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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要]本文探讨了在丰地化背秉下翻译工作者的新形泉．本地化产业将毒译纳入了全球化进程·它

在碧囊译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从事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带来了变化．为满足行业需求-效率、市

场、目BL三种意识成为涉足奉地化领蛾的译者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质量不得不考虐曲因素I同时·奉地化

使译者参与性加强．地位得以提高．并使他们拥有了更大的发晨空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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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本地化产业将翻译纳入了全

球化进程。它对翻译的影响有目共睹；翻译数量猛增、翻译

工具推陈出新、翻译策略发生转移、翻译形式多样化及过程

复杂化、翻译运作产业化⋯⋯．不可避免地·本地化还为翻

译的主体——译者带来了变化．当今的译者要同时面对传

统与数字媒体．有了新的工作空问，工作方式也发生改变，

更重要的是。顺应本地化产业的要求．。翻译能力”被重新定

位，。译者素质”也被赋予新的内涵。同时译者的身份地位也

在悄悄发生改变．与传统的译者相比，处在本地化背景下

的译者需要强化几种意识，即效率、市场、团队，这三种意识

成为译者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质量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而

且，与传统的译者相比．从事本地化服务的译者角色多样

化，译者的地位也因翻译成为一种增值服务而被提高．并拥

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译者素质”新要求

本地化产业标准协会(The Localization Industry

Standards Association)将。本地化”定义为l“本地化就是针

对产品的使用和销售地对产品进行语言、技术与文化的局

化(S。mers 73)．”因此．在本地化产业里，虽然译者的工作

主要还是负责语言的转换，即翻译，但因为此时的翻译针对

的是产品，面对的是市场，翻译所处的背景已与过去大不相

同．为满足本地化的行业需求．涉足本领域的翻译工作者

除了应具有扎实的双语技能之外，还需要培养几种意识．

1．。效率。意识

对于产品开发者而言，本地化意昧着高额的翻译费用

与延长的市场投放时间．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

敢之地．当一个产品还处于研发阶段的时候翻译往往就开

始了。很多公司更是谋求SIMSHIP，即同站建立．市场开发

与多语言文献支持同时进行，因此，各个公司纷纷寻求在保

证高质量工作的前提下既便宜又省时的译者或译者机构，

而要达到这一要求的一十有效办法就是借助技术，郾翻译

工具的帮助．为求。效率。．译者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

首先．能熟练运用常见的实用技木，倒如．建立设计合

理的译者数据库．并运用数据库分析软件帮助臂理、分析数

据，争取在译文风格、格式沫语与措词等方面提供最大参
考值-有效运用术语管理系统．完成术语的记录、检索与更

新．保证译文术语使用的连贯性．提高语言质量．减少翻译

时间#启用翻译记忆系统，最大限度地对以前的译文进行再

利用，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缩短翻译时问．

其次．要密切关注翻译工具发展新动向．翻译工具更

新抉代之迅速有时会让译者目不暇接．但讲究工作敢率的

译者应时刻关注其新动向．并从中寻找出有价值的东西，例

如，一些复杂的同站会有一些不需要翻译的材料，一种新研

制的翻译软件OPENTAG就能充当过滤器的作用，自动筛

选，只向译者提供需要翻译的文本，掌握了它．就会大大提

高工作效率．从某种程度说-不断学习新翻洋工具的使用

是本地化钡域译者的一门必修课．

仅仅被烈这陌点还不够，因为翻译工具的宴际操作比

以上谈到的要复杂得多。如果运用不合理t往往得不偿失·

不仅会延误翻译时间，还会无端提高翻译成本．因此，译者

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权衡投入和产出，在使用翻译工具时

做到扬长避短．这项工作也可在一些软件的帮助下完成-

如专门的诊断工具，或翻译路由器，它们能提供一些数据

和资料，帮助译者或翻译项目经理决定文献到底该由纯人

工翻译，还是计算机辅助的人工翻译．或纯机器翻译．如需

翻译工具，哪种工具最适音这个文献．当然真正作决策的

还是人，译者需要对翻译时间、费用及质量进行综台评估，

使决策更趋合理．这时译者对翻译工具的全面了解和使用

经验就显得非常重要．

2．。市场’意识

。市场”意识首先是指译者要考虑本地化产品的市场前

景．具体表现为“读者”意识．从表面上看，。读者”意识并不

是什么新内窖，传统的翻译也常提到读者的接收效果问题，

著名的有奈达的动态对等瑾{e，但本地化的特殊使命使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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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与广告制作相似．读者群就是消费者与客户．与传播外

域文化．科技为目的的传统翻译不同，车地化对读者的。及

时接受”提出了要求．需要读者对信息进行快速识别与消

化，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对产品的快速认同与反应-因此．

本地化的特殊使命央定了翻译是以目标文化为中心的．读

者群的年龄、教育水平、阿读习惯以及消费心理都是译者在

进行矗译活动时应考虑的因素．同时翻译还要做到用户友

好，例如，在软件本地化项目里．目标文化的所有特点都应

溶进最后的成品中，如字符集、货币、页面大小、地址格

式，风俗、日历及时间格式，图像或其它视觉因素，而且译

文本身要有连贯性，术语要标准化，步用缩略语、行话等．

在进行翻洋活动时．在翻译策略的取舍上要有不同的侧重．

出于实用的考虑，译文的功教成为首要．译者不得不以更灵

活的态度对待商译括动，经常会对译文进行适当的改动．这

种情况在多媒体产品本地化中更为常见，并被称之为。符号

转换过程”(code--shifting process)．

除了要考虑本地化产品的市场效果外，。市场”意识还

包括译者要为自己寻找市场．一且进入本地化产业领域，

译者就溶进了市场竞争机制，译者本人就要接受优胜劣汰

的市场考验．一方面，译者要了解翻译市场供求状况．将市

场需求纳人自己的专业能力培养之中．尽管一些本地化公

司有专门负责技术方面的CAT(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专

家和桌面发布操作者．然而许多译者本人就能兼顾这两方

面的任务，他们自己负责起草TM(翻译记忆)文件，管理

TM效据库，自己确定积译文件的格式或编辑图像．为打

印件提供页面描述文件或周上使用的PDF文件，这样能身

兼散职的译者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较太的市场

潜力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译者要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加

强对外联络，从中了解本领域最新动态、翻译工具、产业消

息等．自由译者还可通过互联同与所谓的。电子经纪人”联

系业务，或与客户直接联系．

3．。哥队’意识

从事本地化服务的一般是一支由臂理人员、译者和技

术人员组戚的团队．本地化项目一般工程浩大，时间紧迫．

在。最后期限”内高质量完成任务成为所有团队成员的共同

目标．由于数量多、时间紧，本地化过程不得不采用更流程

化的企业运营模式，将项目管理、质量管理．以及整个制作

过程都纳入良好的管理之中．翻译运作也自然被产业化，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翻译溶进了项目开发的初始阶

段，译者参与文献起草过程．译者要熟悉客户的全球化进

程及语言与内容管理体系，学会使用本公司专用的控制语

言．保证其翻译输出可以在将来启用本公司的翻译记忆系

统．

流程化的管理使本地化项目的许多工作依植于前一

(JL)项工作的完成．译者的工作涉及到与其他同事的密切

舍作，井接受管理部门对其工作进度的监控．同时译者还

要严格保证翻译质量．遵守部门有关规定，并对原文内容严

格保密．由于本地化工程量大，工作严格流程化．译者之同

的工作也要保持一致，例如，译者甲翻译软件内容．而译者

乙翻译其同上服务文件时，由译者己御译的运行软件的所

有内容要与译者甲的软件译文相配．

早在1989年．美国圣经协会的“新媒体翻译项目”就发

现既合作又相对独立的最佳工作方式就是通过互联罔联

系，他们建立了一个。同上电子团体”，通过月络发布、分享

信息．建立台作、监督机制，丰富译者资源．在这方面．很多

本地化机构已有许多成功的尝试，很有借鉴意义．倒如，在

ATo(一个专为Amiga产品提供翻译服务的机构)的语育

部门，成员编有自己的。新、赡、专业’字典和指南，共同问

题都在同上发布，大大提高了部门译者与校对人员的工作
效率．这一切都需要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来完成．努力的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投具战斗力的团队和高效的奉地

化过程，最终是客户经济效益的增长和车地化公司声誉的

提高．

二、译者身份的变化

1．参与性加强

从以上有关本地化产业对译者提出的新要求中可以看

出，涉及本地化领域的译者活动已发生了大的改变．传统

的翻译往往只涉及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与之相

关的翻译活动只包括术语研究、编辑、校对和版面设计，而

车地化却涉及到报多传统的翻译不曾有的活动．倒如，翻译

工具的选择与使用、多语言硬目管理、软件与网上帮助工程

与检测、翻译文献的格式转换、翻译策略咨询等．虽然译者

不一定参与所有的话动．但译者工作内容增多、难度加大已

是不争的事实．多媒体产品本地化的任务更复杂．倒如，将

一个无声的文学作品评人多媒体形式(美国圣经协会的。新

媒体翻译项目“首开先河)意眯着，寻找新文本、录音、翻译．

缩辑、声音合成、时刻关注。原文”与。译文”之问的对照并存

人不同的文档等．在整十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对文本的语

言符号负责．同时还要负寅与文车相关的声音、视觉特征，

需要启用不同学科领域的先进工具与方}击，对文本的语言

特征(1inguistic propertitie．s)、语外特征(exrtalinguistic

properties)、及副语言特征(paralinguistic properties)进行

分析与翻译．

软件、多媒体、网络的本地化使译者进入不同的钡域，

参与五花^门的本地化过程，其韶译活动也因此而带有不

同的行业特点，但无论译者从事的是哪～领域的翻译活动，

他们的工作都有一十共同点．即在本地化产业中．译者的参

与性大大增强．

2．地位提膏

从软件、网络、多媒体的车地化特征可以看出，当今的

本地化产业往往根植于散字媒体，这就意睐着车地化过程

会有很多工程的投人，使在其背景下的翻译显示不同于传

统翻译的特征．经过本地化后的产品明显增值，通过生产

与质量监控，翻译被量化、藏程化I新型的运营模式．如内窖

管理将翻译溶进了项目开发的始初阶臣．哥译不再被看作

是事后行为或孤立的活动，翻译能否按时完成，完成的质量

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本地化进程与教果．因此．本地化显

示出翻译的重要性，并将译者推向了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

同时也使译者地位得以提高．鉴于翻译已成一种增值服

务，有人提出重新考虑翻译的计费问题．建议计费与产品本

地化后的市场销售额挂钩．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人们对

译者工作的认同与译者地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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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曼太曲发晨空同

车地化不仅使译者的参与性增强，工作更具有挑战性，

同时也给译者提供了更大的发晨空同．具体_来说，译者拥

有了进^奉地化公司管理阶层的机会．从事奉地化项目开

发的核心团队一般由以下人员组成t项目经理、本地化工程

师、语言经理、译者和其他工作人员．译者凭借良好的业绩

和个人素质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语言经理，或负责整个项

目进度和质量的项目经理．语言经理是整个翻译过程的主

要负责人，负责招收语言部门的新成员，组建译者团吕L，他

需要学习翻译方法，研究翻译过程，监控成员的翻译质量，

还负责对消费者的反馈做出相应反应．并对机构的有效运

行出谋划策．许多译者成为本地化领域的专家，他们不仅

熟悉各种计算语言，而且探谙车地化产业的各个环节，有的

成为语言产业专家，在本地化公司为客户提供多方面垒方

位语言解决方案．成为当今市场开拓领域不可多得的人才，

有的建立了自已的以本地化服务为主的翻译公司·具有极

大的竞争优势．

本地化背景下的翻译工作者面临着诸多挑战与机遇．

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竟争和包罗万象的本地化过程对译者

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在不断完善自己双

语能力的同时，需要熟悉井创造性地使用各种翻译软件，提

高自己的工作效率I心中要时刻装着用户与市场．了解读者

群的各项背景．最大限度地剔除接收障碍．同时还要武装自

己，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向市场推销自己·要树立为项目、团

队服务的理念．并能与团队其他成员达成良好的音作，以项

目的顺利完成为己任J男一方面，译者的工作内容增多，难

度加大，加之有工程的投入，翻译变成一种增值服务，译者

的地位得以提高，发展空间大大拓展，译者有望进入本地化

服务的管理阶层，肩负提高翻译．甚至是本地化服务的臂理

任务，因此，在本地化背景下．译者不再仅仅是。译者”的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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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4条)

1.学位论文 王健 从目的论的角度分析英文产品说明书的翻译 2007
    随着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飞速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几年来，国内市场逐步开发，越来越多的产品进入了中国市场，满

足了国内消费者多方面的需求。在此过程中，作为产品重要附件之一的说明书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焦点就集中在产品说明书的翻译质量上。译

文准确、明了、符合国人习惯的说明书不仅可以使消费者迅速掌握产品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而且可以增加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好感和满意度，提升企业

形象；反之，译制粗糙、晦涩难懂、未做好本地化工作的说明书只会降低消费者的满意度，损毁企业形象。近年来，鉴于说明书的重要性被人们所认识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产品说明书的译制工作。      与企业的认识相反，作为翻译学的一部分的说明书的翻译研究在国内一直未获重视。许多翻

译家将其归入科技翻译的一个分支，对其论述一笔带过；而且这些研究多以经验为基础，侧重于译例的描述，缺乏整体性，没有融入当前翻译理论知识

，缺乏理论性和普遍指导意义。无可否认说明书的翻译隶属于科技翻译，但它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本特点，值得深入系统地加以研究。      本文另辟

蹊径，尝试从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出发，探讨英文产品说明书的翻译。功能派翻译理论以翻译整体目的为导向，其核心理论“目的论”主要法则有三

，按重要性递减依次为“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这三个法则解决了翻译策略以及方法间的对立矛盾，解放了译者，使译者可以根

据翻译目的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作为一种实用文体，说明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能性，适用于功能翻译的原则和方法。说明书的翻译目

的，就是要实现原文的写作目的，使目的语受众在阅读说明书后获得与原语受众相同的感受。      根据目的论的翻译原则，结合说明书的语言和文本

特点，作者选择了“功能对等法”作为说明书的翻译策略。然后提出了说明书翻译的三点原则:1)实现原文的预定目的；2)忠实于原文；3)做好本地化工

作。为了实现该翻译策略和原则，作者提出了三种翻译方法：直译、意译和本地化翻译。并通过例子加以验证。      最后作者希望本文所探讨的翻译

策略、原则和方法可以为说明书翻译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并对说明书翻译者的工作有所帮助。

2.期刊论文 张燕清.金鑫 计算机辅助翻译:翻译者的新技术 -技术与创新管理2009,30(6)
    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翻译市场的需求总量迅猛增长.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翻译的效率,翻译软件广泛应用

于多语翻译和软件本地化行业中.本文从翻译市场的需求、当前的大中型翻译机构要求掌握了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专职和兼职译员加盟、国内大学翻译

专业尚无开设CAT技术课程等方面阐述了CAT技术教学进入翻译课程体系设置的必要性.

3.期刊论文 马文丽.王利明.MA Wenli.WANG Liming 网络本地化与新语言支持 -中国科技翻译2005,18(4)
    本文探讨翻译在网络本地化背景下的新语言支持形象.由于本地化赋予翻译新的使命,新语言支持打破了传统翻译中内容与形式的固有关系,翻译对服

务对象的干涉性加强,翻译策略的侧重点发生转移.借助系统的语言管理,先进的IT技术,语言工程,全球性运作,新语言支持不仅使翻译上升为一种增值服

务,而且还发展成影响企业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系统工程,同时也给译者、翻译质量评估等方面带来了变化.

4.学位论文 周文 基于句法和语义的英汉翻译记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2007
    在专业翻译领域和本地化市场，由于机器翻译的译文质量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因此绝大部分商业化的翻译产品都采用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翻译记

忆。翻译记忆针对语言学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充分利用数据库的强大功能，从而提高已有翻译资料的复用，因此在资料重复度很高的专业翻译领域使用

此技术，能大量消除译者的重复劳动，避免相同的句子出现多种翻译结果，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本文围绕翻译记忆系统的关键技术做了如下相

应工作：      在分析几种常用的语句相似度计算方法后，提出基于句法和语义的英语句子相似度的算法。此算法针对英汉翻译记忆系统的需要，考虑

了句子结构和语义两方面。在句子结构方面，采用Link Grammar Parser获得句子的浅层句法分析结果，提出句子结构比较算法，在句子结构一致的基础

上再进行语义的相似计算。语义的相似计算通过基于WordNet的英语词组的相似度算法进行衡量。       设计基于句法和语义的英语句子相似度算法的

记忆库，同时研究记忆库的管理及检索方法，并用SQL Sever 2000数据库建立相应的翻译记忆库。此外，在本文设计的记忆库和基于句法和语义的英语

句子相似度算法的基础上，讨论了翻译记忆系统中译文的构造方法。       开发基于句法和语义的翻译记忆实验平台。此实验平台根据基于句法和语义

的英语句子相似度算法计算的相似度，对记忆库中的翻译信息进行不同的处理来进行翻译。最后通过Navigator 7.0技术手册的翻译考察其使用效果，实

验结果表明：已翻译资料的复用率达到45％以上，翻译的速度提高35％左右，极大地节约了翻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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