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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际差异是无法消除的客观事实，因而歧异性成为翻译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高度 

注重形式化语言的机器翻译来说。本文从歧异性的定义、分类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三个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 

梳理介绍，以便让国内翻译研究人员对翻译歧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对于英汉翻译歧异性研究而言，形成跨 

语系的完整的理论模式存在一定困难，期待各领域重视理论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现跨学科合作发展， 

从而推动机器 翻译实 现长 足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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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mnipresence of cross—linguistic distinctions makes divergence a core problem in translation，especially for 

Machine Translation(MT)which requires highly formalized languages．Previous studies have made great effort tO discuss 

how tO define translation divergences，how to specify them，and how tO solve divergence problems in MT．In terms of the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the formalization of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bout translation diver— 

gences is rather difficult since they are of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It is highly expected tha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divergences w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that the specific issu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would be an— 

alyzed depending on their situations，and that the interdiscip1inary cooperation would be realized，by which MT will a— 

chieve long—term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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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机器翻译 (Machine Translation，简称 MT) 

是计 算语言 学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的一 

个分支 ，涉及计算机 、认知科学 、语言学 、信息论等 

学科，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之一，兼有重要的科 

学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自20世纪 9o年代起， 

MT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翻译质量 

得到 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尽管如此 ，在某些方面 ， 

MT与人工翻译尚有距离。现实情况对 MT的需 

求仍在不断上升 ，国内外研究人员对 MT的探索 

和改进也从未停歇 。 

困扰 MT的问题很多 ，其中一大 问题是翻译 

歧异性(Translation Divergence)。在 20世纪 8O 

年代 ，欧洲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 

与此 同时，各 国语言交流的迫切性 日益增强 。在 

此背景下，欧洲共 同体(European Community)成 

立 EUROTRA项 目[1]，旨在设计 一个操作 系统 ， 

用以当时欧共体内法语 、德语 、荷兰语 、意大利语 、 

英语 、丹麦语 、希腊语七种语言之间的翻译。项 目 

设计时考虑的一大 因素 是语言 习惯 多样性 (Di— 

versity)的特点 ，因此一大挑战便是既要建立各种 

语言之间互通 的接 口表征 (Interface Representa— 

tion)，又要兼顾每一种语言的地道性。七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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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互译 ，共 42个语对的歧异性问题在当时受到 

关注。 

MT发展至今 ，各 国学者对翻译歧异性进行 

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探讨 ，并 为解决 MT 中的歧 

异性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与尝试，成果颇丰。但目 

前为止，国内翻译界关于 MT的歧异性问题研究 

较少 。有鉴于此 ，本 文对各 国学者关于翻译歧 异 

性 的研究进行梳理 ，以便让 国内翻译研究人员对 

此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共 同讨论该领域 

的发展及对 翻译研究的启示 。 

二、翻译歧异性基本概念 

歧异性是翻译 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 MT领 

域尤其受到关 注。关于翻译歧异性 的定义 ，学界 

没有严格统一的说法。Dorr认为 ，从某一 自然语 

言到另一 自然语言的翻译往往造成译文语句在形 

式、结构上与原文大相径庭 ，这便是翻译歧异性， 

亦即语 际差 异 (cross—linguistic distinctions)̈2]。 

Dorr& VOSS将广义的歧异性定义为源语与 目的 

语结构相异或表达不 同信息 的所有翻译 句对 ，并 

将如此定 义的歧 异性 比作 MT中旬对输入 输 出 

规范的“黑匣子(black box)”[3]。与之相比，狭义 

的歧异性 是指 自然语言 表征 (Language—to—Lan- 

guage)之间，或 自然语言与 中介语 (Language—to— 

Interlingua)之间的映射(mapping)，用来反映语 

言内隐假设或理论原则 ，Dorr& Voss将此 类歧 

异性比作 MT中旬对输入输出规范的“透明玻璃 

箱 (glass box)”L3]。而按照 Mishra& Mishra的 

理解 ，源语 中词汇 、句法相似的句子转换成 目标语 

后在词汇、句法上并不相似，该现象为语言歧异 

性L4]。Sinhal 8L Chandak则认 为，歧异性不仅指 

语言本身的差异 ，同时也包括文本形式的差异 ]。 

关于歧异性产生的原 因，也是众说纷纭 。Lin 

et a1．认为歧异性产生于源语与 目的语之 间不 同 

的词法 (morphology)和词 汇使 用[6]。Sinhal& 

Chandak认为歧异性产生于源语与 目的语内在 的 

不兼容 性 (inherent incompatibility)『5]。虽 然说 

法不一，但归根结底，其原因便是语言差异。 

翻译歧异性 的相关概念有翻译错配(mismat— 

ches)和不对应 (non—correspondence)。先说翻译 

错配 。Kameyama et a1．认为 ，当某一语言需要 区 

分的语法在另一语 言的语法里没有加 以区分时 ， 

翻译就产生了错配 ]，或者说，翻译错配就是 目的 

语 中无字符串来对应源语的信息表征 。比如英语 

中可数名词 有“数”(number)的 区别 ，但 日语没 

有，而 日语要求的敬语表达英语中也常常缺乏 ，翻 

译时就会产生错配现象。错配不仅表现在语法形 

式上，文化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比如汉语中“功 

夫”“太极 ‘五行”等在英语里都没有对应的字符 

串。Kameyama et a1．认为 ，翻译歧异性只是词汇 

错配的一种 。Barnet et a1．也对翻译歧异性和翻 

译错配进行了分析比较。他们认为，翻译歧异性 

情况下 ，译文与原文表达同一个意思 ，但因从不同 

角度来阐述 ，最 自然 的译文与原文在某些方面会 

有差异 ，如句子结构。换句话说 ，译文与原文的语 

义解释 (semantic interpretation)一致 ，但语 义内 

容(semantic content)会有不 同。而在翻译错 配 

的情况下 ，因源语与 目的语词汇不对称或在名词 

的性、数、动词的时态、体态、礼貌用语等方面的不 

同，译文表达的信息与原文不完全一致，或增多， 

或减少。Barnet et a1．认 为翻译歧异性与翻译错 

配都是典型的语际迁移问题，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前者包括后者I8]。 

另一个 相关 概念 是不 对应 (non—correspon— 

dence)。Xu＆ Li以汉译英为例，将其定义为翻 

译中信息的增加、删减或其他结构、语义上的调 

整_g]。该现象源于汉英词法、句法的差异。汉语 

以字为基本语言单位，而英语则是以词为单位，英 

语一个单词往往对应汉语若干个汉字 ，如 smoke 

往往译成“吸烟”二字 ；同时，汉语 中词的划分，尤 

其是多字词的划分界线较为模糊 ，因此在翻译时 

较难实现完全的对应 ，难免有增加 、删减 的情况 ， 

与印欧语系语言对译 时尤为如此。另外 ，由于汉 

语属于意合语言 ，汉语主语 、宾语可以从上下文中 

直接推断出来 ，有时并非必需，其他句法成分顺序 

与英语也不尽相 同，因此翻译 时会有结构和语义 

调整 。如此一来 ，便体现在翻译的歧异性上 了。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字词、句段的一一对 

应，还与语境、社会习俗紧密相连。不同于人类使 

用的自然语言 ，MT程序处理的是人为设计 的形 

式语言，将很多不定 因素排除在外 ，因此非常缺乏 

意译({ree translation)的能力 。受歧异性的影响 ， 

MT在某 些情况 下经直译 (1iteral／word-to—word 

translation)产生的译文生硬、尴尬，令人啼笑皆 

非。因此，翻译歧异性成为 MT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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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译歧异性类别 

在长期关于翻译歧异性 的研究 中，学界形成 

的一个共识是 ，想要解决 MT 中的歧异性 问题 ， 

就先要对不同的歧异性进行识别 和分类 ，这样才 

能分门别类，针对性地编写算法供机器学习，最终 

提高 MT的质量。 

对翻译 歧 异 性 最 早进 行 系统 研 究 的 当属 

Bonnie J．Dorr。Dorr首先在研究英语 、德语 、西 

班牙语之间的翻译时，提出五类歧异性，并分别通 

过举例进行定 义，其 中包括 ，结构歧异性 (struc— 

tural divergence)指英语 中作 动宾的名词短语译 

成西语 中的介词 短语 ；合 并歧 异性 (conflational 

divergence)指德译英时英语单个词的词义等于德 

语两个词 的组合 ；词汇歧异性(1exical divergence) 

指英译西中表达 同一个意思的谓 词不一样 ；范畴 

歧异性(categorial divergence)指英译德中谓语 由 

形容词变 成 名词 ；主题 歧 异 性 (thematic diver— 

gence)指英 语 中的宾 语译作 西语 中的 主语 。其 

中，主题歧 异性 又包 括 论元 调序 (reordering of 

arguments)和 谓 词 调 序 (reordering of predi— 

cates)两大类。论元 调序较 为简单 ，即源语 与 目 

的语 中主语与宾语 的互转 。谓词调序则包括晋级 

(promotion)和降级(demotion)两种情况 ，晋级指 

源语作补语的成分译作 目的语中的谓词，而降级 

则相反 ，源 语 中的谓词 译作 目的语 中 的修 饰成 

分 。 

Dorr在原来的基础上 ，将主题歧异性下属的 

谓词调序所包含的晋级与降级两种情况独立出 

来 ，将原来的五类歧异性发展为关于词汇——语 

义歧异性的七大语言学分类，并将原来通过例子 

进行的解释进行提取概括 ，作 了更为抽象的定义 ， 

分别为：主题歧异性，指论元换位；晋级歧异性 

(promotional divergence)，指 逻辑上 的修饰成分 

经翻译后 成 为主 动词 ；降级歧 异 性 (demotional 

divergence)，指逻辑主语经翻译后作为内部论元 ； 

结构歧异性 ，指句子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改变 ； 

合并歧异性，指源语必需的论元经翻译后，其意义 

被合并入 目的语的单个谓词中；范畴歧异性 ，指源 

语转换为 目的语后 ，作谓语的词类不一样 ；词汇歧 

异性，此项歧异性可视为前六类的附带效应，因为 

任意一种歧异性必然引起词汇选择上 的改变口 。 

除词汇一 一语义歧异性外 ，Dorr还讨论 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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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 、惯用语、篇章知识 、专业领域知识或其他常 

识引起 的翻译歧异性 1̈引，并就这些语言知识与词 

汇一 语义歧异性 的关 系作 了分析讨论_1引。但 

这些讨论并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框架，其 

应用性也不如词汇⋯ 一语义歧异性那样适用于分 

析多种语言，因此后人借鉴讨论较少。 

Dorr所提 的关 于词汇一一语义歧异性 的七 

大语言学类型有相 当重要的理论指 导意义。然 

而，由于 Dorr的研究仅以英、西、德三种语言为基 

础，不一定适应于其他语言，难免存在局限性 。随 

后 ，大量的实证研究采用此分类作为框架进行探 

讨 ，不仅证实了 Dorr的观点，同时也在各 自的基 

础上针对歧异性分类提出了改进与完善。Ma— 

hesh et a1．认为，Dorr提出的分类无法将所有 的 

歧异性包括在 内，“只是探索复杂的翻译歧异性领 

域的一个开始”[1 。他们的研究 以英语与北印度 

语之间的翻译为例，关注因语法系统相异而引起 

的歧异性 ，指出结构歧异性所涉及 的内容应 当扩 

展。Mishra Mishra将歧异性按照内容分为传 

统型与典型型。传统型即 Dorr提出的七大分类 ， 

典型型则包括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心理语 言学 、 

连词与小品词的作用 、分词、动名词 以及社会文化 

等方面的内容。另外 ，他们认为歧异性现象因语 

言而特异 ，某类型 的歧异性不会发生在所有语言 

之间F43。Sinhal& Chandak认 为歧 异性可分 为 

两大类 ，即词汇⋯一 语义歧异和句法歧异 ，两者是 

互补 的，前者亦 即 Dorr的分类 ，完全 由词汇属性 

造成，而后者与词汇的实际使用无关 ，是由语言的 

句法属性决定_5]。 

四、翻译歧异性解决方案的研究成果 

为了解决 MT中的歧异性 问题 ，各 国学者与 

专业研究人员从理论 、技术等各方面作 了大量 的 

尝试与努力。以下研究成果按照发表时间先后顺 

序排列。 

Habash Dorrl1 认为 ，解决歧异性问题的 

前提是源语 和 目的语之间有 明显对称 的语 言知 

识，需要词汇 、结构等信息的匹配 。他们介绍使用 

GHMT (generation—heavy machine translation) 

系统来解决翻译歧异性问题，该方法无需转换规 

则或复杂的中介语表征，而是依赖于 目的语 的词 

汇意义 、范畴变化、次范畴框架等信息 ，将源语进 

行句法分析后与 目的语进行匹配 。 



 

Mahesh& Sinha[1 指 出 目前机器 翻译 的研 

究开发人员虽然 已经意识到识别并解决翻译歧异 

性问题非常关键，但是要设计一个整体的方案还 

是存在很大困难。相对来说，制定一个针对于某 

一 个语言的方案更为可行。因此，他们利用北印 

度语的构词法，以动词的曲折变化为例，提出一项 

技术方法用以辨识某些歧异性模式并提供方法解 

决英译时的歧异性问题。 

Goyal Sinha[1 采用 Dorr所 提 的关 于翻 

译歧异性的分类作为讨论的基础框架，举例分析 

英语与梵语、北印度语与梵语两对语言之间的歧 

异性，同时讨论了框架外的歧异性模式，包括英语 

与梵语之间在语序影响语义 、语态 、动名词和分词 

小句实现形式 、形态 、敬语 以及时间表述等方面的 

差异。他们认为，需要尽量多地研究各种语言之 

间的歧异性，认识各种歧异性模式，这样才有助于 

解决翻译时由歧异性导致的问题 ，促进机器翻译 

的发展。 

Mishra＆ Mishrar4]举 例讨论 了英语 与梵语 

之间与连词、小品词、分词、动名词以及社会文化 

相关的歧异性，并介绍了他们研发的英译梵机译 

系统。该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基于规则的模型和 

通过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的词典匹配。并通过 

实验说 明该系统能解决英译 梵中大部分与连词 、 

小品词 、分词、动名词以及社会文化相关的歧异性 

问题 。 

Saboor& Khan[1。 采用 Dorr的分类对乌尔 

都语 与英语之间的六类歧异性进行举例分析 ，并 

针对 EBMT(Example Based Machine Transla— 

tion)介绍 了一项算法用 以识别这些歧异性 ，同时 

建议用<DIV>对歧异性句子进行标注 。 

Sinhal& ChandakE5 认为机器翻译往往需要 

调整，识别歧异性则是进行调整 、实现有效翻译的 

关键。歧异性问题总是需要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建议可采用框架转移法 (framing transfer rules) 

或参数 化映射 (parameterized mappings)来 解决 

机器 翻译中的歧异性问题 。 

Kulkarni et a1．_1 认为制定一个一般应对方 

案将所有语言之间的歧异性问题都解决是不太现 

实的，应着眼于具体语言之间的问题，因此讨论英 

语与马拉地语之间主要因句法结构规则相异而引 

起的歧异性问题 。 

Feng_2。 举例介绍 了中、英 、西 、德等语 际翻译 

时存在的几类歧异性 问题 ，包括词汇选择 、时态、 

主题关系、结构、词类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作 

者建议使用基于共现簇(co—occurrence cluster)的 

方法来解决。若机器翻译的歧异性问题没那么 

大，作者又提出若干建议，包括在源语与目的语结 

构相似的情况下不关注句子意义 ，按 目标设定不 

同的接受阈值 ，半 自动标注 ，控制原文歧义 ，与其 

他文本处理技术结合等 ，以此来减少甚至解决歧 

异性问题 。 

纵观前期研究 ，可获得如下一些启示 ：第一 ， 

理论研究对 于 MT 中歧异性问题的解决有 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 MT研究需要系统、程序 

的完善 ，但是翻译从根本上说是与文字打交道的 

过程 ，尤其是对于需要高度形式化语言 的机器来 

说，更离不开语言学理论 的支撑。因此在开发机 

译系统的同时，不能忽视理论研究。第二，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各 国学者对歧异性问题的探讨都是 

着眼于具体的语 言差异 ，并且针对性地设计解决 

方案。第三，MT的发展需要跨学科 的共同努力 ， 

包括语言学、计算机、认知科学、信息论等各个学 

科，仅靠其中任意一个都无法实现 MT的长足发 

展 。 

五 、翻译歧异性研究反思 

语际差异的存在是无法消除 的客观事实，因 

而歧异性是翻译必须 面对 的问题。然而 ，作为研 

究对象的语言是何其复杂，加之全世界语言数量 

庞大(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语 言学及语言 

交际工具 问题手册》统计，现今世界上有 5651种 

语言)，在人们 开始 自觉去认识 歧异性现象 的时 

候 ，想要用一个完善 的理论模式 概括 出歧异性现 

象的本质 ，难免具有局限性 ，因而争论和理论模式 

存在缺陷是不可避免 的。研究之初 ，学界便认识 

到 ，形成能应用于世界所有语言 的统一的理论模 

式(universal mode)是不可能的，便逐渐把主要精 

力转移到对歧异性现象的具体分类上 ，针对性地 

开展研究 。 

国外进行翻译歧异性研究一大优势是 ，目前 

所研究的各种语言大都属 于印欧语系，如印度的 

梵语、欧洲的希腊语、拉丁语。它们大都是屈折 

语 ，广泛利用词缀和词干元音音变来表达语法意 

义，显示出系统的相似点，如名词和大部分形容词 

都有性、数 、格的变化 ；动词词根相似且大都有时 
一 1 O9 一  



态、语态和语体的变化 ，主语和动词在变化 中互相 

呼应 ；等等。虽然这些语言历经发展 ，对这些特点 

的保留程度不一，有些保留得较为完整，如德语、 

俄语，有些在形态稍有简化，如英语，但这些系统 

的相似性还是为各语言之间的翻译歧异性研究提 

供 了基础 ，方便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式 。 

相比之下 ，跨语系的翻译歧异性研究就显得 

较为困难 。尤其是 汉藏语 系本 身 的特点没 有统 

一

，所含 的语言类 型各异 ，千姿百态，虽然经过各 

国语言学家的努力 ，这些语言的特点陆陆续续 、深 

浅不一地被了解 ，但是它们各 自的演化脉络还不 

清楚，各语言群体之间的共性和特性以及远近关 

系也还很不清楚 ，至于整个语系的特点 和演变脉 

络更是难以把握[2 。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跨语 

系的翻译歧异性的系统理论还任重道远。 

六、结语 

机器翻译之所 以要关注歧异性 ，根本原 因是 

机器无法像人一样在翻译过程中采用意译。机器 

翻译的现实情况往往是英语 的输 出结果较 中文输 

出更为通顺合理 ，这也说 明机器需要形式化 的语 

言学知识 。然而 ，国内机器翻译 研究一直 以来更 

为关注机译系统本身的发展 ，大量研究侧重系统 

测评、模型建立、算法匹配、译后编辑工具研发等， 

而对于理论的应用关 注较少 。相 比于英语 ，汉语 

很多的语法规则缺乏直接 的表现形式 ，但是这并 

不等于汉语不能形式化 。针对机器翻译的理论探 

索还需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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