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文化考察 

 

2014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1 日，由上海市学位委员会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

院承办的 2014 上海“翻译学与翻译专业”研究生暑期学校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举行。 

高翻学院对此次暑期学校予以高度重视，并为之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细致的准备。学员不

仅能够参与到专题讲座、组别讨论、学术沙龙等丰富多彩的交互式活动中，还在 7 月 26 日

集体前往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实地参观，与基地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系统了解了基

地的主要职能和运作模式。参观期间，柴明颎教授和姚锦清教授还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政产

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语言服务基地为典型案例，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上连政府，

下连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开放性大平台。在互动环节，两位教授还耐心解答学员提出的

各类问题，并一一给出建设性观点。 

 

 

 

【Q&A 精华集锦】 

 

Q： 

我们对外经贸大学学生组建的翻译工作坊，从去年到现在一共做了 50 万字的翻译，其

中包括论文、时尚类、文化艺术类、社会类的翻译等。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怎么样跟基地对接，

或者参与到基地项目来？ 

柴： 

首先，大家都可以参与到基地的项目中来。工作坊是整个翻译教学的成果，但是它还缺

失一个东西——客户。虽然工作坊是基本按照翻译业务操作流程来的，但它很难呈现翻译项

目的客户管理、业务管理，还有最基本的项目管理。因此学生们也就不了解翻译管理这块。

所以，工作坊只是第一步，搭建工作坊需要很多资源：老师的指导、学生的积极参与、学校



的大力支持都是必须的。接下来就是要大家不断参与，比如参与我们语言服务基地的项目。 

姚： 

一个真实的工作坊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1. 翻译项目是真实的； 

2. 翻译项目是适合用于学生训练的； 

3. 管理者和指导者是确定的； 

4. 管理者和指导者是合格的； 

5. 工作坊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不能像抽风一样，今天有项目今天做了，明天没项

目了就没训练了。这一届的学生有机会做了一个 5 万字的项目，后面一批学生就一个字也没

了。简而言之，就是训练需要一个延续性。 

要满足这样 5 个条件很不容易。其实上外高翻也是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才搭建起一个

这样的平台。我们很 open-minded，如果你想和我们的项目对接，在上海市 MTI 教职委的领

导下随时和我们沟通，拿到项目以团队的形式做。我们担心的是很多老师事情拿了项目不知

道怎么做，做着做着就做烂掉了。 

 

 

Q： 

学生过来实习或做兼职译员，有没有什么要求？ 

柴： 

肯定是有要求的。虽然我们现在还尚未形成译员的测试系统，但这已经在规划中。今年

下半年暑假过后，就会开始设定口笔译的兼职译员标准。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报名测试。

测试结束后，我们会给一些专题任务“试译”，做完后感觉不错就会被列入名单中进行业务交

流。我们有专人做项目管理，如果有任务他们就会分配给合格的译员，并且会向译者介绍清

楚业务类型、要求及报酬等。一定程度上说，翻译是商务往来。我们会根据你的能力、擅长

的领域等来分配任务。 

 

Q： 



其他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到基地工作吗？ 

姚： 

只要是符合企业需求的学生我们都可以接收，并不局限于上外高翻学院。但是我们比较

希望进入这个体系之前学生能先在基地进行实习。实习过程实际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机会，学

生和基地双方互相考核。我们很欢迎其他院校的学生参与到基地的建设中来，我们不倡导近

亲繁殖。同时，基地这边不仅仅需要做翻译的人才，还需要 HR、Marketing、技术人才等，

整个平台还是很大的。 

 

 



 

 

 

Q： 

我们学院有一个师姐，她参加中译杯比赛的时候得了冠军，非常厉害。但她在考蒙特雷

跨级考试的时候没有通过。我想问一下我们教学的标准和人家外界认可的标准是不是不同？ 

柴： 

我们传统的翻译教学实际是涵盖在外语教学里的。目前我们面临两个问题： 

1. 高校的老师并不了解业界的情况。教口笔译的老师从事的服务量不够大，因此他们

不了解业界需求。 

2. 中国翻译行业的混乱。招聘老师的合格率非常低，来应聘的老师大多不符合行业性

和职业性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准。老师必须要参与进去，不是说你一定要去翻，但是你一定要

去了解整个行业。 

蒙特雷的教育职业化水平是非常高的，我相信它的招生标准也是职业化的。我们要认识

到，全国竞赛只是在一个平台上把最好的挑出来。它不是一个水平标准，也不是一个职业标

准。职业性的、高等级的行业一般都没有竞赛，因为在我看来竞赛有点娱乐性质，而非功能

性。你见过医疗行业有竞赛吗？所以，有时候全国竞赛第一名也不能代表什么。如果按照职

业化考试标准，他可能根本就考不上。 

 

Q： 

大家好，我是德语专业的本科生。当初选择小语种是因为社会上说学习小语种就业广，

但现在看来其实不尽然。我想听听两位老师对小语种专业学生的看法。另外，现在学习语言

的人这么多，那我们究竟怎样学习，才能让语言成为我们有利的工具？ 

姚： 

小语种的人才我们基地就急需。但你的能力究竟怎样？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小语种的问

题，而是 qualified 的小语种的问题。业内目前其实奇缺小语种的人才。为什么奇缺？因为

来一百个小语种没有一个合格的。如果你把德语语言运用能力和翻译能力学好，怎么可能会

有问题？目前针对小语种的翻译项目，我们只能跟欧洲的一些翻译机构合作。国内那么多人

在学习小语种，都学出了些什么？所以接下去你应该考虑怎么提高自身语言能力。 

柴： 

翻译是个实际操练的问题，语言也是一样。外语教学中“听说读写”四项，学生都要花很

多力气去练习。我不知道大家针对这四个方面有没有正确地操练，正确地应用？而且，练习

不仅是方法的问题，还有量的问题，量变引起质变。学做口译的人不会演讲，是没法学的；

学做笔译的人，不会写作，是没法学的。如果你连文章都不去读，你怎么去写呢？不去写，

最后又怎么去译呢？翻译其实是一种行为，行为是靠大量的训练才能达成的。并不是我懂了，

我明白了，就可以做了。学语言也好，翻译也好，都是一个艰辛的劳动，要不断地让自己变

得更强。我认为学要精，只要学精了就都有用武之地，学外语学得很粗糙没用啊。 

另外，语言确实是一个工具，但这个工具要用好不太容易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

用锤子敲东西，但你知道一共有多少种锤子吗？少说都有三四十种，每种锤子我们都会用吗？

肯定不是的。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语言作为工具还是有许多地方我们要去熟悉，熟悉了以

后才能用好。要用好语言，就要把它化为自身的一个部分，这需要很多时间去磨练。 

 

 

 



 

 

 

 

Q： 

韩国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有中、英、韩三语甚至四语的口译。这其中两门都不是母语，

学生学起来很吃力，然后又在做口译，您觉得这种设置合理吗？ 

柴： 

很合理，没有问题。如果这两门外语可以变成工作语言，达到了学口译的要求，将来甚

至还可能发展到笔译去。这种情况在欧洲并不稀奇，欧洲译员基本都会四到五门语言，都能

做同传。而问题的关键是，你学习的到底是翻译还是语言？当然基本的语言要学完，这是前

提，然后再学习翻译。 

在口译中，语言间信息转换我们经常说 B to A 或者 B to B，并不是简单地说英语和俄语

之间转换，这两门语言必须达到 B 语言的要求。用英语考试标准来衡量，B 语言就是雅思

考试达到 8 分，表示可以熟练运用这两门语言；而如果不用考试来衡量，简单说就是 near 

native，接近于本族语言的水平。这样学翻译的时候，就可以自由进行信息转换。如果目前

你还在考虑用词等问题，那还没有达到要求。 

当然，笔译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如果一种语言达不到 B 而只能达到 C，那么在翻译的

时候只能从 C 语言转换成 B 语言或者 A 语言。比如说，我的 C 语言是法语，B 语言是英语，

A 语言是汉语，那么我只能做法译英或者法译汉，而且根据国际标准，我不能做汉译法或者

英译法。哪怕我可以用法语交流，但做翻译是另外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