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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任教至今；在国内外学刊上发表 40 余篇中韩比较文学及翻

译相关学术论文，先后发表 2 部专著 10 余部译著。

朝汉互译【通用】竞赛单元点评人文稿

本届中华笔译决赛朝韩语共有两道大题，第一题韩译中主题为“人工智能”，科技

主题是口译不可或缺的领域，人工智能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热门话题之一。源语文

本逻辑关系清晰，首先介绍了相关会议的背景，之后分析了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

的伦理追责问题。第二题中译韩主题为“粮食安全”，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引申阐

述了疫情与气候问题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具体影响，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各种问题息息相

关的特点以及粮食问题对整个人类产生的影响。

就中韩翻译而言，对于不同母语的使用者来说，两种语言的译出方向不同，实际

翻译中的难点也有所不同，但两道题仍然体现出了很多共性的问题。例如，从语言结

构特点来看，中文习惯用短句，韩文习惯用长句；中文的主句在前，从句在后，而韩

文往往是从句在前，主句在后，因此双向翻译均需要对句型、语序进行调整，以符合

译语的表达习惯。

从词汇来看，中韩语言中存在着大量“假朋友”，尤其是一些汉字词，尽管字面相

同，但实际意义却往往相差十万八千里，给译文的词汇选择造成很大的干扰。专业术

语的翻译对准确度要求更高，可选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但要找准找对并不容易。这就

要求译者具备一双“火眼金睛”，动用自己的语言功底来区分语义的细微差别，并且充

分利用各种工具，甄选出合适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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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因素同样不可忽略，如何跳脱源语字面，根据译语习惯选择准确的表达，

精确传神地翻译出其中蕴含的实际意思，也是对译者的一大考验。

本次参赛选手的译文中不乏佳作，语言表达流畅，可读性较高，实现了信息等值。

句型和语序的调整较为自然，词汇的选择灵活多样，通过多种衔接手段体现出较好的

逻辑连贯度，对原文的信息忠实度较高。

但部分译文中也可以看出汉字词“假朋友”的严重干扰，译语的选择不应被限制

在词汇的“字典释义”范围之内，同样的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下也需要灵活地采取多种

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如何避开这些语言陷阱摆脱“翻译腔”，是需要译者思考的永

恒问题。

本次赛题中的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较多，此类词汇不容发挥，必须要找到准确的

对应说法。因此平时的观察和积累尤为重要，一名优秀的译者应养成关注时事的习惯，

并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与百科常识底蕴。

好的译文不仅要忠于原文的内容，更应该恰到好处地体现出语气的轻重程度，传

神地表达出原文的深层含义。当然，好的译文远不止一种，同样的文本也可以从多个

角度诠释翻译。只有译者准确理解，反复揣摩，精心推敲，最终的译文才能真正做到

“得意忘言”，带给读者美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