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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意理论视角下的口译训练模式探究 ①

张倩，刘鹏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５５）

摘　要：巴黎释意学派理论提出了口译“三角模式”，把口译的过程分解为原语的理解、意义脱离原语语言外壳、译
语表达三个步骤。基于该理论，口译课程的技能训练应侧重于对原语的听辨训练和口译笔记的训练，从而更有效地把握

原语的意义，摆脱原语的词语束缚，将意义恰当地以译语的形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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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史上，翻译始终伴随着各国人民之间的各种交流。国外对于翻译的研究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贺拉斯等人的著作［１］。口译研究起步较晚，始于２０世纪五六十
年代［２］，其中巴黎释意学派理论是口译研究中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１　释意学派口译理论
释意学派理论由法国的塞莱斯科维奇等人提出。释意学派的创立基于“对口译现实的观察和分析

的基础上”［２］。该学派认为，口译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解码、分析、编码的过程，还是一个交际过程。在

口译过程中，译员对于原语进行听辨、释意，在原语语篇中剥离出所包含的信息，然后通过译语搜觅，将

信息以译入语形式传达给听众。口译看似是一个被动的语际之间的转换行为，译员的译入语受原语的

句式、字词以及信息的束缚与局限，无法发挥译员的主观能动性。但实践中几乎在每个口译步骤中都能

体现出译员的潜在的能力和主动性。译员调动自己的语言知识及世界知识，对原语进行内容解读和信

息过滤，再用译语发布原语所包含的意义。口译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原语的释意和交际的过程。口译同

笔译一样，传达的是原语的意义而非词语，那种拘泥于原语的刻板翻译称不上是合格的翻译。

释意学派认为口译过程中的原语理解与译语表达之间还存在一个中介的程序，即“脱离原语词语

外壳”程序［３］，由此提出了口译活动“三角模式”。该模式的提出有助于研究口译过程中译员的心智操

作过程，并为口译训练指引了方向。

２　释意过程解析
释意学派提出的 “三角模式”解释了口译的工作机制。“脱离原语词语外壳”是指“译员某种脱离

开原语的语言外在形式以利于传达人脑智力机制从原语提炼出来的意义的实实在在的职业化口译实践

现象”［３］。塞莱斯科维奇把“口译过程假设为一个三角模式。从三角形的顶端开始传送自发表达的思

想，因为变成意思的原语形式已不再有约束力。底部表示未经语境或情境更改的概念从语言到语言的

直接翻译，这些概念只是知识的目标而不是理解的目标”［４］。因此原语与译语之间有两种转换模式：一

种是直接的代码转换，另一种是从原语到三角模式顶端的“意义”，再通过释意到译语。三角模式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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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脱离了原语的词语外壳，仅作为意义本身存在，不受原语语言形式的限制，译语则是对于意义

的释意和传达。

口译过程中，译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听音辨义、信息筛查、记忆、笔记、译语规划以及译语发布，

这对于译员在语言上、记忆上、心理上都是巨大的挑战。“脱离原语词语外壳”这一概念更符合人们理

解语言信息的本质。语码的直接转换可出现在下列情况中：术语、数字、专有名词等翻译［３］，这些信息

内涵不受语境影响，因而可以直接代码转换。在大多数情况下，译员需要在听到原语后立即抓住原语的

意义，将意义以译语的形式发布出来。

基于上述论点，可以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和译员的工作过程来论证“脱离原语词语外壳”的合理性。

口译过程中原语理解这一环节可以证实，理解释意过程中，摄取原语的意义脱离了原语的语言外壳。原

语词语消失时，留在译员记忆中的是理解了的内容［５］。认知心理学及心理语言学认为思维先于语言，

思维大于语言，语言促进思维［６］。语言是表达思维的符号系统，思维可以超越语言而存在，语言并非思

维的唯一表达形式。鲍刚认为，“脱离原语词语外壳”揭示了“译员在向译语言过渡之前存在着某种对

原语内在信息的感知活动，而这一活动会抛开语言的外在形式，直接触到原语话语者内心所要表达的内

在意义”［３］。

口译过程中，译员对原语信息进行智力加工，并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译员的笔记是高度符号化

的代码，这些代码包括了原语的基本信息，即意义。译员的笔记符号包括符号、图标、字母，也包括原语

或译语的字词。笔记符号中即便有原语或译语的字词，它们也是意义符号，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语言符

号，其功能等同于其它笔记代码。在专业的口译训练中，并不要求统一的口译符号，因此，口译笔记具有

高度个性化和独创性的特点，是译员完成对原语理解后的记录和口译记忆的提示及延续。口译笔记不

可能也不需要记录下原语的全部信息，这种高度浓缩的代码呈现出来的是原语所包含的意义要点，这种

意义经过了译员的智力加工与过滤。虽然译员有时会使用原语或译语来呈现原语的意义，但译员早已

脱离原语的字词的束缚，意义独立于原语的语言形式而存在。无论译员采用什么方式记录，口译笔记记

录下的是原语的意义，不是原语或译语的语言形式。意义才是原语与译语之间的连接纽带和共同存在

的基础。意义虽然脱离了原语的词语外壳，但却以记忆和笔记的形式存在，为译员提供了口译的意义基

础和依据。

３　基于释意理论的口译技能训练对策
口译对于译员的综合素质有极高的要求。译员不仅要有良好的双语语言能力，还应具有丰富的百

科知识及较强的心理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高校外语专业口译课课时有限，需要其它课程的辅助与配

合，通过设置相关课程或举办讲座或学生自修来提高和完善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百科知识。口译课应侧

重于学生的口译技能训练。

基于释意学派的口译三角模式，口译技能训练的重点应放在对原语的理解释意及口译笔记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加强译语的质量。口译技能训练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要科学系统地计划训练步骤，

设计训练内容，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训练，提高口译水平。

大多数的中国学生是在学校习得的外语（Ｂ语），很多国内外语专业的学生的外语水平还没有达到
母语汉语（Ａ语）的水平，双语的熟练程度及表达能力有一定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口译课的首要任
务是对学生进行原语的听辨训练。听辨训练的目的是检验学生对于原语的理解程度及意义的提取质量

好坏。口译教师可选择真实的Ｂ语材料，如对话、演讲、报告等录音或录像材料，学生听／看后对Ｂ语内
容进行复述，在复述时要求学生抓住原语语篇的逻辑思路、主旨大意以及讲话人的语气态度。Ｂ语的复
述训练有助于提高学生对Ｂ语的理解，复述不仅仅是对于 Ｂ语的简单模仿与重复，成功的复述是建立
在对于语篇的结构梳理和意义的有效提取之上的，复述训练为口译过程的下一步，即脱离原语的词语外

壳奠定了基础。在进行Ｂ语复述训练时，教师也可以模拟口译现场，进行“现场”话语发布，使学生有身
临其境之感。鉴于口译现场会涉及不同的场合、话题、口音，口译训练时所使用的多媒体材料与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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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模拟应做到互补，让学生接触到较为真实多样的口译情境，熟悉各种口译话题、口译场景，以及话语

发布者的口音。学生复述训练时，对于语篇较短的内容应避免记笔记，这样方能集中精力听音辨义，同

时还能锻炼学生的记忆能力。在口译训练的初级阶段，学生的笔记技法不够娴熟，会因为忙于记录内容

而错失对原语的理解或遗漏部分原语信息。

在Ｂ语复述训练的基础上再进行译语复述训练。译语复述训练不等同于翻译，其训练重点应放在
对原语的信息整理与概括以及对原语内容的理解上。

基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当听到一段内容后，也许记不清这段内容的具体词语，留在脑海中的是其

传递的意义。口译过程中译员的笔记记录了原语的意义线索，对于辅助、刺激译员的记忆有很大帮助，

口译笔记也是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的有利证据。因此，口译训练中的笔记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刘

和平在《口译理论与教学》一书中提出了口译笔记的两种训练方法：一是建立一套可行的笔记符号；二

是常用词的口译笔记速写。理论上讲，这两种方法指引了口译笔记的训练方向，但实际操作时却困难重

重。纵观国内出版的各种口译教材，口译笔记符号的数量及范围都非常有限。大多数的口译笔记符号

包括一些标志符号、数学符号、字母、图标、单词等等。这些代码代表了原语的意义、情感、动作、逻辑关

系等。在口译教学中，这些笔记符号远远不能满足学生记笔记的需求。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是用有

限的笔记符号记录无限的原语信息内容。

如何记录各种题材的原语内容？口译笔记不同于一般的笔记，如果口译笔记符号太多，会有取代语

言符号之嫌。实际上口译笔记符号没有必要取代语言符号，也没有可能取代。另一方面，如果笔记符号

太少，口译笔记又难以记录全原语的重点信息。因此口译笔记训练中需要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要切记口

译笔记只是记忆的辅助手段，笔记不能替代记忆，也没有必要记录说话者所说的所有内容。译员应该记

录原语的重要信息点及语段之间的逻辑层次。其次，充分利用现有的笔记符号，在训练过程中学生可以

创造自己的笔记符号加以补充。即兴发挥是记笔记时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随着训练量的增加，学生

对笔记符号会愈发熟练，口译笔记会愈发精炼，临场使用的符号会更丰富，对原语意义的概括会更完整、

更准确。口译笔记与记忆应相辅相成，记录内容时不能过多分散记忆。恰当的笔记可以减轻记忆负担，

还可以刺激大脑产生联想使译员回忆出更多内容。因此，记什么和怎么记更多取决于译员对原语信息

的理解和梳理，也就是对原语所表达的意义的理解。只有脱离了原语的语言外壳，才能跳脱出原语的束

缚，记录下意义。

４　结语
口译技能训练还涉及其它方面的内容，如影子练习、主题思想识别、数字传译、略译、综述等等。这

些训练关乎具体的口译技巧，有利于提高译语的质量。基于释意理论的听辨训练（包括复述训练）及口

译笔记训练与其它训练不同，它们较好地体现了释意理论的“脱离原语词语外壳”的精髓，摆脱了原语

的句法和词语，抓住了原语的意义核心，让口译在意义的引领下变得更为主动和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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