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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评定口译质量的忠实性标准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诸葛雯* 

摘  要：忠实是翻译标准中的首要问题，也是译界长久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以往对忠实性的研究
多集中在笔译领域，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具有普遍性。但是，本文作者认为口译的本质和特性有别于笔译。
原语使用者的话语信息由话语本身传递的信息，由原语使用者所选的语言结构所带来的附加语言信息以及
原语使用者的个人的言外知识所带来的附加信息。笔者据此推导出用以评定口译质量的忠实性标准：忠实
的译文=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信息内容的正确性+对于附加信息的正确取舍。           

关键词：口译测试   忠实性 

1．引  言 

从玄奘的“求真”到严复的“信、达、雅”，从直译意译之争到化境之说，翻译理论界有关译文忠实
性标准的讨论一直延续了千年。虽然众多翻译家在忠实性内涵的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忠实性
的重要地位却是这场千年之争中唯一免于争论的内容。忠实是一篇译文成功的首要条件，也是一切翻译标
准的基石。任意篡改、歪曲、遗漏或是增删原作都是违背翻译原则的。 

忠实性的普遍内涵，综合地说，一般包括两大方面。首先，译作要忠实于原作所表达的内容，即“作
品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事理，描写的景物以及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
立场和所流露的感情等。”1其次，译作还应该保持原作的风格，即“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
格、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等。”2 

忠实性的这一普遍性内涵虽然适用于翻译的各种形式，但以往的翻译研究往往集中于笔译领域，对于
评定口译质量的忠实性标准的研究有所忽略。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口译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的特殊性，
使得口译中的忠实性标准又有别于笔译而带上了自身的特色。如果在评定口译质量的过程中，一成不变的
套用笔译标准的话，将会对口译工作起到误导作用。 

2．口译的本质和特性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交际活动。译者在原语使用者与目的语使用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以帮助使
用不同语言的人实现各自的交际目的。口译工作尤为如此。译员必须直接面对交谈双方，并在其间充当信
息的传声筒。译员的任务和口译的目的就是促成双方的交流，以使双方能够有可能实现各自的交际目的。
这就使得口译活动更能体现出翻译活动的交际性，也使得口译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有别于笔译。 

口译译员直接面对交际双方，处理的是转瞬即逝的口头表述。他们首先作为一个听众来抓住讲话人所
要传达的意思并感受讲话人的话语所造成的效果。然后他们才以一个说话者的身份出现，用译入语再进行
一次演讲，传达同样的信息，在目的语听众中造成同样的讲话效果。译员的工作流程可以用表 1 形象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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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出来。 
原语使用者                                            原语听众 

 

 

 

                              译员                           目的语听众 

表 1 

（箭头表示信息的流向，实线表示实际的信息流向，虚线表示等效的信息流向。） 

根据 Daniel Gile 的理论，原语使用者的任何一段话语都包含三个部分：话语本身传递的信息，由原语
使用者所选的语言结构所带来的附加语言信息以及原语使用者个人的言外知识所带来的附加信息。假设外
国游客在游览颐和园时说了这样一句话：Well, could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this Palace? 那
么，话语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就是“请告诉我一些颐和园的历史”，也就是说话人想要传递给听话人的信息。
这是说话人话语的核心，也是他进行这次交际活动的目的所在（或是寒暄客套，或是传递信息，或是陈述
观点，或是提出疑问，交际活动的目的因事而异）。原语使用者所选的语言结构所带来的附加语言信息是
指像“Well”这一类说话人的个人语言习惯或是像助动词 will 表示将来，后缀-s 暗指复数这样一些由语言
本身所带来的信息。原语言使用者在表达同一信息的时候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供选择。但他之所以选择了
这一种而非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多数情况下，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因为口头表达不同于书面表达，语流的
任意性和交际的流畅性使得说话人不可能像下笔写作一样，预先构思好他所有的谈话，并对它们进行精心
的推敲。原语言使用者很少意识到由于他们所选择的语言结构，他们已经在原本想传递的信息里添入了一
些附加的信息。至于原语使用者个人的言外知识所带来的附加信息则是指透过原语言使用者的表述所能反
映出的他对某一特定领域的了解程度。例如，从“Git up. What you ‘bout? ”3就可以推知说话人的受教育
水平了。 

3．评定口译质量的忠实性标准 

在引言中已经提到忠实的内涵包括内容忠实和风格忠实。因此，翻译的忠实性标准就应该包括内容忠
实标准和风格忠实标准两大部分。但是，与笔译中业已成形的忠实性的所指不同，口译中的忠实性是指要
忠实于原语使用者的交际目的，这与口译活动的性质和目的是分不开的。而且通过上述关于原语话语三大
部分的分析可以推知原语使用者的语言风格即可以体现在语言结构和言外知识所带的附加信息上，所以用
于口译质量评定的风格忠实性标准可以统一到内容忠实性标准中，形成表 2 中所列的公式。 

原语话语=传递的信息+语言结构的附加信息+个人的言外知识的附加信息 

 
 

忠实译文=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信息内容的正确性+对于附加信息的正确取舍 

表 2 

信息内容的完整性是指翻译前后原语使用者所要传递的信息数量不发生变化，而信息内容的正确性则
是指翻译前后原语使用者所要传递的信息内容不发生变化。译员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增删或是篡改原
语使用者所传递出的信息数量和信息的内容。这是忠实性最首要的原则。而对于信息内容完整性和正确性
的评定可以采用量化的方式。即分别在原语使用者的话语片断和译员的译语片断中找出它们各自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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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原语片断的信息点为基准，将译语片断的信息点与之一一进行比较即可得出译语片断在信息内容完
整性和正确性方面的忠实程度。 

在这里，信息的内容不是指信息内容的字面含义，而是原语使用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内容。在有些情况
下，这两者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在涉及到寒暄语的情况时尤其如此。由于译员的服务对象双方进行的是面
对面的直接交流，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寒暄客套话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中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
双方选用的寒暄方式不尽相同。例如，按照中国的习惯，客人离开时，主人会对客人说“走好”、“慢走”
等。这个时候译员如果直接译成“Walk slowly”，那么虽然这样的翻译既没有增删也没有篡改原语的内容，
它仍是不忠实的。因为原语使用者想要传达的真正信息并不是希望客人慢慢地走回去，而是委婉表达再见
的客套话罢了。这种情况下，像“Walk slowly”这样的翻译就根本无法向目的语听众传递出原语使用者想
要表达的正确信息。这样的交际任务是失败的。其实，微笑着说“Goodbye”反而能够很好的实现这一交
际目的。 

对附加信息的正确取舍也是衡量译文内容忠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译员的目的是帮助原语使用者
和目的语听众更好的完成交流的目的，译员必须对从原语使用者那里传递过来的附加信息进行分析，尽可
以略去那些由于个人的语言习惯等所带来的附加信息，以便听众抓住原语使用者的信息实质。原语使用者

啰的讲话若是重复 嗦或是毫无逻辑，译员就必须重新将接收到的信息点组织成一段条理清晰，脉络分明的
译文，以帮助听众们理解。同时，由于在翻译时直接面对目的语听众，在某些涉及文化等的问题上，译员
可以根据听众的接受程度适当地加入一些补充说明。例如，讲话人在谈到“隋唐五代”或是“宋元明清”
等中国朝代的时候，可以适当地补充这些年代的起止时间，这样会有利于听众们更好的理解说话人的讲话，
从而有助于实现原语使用者的交际目的。准确地判断出原语片断中的附加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做出正确的
取舍也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一个译员经验多少的所在。对于这一部分的测量很难像对内容忠实性一样进行量
化，但是可以通过听众反应做出一个大致的评估。 

4．结束语 

作为衡量口译质量的忠实性标准，本文提出的忠实译文=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信息内容的正确性+对于
附加信息的正确取舍的模式还只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标准。相信随着口译测试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对于
口译忠实性标准的讨论会越来越深入和细致，所制定出的标准也会越来越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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