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屆口筆譯教學研討會報導

余淑慧

每年舉行的口筆譯教學研討會是台灣譯界的年度盛事。自一

九九七年以來，輔大翻譯學研究所、師大翻譯研究所和長榮大學

翻譯系所三校即採取輪流承辦的方式，如今已邁入第十五個年頭。

今年（2010）輪到長榮大學翻譯系所當東道主，研討會的總主題

是「回顧與前瞻」，其下再細分為翻譯歷史研究、翻譯與語言能力

的提升、翻譯專業知識的提升、翻譯的課程設計和教學理論、翻

譯與社會文化、翻譯與跨文化溝通等七個子題。自第十一屆開始，

口筆譯教學研討會也設有研究生論壇，這一次也不例外。整體上，

此次研討會廣邀海內外各大學翻譯系所與外語系所師生參與，亦

歡迎對翻譯教學與研究等相議題有興趣的各界人士共襄盛舉，可

謂參與者眾。

經過匿名審查，本次研討會總共錄取論文二十三篇。就其內

容觀之，翻譯與語言能力的提升、翻譯課程設計的分享檢討、口

筆譯教學理論之嘗試與研討是這次會議論題的大宗。這是歷屆口

筆譯教學研討會的一貫特色，自然無可厚非。就翻譯類型而言，

口譯與筆譯的教學討論約略各居其半。互譯語種固然涵蓋有中文、

英文、日文、義大利文等，但其中討論較多的（不論口譯或筆譯）

仍是中譯英相關的問題，尤其著重於如何針對翻譯任務的性質，

生產出符合標的語規範的譯文。在此大目標下，關於誤譯的分析、

搭配詞、語料庫等工具的使用於是成為討論的焦點。新時代翻譯

教師的角色以及相關課程的設計也是討論的重點之一，例如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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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角色是知識的輸入者，但是假如教師的角色轉變成知識的引導者，

導引學生主動去發現知識與解決問題，那麼相關的教材設計就是一個值

得討論的課題。這次研討會即有數篇論文以實例操作來分享這方面的經

驗，內容十分豐富，深具啟發性。另外，從學生觀點出發而提出與傳統逆

反的課程安排也是令人一新耳目的討論。

再者，中英翻譯評量與翻譯策略的探討也是會議另一重要主題，其範

圍涉及文學、科學、藝術、專業領域（如舞蹈）以及日常文化語詞如風味

小吃或交通標誌等語詞的英譯與背後的文化意含。由於近年翻譯理論的

發展吧，我們在即使是翻譯評量這樣的討論裏，所見所聞多半亦是翻譯

現象描述與提出、翻譯策略的商榷、翻譯思考的分享，其呈現的形式可

謂十分開放多元。再其次是，此次會議主題固然側重於口筆譯教學的研

討，但亦可見到少數幾篇關於經典文學翻譯的討論與一篇中西譯史的回

顧與展望，這多少反映了近年來翻譯研究的形象與取向，顯示翻譯的研

究在台灣亦逐漸踏入學術研究的領域，開始重視理論建構與歷史研究這

兩項重要學術工具。

當然，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隨著科技的發展，尤其通訊科技的日新

月異也會為翻譯的學習與研究帶來新的工具，例如語料庫在翻譯教學與

研究的使用即是。這次研討會的專題演講請到的學者是陳瑞清老師。陳

瑞清老師現在是美國加州蒙特瑞國際研究學院口筆譯暨語言教育研究所

助理教授兼中文系系主任，但是大家對他並不陌生，因為陳老師曾在國內

翻譯系所或外語系所擔任過科技等譯、電腦與翻譯、語料庫與口筆譯教

學等科目，也曾在第八、九、十屆口筆譯教學研討會裡發表過相關論文，

語料庫語言學與翻譯之聯繫即陳老師的專長之一。這次陳瑞清老師分別

為研討會帶來一場演講與一篇論文發表。安排在上午的演講屬於導論的

性質，題目是：「語料庫在口筆譯教學與研究上的應用」。在此，陳瑞清

老師為大家介紹語料庫的定義、語料庫的學術地位、語料庫的種類以及

語料庫在翻譯教學的潛在用途與可能的發展方向等等議題。除了與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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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網路上可找到的資源，陳老師亦指出在專業口筆譯員與譯者的培訓

方面，語料庫的建置與使用將會是一種全球性的趨勢。

下午，陳瑞清老師發表論文一篇，進一步示範並較為細節地討論語料

庫在翻譯教學上的應用，其論文題目為：「語料庫與漢英口譯語言能力的

提升」。在這裡，陳老師親自示範如何操作語料庫來提升學生漢英口譯的

表現，使學生主動意識到英語的語詞搭配、語感、規律、專有名詞與流

行語詞的確認等；透過語料庫比較有系統的分析與查詢技巧，學生亦能

自我評析，暨可整理出個人的翻譯習慣（含誤譯模式），亦能增進其語言

能力，習得更為道地的譯入語，加強翻譯表現。除了以實例說明語料庫

在口筆譯教學上的應用之外，陳老師也無私地跟大家分享了建立語料庫

的流程與方法，讓大家耳目一新。語料庫語言學雖然不能算是頂新鮮的

學科，但是把語料庫與翻譯研究聯繫起來則絕對是。聽完陳瑞清老師的

報告，現場觀眾除踴躍發問之外，亦有學者建議陳老師主持語料庫翻譯

學的工作坊，進一步探討這方面的可能運用。據筆者所知，這一後續工

作坊的成立應該是可以確定的，時間約略定在 2011 年的六月下旬。這可

說是此次研討會最具體可見的展望。

另一值得期待的展望是：本文一開始提到口筆譯教學研討會至今已經

由最早設立翻譯系所的輔大，師大，長榮大學輪流合辦多年，至今每校都

已輪了五次。隨著時代的需要，台灣目前已經先後成立另外四、五個新的

翻譯系所或翻譯中心。據台灣翻譯學會蘇正隆老師表示，目前已經商請

高雄第一科大口筆譯研究所、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文藻外語學院

翻譯系所、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口筆譯研究所等系所將來考慮加入輪

辦會議的行列。新血的加入，除義務的分攤外，亦代表新資源的分享與

新想法的激盪。這亦是令人期待的展望。最後，筆者有幸忝為論文發表

人之一，與會期間，多蒙主辦單位與負責接待的同學多方照顧，從接送、

設備使用、會議流程導乃至用餐都一一細心照應，筆者深深感動，在此

致謝。再者，本文所論，乃是個人觀察所得，純屬個人觀點，若有闕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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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處，還請讀者諸君不吝指教，無限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