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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外语能力正成为军队重要的战斗力，而翻译能力是外语能力的核心，翻译人才培
养成为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以分析中国军队所担负的战略任务以及军事翻

译研究最新发展为切入点，探讨军事翻译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视军队

翻译工作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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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政府 ２０１５年发表 《中国的军事战略》，

确定了当前中国军队所担负的八项战略任务：（１）
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军事威胁，有效维护国家领

土、领空、领海主权和安全； （２）坚决捍卫祖国

统一；（３）维护新型领域安全和利益；（４）维护
海外利益安全； （５）保持战略威慑，组织核反击
行动；（６）参加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地区
和世界和平；（７）加强反渗透、反分裂、反恐怖
斗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８）担负
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和支援国家经济

社会建设等任务［１］。这八项战略任务中有七项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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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外语能力密切相关。从中国军队遂行具体军

事行动来看，比如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救援、

联合反恐、联合军演、联合训练、国际军事技能

竞赛、海军护航、海外撤侨、对外军事援助、军

品贸易、军事情报等，语言能力特别是外语能力

已成为能否顺利完成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翻译能力，包括口译和笔译能力，在语言能力

中占据核心地位，原因很简单，不同文化和语言

之间要有交流，就必须有翻译服务。对中国派驻

黎巴嫩维和任务区的部队官兵外语能力的调查统

计表明，“我军工程部队９０％以上维和军官与外军
的交流必须得依靠翻译”［２］。从中国军队所担负的

战略任务以及履行的具体军事行动可以看出，无

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军事翻译对各

项军事行动以及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遂行都具有基

础性支撑作用，可以说，军事翻译 “既是一种生

产力，也是一种战斗力”［３］。要把军事翻译这种生

产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到位，军事翻译研究和军

事翻译人才培养就必须跟进到位。那么，中国当

前军事翻译研究和军事翻译人才培养现状如何？

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尽力解决这些问题？本

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以期对中国军队遂行

各种战略任务和军事行动提供语言保障方面的参

考和借鉴。

二、军事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

（一）国家社科项目中的军事翻译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中的军事翻译 （语言）研究项

目是衡量军事翻译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几年

军事翻译研究在国家社科项目立项中取得了一些

突破性的发展。笔者统计了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国家
社科基金立项课题中的军事翻译研究课题：一般

项目９项，青年项目１项，重大项目１项，共１１
项，具体如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军事翻译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课题类型 年份

１．日伪时期中日语言接触及影响研究 １４ＢＹＹ１５５ 张守祥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４

２．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翻译活动与译者研究 １４ＣＹＹ００３ 陈昕 青年项目 ２０１４

３．日本馆藏涉新四军档案的翻译、整理与研究 １５ＢＤＪ０５４ 彭程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５

４．建川博物馆馆藏二战时期侵华日军日记的整理、翻译与研究 １５ＢＴＱ０３７ 瞿沐学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５

５．延安时期外国文学译介及其影响研究 １６ＢＺＷ１２９ 韩晓芹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６

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 １６ＢＹＹ０２１ 王祥兵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６

７．“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日史料的汇编及翻译转换研究 １６ＢＹＹ０２６ 傅治夷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６

８．近代日本在华语言同化政策研究 １６ＢＹＹ０５５ 陈林俊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６

９．日伪时期日文档案翻译问题研究 １６ＢＹＹ１８５ 杨秋香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６

１０．东北抗联档案文献资料整理、翻译与研究 １６ＺＤＡ１３６ 李倩 重大项目 ２０１６

１１．马汉 《海权论》在我国百年翻译与接受研究 （１９００—２０１６） １７ＢＹＹ２００ 罗天 一般项目 ２０１７

　　表１中这些研究有偏重军事翻译实践的，如彭
程、瞿沐学、傅治夷、杨秋香和李倩的研究；也

有理论综合性的研究，如张守祥、陈昕、韩晓芹、

王祥兵和陈林俊的研究。从数量上看，２０１３年没
有相关立项课题，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各２项，２０１６年
６项，并且有一个重大项目，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
军事翻译研究的队伍和影响在扩大，尽管２０１７年
只有１项，但从整体上这种影响的趋势依旧在，并
将随着系列成果的发表而深入。另外，有些课题

尽管从选题上看没有明确的军事翻译研究指向，

但军事翻译研究将会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比如

２０１６年国防科技大学梁晓波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课题 “国防和军队改革视野下的国防语言能

力建设研究”（１６ＺＤＡ２１０），由于军事翻译能力是
国防语言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课题中会有相

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军事翻译研究。在这种牵涉军

事翻译的国家重大课题引导下，军事翻译研究可

望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和加强。

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立项的军事翻译研究课题
来看，这些课题集中对两场中国参加的重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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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翻译活动进行研究，或是对其中的档案史料

进行翻译并研究，一是抗日战争 （张守祥；彭程；

瞿沐学；韩晓芹；王祥兵；傅治夷；陈林俊；杨

秋香；李倩），二是抗美援朝战争 （陈昕）。这两

场战争都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和世界发展格局产

生了极为巨大深远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研究还主

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对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翻译活

动研究还是刚刚起步。传统的战争研究主要集中

于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战役讨论，近年来随着对战

争细节的挖掘，人们从翻译活动这个侧面去分析

和认识战争前后的各种矛盾冲突、导致战争的原

因和偶发因素、战争中的情报获取、信息传递、

战俘管理以及军事谈判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有涉外的战争以及各类军事活动，都有翻译的

参与和作用，而且值得重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

去认识翻译，也是翻译研究应该承担的责任。可

以预见，随着军事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成

果和影响力的增加，会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军事

翻译研究的队伍中来，更多的研究项目会获得国

家的立项支助，国家和军队相应会对军事翻译实

践和研究有更多隐性或显性的政策和规划。

（二）军事翻译研究其他方面的新发展

除了上面总结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成果

外，军事翻译研究近几年还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

一些突破性成果 （截止２０１８年４月）。
１．学术论文
发表在期刊或论文集中的学术论文是某个领

域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成果，是该领域研究动向的

风向标，引领着该领域的发展。近５年内，军事翻
译研究有了一些突破性的发展，逐渐从鲜有人关

注的翻译研究领域边沿向中心区域过渡，引起了

越来越多同行学者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

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在理论视

角、研究方法、概念界定、实证案例、军事翻译

技术等方面夯实了军事翻译研究的基础，形成了

军事翻译研究话语体系的雏形。

在国际翻译研究领域，译学期刊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
Ａｎｔｖｅｒｐｉｅｎｓｉａ，Ｎｅｗ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ｍ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６年第 １５期是翻译与战争主题的专
辑，当中１４篇文章代表了翻译与战争的国际最新
研究成果。来自瑞士、西班牙、墨西哥、中国台

湾、澳大利亚、奥地利、波兰、中国大陆、英国、

芬兰、中国香港、罗马尼亚、意大利的学者撰文

探讨了世界历史上一些重大战争中的翻译活动，

主要是口译活动，包括中荷战争 （１６６１—１６６２）、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

争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中国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苏
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国对阿富汗

战争等。这期翻译与战争研究专辑表明该研究经

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在国际上形成稳定合力和影

响力。该专辑的１４篇文章对奠定翻译与战争研究
在翻译学学科中的地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翻译与

战争研究的话语体系呼之欲出。中国大陆学者在

该专辑发表文章，成为该研究领域一支重要

力量［４－６］。

２．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通常是某个研究领域的高级别研究，

对该学科领域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近两年翻

译与冲突、翻译与战争研究在国内升温，也催生

了几部博士学位论文。《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

影响研究》［７］聚焦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延

安政府主导的各种翻译活动，是第一部专门研究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全貌的博士论文，呈现了一些

重要史实，为后人对该主题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布迪厄资本理论视角下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根据地

的翻译活动研究》［８］以抗日战争时期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延安主导的各种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以
布迪厄资本理论为工具，首次揭示了抗日战争时

期延安翻译活动的资本运作逻辑及构建形象和生

成战斗力的机制。《基于个人叙事的战俘－译员身
份研究———以志愿军军人张泽石为例》［９］以志愿军

被俘人员张泽石为个案，通过战俘 －译员张泽石
与其他志愿军被俘人员的个人叙事，以及抗美援

朝战争相关的其他文献史料，引入社会心理学领

域的角色身份与群体身份概念，考察了战争情境

中的一类特殊译员———战俘 －译员的身份问题，
丰富了中国语境下的翻译与冲突的研究内容，为

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提供了崭新思路与视角。

３．专著
专著 《抗战时期的军事翻译史》［１０］分国统区、

解放区和沦陷区，对抗日战争时期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军事翻译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为军事翻译

史的书写开辟了道路。这部书整理分析了抗战时

期各战区的军事翻译活动和特点、军事译员的征

调和管理、军事翻译出版情况，用断代史和专门

史的手法描述了抗战时期军事翻译的历史。

另一部专著 《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１１］系

统梳理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主导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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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翻译活动。该书 “以翻译与抗战主流话语的互

动关系为主线，从文学翻译、军事翻译、科技翻

译、新闻翻译和文化交流５个维度搭建了该书的论
述框架。在描述军事翻译概况时，以数据统计的

方式揭示了军事翻译在译著数量、译介来源、译

介的阶段性等方面的特点”［１２］。作为一部典型的抗

战翻译区域研究专著，该书向抗战翻译综合性研

究迈出了第一步，为最终撰写一部完整系统的

《中国抗战翻译史》奠定了基础。

还有几部偏重抗战时期文学翻译研究的专著，

归纳如下：《陪都译介史话》 （徐惊奇，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９），《抗战时期英美文学翻译研究》
（张显，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桂林抗战
文化城译介活动研究》（袁斌业等，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３），《抗战时期英美文学翻译》 （李
萍，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１３）， 《抗战时期的外国
剧作译介研究》 （陈传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翻译史研究开始
把目光投向军事翻译，然而，军事翻译要研究的

内容并不局限于军事翻译史，还有许多其他内容

需要研究。

（三）主要问题分析

１．研究对象和深度与军队遂行战略任务需求
的差距。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

高，我军对外交流不断扩大，遂行的各种战略任

务也更加复杂。中国军队在尖端武器、国际维和、

联合军演、军事外交、公海护航、抢险救灾、后

勤保障、国际新秩序构建等方面影响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自己的形象和

身份，所有这些跨语言、跨文化的军事活动都对

军事翻译提出了全方位的更高要求，目前国内军

事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与这些要求还存在很大

差距，并由于军事行动的敏感性和保密性，对一

些现当代军事活动中的翻译的研究很难开展，即

使有研究，成果也很难发表。

２．技术上与现代语言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差距。
语言服务业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支撑行业，正逐步展现其战略价值。翻译

技术已经成为现代语言服务业发展的支柱之一。

军事语言服务尽管有其保密性要求，但随着语言

服务产业化的纵深发展，军队也加强了与地方语

言服务企业的合作，充分应用其技术为军队提供

语言和翻译服务。但现实中由于军地之间的隔离，

军事翻译服务无论在理念、内涵还是技术方面，

都与现代语言服务业相差较远，所以我国军队从

整体的语言技术开发和运用来说与国内语言服务

业发展差距明显。这些问题亟需国家或军队相关

职能部门对军事翻译及其研究制定相关政策进行

规划，加快其发展。

３．对军事翻译教育的研究严重缺乏。军事翻
译教育研究与军事翻译人才培养息息相关，能为

其分析现状与发展中的进步和问题，为其长足发

展制定规划和指导原则。但是目前对于军事翻译

教育的研究文献严重不足，笔者从中国知网获得

的比较系统深入探讨该问题的专文只有一篇，即

“论新形势下的军事翻译与军事翻译人才的培

养”［１３］。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增强以及海外利益的拓

展，赋予了中国军队调停国际重大事件的能力和

必要性，驱动中国军队在国际范围内更多的交流

和存在，这使得我军对军事翻译人才的需求越来

越大，对军事翻译人才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并反哺军事翻译教育研究，对其提出更高要求和

规格。但现实没有顺应这种反哺，致使当前军事

翻译教育及其研究严重滞后，再加上近期军队院

校之间调整组合、军人编制缩减、国防生停招等

政策出台，军队翻译人才培养越来越举步维艰，

军事翻译教育研究的空间和动力进一步被压减，

军事翻译及其研究的后继人才储备堪忧，下文再

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三、军事翻译人才培养现状与问题

（一）现有语言政策中对军队翻译人才培养、

统计与管理的缺失

国内现有的语言政策研究文献中还没有发现

有对军队翻译人才培养、统计与管理的关注，只

是在 《中国外语能力需求调查与战略建议》［１４］一

书中发现有一小节就解放军的外语需求对六个省

作了局部调查，这与军队翻译人才的培养和规划

还相差甚远。

军队翻译人才的培养直接关系到军队外语能

力建设，而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安

全建设。军队外语能力指 “一个国家的军队运用

外语处理事件的能力，其服务范围包括常规战争、

非常规战争 （例如反恐、维和等）、军事科技、军

事外交、军事情报等”［１５］。军队外语能力对维护国

家的安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非

传统安全利益方面。对军队翻译人才培养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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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隐患，鸦片战争中

中方翻译人才的匮乏和无能使中方无论在战前的

准备活动中，还是在战争进行中，抑或是战后的

谈判中，处处被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

难［１６－１７］。我们不能说翻译不到位该为这些灾难负

直接责任，追根溯源，国家层面对 （军事）翻译

人才培养政策和规划的缺失以及国家机器运转失

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美国军队目前拥有一个

跨军种的语言备战指数系统，是国防战备报告系

统的一个部分。这是一个接近实时、基于网络的

战略工具，可以对全军的外语能力进行供需分析，

发现差距。高层领导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进行风险

评估，考查降低风险的措施，以便做出更好的决

策。同时这也是一个搜索工具，能快捷地找到所

需的外语人才。美军这种对全军外语能力的掌控

和规划值得我军借鉴。

（二）国内几所主要军队院校的翻译人才培养

现状

目前中国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军队院校很有

限，主要有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

（即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 “原洛外”）

和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即原解放军国际

关系学院，以下简称 “原国关”），其他如解放军

陆军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等也设有英语语言文学或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培养

军事翻译人才，还有一些对现任各军兵种翻译大

队及其他从事军事翻译的人员培训提升的计划。

但是相较地方院校而言，军队院校外语和翻译类

人才培养的规模受限，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缺少

整体规划，一线军事翻译人员的学历不算高，翻

译能力主要是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提升。

以下是截止到２０１７年几所主要军校翻译人才
培养情况：原洛外外国语言文学各专业博硕论文

２１７篇，１６篇与军事相关，占７３％，５篇与军事
翻译相关，占２３％；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言文学
专业硕士论文统计到 １２４篇，４７篇与军事相关，
占３７９％，１０篇与军事翻译相关，占 ８１％；原
国关英语语言文学博士论文统计到１３篇，０篇与
军事翻译相关，但收集到的硕士学位论文与军事

翻译密切相关，并且在军事口译研究方面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如表２所示。

表２　原国关军事口译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举例

作者姓名 论文名称 完成年份

周靖松 军事口译：特点、要求和训练 ２００７

王岚 释意理论观照下的军事新闻发布会口译研究 ２０１０

李祖扬 军事外宣背景下的军语汉英口译———目的论观照下军事新闻发布会个案研究 ２０１１

张珊珊 记者招待会口译中的搭配错误———基于国防部例行记者会的案例研究 ２０１２

马晨瑶 军事外训口译：传播学视角下的案例研究 ２０１３

张士跃 军事外训口译质量评估中的用户期望：一项基于听众视角的实证研究 ２０１５

殷东豪 基于语料库的国防部记者会汉英口译词汇特征研究 ２０１５

彭丹阳 军事会议口译质量评估———基于错误分析理论的香山论坛英汉会议口译案例研究 ２０１６

　　这些硕博士论文整体反映出的问题是： （１）
选题中与军事相关的研究少，军事院校特色不突

出；（２）与语言前沿技术结合不够，比如与语料
库技术的结合，原洛外 ２１１篇硕博论文中只有 ２
篇；国防科技大学１２４篇硕士论文中有１０篇；原
国关１３篇博士论文中０篇；（３）对国际语言与翻
译研究领域的研究特别是与军事挂钩的研究关注

不够，如翻译与冲突、翻译与战争、军队的语言

规划、语言政策、语言地图、军队外语能力构建、

国家语言主权、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等在选题中少

有体现等。需要指出来的是，原洛外、原国关和

空军工程大学还培养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 （ＭＴＩ），
原洛外属第一批招生学校，２００７年开始招生，语
种为英语，２０１７年开始增加日、俄、朝鲜语语种；
原国关和空军工程大学从２０１５年开始招生。这三
所院校在 ＭＴＩ人才培养上面的共同问题之一是：
只招收 （在职）军人学员，名额非常有限，没有

形成军队翻译人才培养的大气候。

（三）具体问题分析

１．军队翻译人才培养缺少顶层规划。军队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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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人才培养在诸如语种、人数、分布、层次、培

训计划等缺少顶层规划。从整体来说，考察的几

所军校的军事翻译人才培养步调不够一致，直接

与军事翻译研究相关的学位论文很少， “姓军为

军，姓军为战”的军事特色不鲜明，距离军队对

翻译人才的需求相差较大。在目前军改的大背景

下，军事院校各个层面、各个学科为军服务的理

念越来越强，外语专业学员的学位论文的军事特

色应该越来越浓厚。

从外语语种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现有的语

种规模还不够理想，与发达国家尚有不小的差距。

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专门建立了涵盖５００多种外国
语言 （含方言）的资料库，并能对这些语言进行基

本的语音识别和必要的培训。相比之下，我国开设

语种最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还只教授４３种语
言，其他院校均不超过３０种，专门为军队培养外
语人才的原洛外只有２３种。依据现有情况推断，
军队、国家安全等特殊领域内能够使用的语言不

超过 ６０种，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的
需要［１８］。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所掌握的外语语

种总量可代表该国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和国际战

略空间范围。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该有与其

地位相匹配的情报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对世界

语言状况的知识储备应尽快扩大。改革开放以来，

我军数次裁军，以适应国家新的形势，外语类人

才的培养今后恐怕还是要依靠地方院校的数量为

主，但是，国家需要从战略高度考虑军队和地方

院校共同规划人才培养的数量、语种和具体方案。

２．军队院校之间沟通合作不够。在翻译人才
培养方面，从前面的统计数据来看，军校与军校

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这也主要是由于军

队缺乏统一规划造成的。语言规划有防止和处理

冲突的功能。在语言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

我国军队安全语言战略的缺失，说明我们危机意

识的缺少。国家或军队也没有相应的机构负责国

家安全语言战略的制定、实施、监督和预警管理，

“在未来以语言为 ‘武器’的竞争中，我国可能处

于极为被动的地位”［１９］。在军事语言人才乃至军事

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军事院校应该形成合力，加

强交流和流动，从军队安全语言战略规划入手，

尽可能在军队系统内高效培养军事翻译人才。

可喜的是，几所主要军校在这方面已经开始

作为，尽力把全国的军事院校联合起来，在军队

外语能力培养方面形成一盘棋，例如２０１４年１月
国防科技大学举办了 “国家安全与国防语言发展

战略研讨会”，来自地方大学和军队院校、军事部

门的１９位专家，围绕国防语言战略的宏观研究与
规划、我国军队的具体语言需求现状和美军外语

能力建设及其借鉴意义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和交流；２０１５年原国关举办了军事翻译学术会议；
２０１６年６月原洛外举办 “军事翻译论坛第一次学

术研讨会”，全军海、陆、空、火箭军等各军兵种

共１６所军事院校以及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派
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共同探讨如何推进军事翻

译研究向前发展；２０１９年１月国防科技大学主办
了第三届语言文化与军事国际研讨会，不仅汇聚

了国内主要军事院校的外语专家，还邀请了一些

如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地方名校的语言研究专

家以及埃及、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

老挝、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家在中国的军事留

学生参加，并作大会发言，向军民融合和国际化

又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３．针对军事翻译人才培养的研究和交流不够
充分。前文已提及目前翻译学术界对军事翻译人

才培养问题的研究严重不足，从一个侧面也说明

了军队中翻译研究人才的严重不足。从交流上来

说，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共同探讨军事翻译人才

培养问题的时机和场合非常少，由于军校的性质

限制，军队有关军事翻译人才培养和教学的会议

只在内部召开，如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原解放军信息工
程大学举行的 “第三届全军军事翻译与军事外语

教学学术研讨会”就只有军事单位参加，每年全

国大量的翻译研讨会也鲜有军人学者的身影，这

种军地隔离造成了军事院校与地方院校相比在学

术上的封闭和落差，不利于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

如南海舰队与广东海洋大学军地共建，部分军队

翻译干部转业到大学工作，同时继续为军服务；

大学也承担了多项军事翻译任务，但他们双方对

军地合作与人才培养等缺乏长远总体规划，也缺

少与翻译界的学术交流，大多局限于单兵作战的

状态，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４．网络安全的限制导致研究信息沟通不畅。
国内对于外军的相关研究，其信息来源多依靠网

络，在网络上可以查到许多重要数据，科学研究

也需要从网络查找最新文献。然而，由于部队的

网络安全考虑，军内研究人员在军网中难有机会

接触到国际最新的研究成果，也难以了解外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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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甚至部队院校之间也很难充分交流，

这极大地限制了部队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但随

着微信这种自媒体社交工具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

越来越普及，微信也正在成为全国军事单位特别

是军事院校的外语工作人员便利的信息交流平台。

比如 “外语人家”微信群就是这样一个平台，目

前该群人数为４９９人，群员非常活跃，每天发表上
千条交流帖子，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军事翻译实

践的讨论，也偶尔涉及理论问题。笔者查看了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６日晚些时候发表的１００条有实质性
内容的信息帖，有６８条与军事翻译相关，其中对
中国维和部队营区标语翻译问题探讨非常热烈，

从文本内的语言问题到文本外的社会问题、伦理

问题、军队形象问题直至国际惯例问题，大家纷

纷献言献策。所以微信这个交流平台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军队翻译工作人员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

但是由于保密的关系，这种交流不可能有过多的

深入，真正实质性富有产出的交流还得依靠军事

单位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交流机制。

四、重视军队翻译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在军事翻译政策规划上重视军队翻译人

才培养，掌握军队翻译人才状况与分布

如前所述，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的拓展

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我军的对外交流不断扩大，

并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翻译已经成为我军履行战

略任务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军队翻译人才的培

养成为了一个制约军队语言服务保障的瓶颈。要

消除这个瓶颈，从目前形势来看，必须依靠从上

至下的军事翻译政策规划，制定相应的重视军队

翻译人才培养的政策，充分发挥军事院校培养军

队翻译人才的堡垒作用，形成长久可行的人才培

养机制。具体来说，可以做以下几点： （１）全军
翻译人才与地方可用人才调研分类分级； （２）尽
快制作中国的语言动态数据库和分布图谱； （３）
尽早制定军队外语人才与翻译人才培养规划；（４）
制定军队翻译研究重大课题和研究规划。目前中

国军队仍然缺乏系统明确、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的军事翻译政策规划，导致在实际的军事翻译工

作中产生了很大困难。比如，“我军多次从全军范

围内抽调高水平俄语翻译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框架

内的多边和双边联合军事演习，为演习期间的高

层交往、战役筹划、指挥实施、战术协同、生活

保障和文体交流等提供全程语言保障；但由于没

有明确的翻译能力标准，导演部无法根据实际军

事翻译工作的能力将翻译人员第一时间分配到最

适合他们的岗位上，经常出现参演官兵不懂外语，

外语干部语言能力不适用的现象”［２０］。

（二）在军事翻译研究上重视顶层设计与总体

规划，为各军兵种的军事翻译实践服务

上文已经用比较详细的军事翻译研究发展的

数据，直观地说明了军事翻译研究特别是其理论

性研究，对于促进军事翻译整个行业发展及学科

发展的重大意义。军事翻译研究的对象非常丰富，

需要对其系统规划，主要是指对军事翻译研究的

内容进行设计与规划，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１）军事理论翻译研究：对有关军事思想和军事
学术文献资料翻译的研究； （２）军工技术翻译研
究：对关于各种武器和装备的研制、生产、使用、

保养以及军事工程等方面文献资料翻译的研究；

（３）军事情报翻译研究：对用各种公开的或秘密
的手段获取的外国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情

报材料翻译的研究； （４）军事涉外翻译研究：对
军队与外国敌军或友军交往接触中的口译和笔译

进行研究；（５）军事文学翻译研究：包括对各种
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 （６）军事译员研
究：包括对军事资料笔译、军事活动口译等相关

人员的研究；（７）军事翻译口述史研究：利用口
述史研究方法对军事翻译人物和事件展开研究；

（８）军事翻译教育研究：对军事翻译人才培养进
行研究。这些研究除了具有提升军事翻译在翻译

研究领域的学科地位的重大意义外，归根结底还

是要反哺各军兵种的军事翻译实践。实践证明，

军事翻译的学术研究能够发现并厘清军事翻译实

践中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军事翻译实践特需的能力也正是在学术研

究当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另外，一些重大的军事

翻译实践活动例如国防白皮书的翻译，需要各军

兵种的翻译人才协同攻关，整合各军兵种翻译理

论知识和实践力量，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时

间成本共同完成。像这样一些重大的牵涉军队全

局的翻译活动，从研究到实践如何进行顶层设计

与规划，减少翻译成本，提高翻译效率，这需要

专门撰文论述。

（三）在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上加强军军和军

地合作与沟通，保障军队高级翻译人才供应不断线

军事翻译有其独特的内涵，对军事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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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素养、军政素养有特殊的要求，懂翻译不

一定懂军事翻译。而目前院校外语教育包括军队

本身院校外语中，针对军事翻译的具体教育内容

和手段极为缺乏，上文已有详细的数据支撑这一

观点。军事翻译的实战性和具体针对性非常强，

只有具备丰富的军事翻译实践能力的高水平翻译

人才，才有可能胜任具体的高强度的军事翻译工

作。目前我军对外交往频繁，构建对外军事政治

话语体系，以在国际上消除 “中国威胁论”和

“国强必霸论”的国家需求极为迫切，而高层次的

军事政治翻译人才稀缺。为此，需要加强军事翻

译人才培养的军军合作和军地合作。加强军军合

作就是要加强各军兵种翻译机构与军事院校的外

语机构之间翻译人才的流动与合作。比如国防科

技大学２０１７年举办了南部战区第二期涉外军事人
才培训班，着重加强军事翻译能力的培训。通过

跟踪调查，一年之后培训的学员已经有了很好的

军事翻译能力产出，２９名培训学员已有１５名出国
参加了合作军事行动中的翻译保障工作，所有学

员都或多或少地参加了在国内举行的联演联训中

的翻译保障工作。参与培训的学员都表示，这次

高强度的翻译培训切实地提高了他们的军事翻译

能力。加强军地合作就是要加强军队院校及单位

和地方高校等机构的合作，取消了国防生的培养

机制后，军队院校及单位从两个方面加强了对地

方外语人才的吸收和利用，一是招收非军籍外语

类学员；二是招聘地方院校毕业的高级别外语人

才为文职人员，在军队院校及单位工作。相比较

而言，特别是第二条，保障了军队院校和单位对

地方高级外语人才选用的渠道更畅通，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

（四）充分关注如何促使军事翻译服务与现代

语言服务业接轨，确保军事翻译服务与时俱进

语言服务业已经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成为现代新兴服务业，并逐步成为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性行业和现代服务外包发展的

基础性行业。作为语言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翻

译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教

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的地位日显重要。翻译作

为沟通中外交流的桥梁，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对高质量专业化语言服务特

别是翻译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

语言服务以解决语际信息交流中的语言障碍

为目标，提供直接的语言信息转换服务及产品，

提供有助于转换语言信息的技术、工具、知识、

技能等的专项服务。语言服务业包括但不限于工

程领域的翻译服务，软件和网站的本地化服务、

技术传播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与营销、语言

人才的教学与培训、国际会议和大型活动的笔译

和口译，语言相关咨询业务等与多语言信息转换

相关的系列服务。军事语言翻译服务涵盖了所有

这些项目，因而应该更充分、更密切关注现代语

言服务业的发展，加强军地在翻译服务业方面的

合作，促进军事翻译服务与现代语言服务接轨。

在这方面，也有地方力量在为军队服务，例如复

旦大学毕玉德教授正致力于基于网络的多语言军

事术语知识检索平台的建设，该平台目前设计支

持汉语、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

牙语、朝鲜语、越南语、缅甸语、马来语、印尼

语等１２个语种，规模平均约１０万个条目以上，针
对我军军事术语资源匮乏、缺乏有效整合以及军

事术语不统一、不规范的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

满足军事工作对多语言军事术语和对象国知识自

动查询的迫切现实需求；该平台可以用作多语言

军事术语翻译资源平台、军事文化交流平台以及

面向语言智能处理的资源平台。

致谢：感谢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韩子满教授、

陈昕老师以及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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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很多，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该

过程亦是师生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

过程，但研究生是整个过程的主体。近年来随着

考研人数的不断攀升，生源结构日趋复杂，“素质

蛛网模型”中的要素构成也在不断丰富与升级，

如何根据该素质评估结果，制定合理可行的 “花

朵”差异化培养方案，不断释放研究生的潜在优

势，实现 “一人一方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面

向党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培养更

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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