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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翻译能力如何培养，在翻译教学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翻译教学主体之一
的教师，在翻译知识日益更新的情形下，尤为需要改善其知识结构，提升其翻译能力。从教师

的 “学”与 “教”，浅谈翻译教学中教师翻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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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王国维曾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１］。比之译者，笔者认为亦有

三境。译者一境：勤勉好学、博览群书，一以贯

之、不容间断。译者二境：始须入乎其内、苦练

翻译，双语语言、文化亦要了然于心；后须出乎

其外、反思翻译，译论流派、相关学科亦要融会

贯通。译者三境：博观取约、厚积薄发；译者素

养亦须不断提升。

学界论及翻译能力的培养，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其真知灼见，令人振聋发聩。现略举

数例。如苗菊在 《翻译能力研究———构建翻译教

学模式的基础》一文中，探讨了在翻译教学中发

展翻译能力的途径，以及翻译教学的过程教学法，

而后提出了翻译教学研究的发展应建在研究翻译

能力的基础上［２］。方红、王克非在 《动态系统理

论下翻译能力的构成及发展模式研究》一文中，

从动态系统理论视角探讨了翻译能力的构成及其

阶段性特点，论述了翻译能力发展的动态模式及

其体系建构，并进而提出了基于翻译能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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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模式［３］。张瑞娥在 《翻译能力构成体系

的重新建构与教学启示———从成分分析到再范畴

化》一文中，从范畴化视角审视了翻译能力构成

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再范畴化，建构了包括上

位范畴、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的翻译能力构成体

系［４］。然而，笔者发现，万千百态的表象背后，

各种论点均是围绕教学之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综

合翻译能力而展开论述，笔者也深以上述论点为

然。但是，教学中另一主体 “教师”的翻译能力

培养，也同样迫在眉睫。随着翻译需求的日益增

多，翻译知识的日新月异，新的挑战纷至沓来，

教师原有知识结构不足以应对万千变化的形势，

因而仍需不断学习。《礼记》中有言，学然后知不

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

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因而，翻译教学

应是教师的 “学”与 “教”的相互促进与辨证统

一。鉴于学界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所论较多，

文章拟着重论述翻译 “教”“学”中教师翻译能力

的培养与提升。

译届熟知的 ＰＡＣＴＥ研究学者曾提出较为完
备的翻译能力培养模式，ＰＡＣＴＥ即西班牙巴塞
罗那自治大学的学者们有关翻译能力习得过程

和评 估 专 项 研 究 过 程 的 研 究 （ＰＡＣ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通过研究，学者们提出了翻译
能力的构成模式。该模式包含五项子能力：双语

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专业知识能力、工具能

力、策略能力，以及心理生理要素［５］。该模式指

出，翻译能力习得是一个动态的、螺旋的过程。

简而言之，翻译能力习得的过程就是学习者逐步

学习、日渐获得各项子能力的过程，就是综合运

用各项翻译子能力的综合能力，就是可以保证翻

译过程顺利进行的总能力。依此而论，教师翻译

能力的习得与提升也可照此训练，逐步培养，逐

日提升。我国学者张瑞娥尝试把翻译能力体系再

范畴化，得出了有上位范畴 （翻译能力）、基本

范畴 （条件性翻译能力、本体性翻译能力、实践

性翻译能力、评估性翻译能力）和下位范畴组成

的更加完备的翻译能力体系［６］。虽然该体系旨在

更加具体地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但是教师翻译

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亦可按此进行，逐渐习得，日

益提高。

翻译能力培养模式虽然可资借鉴，但是提升

之径仍需探索。文章将从教师之 “学”和教师之

“教”两个方面具体论述教师翻译能力的培养与

提升。

二、教师之 “学”

（一）终身学习的必要

古人言，学无止境。依此而论，人人皆应活

到老，学到老，于教师而言，尤显必要。讲台之

上，欲给学生一滴水，自我须备有一桶水，方不

致捉襟见肘，不致用书恨少。翻译教学亦是如此。

正如学者何刚强所论，目前制约我国翻译人才培

养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翻译师资，因而翻译专

业教教师必须精艺谙道、循循善诱，必须具有三

种功夫：经验丰富、理论深厚和无穷激情［７］。

教学之前，教师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看

到了翻译相关的各个方面、各种现象，以及各种

方面之间的外在联系；由此形成了翻译认识的感

觉和印象阶段，但还未达到了解翻译的内在矛盾

与内在规律的深层方面。倘若此时从事翻译教学，

虽不至误人子弟，讲解定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的。如此教学，自我尚懵懵懂懂，又怎能使学生

一清二楚呢？教师只有在超越了感觉、印象阶段，

从而进行理性地思考，理清翻译诸种现象的内在

联系，对翻译有格式塔整体性的认识后，方能系

统讲授翻译课程。教学之中，竭尽所能向学生展

示翻译的一点一面，以及点面的内在联系，这亦

是把以往所学运用于教学实践的过程。学识的运

用绝非单一，运用过程也定不是线性展开，而是

对以往所学的交叉、综合运用。由此可见，教师

只有学识渊博、融会贯通、善于反思，方能胜任

教学，方能提升自我的翻译能力。

众所周知，学问无坦途，教学亦是如此。教

学之途，也定会充满困惑与疑问。正因如此，教

学之后的继续学习尤为重要。此时的求知，目标

更加清晰明确；此时的学习，又会在之前 “学”

“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而更有利于高效地

展开下一步的教学。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

教师的学识以及翻译能力才可能逐日提高，才可

能高师出高徒。

（二）自我提升的途径

教师该如何提升自我呢？

首先，坚持广泛阅读。所谓开卷有益，正是

此理。走进书籍，沉浸其中，方能逐一领略知识

殿堂的宏大精深；方能感受古往今来的沧桑历史；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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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体验圣贤先哲的睿智洞见；方能荡涤自我心

胸的狭见陋识。若能如此，师者方能胸有丘壑，

方能立意高远、高屋建瓴，让学生领会到知识的

奥妙与求知的乐趣。

其次，重视实践操作。所谓熟能生巧，翻译

尤其如此。读书万卷，只能保证学者具备深厚的

双语功底，知晓相关的翻译策略方法，了解双语

的文化背景。唯有通过翻译实践，方能学以致用，

方能查遗补漏，进而，在实践中反观以往所学，

总结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而后，关注相关学科。正如苏轼所言，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翻译亦然。如欲

综观翻译，亦须跳出翻译之外，对其加以审视分

析。目前，语言学、文化批评、人类学、符号学、

语言哲学以及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已为翻译研究

提供了不同学理视角，从而为学界了解翻译，建

设译学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最后，明了教亦是学。正因教学相长，所以

师者在讲授中，在与学生一同学习的过程中，更

易发现这一过程中的遗憾与不足，更能深切地体

会到讲、学之中的遗漏与疏忽，进而专心完善不

足所在，不仅可以提升自我学识，亦可以惠及

学生。

三、教师之 “教”

牛顿曾言，如果我看的远，那是因为我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一语道尽虚心向智者、师者学习

的重要性。因而，学生如欲在知识之山登高望远，

不仅需要潜心钻研、刻苦勤勉，亦需为人师者的

谆谆教诲、耐心引导。教师在此传道授业解惑过

程之中，也是学以致用、反观所学的过程，故而

可以发现自我的不足，而后尽心完善，提升自我

的专业能力。由此而言，教亦是学。

教师于 “教”中所学所悟体现于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具体的课堂讲授中，日益体会到知识的

一脉相承、不断更新；在答疑解惑中，察知学生

的疑问不仅关涉专业知识，也有涉及通识知识，

然自我原有的知识结构，无法给予完满解答；从

而意识到在后续学习中，需要通识专识并重。二

是于翻译实践以及讲解翻译中，切身体会到学识

无涯、学问无境，意识到业工于钻、精于勤，因

而日后学习中仍需严谨治学。

（一）须通专并重

具体的课堂讲授中，日益发现，无论是翻译

的具体策略、抉择，还是描述翻译的视角、理论，

皆与个人学识积累密切相关。而答疑解惑中，学

生之疑问千差万别，也与其学识模块、知识积累

紧密相关。学生有措辞之惑，有文体之问，有文

化之思，亦有功用、对等之疑。凡此种种疑问，

不仅关涉专业知识，也有涉及通识知识。然自我

原有的知识结构，无法解答所有疑问；因而在后

续的学习中，需要通识专识并重。而欲完满答疑，

通识广博实为必须；若欲透彻授课，通晓专识亦

为根本。唯有通识广博，方能指引得当；唯有掌

握专识，方可引导学生。尤其对于乐于思索，善

于追究，勤学好问的学生而言［８］，教师贵在学问

渊博，学养深厚。

学识渊博意涵两层，一是研习通识，二是

钻研专业。通识对个人而言，应该是在掌握必

备核心知识的基础上，了解若干感兴趣的领域，

深入掌握某一专业领域的技能［９］。简而言之，

即通常而言的学贯中西，博闻多识，或是文理

兼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都有所

了解。具备了通识，方能以真才实学，指导学

生；以才情品格，感染学生；以恒定之志，熏

陶学生。在专业领域，教师应学养有素［１０］。专

业知识的学习应兼顾翻译练笔与翻译理论，从

而逐步获得有关翻译的一个完整画面，意识到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还牵涉到文化、

风格、意识形态、赞助人、交际、读者接受等

因素。唯有教师 “学” “教”结合，才能保证

翻译综合能力的不断提升。

（二）须治学严谨

宏观而论，探究知识，追求学问，皆需孜孜

不懈。具之翻译，严谨治学尤见于勤勉好学，专

心科研。好学不厌，意同通专并重，既不可有所

偏颇，也不可浅尝辄止。通专兼备，之后则必须

辅以译论学习。详尽了解学术前沿、科研动态，

自我在学术之途才不会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学

术成果乃学者学识智慧的结晶，译学理论则体现

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两者皆是翻译殿堂的中流

砥柱。通而览之，方能得知翻译概貌；读之思之，

方能有所领悟，有所发现，有所见解。学习译论，

旨在融会贯通，有所创新。

翻译始于人类交际，由来已久。在译史长河

中，翻译论著层出不穷，历经语言学、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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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学、符号学、阐释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不

同转向，译学园地可谓百家争鸣，百花盛开。众

派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惜其洞见卓识只揭示

了翻译大厦的冰山一角。翻译大厦的系统构建，

仍是学界孜孜以求的目标。论及个人，研学翻译，

首先需综览众家译论流派；其次根据已有学识，

形成心得体会；而后沿着既得见解，钻研既定领

域，最后形成一家之见，以至在学术上独树一帜，

进而为译学大厦的构建竭尽一己之力。唯有如此，

才有望提升翻译的综合能力。

四、结语

如上所言，不难看出，教学之中，教师不断

学习，方能提高学识与能力，而后才能引领学生

步入翻译殿堂；学生的习得过程与不断进步又促

使教师进一步学习与钻研，教师由此获得更进一

步的提升，并在之后的教学中惠及学生，此可谓

“教”“学”相融，教学相长。

笔者以为，翻译能力的培养、提升，亦有三

境。一须读书万卷；二须躬身践行；三需源头活

水。“汝果欲学译，功夫在译外，”此语与 “入乎

其内、出乎其外”两相吻合。翻译一事，实乃万

象所综；故此，翻译能力提升之路漫漫又长远，

译者 （教师）亦须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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