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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前
,

我国对 同声传译的 需求日渐增大
。

介绍 了 同声传译 的概念
、

工作程序及对译员的 素质要求
。

作者根据 自己 的工作经验
,

提 出 了做好英汉 同声传译应遵循的原 则和技巧
,

并同时提 出 了可行的 同声传译 自

我训练的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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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中国加人世贸组织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化
,

我国与外界的合作与交流 日渐频繁
。

目前
,

在 中

国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 日益增多
,

这就意味着市场

对语言交流起桥梁作用的同声传译人员的需求越来

越大
。

从很大程度上说
,

同声传译质量的高低直接

影响到与会双方的交流与沟通是否顺利
。

然而
,

同

声传译是一项艰 巨 的工作
,

它对同传人员的综合素

质与专业技能要求很高
。

如何才能有效地提高同声

传译的质量呢 ? 笔者认为掌握相应的同声传译的原

则和技巧是关键
。

本文将就同声传译的工作性质及

特点进行分析
,

从 而对同传的基本原则与技巧及相

关训练作进一步地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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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声传译的概念与工作程序

同声传译是 口译 的一种重要形式
,

也称同步传

译或同步 口译 ( S im u l t a n e o u S I n t e r p r e t i n g )
。

同声传

译的含义是指用一种语言 (译入语 )把另一种语言

(原语 )所表达的思想 内容
,

以与原语发言人几乎相

同的速度
,

用 口头形式准确表达 出来的一种翻译方

式
。

二战以来
,

同声传译广泛被联合国
、

欧盟以及众

多国际性会议采用
,

所以人们也称这种翻译为
“

会议

传译
”

( C o n f e r e n e e in t e r p r e t i n g )
。

一般来说
,

同声传

译是通过会议设备来完成的
。

译员在隔音 良好的同

传室中工作
,

通过耳机接听原语发言人的讲话内容
,

随即通过麦克风把讲话 内容用译人语向听众传译
,

听众则利用耳机选择所需要的语言频道
。

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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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 以下图式简单表达
:

发 言 人 卜 } 语言设备 }川 同传译员 }一 ! 语言设备 {川 听 众

即
:

掌握两门语言的译员在发言人讲话 的同时通过

语音设备将原语转化为译人语
。

事实上
,

同声传译

的工作过程并不像 图式那么简单
。

对今 日的口译理

论 很 有 影 响 的 信 息 处 理 模 式 ( inf or m at io n 一

p r o e e s s i l: 9 p a r a d i g m )指出 : 同声传译 是一个多阶段

的系统过程
,

它包括 听 (或解码 )
、

分析 (或转换 复

述 )
、

储存或译文输 出 (编码
、

翻译 )等不 同的阶段过

程
。

吉尔创立 了同声传译 的脑力分 配模式 ( E f fo rt

M
o d e l

,

( } 111 19 9 5 )
,

认为同声传译经历 了听力
、

理解
、

分 析一记 忆一重 组一表 达 这 一 过 程
。

勤 德 雷 尔

( 19 9 2) 将同声传译归纳为三个连续的过程
:

感知
、

概

念化和陈述表达
。

因此
,

从认知心理学 的角度来看
,

同声传译是一项复杂的人类信息处理活动
,

它包含

了一系列相互依赖的技巧
。

2 同声传译的基本特点及对译员的素质要求

同声传译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2
.

1 它是一项即席性的双语传译活动

这一特点首先要求译员要有扎实的双语能力
,

不仅要谙熟于两种语 言不同的文 化背景和语言 习

惯
,

而且要善于把握两种语言间的区别与联系
,

更要

具有流利的现场表现力 ;其次
,

译员还应具备高超的

即席反应能力
。

一般来说
,

发言人 的语速为 1 50 字 /

分钟
,

同译人员必须达到 2 50 字 /分钟才能紧跟发言

人
,

因此译员是没有时间考虑的
,

必须对发言人的内

容做出快速的反应
。

另外
,

译员在翻译时也可能碰

到其它的一些非预知因素
,

如
:

发言人在某处表达有

语病或存在歧意的地方
,

这时更需要译员做出高速

的判断和反应来理解发言人的意思并进行正确的翻

译
。

2
.

2 它的信息交流的广泛性

同传译员所涉及的会议面非常广
,

包括全球发

展的方方面面
,

如政治
、

经济文化
、

科技
、

教育
、

卫生
、

环境等
,

因此
,

译员必须具备丰富的百科知识
。

正如

著名 口 译 家 J e an H er b er t 所 说
:

一 个 好 的译 员要
“ K n o w e v e r y t h i n g o f so m e t h i n g a n d so m e t h i n g o f

e v e r y t h i n g
”

(好的译员要 既是专才
,

又是通才 )
。

只

有以丰富的知识作为 同声传译 的基础
,

译员才会有

充分的 自信心
,

才能有效地提高同传的质量
。

2
.

3 它的个体操作性强

自始至终
,

同传译员都在工作室内独立工作
,

必

须独立处理可能碰到的各种 问题
,

无法求得他人帮

助
,

也没有时间查阅任何资料
。

另外
,

同传译员不可

能像现场 口译人员一样可 以借助发言人的表情
、

手

势等肢体语言获得某些语言提示
。

所以初涉译坛的

译员大多感到心慌
、

忙乱
、

怯场
。

因此具备良好的心

理素质对同传译员来说也至关重要
。

如果 自信心不

足
。

情绪不稳定
,

将大大影响翻译质量
。

好 的心理

素质主要靠平时的打造
。

基础扎实了
,

自信心就有

了
。

自信心足了
,

心理状态也会好很多
。

3 同声传译的基本原则与技巧

同声传译不 同于普通的 口译和笔译
,

它不仅是

一门技术
,

也是一门艺术
,

有一定的基本原则可以遵

循
。

本文仅从英汉同声传译出发
,

介绍几条原则与

技巧与读者共享
。

3
.

1 意译为主的原则

同译人员在翻译时接受的是 高速
、

高密度的内

容
,

还必需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接受的信息进行重组
,

使 目的语听众 了解原语发言人 的讲话内容
。

因此
,

译员绝不能把过多精力放在讲话人所用的具体词
、

句上
,

那样既影响表达效果
,

又影响记忆
。

意译为主

的原则即是要求译员以传达讲话者的内容与精神为

主
,

勿受原有的语言形式限制
,

抓住中心思想进行翻

译
。

这一原则在处理发言人所给的难以用 目的语处

理的材料或技术性较强的材料时十分有用
。

如翻译
“ N o w o u r t w o e o u n t r i e s h a v e e m b a r k e d o n a n e w

a d v e n t u r

一
a n a d v e n t u r e a s e x e i t i n g i n i t s P r o s P e e t s

a s i t 15 im p o r t a n t i n i t s im p l ie a t i o n s
.

”

这句话
,

如果译

员按照原有的语言形式应译为 : “

我们两国又正在着

手一个崭新 的事业—
一项具有重要意义并有着令

人兴奋前景的事业
,

其令人兴奋和所含的重要意义

在程度上是相等的
。 ”

显然这种 翻译虽然 忠实 于原

文
,

但却令人费解
,

也颇浪费时间
,

不如简洁地意译

为 : “

我们两国又正着手于一个崭新的事业— 一个

意义重大而又前景光 明的事业
。 ”

但需注意的是
,

译

员一定要善于把握意译 的度
,

该译出的地方必须直

译
,

千万不要自作主张漏掉发言人 内容中有着关键

意义的字
、

词
、

句或数据等
,

影响发言人本意的传达
。

3
.

2 顺应原文
,

合理调整语序的原则

英语与汉语的定语从句和状语从句的位置差异

较大
。

汉语中定语从句与状语从句一般放在中心词

之前
,

而英语中定语从句
、

状语从句的位置 比汉语灵

活
,

后置较多
,

这就给同传造成一定的困难
。

翻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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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应该根据表达的需要合理地调整语序
,

尽量让

译文语序贴近原语表达以减少听与记的压力
。

如汉

译英 : “

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能够在世贸组织成员

提供的多边
、

稳定
、

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下进行

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
。 ”

该句状语较长
,

翻译时若把

状语放在最后
,

对记忆和说都会适成较大压力
,

这时

最好顺应原句的表达
,

把状语提前
,

用插人语译出
:

I t w i ll e n a b le C h i n a , u n d e r t h e m u l t i la t e r a l
, s t a b l e

,

u n co n d i t io n a l M F N P r i n e i P l e P or v i d e d b y W T O

m e m b e r s ,
t o e o n d u e t t r a d e a n d e co on m ie e oo P e r a t io n

.

这样翻译对记忆的压力要小得多
。

再如英译汉
“
O n

t h e e o n t r a r y
, e o n t i n u e d e co n o m i e g or w t h i n C h i n a h a s

a n im卯
r t a n t p a r t i n s u p卯

r t in g t h e h e a lt h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t h e w o r l d e e o
on m y ”

本 句 状 语 i n

su pop rt in g’ 二后置
,

如果我们按汉语的语言习惯应译

为 : “ 相反
,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促进世界经济健康

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

但是这样译员必须等到发

言人讲完整句话才作翻译
,

显得与发言人 的时间差

太大
。

此时
,

译 员完全可 以顺应原句调整语序
,

译

为
: “

相反
,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可发挥重要作用
,

在

促进… … 发展方面
。 ”

虽然这种处理在表述效果上有

些欠妥
,

但同传时对于状语太长的句子这也不失 为

一种恰 当的处理办法
。

3
.

3 超前性原则

超前性原则是指同声传译人员在发言人所给的

原语信息还不完速的情况下
,

靠 自己的语言能力
、

知

识及临场经济预测接下来发言人可能要讲的内容
,

并进行超前翻译 以赢得时间
。

如
“

我相信
,

中国市场

将成为全球最有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之一
” 。

同传人

员听到
“

最
”

就应超前译出
“ o n e of … ”

而不应该等发

言人讲 完全句后再判断是用
“ o ne of

”

还是用
“ t he

m os t ”
,

因为讲到 当前中国经济的相关问题时
,

很少

用表示绝对的
“

最
” 。

再如翻译
“

我们愿意本着平等

主利
、

友 好 协 商
、

共 同发 展 的原 则
,

与 世界 各 国

… … ” 。

一句时
,

当译员听到
“

本着平等互利
”

后
,

就

应预期到后面的
“

原则
”

或
“

精神
” ,

所 以不妨超前译

出
“ o n t h e b a s i s午

r i n e i p l e o f
” ,

以方便后同的 翻译
。

总之
,

不善于把握
“

预测
”

技能的译员很难做好同声

传译工作
,

因为若到全部信息给出再进行翻译就不

叫同声传译了
。

3
.

4 处理失误的原则

同声传译 时译员都是在高度 紧张的情况下 工

作
,

出现错误总是难免的
,

译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处理

失误的原则和技巧
。

一般来说
,

小的
,

不太关键的差

错可 以不必纠正
,

个别未听清或未听懂 的地方可以

跳过去
,

不必耿耿于怀
,

影响其它信息的吸收
。

而对

于重大的关键性的失误必须 纠正
,

以免造成负面影

响
。

但要注意纠错时千万别停下来改正
,

而应 以一

种自然的方式完成
。

例如发言人说
“

奥地利的政府

中出现了极右势力掌权的现象
” 。

由于疏乎译员把

奥地利 ( A u s t r i a )译成了
“

澳大利亚
”

( A u s t r i a )
,

此时

译员 若马 上发现 错误 便可很 自然地 补充 一句
“ I

m e a n A u s t r ia ”

若时间稍 长一些
,

他也可 以说
“ I

’

m

so
r r y

,

ju s t n o w 1 m e a n t A u s t r i a ” ,

这样既纠正 了错

误
,

也不太显山露水
,

观众也不太在意
。

另外
,

译员

同传时也可能遇到自己不懂的专业术语或不知道的

专有名词
,

这时完全可以重复原词
,

这样做听众中的

内行可能会理解
,

也不会因译不出而形成尴尬局面
,

如译 员 需 译
“ i e g

, a n i n s t a n t 一 m e s s a g in g S e vr ie e

de ve lo ep id
n I sr ae 卜

·

… ”

这句话
,

但却从示听说过这

家公司的名字
,

此时他就应作出快速反应
,

直接原话

的英文名称照搬过去
。

除此上谈到的几点外
,

增词和省略在英汉同声

传译中用得也较多
,

许多相关文章多有介绍
,

本不再

赘述
。

4 学习同声传译的自我训练方法

以上笔者对同声传译的工作程序
、

特点和相应

的原则技巧进行 了介绍
,

可以看出同声传译是一项

复杂而特殊的工作
,

有着 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

因此
,

要想成为合格的同传译员
,

在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和

具有广博的知识的基础上
,

还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
。

目前
,

国内在北外翻译学院
、

广外英文院翻译系等地

都可以接受同声传译的专业 的培训
。

在此
,

本文仅

简单介绍一种常用的自我训练方法供学习者参考
。

该方法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

4
.

1 影子训练 ( s h a d o w i眼 )

即如影随形般地一边听讲话一边嘴里重复
。

学

习者以 同种语言以几乎同步的速度跟读发言人的讲

话或事先录好的新闻录音
。

这种训练是同声传译的

基本训练
,

它可以培养注意力的分配和听说同步协

调进行的能力
。

做影子训练时最好先练母语
、

再练

外语 ;开始训练时可跟紧一些
,

以后逐渐拉大与讲话

者的距离
,

直到落后讲话者一句仍能重复原语
。

影

子训练时要做到耳听
、

嘴说
、

脑想
,

在跟读 10 分钟长

度的材料后
,

心中能概述原语的大意
。

在影子训练

2一 3 月后
,

就可以下一阶段的练习了
。

4
.

2 概述补11练

概述训练可以放在影子训练之后进行
。

即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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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语跟读一段讲话后
,

紧接着 口头概述该段内容

的中心思想
。

概述训练 旨在练习译员的记忆力和理

解归纳能力
。

开始进行概述训练时可用原语概述
,

一段时间后改用译人语概述
。

坚持一段时间后就可

以进行模拟训练
。

4
.

3 模拟训练

对于有条件的学习者
,

可 以进行现场模拟训练
。

这要求创造一种真实的场景和氛围
,

学习者可请别

人现场朗读一篇 10 分钟左右的发言稿
,

然后运用语

音设备进行同声传译
。

如果可以找到专家做听众现

场评述更好
,

若没有译员也可 以将 自己 的翻译录下

来
,

再进行评价
。

对于没有条件的学习者
,

也可以运

用录制好的发言来进行同声传译的模拟训练
。

需要指出的是在做以 上三种训练时
,

学习者选

择的材料 内容覆盖面一定要广
。

另外
,

在训练时应

人为地加上一些干扰 因素
。

比如
,

听材料时练 习者

可故意打开电视或放一点音乐进行干扰
,

学 习者也

应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不同 口音
、

不同流利度 的发言

人的讲话
,

以此训练 自己的适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

总之
,

同声传译的训练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

学习者一

定要有信心
、

耐心和决心
,

循序渐进地提高 自己的水

平
。

5 结束语

目前
,

中国越来越多的会议都采用同声传译
,

对

同传译员的需求变得十分急迫
。

可是同声传译是一

项具有相 当难度 的工作
,

它有着 自己特点和规律
。

要做好同声传译工作不仅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心

理素质
,

而且要能善于把握好它的原则和技巧
。

我

们相信
,

随着关心喜爱这项事业的人越来越多
,

我国

一定会涌现大批的一流的同声传译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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