介词 ?”“是否用连接词来表示命题

与命题之间的关系 ?”采访还涉及到老师的讲授和课堂训

练对译员做笔记的影响。

口译材料 材料选择 5个典型的官样文件的段落 (共

529个汉字 ) ,分别为国际关系 ( 2段 )、就业政策说明 ( 2

段 )和国家宏观发展政策 ( 1段 )。这些语篇内容与日常

生活知识不同 ,如果不熟悉类似的题材 ,无法根据前句来

推断后句 ,可预测性不高 ,容易给译员记录笔记带来

障碍。

语篇特征 材料的语篇结构是典型的中国大陆官方语

言句式 ,一般常见于报纸社论、大会章程或文件说明等语

体中。比如很长的介词短语作状语“在 ⋯⋯之下 ”, “为

了 ⋯⋯”, “坚持以 ⋯⋯”, “经过 ⋯⋯”;连续几个并列的

主谓结构 ;主语省略、表示结果的谓词结构 ;汉语主题和

主语同时存在等等现象等。

口译活动分材料 朗读和口译任务 研究者使用正常

语速面对面地把口译材料分段大声朗读给受试对象 ,学

生边听边做笔记 ,并现场作交替传译口译任务。

数据采集 我们用摄像机把译员的现场口译录音下

来。在得到译员的许可之下 ,把不同译员的笔记收集好 ,

并做好不同译员的标记。

数据分析 针对译员记录笔记遇到的不同维度的困难

频率 ,我们根据译员的有提示回忆和访谈记录 ,逐一计算

不同类型困难的频率。转写好了录音之后 ,研究者反复

阅读整个数据 , 并从中找出共同性的模式 ,在此基础之

上 ,形成编码标准 ,并划分整体 4大维度的笔记困难 : 1)

源语信息记忆不足 ; 2)书写笔记语言来不及 ; 3)笔记格式

不当 ; 4)完全依赖笔记。然后 ,分别找出隶属不同的笔记

困难的子类别 ,并统计不同子类别的频数。最后 ,请其他

专家校验编码标准的效度和信度。

4　结果与讨论
4. 1笔记困难的几个维度及具体类别与讨论

表 1总结了职业受训译员和非职业译员从事交传活

动遇到的主要笔记困难和每一困难维度包含的具体

类别。

表 1　关于译员笔记困难维度的详细分类表

1信息记忆不足 : 记忆能量不足 ;源语题材

不熟 ;源语结构太长 ; 信

息密集度高
2内容回忆不出 : 难以确认笔记内容 ;词语

模棱两可难辨 ;无法辨认

笔记字迹 ;笔记不符源语

信息
3笔记格式不当 : 笔记符号分辨不清 ;逻辑

关系无法理清 ;寻找笔记

内容困难 ;笔记符号解码

耗时
4依赖笔记心理强 :不初步加工源语信息 ;不

积极记忆源语信息

信息记忆不足 : 汉语结构 ,主语出现一次以后 ,常常

省略 ,各种并列或平行成分太多 ,流水式的句子多 ,节奏

快 ;修饰成分和被修饰成分之间相隔的距离太长 ,不同成

分之间包嵌的成分又多 ,信息块不明显 ,导致译员听解有

很大困难 ,更不用说记忆的困难了。

内容回忆不出 : 笔记无效的第一特征是译员自己无

法辨认所记录的语言符号。许多译员虽然记录了不少笔

记 ,但是 ,做的是无用功 ,因为自己无法辨认自己的笔记。

可以想象 ,这样的笔记会给口译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发

现 ,会带来停顿、犹豫、返回重译等不理想口译现象 ,对

此 ,我们将在另文中讨论 )。笔记无效的第二个特征是译

员无法弄清缩略语所包含的确切语义 ,因此 ,出现了译员

面对语义模棱两可的笔记无法判断的尴尬局面。同样 ,

这导致了口译停顿现象。笔记无效的第三个特征是自己

所写的东西与实际的源语信息不吻合 ,出现信息歪曲和

偏差现象。

笔记格式不当 :只有职业受训组别中 6 人明确说明

他们在口译过程中关注每个信息命题或信息块之间的逻

辑关系 ,但是 ,只有三人说作笔记时用符号表示逻辑关

系 ,如 be表示因为 because, but表示转折 ,让步用 de ( de2
sp ite) ,但从笔记本身来看 ,只有一人用了 so这样的记号。

看来 ,学生的口译元认知意识是一回事 ,把元认知意识内

化为真正的行为又是另一回事。毕竟 ,职业译员受过元

认知意识训练 ,因此 ,他们的职业敏感性显得很强。记录

的符号随意性大。在笔记记录的过程中 ,译员可能在那

个瞬间清楚笔下记录的是什么内容 ,但是 ,随着源语信息

的不断来临 ,当初瞬间记忆的痕迹被新来的信息冲淡了 ,

事后却无法回忆得出当时记录的具体内容。原因就是记

录的符号随意性大、不统一 ,缺乏一致的、容易辨认的符

号 ,或者某个字不能始终代表某一具体内容。译员对笔

记格式和笔记符号缺乏严格训练 ,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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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体系 ,因此 ,常常为找笔记内容花费时间 ,影响口

译效率。

依赖笔记心理过强 :有些译员对源语信息不作积极

加工和记忆 ,一味地听和记录笔记 ,结果根本就没有理解

源语信息 ,事后回忆只能依靠笔记 ,这样的口译效果必然

糟糕。正如龙惠珠和 Merlini认为的那样 ,译员应当对源

语信息进行宏观和微观加工 ,这是作笔记的基础 (Lung

1996: 311 - 317, Merlini 1996: 31 - 41)。如果对听的内

容没有理解、吸收 ,笔记记得再多 ,也毫无意义。

4. 2笔记困难的频率和讨论

表 2总结受试对象在记口译笔记过程中碰到的具体

困难维度以及不同困难出现的频率。

表 2 　职业受训译员和

非职业译员笔记困难的出现频率

笔记困难维度
职业组

(6人 )次数

非职业组

(6人 )次数

1)信息记忆不足

无法记忆信息 5 12

源语题材不熟 4 6

信息密集度高 1 6

源语结构太长 4 6

2)内容分辨不清

难以确认笔记内容 2 12

词语模棱两可难辨 3 7

无法辨认笔记字迹 3 6

笔记不符源语信息 0 3

3)笔记格式不当

笔记符号解码耗时 4 10

寻找笔记内容困难 1 5

笔记符号分辨不清 1 4

逻辑关系无法理清 3 0

4)依赖笔记心理强

不积极记忆源语信息 0 6

不初步加工源语信息 1 4

合 　　　　计 : 32 87

表 2清楚地说明 ,虽然职业受训译员和非职业译员

汉英交传活动中记录笔记都面临着上述 4个困难 ,但是

在具体的困难类别上还是有不少差异的。比如在“信息

无法记忆 ”、“题材熟悉 ”、“信息密集度高 ”、“难以确认笔

记内容 ”、“词语分辨不清 ”、“笔记符号解码耗时长 ”等指

标上差异不小。这些差异主要归咎于职业受训译员在接

受我们的测试时已经接受了三个月的专业训练 ,因此 ,比

较而言 ,在上述 5个方面 ,译员指认的频率不高。值得注

意的是 ,职业受训译员懂得笔记也要表明命题之间的逻

辑关系 ,他们认为这对于高效的口译活动非常重要。因

此 ,有人认为这方面自己目前还有困难 ,只有努力才能达

到老师的要求。从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看出职业译员的

专业意识 (p rofessional awareness)强 ,而非职业译员却还

没有意识到笔记最好能够表明命题之间的关系这一要

点。此外 ,职业受训译员清楚地意识到 ,笔记只是提示符

号 ( cues) ,自己在作笔记的过程中要对信息作初步加工 ,

要主动、积极地用大脑记忆信息 ,而不是完全依赖笔记作

口译。这是职业受训译员和非职业译员记录笔记的另一

大明显差异。

4. 3笔记困难的原因分析

以上我们描述了职业受训译员和非职业译员在汉英

交替传译过程中遇到的笔记困难的具体情况。那么 ,究

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笔记记录困难 ? 这些原因的发现对

于口译教学有何启示 ? 本小节从源语结构、信息密度、题

材熟悉程度、信息传递语速和思维模型等方面对这些问

题进行讨论。

4. 31源语语言结构复杂

下面的有提示回忆片段 ( excerp ts)能说明源语的表达

结构对笔记产生的影响。

“因为前面的主语过长 ,后面的成分该如何用英语句

子表达出来 ,如何把长段划分成小段 ,这时开不了口 ,就

停顿了 ”;“听中文有压力 ⋯⋯尤其是长的段落。并列成

分多 ⋯⋯‘所有这些 ’,或‘这样 ’,太难翻译 ,难在信息量

太大 ”;“汉语结构吧 ,主语太长 ,并列成分多 ,有时受到汉

语原来句子结构的影响 ,想不到换另外词序的结构来

表达。”

虽然译员作了一些关于信息内容的笔记或提示

( cues) ,但是 ,由于提示词包含的内容太多 ,或修饰语太

多 ,因此 ,译员无法回忆出全部内容。此外 ,由于汉语的

某一词汇通常可以作多种联想 ,因此 ,连学生自己有时也

难以确定具体内容。概言之 ,汉语语言结构导致信息记

忆困难 ,从而影响笔记 ;笔记内容本身的含糊性或不准确

性或难以辨认性 ,导致笔记解码时间长 ,因此 ,出现了许

多犹豫、启动速度慢、停顿、回译 ( backtracking)、错译、重

复、内容不连贯等现象。

4. 32源语信息命题数量多

“信息太密集了 ,我用脑子处理一下 , 也就是说稍微

记一下 , ‘抓一些大结构 ,丢掉很多细节 ’, 结果是 , 自己

笔记记了很多东西 , 连自己有时也辨认不清了。比如 , 笔

记上有‘周 ’、‘敏 ’, 但是我后来翻译时 , 看不出来 , 自

己就不再思考了 ”;“‘财务 ’后面是轰炸式的 , 信息太密

集了 ,来不及进行第一步的处理分析 , 然后再作笔记 ”;

“‘Northwest’在原来四个不同地区发展 , 有无具体发展 ,

东部地区没有记下来 , 信息量太密集 ,完全记不下来 ,

⋯⋯翻译时只能靠自己判断了 ”;“‘经济 ’⋯⋯‘持续 ’

⋯⋯信息量太大了 ⋯⋯”

译员由于经验不老道或训练不足 ,尚未形成一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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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笔记系统。在注意力 ( attentional resources)资源分配

上似乎一时很难平衡好“听 - 记 ”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

碰到自己不喜欢的题材还有抵触情绪。这些都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学生的记忆效果。如果从 mental models的角

度来看 ,由于学生的知识面有限 ,内在认知系统尚未形成

有关某个专题的模型 ,因此 ,学生的笔记虽然有了片言只

语的细节提示 ,即以个别名词或动词来概括整个句子语

义或句子整体框架 ,但是 ,他们仍然无法用语言构建出其

模型或表达相关信息。也就是说 ,以 bottom2up的东西来

表征自己不熟悉的 top2down内容有时不能奏效 (Hoosain

1991: 42 - 59)。

4. 33源语信息命题间语义或逻辑关联不强

我们选择的 5篇短文信息密度大 ,短文中包含的命

题多 ,表示命题之间的衔接或连贯性的标示词 ( signposts)

少 (这也是官样汉语文体的特点 ) ,听者需要自己去分析

和理解命题间的逻辑关系 ,因此 ,学生要停顿考虑笔记内

容的关联性。换言之 ,因为源语文本没有使用表示命题

间逻辑关系的符号 ,导致了译员笔记困难。

“我此时在作逻辑分析 , 有点儿不知道逻辑层次 ”;

“我在考虑句子欧盟的主语是什么 ⋯⋯也就是说 ,中国和

欧盟关系的内容是什么 ”; “记不下来了 , 并列短语太多

了 , 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很难一下子分辨 ”;“听

中文有压力 ,尤其是长的段落 ,并列成分多 ,最后来个‘所

有这些 ’,太难处理了 ”;“后半段记得不清楚 ,比前半段要

少些 ,一个意群结束了 ,另外一个意群开始了 ,自己还不

知道 ,问题大了 ,常常体现在彼此的逻辑关系上 ”;“逻辑

关系还没有理清楚 ,又不得不开口 ⋯⋯”

不难发现 ,不少译员认为逻辑关系不清给他们笔记

带来了不便 ,也导致了口译效果不理想的后果。如果译

员不熟悉这些样式 ,往往很难从中找到线索 ,把不同的命

题内容有机地串连在一起。结果 ,译员笔记记录就会困

难重重。

4. 34译员对源语题材不熟悉或厌烦

客观上 ,译员对官方题材不熟悉 ;主观上 ,他们似乎

对那一套术语和语句感到反感 ,导致了笔记困难。

“话题难度大 ”;“西部开发。我没有进入语境 ,对题

材内容不够熟悉 ,第一句话讲出来 ,我反应了一下 ,手里

记不了这些内容 ”;“这个题材大、空 ,没有细节内容 ,难

记 ”;“我讨厌这样的官样文字 ”;“我讨厌这样的官样文

字 ,太中国特色了 ,口号性质的空泛 ,记不住 ,讲不清细

节 ,又框架 ,就是没有具体影响 ;当时听的懂 ,但是回忆起

来什么都记不得 ”;“官方的东西 , 很多东西 ,我的英语不

足 , three rep resents, 中国官方有一套自己固定的表达术

语 , 我们还在学习那些 standard version, 很多时候使用英

语或口译是为了沟通 , 但是对于官方文件来说 , 一定强

调自己的 standard version. 目前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类题

材的东西 , 因为比较难 , 政治敏感话题 , over comm it2
ment, 这里的许多技巧闪烁其词 , 你不能把话说死 , 你是

个政治人物。”

以上是译员作有提示回忆时所讲的困难。他们对题

材有偏好。虽然这是他们内心的真实看法 ,但是一定程

度上说明他们不够职业化 ,带着个人情绪作口译。

4. 35对源语信息传递速度不适应

有些译员认为自己刚开始口译 ,在生理和心理上都

不适应源语信息传递的速度。或者说 ,自己状态不好 ,不

愿意作笔记。这都是因为专业训练不够 ,也可能是知道

我们的测试不是正式的职业测试 ,因此 ,有一定的随意

性。但是 ,这至少反映了他们口译时的一些真实的身心

状态或反应。

“我一般刚开始的第一二两句听不懂 ,主要是心理上

不适应 ”;“我感到累 ,不想翻译了 ”;“我今天不适应 ,状态

不好 , 所以 ,不想写了 ”;“听到这个 top ic觉得有点不习惯

⋯⋯大概一开始没有记住 ,大脑就集中不起来。”

译员的这些心理和生理现象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信

息听辨和笔记效果。

5　结论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有提示回忆这一定性手段 ,探索

有关译员口译笔记困难的维度及其背后的原因。分析表

明 ,译员在 4个大的方面有笔记困难 ,即笔记格式、信息

密度、笔记逻辑和源语信息题材。笔记格式给译员带来

的困难主要是笔记前后不一致 ,译员连自己本人有时也

无法辨认自己的字迹 ;或者所记录的某个字词非但不能

有效地帮助自己回忆信息 ,反而要浪费时间寻找笔记或

识别字迹。信息密度导致的笔记困难主要是由特定的语

篇样式导致的 ,如语篇的语句结构长 ,包含的命题内容

多 ,命题前后内在的逻辑关系必须通过译员自己的推理

才能理清。此外 ,译员对口译题材内容不熟悉也是导致

笔记困难的一个原因。除了训练不足等一般常见专业原

因外 ,导致上述笔记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 ,译员缺乏相应

的思维模型 ,知识准备不足 ,对某些语篇样式不适应 ,从

而出现工作记忆容量不足或者注意资源分配不合理的

现象。

本次研究对口译教学有以下启发。口译的课堂训练

离不开对学生或译员具体困难的了解。本次研究结果表

明 ,学生在记笔记的内容上有一定的困难 ,例如 ,对于一

些信息密度高、语篇样式不熟悉的题材 ,不能完整地记录

信息。不仅如此 ,他们在使用笔记语言的形式上也有困

难 ,例如 ,字迹不清楚 ,导致辨认模糊 ;笔记前后逻辑关系

标志不清 ,导致口译时组织内容有难度 ,从而出现了不自

然的停顿 ,影响了口译的流利性。了解了学生的具体困

难是制定出有效的、有针对性笔记训练策略的前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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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传笔记能力训练过程中 ,应当要求学生形成既有个性

化又有高度一致性的、固定的笔记系统 ,避免含糊笔记 ,

无效笔记。Noland说得好 ,“笔记系统一定得是自己的 ,

根据自己的手写习惯可以轻松地使用 ⋯⋯始终如一地使

用一个符号在一个语境中只能代表一个意义 ⋯⋯笔记安

排要有意图。空白使用要有逻辑性、一致性 ”(Noland

2005: 294 - 295)。此外 ,记录笔记的真正功夫不在笔记

本身 ,而是在于拓展知识面 ,熟悉不同话题 ,习惯不同语

篇样式 ,这是提高笔记能力的长远之道 ,因为理解语篇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听者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系统或背

景知识 (W as & Woltz 2007: 86 - 102)。本研究的最后启

发是 ,应有针对性地采用含有典型的汉语长句子的官样

文章 ,或由长句子组成的信息块或语篇来训练学生 ,提高

其对类似句子和文本的适应能力、反应能力 ,使其学会快

速加工、处理类似句子和文本的方法 ,从而有效地采取提

炼、删减策略作好笔记。

(说明 :凡对本文数据感兴趣的 ,请直接联系徐海铭 ,

交流有提示回忆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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