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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炎炎夏日，上外高翻迎来了首届“翻译学与翻译专业”研究生暑期学校，让

广大对翻译有兴趣的学子、教师有机会近距离与名家交流，共同破除翻译迷思，

还原翻译的原貌。在开学典礼的第一天，高翻名誉院长柴明颎教授的“外语与翻

译”讲座就系统地介绍了译者需要具备的知识构成体系，强调了思辨的重要性，

并纠正了对于翻译的几个误区，为暑期学校传播正确理念的宗旨奠定了基调。本

次暑期学校的课程分笔译、译学理论和口译三组进行。 

 

笔译篇 

 

 



 

 

 

笔译组的授课侧重传递正确的专业笔译理念和介绍高翻的专业训练模式。各

位授课老师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向学员们强调了核心理念，并与他们进

行了亲切而热烈的交流。 

姚锦清教授以风趣幽默的话语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专业翻译的实质，即专业翻

译是以交流为导向、立足于市场、有明确的客户与受众的翻译，并纠正了一些常

见的理念误区。在名师访谈中，姚教授还与学员们分享了自己多年的翻译心路历



程，让他们领略到名师对于翻译的热爱与激情。王育伟老师在首次组别讨论中介

绍了专业翻译的一些重要概念：客户、受众、行业等，为这些从未接触过专业翻

译的学员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何雯婷老师向学员讲解了文学翻译和专业翻译

的不同侧重点，并用具体的案例调动学员积极思考专业翻译的思维特征，强调翻

译绝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思维问题。龚锐老师具体介绍了汉英笔译的

核心理念和专业训练模式，并用不同的文本引导学员认识到分析交流场合的重要

性，纠正了“原文至上”、不关注读者的思维通病。戴文超老师重点介绍了联合

国文件的翻译要点，并借此讨论了专业笔译的工作流程。 

 

 

此外，吴刚老师为所有学员作了“文学与翻译”的讲座，探讨了工具与翻译

的关系、文学作品的价值、文学翻译等话题，指出文学翻译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但越是艰苦，越能使人感到进步的快乐。 

 

 

 

在授课过程中，各位老师都欣喜地发现学员们听课认真投入，踊跃参与讨论，

课间的反应也比较活跃，能够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不少本科生表现得尤为积

极。此外，本次课程的设置及教学内容的安排也收到了显著效果：学术沙龙以一

种开放问答的形式为学员们答疑解惑；而以案例分析为主的组别讨论也是一大亮

点，所有学员都可以参与小组讨论，思维火花竞相迸发，在畅谈过程中对具体的

翻译操作和思维训练有了直观认识。 



 

学员方面，大家普遍感到一周来的学习收获巨大，发现了自己此前对翻译的

认识仍然存在很多误区，如认为翻译就是文本之内的双语转换；语言能力强，翻

译能力必然也很强；翻译的标准遵循“信达雅”等。一周的课程让学员们对“翻

译”究竟是什么有了全新的认识，拓宽了视野。有学员表示“对翻译的认识可以

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我也在不断思考自己大学前三年的翻译教育的问

题所在”，有的则指出，暑期学校的学习全方位革新了自己的翻译观， “混沌的

大脑对翻译有了新的更深一层的认识”。 

 

译学篇 

 

 



 

 

译学组结合本次暑期学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青年教师这几个不同层

面不同专业背景的学员的需要，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们纷纷采用深入

浅出的教学方式：“翻译史”以故事和史实为主，“中国文化外译”用充分的案例

为支撑，“翻译研究方法论”以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为主要线索。 

译学理论组第一周主要由谢天振教授、张莹和江帆三位名师主讲。译学界大

牛谢天振教授在题为“翻译与文化”的讲座中，引导学员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翻

译，从“老生常谈”到“新生新谈”，提出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并指出

了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谢教授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学员们翻译理论研

究的意义，并鼓励学员“做翻译研究一定要慢，要仔细地研究，仔细地思考”。

张莹老师主讲翻译史研究，她旁征博引，通过很多小故事将中西翻译史娓娓道来。

张老师还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并指出了翻译史在翻译学科中的价值、

研究领域、方法和流程。江帆老师的讲座主讲“中国文化走出去”，她对中国文

化深有研究，特别是红楼梦，对诗经的讲解给人以美的享受，被学员亲切地称为

“文艺小清新”。 

在学术沙龙和组别讨论环节，老师们更是从自身的求学和科研经验出发，与

所有学员分享自己一路走来的心得体会，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个人案例，让同学们

能够切身体会到译学之美和研究之美，也让他们感受到老师们对待知识和理论的

敬畏之心。 

 



 

 

在谈及教学体会时，老师们表示，尽管学员的专业背景不同、学术视野存在

差距，但都对学术研究充满了好奇和热烈的兴趣，他们上课认真听讲、积极提出

问题，课堂气氛活跃。经过些许点拨后，可以看到他们在思维上一些令人惊喜的

变化，开始逐渐知道哪些案例才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也开始思考应该在今后的

日子里阅读哪些书籍，如何找到学术切入点等等。 

学员们则表示，在一周来的学习中，“每天接受新知识，开拓新视野”，通过

老师多方位多层次的授课与讨论，了解了翻译学的多个维度，不仅理清了理论与

实践间的关系，明确了“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译者也不只是两

种语言的连线人”，更认识到了译学研究内涵丰富，别有洞天。同时，不少学员

也纷纷联系各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思索如何将译学研究与自身所学结合起来。学

员们普遍感到老师讲学内容详实到位，为自己今后的学习深造指明了方向。 

  



口译篇 

 

 

 

 



 

 

口译组的授课侧重介绍上外高翻口译的专业训练过程，树立职业化翻译的正

确理念。老师们从理念、案例训练和分享经历各角度为学员带来了一场场视听盛

宴。 

高翻学院院长张爱玲教授作了有关口译技能系统发展的讲座，指出翻译学习

的独特性，介绍了上外高翻开设的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课程的结构设计和课程安

排，强调了循序渐进地科学训练的重要性，并展现了艺术级同传的魅力。金伟涛、

孙海琴、梅文杰、徐琦璐等老师和口译界顶级高手也从各个层面介绍了听说训练、

演讲、积累百科知识、笔记等专业口译科学训练的要素，以及适合初学者的练习

方法。Celine Garbutt 老师还以“欧洲职业口译的现状和发展”为题为学员做了

有关职业口译的讲座，并在访谈中与学员们亲切交流，分享了口译工作背后的故

事，并介绍了成为专业口译的必备素质。 

 



 

 

在这一周的授课中，老师们感到学员学习积极进取，对专业口译训练充满兴

趣。尽管学员们专业背景、个人学习经历各不相同，对口译的理解认识程度也不

一，但无论是授课还是讨论环节，都相当投入，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关切；有

的学员通过讲座，已能够基本掌握口译的正确概念和口译练习的正确走向，跟得

上授课与点评的思路脉络，很有潜力。 

从学员的反馈来看，许多同学通过一周的学习，表示“对职业口译的理念与

要求有了颠覆性的认识”，“对口译的兴趣也在认识加深的基础上变得更加浓厚，

同时对自己向职业口译员靠近的道路充满了信心”，“在不论是上外高翻任职的老

师还是接受学习的研究生师兄师姐身上领略到他们身上焕发出的自信和成熟的

口译能力，这正是高翻学院采用严格、负责、专业的教学手段所取得的成果”。 

 



 

 

 

 

通过这一周的教学，老师们感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渴求知识的心愿，

在课上课下积极奉献出自己的所学所得、所想所思，与大家交流。周末期间，学

员们还参观了上海博物馆与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历史

文化，观摩第一手实践。这次暑期学校让所有教师都更加意识到此次公益型短期

办学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向广大正在成长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推广正确的翻译学

理念和研究意识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