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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按照传统区分，翻译（Translation）一般分为

笔译 (translation) 和口译（interpreting）。两者之

间最重要的区别并不在于译语产出是笔头还是口

头形式，而在于产出是否具有“即时性”② 。随

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翻译形式的不断发展，口、

笔译的界限有时变得模糊。比如电影电视的配音

尽管译语产出是口头的，但应属于笔译的范畴。

而手语翻译根据方向不同则可以是“口译”也可

以是“手译”。

媒体传译③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媒体”又称“传媒”或“媒介”，指的是传播信

息资讯的载体，包括各种传播工具，如电影、电

视、广播、网络以及书报杂志等印刷品（McQuail, 
2000）。媒体传译主要应用于广播、电影、电视及

网络等媒介。但是广播和电影传译的使用和影响

在当今社会非常有限。

由于电视机早已成为最为常见的传媒方式，

电视传译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其他媒介，因此本文

关注的媒体传译以电视传译为主。值得关注的是，

近年来网络直播也逐渐频繁，但是由于网播一般

都是配合电视直播同时进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可

归为电视传译一类。

1. 国内外媒体传译实践和研究回顾

欧洲媒体传译的实践和研究开始于 1960 年

代，当时法国、德国等电视台开始启用同步传译

以在第一时间报道发生在异语国家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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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演播厅直接与持不同语言的嘉宾进行现场多

语种对话。迄今，配备同传的电视节目内容已经

覆盖政治、社会及文娱等各个领域，节目时段也

趋于常规化的黄金时段播放。

中文电视传译最早引起关注是在 1991 年第一

次海湾战争爆发期间，当时台湾几乎所有电视台

均采用同步传译的形式对战争进行了译入中文的

实时报道。2001 年香港凤凰卫视对 9·11 事件的

同传报道则首开了香港电视传译的先河。2003 年

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跟进直播成为大陆媒

体传译的开端。

随着媒体传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研究这一特殊的传译行为。国外发表的关于媒体

传译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对媒体传译的发展及其工作环境突出特

征的分析和综述（Kurz, 1990, 2002; Mack, 2002; 
Russo, 1995; Snelling, 1997）

2）媒体传译中的文化因素应对（Franz 
Pöchhacker，2007）

3）媒体传译员的压力研究（Kurz，1996，
2002）

4）从受众期待和感受方面进行的质量分析

（Kurz & Pöhhacker,1995; Kurz,2001;Elsagir, 2000; 
Steiner, 1998）

近几年，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学者发表了一些

媒体翻译的论文。不过，迄今出现的有关媒体传

译的论文尚为数不多。笔者以“媒体口译”为主

题词在中国期刊网上只搜索到寥寥几篇。这些文

口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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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以介绍媒体传译的特点及困难等的综述类文章

为主，尚无系统的基于实证的研究。

台湾地区对媒体传译进行了不少实证研究，

研究内容涉及传译质量以及译员训练（孙雅玲、

刘敏华，2004 ；廖幸娴，2004）；研究视角较为

多样化，包括电视节目制作人员、译员及观众等

的不同视角（石辰盈，2004 ；廖幸娴，2004）。

2．媒体传译的特点及挑战

媒体传译一般都在电视台的导控室或演播厅

进行，译员接收源语多数时候是通过监视器。有

声语言的媒体传译基本上是以话外音（voice-over）
的形式播出，即以译员的声音覆盖原声道，而异

语原声则淡化或者完全消音（Katan & Francesco, 
2005）。由于媒体对时效性的突出要求，传译多采

用同步形式，以便受众能在第一时间最快地获得

资讯。

电视手语传译也都采用同传形式。一般主持

人与手语译员同时坐在演播室中出像，手语译员

同步传译主持人的解说以及报道的内容。国内手

语节目基本都是新闻，节目录制时，有声新闻的

视频和音频信号分别输出至演播室里的监视器和

提词器上，这样手语译员通过监听、监视，同步完

成手语传译。新闻播出时通过技术处理，主持人

和手语译员同时出现在画面上。如图 1-4 所示：

 

作为一种独特的传译方式，媒体传译员面临

不同于其他传译形式的特殊挑战。

超常语速：媒体新闻的语速是所有发言语速

中最快的。Seleskovitch (1965) 和 Gerver (1969) 通
过研究认为，非诵读文本的最佳速度约为每分钟

100-120 个英文单词。汉语的一般日常会话语速

为每分钟 160-170 个字④ 。
但是媒体新闻的语速远远超过这些平均数。

如 BBC 和 VOA 标准英语的播音速度大致为 140
个单词 / 分钟，而汉语新闻播出语速以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为例，大约在

250-270 字 / 分钟，有时甚至超过每分钟 300 字（李

长栓，2010），另据统计，央视《新闻联播》几位

主播的语速分别为李瑞英 265 字 / 分钟，邢质斌

329 字 / 分钟，张宏民 350 字 / 分钟，李修平 343
字 / 分钟⑤。

语速快带来的是每单位时间需要处理的信息

更多、更密，而由于电视传译同步性的要求，源语

语速对译语语速形成了巨大的制约和压力。当语

速超过人脑的分辨能力时，观众理解辨析就会有

一定困难。（谢礼逵、周振玲，2002）
受众期待：媒体传译的译语信息接收对象包

括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受众面远远比其他任何

口译形式更为广泛。一般来说，国际会议中人们

更关注译语的信息传递，而媒体传译的受众对整

体质量都有很高的期待，除了译语内容外，观众

同时还注重诸如声音悦耳、字正腔圆等视听感受，

甚至很可能会下意识地以电视播音员的标准来评

判译语质量以及译员水平。

心理压力：心理学家认为压力有四个主要来

源：信息密集；精力集中；身心疲劳及工作环境

封闭。会议传译工作无疑将这四个压力来源都集

结一身，属于高压力的工种。而 Kurz（2002）测

试了同一位译员在分别进行会议传译和媒体传译

时的心率及肌肤传导性等压力指标，对比测试数

据后得出结论：译员在进行媒体传译时承受的压

力要大于会议传译！

媒体传译还需要面对很多挑战，如缺乏准备

时间及材料、无现场反馈、非正常工作时段等。由

于电视台通常不具有专门的口译隔间，译员工作

时难免遇到各种噪音及环境等因素的干扰。而手

语译员由于要出境，译员的着装颜色、配饰、化妆

及表情等都有特定的要求。另外由于手语译员的

画面有限，尤其在中国只是屏幕的一个小角落（见

图 4），因此译员还需要注意动作的幅度不能超出

画面。 

3．媒体传译的质量研究

3.1 有声语言

口译质量研究一般采用四种方法（Pöchhacker, 
2001）：问卷调查（survey research）、实验研究

（experimentation）、语料库观察（Corpus-based 
observation）以及个案研究（Case study）。

目前，针对媒体传译的质量研究较多采取问

卷调查和个案研究这两种方法，其中问卷调查通

过问卷或采访的形式调查不同的参与方（如译员、

受众、第三方客户等）对传译质量的要求和期待。

Kurz & Pöchhacker (1995) 对比分析了电视观

图 1: 奥地利手语新闻

（右半面为手语译员）

图 3: 英国 BBC 手语节目

（右下角为手语译员）

图 2: 意大利手语新闻

（左半面为手语译员）

图 4: 中国中央电视台手语新闻

（左半面为手语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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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电视同传质量的期待与会议听众对会议同传

质量的期待有何不同。他们给出了八个质量标

准，包括：讯息完整（completeness）、内容一致

（sense consistency）、逻辑连贯（logical cohesion）、
嗓音悦耳（voice）、口音地道（accent）、表达流畅

（fluency）、语法正确（grammar）以及术语得当

（terminology）。两组对象分别按照重要性对这些

标准进行排序。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电视同传和会议同传的质量标准排序对照

（Kurz & Pöchhacker, 1995）

类    型 电视同传 会议同传

质 
量

标

准 
排 
序

内容一致 内容一致

逻辑连贯 逻辑连贯

嗓音悦耳 术语得当

表达流畅 讯息完整

口音地道 表达流畅

语法正确 语法正确

术语得当 嗓音悦耳

讯息完整 口音地道

从 Kurz & Pöchhacker 的调查可以看出，媒体

传译和会议传译的观众都对内容一致和逻辑连贯

有着最高的期待。但是两个群体明显的不同在于：

电视观众对视听感受（如嗓音悦耳、口音地道、

表达流畅）有着更高的期待，而对术语以及讯息

完整的期待相对最低；而会议听众则对术语和讯

息完整的要求更高，对嗓音及口音的期待则排在

最后。

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 Elsagir 
(2000) 对一个德语访谈节目的观众调查发现，观

众对“讯息完整”的期待最高，而对“表达流畅”

和“嗓音悦耳”的期待分居第二和第三位。

孙雅玲、刘敏华（2003）选取 1992 年美国总

统竞选辩论的现场直播节目为实验材料，考察被

试对质量的评价。结果显示，受试者最容易从“译

语流畅自然”、“语言道地”的角度来衡量质量好坏。

大陆地区关于媒体传译质量的研究非常少，

从中国知网等能检索到的仅有为数不多的期刊论

文（如周青，2007 ；叶霭云，2009）和几篇硕士

论文（如王书林，2007 ；胡竞，2010）。其中胡

竟对有声语言的媒体传译观众期待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观众对讯息完整、表达流畅、音画同步

和嗓音悦耳等方面有着最高的期待。

从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看出，媒体传译的质量

评估多采用不同视角对各项评判指标进行排序的

办法。尽管不同作者的研究结果中排序存在一定

的差异，但是对于媒体传译质量的共同评判指标，

国内外学者还是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

3.2 手语传译

国外的手语媒体传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电视手

语传译的研究。比如 Woll & Allsop (1990) 对英

国历史最悠久的手语节目 See Hear 内容的研究； 
Steiner(1998) 对英国电视手语的理解及产出的研

究，Kyle & Dury（2003）对英国观众收视爱好

的研究，Kurz & Mikulasek（2004）对奥地利广

播公司（ORF) 的电视手语节目发展历程的研究；

以及 Stein 等人 (2006) 对建立的德国电视手语天

气预报语料库进行的研究等。

国内目前（截至 2009 年底）共开辟省市级电

视手语新闻栏目 168 个⑥。这些节目多为每周一

次的新闻综述，而北京电视台是每日播出。

无疑，各级政府为了建设无障碍的社会沟通做

了很多努力，开辟和维持这些手语节目耗费了不少

公共资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节目在聋人群

体中的收视效果并不理想。笔者 2008 年进行的一

项全国调查显示：超过一半（53.7%）的聋人对目

前的电视手语节目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中最突

出的是“看不懂译员的手语”，其次是“屏幕太小”

和“译员速度过快”等。（Xiao & Yu，2009）

4．电视手语传译质量调查

为了深入分析对比手语与有声语言媒体传译

质量标准的异同，探讨国内电视手语传译的质量

问题，我们于 2010 年初完成了一项新的调查。调

查覆盖了 27 个省市自治区，回收了 336 份聋人

问卷，以及 138 份健听人问卷。参与调查的健听

群体基本都是与聋人以及手语节目息息相关的人

群，包括聋校教师、残联工作者、聋人亲属以及学

习手语翻译的学生等。

本次调查中，我们参照 Kurz & Pöchhacker 
(1995) 列出的 8 项质量参数，结合手语传译的特点

和在中国发展的现状，给出了以下 8 个质量标准：

1）聋人能看懂；  2）译员手势流畅； 
3）译员表情到位；  4）手语标准规范； 
5）信息完整；  6）手语内容和画面同步； 
7）手语优雅漂亮；  8）译员穿着得体。 
这些标准中，“手势流畅”相当于 Kurz & 

Pöchhacker 的“表达流畅”这一参数；“手语标准

规范”“译员表情到位”相当于“语法正确”和“术

语得当”；而“手语优雅漂亮”则类似于有声媒

体中“嗓音悦耳”等要求。

我们新加入的标准中，“聋人能看懂”的要求

主要是基于上次调查的结果以及目前手语传译发

展的现状。另外由于媒体的特点和手语译员需要

出镜的要求，我们加入了“手语内容和画面同步”

和“译员穿着得体”这两个可能影响质量的因素。

5. 结果分析

5.1 聋人vs 健听人

针对以上 8 个质量标准，收回的问卷中，聋人

和健听人的排序分别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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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聋人和健听群体都一致认

为：“聋人能看懂”应该作最为重要的一个质量依

据。“手语标准规范”在两个群体都排在了中间

的位置，而“手势优雅”以及“穿着得体”则都

被排在最后两位。此外，“手语内容与画面同步”

这一标准的排序在两个群体中都不高，聋人将其

排在第六，健听人第五。

聋健两个群体对质量看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

于：聋人把“手势流畅”标准排在第二的重要位

置，这和有声媒体观众对“表达流畅”的要求相似，

“信息完整”却被排在了第四的位置⑦。健听群体

却认为“信息完整”应该是第二重要的因素，“手

势流畅”排第三。

表情在手语中其实是语法的一个部分，很多

词义表达是手势配合表情共同完成的，而表情还

有表达疑问、讽刺、强调等语调功能。“表情到位”

这一指标在聋人群体中的排位明显高于健听人。

聋人认为，表情和手语规范是处于同等重要的第

三的位置，而健听人却把手语规范排在第三，把

表情到位排在第六的位置，显示出健听人对表情

在手语中的语法地位认识的差距。

5.2 有声语言 vs 手语

对比 Kurz & Pöchhacker (1995) 研究中对媒体

传译的质量排序，我们发现，和有声媒体传译观

众对“表达流畅”“语法正确”的要求相似，聋人

对流畅性（手势流畅）和准确性（表情到位、手

势规范标准）也有较高的要求。另一点和 Kurz & 
Pöchhacker 研究相似的是：聋人对讯息完整的要

求也相对较低。

我们的调查显示，电视手语传译质量最重要

的标准是“聋人能看懂”，这和中国聋人现阶段的

生存状态和人们对手语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看懂的问题其实涉及使用哪种手语的问题。目前

国内存在 “两种手语”的现象，一种是聋人习惯

使用的自然手语（natural sign language），另一种

是按照汉语语法打的手势汉语 (signed Chinese)。
此外，能否看懂的问题也包含 Kurz & Pöchhacker
研究中的“内容一致”、“逻辑连贯”等内容，以

及语速问题。 
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有声媒体传译的观众对

“嗓音悦耳”有着很高的期待，而手语传译中，这

一收视感受的要求可以体现在“手势优雅”“穿

着得体”上，但是这两项标准在聋健收视者中都

排在了最后两位。不难理解，对于聋人来说，看

懂都还成问题时，优雅是顾及不上的。而电视台

和残联在选择手语译员时，却把长相和手势是否

打得漂亮当成重要的选择标准。

“穿着得体”被排在最后也出乎我们的意料。

手语传译时，衣服的颜色非常重要，有经验的译

员都着没有花纹的深颜色衣服，这样手势在胸前

才能看得更清楚。但是有时译员需要服从电视导

演对上镜效果的安排而着浅色衣服，这时手势会

变得难以辨认。本次调查中聋人和健听人都没有

把着装当成影响质量的重要因素，很可能是因为

他们尚未意识到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这也是本次

调查的不足之处。

从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聋人和健听群体对手

语电视传译中“同步性”的要求都不高。“同步

性”这一标准Kurz & Pöchhacker 的研究也未列入。

但是 Mack (2002) 却认为同步是电视译员应当具

备的重要素质之一，而胡竞（2010）的研究也把

同步性当成一个重要的质量指标，而且这一指标

的排序也相对较高，在第三位。

注 释

① 本研究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8CYY005 资助。感谢中州

大学的张宁生教授、常州市聋校的聋人教师张旭东对

电视手语调查的大力支持，感谢维也纳大学的 Franz 
Pöchhacker 教授为本文提供的资料及宝贵建议。

② 即时性：immediacy（Pöchhacker, 2004:10）
③ 本文使用“传译”作为“interpreting”一词的中译文，以

便能包括手语这种翻译形式。

④ 中国速记网 http://www.suji.com.cn/html/news/meitizixun/
20070321/5310.html

⑤ 百度知道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519064 
⑥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http://www.cdpf.org.cn/
⑦ 质量排序是根据各选项的综合得分得出的，得分越高表

示综合排序越靠前；本次调查中出现综合得分相同的，

则以填写频数多的靠前。

图 6 手语质量评判的标准（健听人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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