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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类型理论视域下科技文本翻译
研究综述

吴  链

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摘  要｜随着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外文科技文本的阅读需求量日益增加，对科技文本

翻译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其中，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之

一，备受关注。但现阶段我国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书籍翻译量较少，难以

满足阅读需求和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赖斯（Reiss）提出文本类型理论，这一

理论虽提出已久，但在科技文本翻译中，该理论的研究开展较少。本文将分析

近年来我国科技文本翻译现状以及文本类型理论的研究现状，展示将文本类型

理论应用于科技文本翻译中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科技翻译；文本类型理论；人工智能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21 世纪是科技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学科相互渗透和交叉，

国际间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交往日益加深。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已成

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它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面对日新

月异的科学技术及庞大的国外科技信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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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科技翻译必不可少。科技翻译作为一门社会迫切需要、大有用处的知识技能，

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阶段人工智能基础外文书籍翻译

数量较少，且翻译人工智能领域书籍时间上具有滞后性，现存翻译出版的大多

数人工智能领域书籍在国外已出版十余年，难以跟上该技术近几年的发展速度。

由此可见，我国对人工智能领域书籍的翻译尚处于未成熟的发展阶段，但翻译

需求量较大，因此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1.2  研究意义

科技文本具有高度专业性和特殊性，因此翻译过程中涉及许多独特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们纷纷从文本类型理论的角度出发，

探讨科技文本翻译的规律和特点。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过于侧重语言形式，而

忽视了不同类型文本的功能和特征。文本类型理论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功能性

的翻译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类型文本的翻译需求。在人工智能领域，

不同文本类型可能对翻译者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从文本类型理论的角

度来审视科技文本翻译的实践。通过对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科技文本进行研究，

有利于深化文本类型理论在科技翻译中的应用，拓展理论的适用范围；人工智

能领域的相关文本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文本类型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切实

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提升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文本功能的准确把握；深入

研究科技文本类型的特点，可以为翻译者提供更为准确的指导，有利于提升翻

译的质量和效率。

本文从文本类型理论简介、文本类型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科技文本翻译

等方面，梳理了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的科技文本翻译研究的适用性，探讨了当

前研究的不足，以期为未来科技文本的英汉翻译研究提供更深入全面的视角。

2  赖斯文本类型理论的渊源及现状

2.1  赖斯文本类型理论简介

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是德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学者，也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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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翻译理论的领军人物。赖斯在其 1971 年出版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

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涉及文本类型和翻译方法的理论，她认为：等值的概念不

应只停留在字、词、句的微观层面上，而应该涉及文本（语篇）层面［1］。赖斯

文本类型理论的基础是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Karl Buhler）的语言功能工具

模式。布勒在该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语言具有三大功能，即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和感染功能（appeallative function）［2］。 

赖 斯 则 建 议 根 据 文 本 的 主 要 功 能 将 所 有 文 本 划 分 为 三 种 类 型： 信 息 型

（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和操作型（operative）［3］。

根据赖斯的定义，信息型文本重内容，其主要功能是传递真实准确的信息，

语言逻辑性强。在翻译时要确保译文完整传递原文信息和内容，应该使用直白

的语言进行翻译并按需要使译文清晰明了。表情型文本重形式，具有特定的美

学特征和艺术表达。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应在译文中寻求与原文相似的艺术形式。

操作型文本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表现出特定反应，唤起他们采取某种行动，其语

言通常具有对话性质。在翻译时通常需要采取编译或适应性的方法，以达到感

染并召唤读者的目的。

同时，赖斯还指出，虽然语言兼具三种功能，但是三种功能不可能均衡地

体现在每个文本之中，而识别文本的主要功能很重要，因为“传递原文的主要

功能是衡量译文的决定性因素”［4］。分析和识别文本的主要功能并不是排斥或

否定文本所具备的其他功能，而是为了更加清楚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合适的策

略和恰当地处理不同层级的信息［5］。

切斯特曼认为赖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深深影响了当代翻译理论［6］；诺德

称赞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7］；芒迪则指出赖斯理论的重

要之处在于，“超越了纯语言的层面、超越了纸上的文字及其意义，把视野拓

宽到翻译的交际目的”［8］。

2.2  赖斯文本类型理论研究现状

在国内研究方面，较早对赖斯文本类型理论进行细致研究的有丁建江、吴

爱玲、张美芳等学者。他们对该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并对文本类型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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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丁建江指出文本类型理论为翻译过程提供了一系列具

体可操作的方法，同时也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的科学化、标准化提供了理论

依据［9］。

吴艾玲阐述了文本类型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我国翻译界对不同文本类型

翻译的情况作了介绍［10］。刘永杰、许悦萌聚焦于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认为赖

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由此提出译

者应在翻译中注重分析、探究不同文本的特征，并选取相应的翻译策略［11］。而

张美芳则详细阐述了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追溯了其理论根源，阐述了其他学

者提出的相关观点，并结合英汉译例探讨了文本类型理论对翻译研究，特别是

对英汉翻译研究的启示［12］。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赖斯文本类型理论在具体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探究。祝

朝伟、李萍认为将文本类型理论应用于中英诗歌翻译对于解决翻译中的直译与

意译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13］。郭瑞娟分析了在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的旅游

资料翻译所应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策略，指出翻译时应遵循读者第一的原则［14］。

孙瑾关注机器翻译研究，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入手，结合机器翻译原理，论证了

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文本的机器翻译适用性［15］。

2.3  文本类型理论的适用性

进入信息化时代的 21 世纪，距离赖斯提出文本类型理论已经过去了将近 40

年。在文本类型理论下，翻译的文本类型决定了翻译方法。文本类型不同，其

行文规范、用词特点、修辞手法等语言表现形式以及文本功能、文本焦点、翻

译目的、翻译方法也各有不同。只有通过分析语言的特色和功能及其在各种类

型的文本里呈现出的表现形式，才能进行客观翻译和客观翻译评价。

如今，实用性文本的翻译需求已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文学性文本，传统的翻

译标准并不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而文本类型理论在当今仍具备生命力和适用

性。从在知网上对“赖斯文本类型理论”的检索结果来看，自该理论提出近 40

年来，从早期的纯理论层面探索，一直发展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将文本类

型理论与真实翻译市场的翻译实践密切结合，例如探讨文本类型理论关照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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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本、旅游文本、公示语、广告、外宣、门户网站、法律文本、商务文本、

新闻、翻译教材、环保宣传等实用性文本的翻译。

2.4  文本类型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赖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适当翻译方法的首要

因素”，将文本分为三种类型：以内容为中心、以形式为中心和以呼吁为中心。

按相应功能细分为以下三种。

信息型文本包括科技论文、新闻报道、报刊文章以及大多数陈述客观事实

的非文学类作品。主要是表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

较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以简朴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

文相同的概念与信息［16］。

表情型文本是一种“创作性作品”，具有美学的特征。在表情型文本类型中，

信息发送者可自行开创主题并有意识地“利用语言的表情与联想意义”［17］。信

息发送者将其对现实的感觉、情感、情绪和态度经由创作性作品和对事实的“艺

术性塑造”表达出来，并利用文体、韵律和修辞等手法以实现表情型文本的审

美效果。

感染型文本包括广告、宣传文本、通告、规章制度等旨在说服或引导读者

的文本，旨在感染或说服读者并使其采取某种行动，以读者和效果为导向，其

语言形式通常具有对话的性质，其关注点是信息的接收者，侧重于感染的作用。

翻译感染型文本时，可用编译或适应性的方法以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18］。

表 1  文本类型的功能特点及其跟翻译方法之间的联系［19］

Table 1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xt typ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ranslation 

methods

文本类型 信息型 表情型 操作型
语言功能 表达事物与事实 表达感情 感染接受者
语言特点 逻辑性 审美性 对话性
文本焦点 侧重内容 侧重形式 侧重感染作用
译文目的 表达其内容 表现其形式 诱出所期望的反应
翻译方法 简朴的白话文，简洁明了 仿效，忠实原作者 编译、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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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赖斯的观点，信息型文本主要表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

语言特点是逻辑性较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以简朴明

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与信息［20］。表情型文本用于表达信息发

送者对人、对物的情感和态度，其语言具有美学的特征，侧重点是信息发送

者及其发送的形式。表情型文本的翻译应采用仿效法，以使译文忠实于原作

者或原文。操作型文本旨在感染或说服读者并使其采取某种行动，以读者和

效果为导向，其语言形式通常具有对话的性质，关注点是信息的接受者及对

他们的感染作用。翻译操作型文本时，可用编译或适应性的方法以达到感染

读者的目的。

3  科技文本特点与翻译

根据 Reiss 的文本类型划分标准，信息类文本的文本功能在于传递客观事实

和语言，重逻辑，语篇内容为主要关注点。一般而言，科技文本主要包括：工

程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研究报告、著作、技术标准、科技图书、科技

产品指南等，都以传递客观科学信息和观点为主要内容。因此，科技文本属于

信息型文本。

科技英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表达客观科学，让读者理解内容却不会产生过

多的想象，轻色彩，重理性［21］。科技文本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也不需要译者天

马行空的发挥，需要的是忠实原文，保留原文行文风格［22］。刘宓庆指出科技英

语的显著特点是重叙事逻辑上的连贯以及表达上的明晰与畅达：避免行文晦涩，

作者避免表露个人感情，避免论证上的主观随意性［23］。杨福玲指出科技英语翻

译应做到科技英语语言知识、专业知识和汉语语言知识的完美融合［24］。

信息类文本翻译要求简洁明了，而科技文本的词汇翻译必须做到这一点才

能准确直白的传递文本内容，若是词汇意思传达错误，必然引起歧义。且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科技术语大量涌现，术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会出现一

词多义的现象［25］。译者需区分文本背景专业，谨慎择义。科技文献中涉及的内

容很少有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意义，因此主要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英汉词汇运

用方式有较大差异，英语词汇可通过形态变化表达语义，而汉语词汇没有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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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译成汉语时应增添词汇或简洁表达。

科技文本的句子翻译更是与此密不可分，英语句式讲求形合，句子结构紧凑，

信息高度浓缩，表达简洁；而汉语倾向于使用简单短句，所以应根据汉语表达

习惯调整与汉语逻辑不符的语序，或是分清句子主次信息调整句子结构，将英

语显性结构转化为汉语隐性语义结构［26］，增补原文省略语义，既要准确达意，

又要通顺易懂。

科技英语和科技汉语都具有简洁明了的特点，但由于两种语言结构的不同，

为实现语言的简洁明了其呈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所需的翻译方法也不同，这

也是科技英语文本翻译的难点。语言使用要讲求得体，译者做翻译研究也要讲

求译文的得体［27］。因此应区分科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异同之处，尊重其文本特

点和功能，做到排除歧义，准确传达原文信息，使译文通俗易懂，符合科技汉

语表达规范。

对于选取的科技文本翻译，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不同的实践和研究。杨红从

认知事件视角探讨了如何翻译金融科技文本［28］，邓高胜、吕世生总结出医学类

科技文本翻译要抓住其多无主句的特点［29，31］。在知网上检索“人工智能翻译”

时发现，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在探讨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辅助翻译过程［32］，

而缺少对于人工智能领域书籍和文本的翻译实践。

4  科技文本翻译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

进入 21 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国内科技翻译市场需求巨大。但是，

科技翻译研究似乎并没有相应地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甚至面临着“难以为

继的局面”［33］。范武邱对科技翻译研究近些年相对停滞的原因进行了探析，

指出科技翻译理论研究受阻、科技翻译理论与实践脱节以及科技翻译工作者

科技知识匮乏都是制约科技翻译研究的瓶颈［34］。在笔者看来，国内科技翻

译的不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热度减弱。翻译理论

研究“使翻译技能从自在行为上升为自为行为，使翻译实践成为高层次的语

际交流，而不再是匠人式的技艺”［35］。科技翻译研究涵盖理论和实践两个

研究层面。进入 21 世纪，国内科技翻译市场需求巨大，科技翻译研究却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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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地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反而呈现研究热度减弱的趋势。二是研究方

法待突破。研究方法没有突破带来的问题是学界科技翻译研究重复研究现象

比较严重。存在相当数量的论述科技英语长句特征及翻译方法的研究论文，

所列举的翻译方法基本囿于“顺译法”“逆译法”“分译法”“综合法”，

这些论文只是在翻译方法的措辞和所引例证上有所区别，但是研究思路与框

架如出一辙［36］。三是研究思路待拓展。描写翻译学指出，翻译研究应当使“一

切与翻译相关的现象都成为研究对象”［37］。因此，可以运用跨学科方法进

行多视角理论观照、多学科程序分析和多类型数据收集，能够有效拓展科技

翻译研究思路。

在未来，随着译者专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包括自身语言能力的增强和对

其他学科基础知识的了解与掌握，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和译者开始将目光投

向人工智能技术文本的翻译，进一步丰富科技文本翻译的领域，完善指导科技

文本翻译的理论，加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的交流学习，加快我国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5  结语

笔者通过对文本类型理论相关文献的研究，得到了更深刻的理解，加强了

对于使用该理论的信心。文本类型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评价文本功能的理

论框架，并为英汉翻译研究提供一条新的途径。分析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文

本类型理论确实有助于比较客观地分析文本的功能，从而有助于译者采取适当

的翻译策略。总而言之，译者应根据不同的文本功能、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等

因素，制定翻译策略及制作不同的目标文本。综上所述，笔者希望通过文本类

型理论指导科技文本翻译，将科技文本作为实践对象，用理论解释翻译，实践

推动科技文本翻译的积极发展，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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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Typology 

Theory

Wu Lia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rea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xts in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echnical translation are constantly 

escalating. Among various top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tands out 

as the most popular and has garnered widespread attention. However,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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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ge, the translation volume of books relate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ow, which cannot meet the reading demands and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ough Reiss’s text-type theory 

has been proposed for quite some time, its applic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xts in China is limited.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xt transla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ext-type theory. The goal is to 

demonstrate the research value of applying text-type theory to the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xts.

Key words: Technical translation; Text typology theo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