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语料库的军事微博话语研究
———以 @ 军报记者为例

0. 引言

国防话语指的是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各方面活

动所开展的话语表达，包括话语的形式、话语的内容

以及话语的传播。重视国防话语的研究，已成为当下

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梁晓波，谭桔玲

2015）。微博等新兴媒体空间中的军事话语，尤其是军

报等机构新媒体话语，已经成为当前国防话语的重

要来源和关注对象。
2013 年 2 月 2 日，《解放军报》通过微博发布习

主席视察部队的消息，这是军队媒体首次通过微博

报道习近平的活动。2014 年 1 月 1 日军报微博正式

上线。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关于推动传统媒

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军事

话语研究指明了方向。2015 年 12 月 25 日，习近平在

首次视察解放军报时就通过微博向全军官兵祝贺新

年，这无疑为全军开展新媒体军事话语传播做出表

率。近年来军方适度放宽了手机网络使用的限制，明

确“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军队人员在课外活动

时间、休息日、节假日等个人支配的时间，可以使用手

机（含智能手机），可以通过个人移动终端或者军营网

吧使用互联网”。在以上背景下，研究微博这一新媒

体平台的军事话语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

从在线检索、离线检索、实例分析等途径研究了 @ 军

报记者①这一军事话语传播代表机构的微博话语。
1. 文献回顾

近年来，有关新兴媒体（社会化媒体、社交媒体）

军事话语的主要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

1.1 国外新媒体军事传播回顾

对美国社交媒体中的军事话语研究较集中于政

策、功能、策略等方面。早在 2010 年，军内社交媒体传

播研究专家金苗（2010）就指出：“美军国防部的社会化

媒体进路明显加快了步伐，打造国防部 2.0，领跑 e 时

代的政府公关，成为美军社会化媒体对外传播应用的

新方向。”张喜燕（2012）根据美军军事理论及实践，探

讨了社交媒体在美军军事领域所具有的信息发布、交
流互动、战略传播、信息作战以及危机沟通等五大功

能。周强和王侠（2012）分析了美军运用社交媒体的策

略的六个方面：制定军事行动中的社交媒体实施方案，

强化社交媒体的军用意识；沿用“战略通信”组织模式，

建立高效的社交媒体运用机构；建立针对社交媒体的

监督团队，为社交媒体策略的制定提供及时、有效的信

息；平衡信息安全和信息共享两个环节，以最安全的形

式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交媒体；明确相关政策，使社交

媒体的运用更具灵活性；创建社交媒体网站，进一步

增强各部门间的协作性。焦新平（2014）指出，网络社

交媒体的兴起对美军军事传播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军对待社交媒体的态度从 2007 年以来经历了全面

拒绝、政策审查和谨慎使用的过程。该文研究了美军对

社交媒体态度的转变历程、社交媒体的利用措施以及

面临的挑战。刘轶和孙风华（2014）认为，在现代安全环

境和新媒体环境中，传播力与战斗力同等重要，战略传

播日益成为一项关键的军方职能。美国陆军公共事务

办公室颁布的《美国陆军社交媒体手册》使我们能够

了解美军关于社交媒体的认知理念和应用操作规范。

焦新平 敖 锋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2）

摘 要：本研究对微博军事话语进行了多途径分析。在线检索发现：军事微博话语在语言维度有军语比重大、刚健特色浓、
绝对程度副词频率高等特点；在情感维度具有爱憎分明、勇于斗争、乐观坚强等特点；在文化维度展现了继承传统、忠于职

守、甘于牺牲、勇于创新等特点；在模态维度，文字与图片结合使用最常见。离线检索发现：军语特色突出；词云图与当时军

事热点活动密切相关；关键词搭配呈现模式化词块的特点。实例分析发现：军事主题鲜明；再框架化特点突出；男性用户和

认证用户为多级网络主要传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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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少量对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社交媒体中的

军事话语研究，内容集中在社交媒体在力量动员、军
事行动开展和宣扬军事战略等方面。邓秀梅等（2015）
分析了 2014 年乌克兰颜色革命中新媒体的传播作

用。其一大特色就是亲西方反对派利用美国的推特、
脸谱等社交网络，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短时间内聚集

起庞大的抗议群众，是一场典型的“脸谱革命”。“网络

战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脸谱和推特注册账号，就

有关乌克兰战事的新闻进行跟帖评论，驳斥有关乌克

兰军队的“不实报道”，把“真实”信息推送给网络用户，

传播政府立场，在社交媒体的博弈中争取主动。乌克

兰危机过程中，乌克兰领导人不断通过脸谱或推特账

号传播有关俄罗斯“围剿乌克兰”的信息。乌克兰官方

认为，没有语言保障就不可能实施有效的信息对抗，

应充分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将己方观点传达给持不同

政见者，使他们成为宣传乌克兰主张的“话筒”。为加

强宣传日本在领土和历史认识上的主张，日本外务省

有意研究有效利用社交媒体开展宣传。为在中国做宣

传，日本外务省还将考察在中国微博上积极发文的效

果。明确提出通过微博宣传日本的领土和历史主张，

这在日本政府是首次，值得高度关注（赵新利 2014）。
1.2 国内新媒体军事传播回顾

对于国内社交媒体的军事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话

语权与影响力、总体现状与问题、语言特点与议程设置

以及社交媒体优势等方面。梁晓波等（2016）指出，近

年来学界开始关注网络媒体等领域的军事话语叙事

特点和特征。滕瀚和周灯华（2014）认为：自媒体时代，

军队媒体要想在话语权的争夺和舆论引导上赢得主

动，就必须借助微博这一新兴媒体的力量。他们从军

事微博应用入手，分析军事微博当前的运行状况和存

在问题，进而对军事微博发展路径进行初步探索。苏

湲昊和舒天翼（2012）指出：相比之下，军事类媒体在

微博上的影响力太过微小。通过对人民网军事频道

（仅有新浪微博）、新华军事（军分社官方微博）、国防

社区（中国军网国防社区微博）、新浪军事（门户网站

军事频道）、铁血军事网（军事网站）、飞扬军事（军事类

网站）、余戈（军事媒体主编、军事作家）等微博数据的

简单抽样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门户网站军事类频道影

响力较大，每条新闻转发和评论都能达到 100 条左

右。社会化军事媒体的从业人员重视微博传播，而官

方军事媒体从业人员无论从微博数量还是影响力都

不大。马越舟（2014）分析了军报微博的三个语言特

点：权威、亲和、刚健。网络词汇，如“蜀黍”“童鞋”“有

木有”“神马”“灰常”等词语的运用，拉近了与微博主

体受众（18-24 岁青年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容易引起

情感共鸣，这是将军报记者微博账号的“权威性”与“社

会性”有机结合的情感策略，顺应了社会化媒体的“口

碑”和“人际网络”传播模式，有利于扩大博文的二次传

播和多级传播、网状传播带来的受众面和影响力。付靖

芸（2015）认为“微博军事新闻能轻松突破时空限制，并

从选题思路上打破束缚，真正实现选题多元化，践行

大国防报道观”。微博传播力的本质，正是碎片化信息

资源的整合力。“军报记者”在微博主页右方设置了

“媒体标签”“话题”等栏目，来细分并重聚碎片化信息。
2014 年 7 月 7 日，“#45 名侵华战犯供词 #”正是由“军

报记者”主持的微博话题，与当天的央视微博热门话

题 # 七七事变 # 相呼应，又从独特的角度整合了原本

碎片化的信息资源，大大增强了军事信息的传播效

果。罗斯瀚（2015）认为：信息时代背景下，军事新闻发

布效率明显提高，传播范围被扩大。现如今例行军事

新闻发布的微博民意已成为军事新闻发布口碑的现

实组成部分。他针对例行军事新闻发布的微博民意效

果展开分析。刘方祺（2011）指出微博为军事信息传播

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微博所传递的信息时效性和

动态感更强，其独特的信息交流机制使其成为军事信

息的交流平台，且在对外军事信息传播方面大有可为。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我们发现对于中文语境下

的微博军事话语的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和个案深

度分析尚未见到，而这样的研究分析对于理清中国

微博军事话语的实践以及提升微博等新媒体中的军

事话语的影响力大有裨益，由于军事机构开设微博

的时间不长，机构数量也不多，基于语料的实证研究

极为少见。这就成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分析框架

研究采用焦新平等人（2014）提出的信息性、情感

性和社会性三维分析框架。话语的信息性指话语的结

构形式和概念意义，包括词、句、篇等语言和图片符号

等非语言的信息。话语的情感性指人际意义和情感倾

向。话语的社会性指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我们将话语

看做是信息、情感和社会文化三维结合的实践活动。微

博平台的军事话语自然也是上述三维一体的实践活动。
2.2 研究具体对象

“@ 军报记者”是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和中

国军网的法人微博。2014 年以来，“@ 军报记者”先后

在新浪网等多家微博平台上陆续开通上线。“@ 军报记

者”已成为广大网友了解军事新闻的重要新途径之一。
基于此，考虑到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传播中的影响

力，我们拟以当前我国军事机构用户中新媒体使用水

准较高、经验较为丰富的新浪法人微博“@ 军报记者”
的博文为例，分析微博主流军事机构用户的微博语篇。

2.3 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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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从三个途径进行。第一个途径是实时检索

分析，将对微博语料从特色词语、情感特点、文化特点、
传播模态等方面展开；第二个途径是离线语料库分析，

将从词表统计、词云图、关键词检索等方面展开；第三个

途径是微博实例分析，将从军事语言特色、专题策划、传
播网络层级、粉丝性别、粉丝认证比例等方面展开。

2.4 研究工具

研 究 使 用 的 工 具 包 括 微 博 语 料 下 载 软 件

Sinawbbf、语料分词工具 Rost CM、语料库检索软件

Wordsmith 5.0、词云图软件图悦和微博博文传播网络

可视化分析工具 PKUVIS 等。
3. 研究结果和分析

“军报记者”的微博研究结果和分析从实时检索、
离线语料分析、微博实例分析等方面展开。

3.1 实时检索分析

3.1.1 特色词语

我们于 2016 年 02 月 04 日 13:10 登录新浪微

博，对机构用户“军报记者”的语料进行了处理和分

析，所分析的微博博文样本数为 35881 条。博文的主

要词语特色体现如下：

（1）军事特色鲜明，军事词汇多样：军事特色词语

体现在不同级别的军官职务称呼、武器装备、军兵种

名称、机关部门和军队任务（训练、演习、救灾）等方面。
（2）使用频次有别，并非基层居高：在军种频次

上，海军高于空军，空军高于陆军。在军事编制单位

层级上，频次从高到低依次是：团、旅、连、师、营、排。
从军人类别上看，兵高于官。从具体武器上看，频次

从高到低依次是机、舰、装甲、坦克、枪、弹、炮、艇。从

军队具体部门和工作类别看，频次从高到低依次是

训练、装备、政治、后勤。从军事运筹层级来看，频次

从高到低依次是战略、战术、战役。
（3）极性程度明显，任务词汇突出：“军报记者”的

微博博文语料中还出现大量程度副词。如“时刻”“坚

决”“始终”“认真”“严格”“切实”“绝对”和“扎实”等，

而这些副词和“执行”“贯彻”“履行”“任务”“使命”和
“服务”等词汇一道体现了军队切实把为人民服务作

为其宗旨，把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

主席的指挥作为其军魂的光荣历史传统。
3.1.2 情感特点

诉诸主体涵盖中外，情感态度强度各异：军报记

者微博情感诉诸主体有党（建党节、党代会）、军队（军

旗、军徽、军歌、建军节）、领导人（讲话、视察）、英雄（抗

洪、维和、执勤）、战友（退伍、新训）、官兵代表（荣誉称

号、动人故事）、普通百姓（民族地区、拥政爱民）、友好

国家和组织（俄、柬埔寨、非盟）和舆论斗争对象（日、
美、澳等国）等；敏感军事情感话题有南海、东海、钓鱼

岛和台湾问题等；情感态度上爱憎分明、敢于斗争；情

感强度上坚韧果敢、绝对服从、警惕性高、反击坚决。
我们检索了一些情感词汇。以“爱”和“情”为例，含

有“爱”的博文 583 条，含有“情”的微博博文 398 条。
“爱”和“情”的目标对象主要包括对国家、社会、爱人、亲
人、家乡、驻地和人民的爱恋之情，也包括人民百姓对军

队的关爱之情。如每逢佳节时的思乡之情，春运执勤时

情系旅客平安，拥政爱民情系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年

迈阿婆数年如一的拥军情，两地书的母子情、夫妻情、父
子情，报答祖国和父母的养育之情，战友之间的兄弟姐

妹情，对革命先辈和英雄模范的崇敬之情，官兵友爱之

情，情系边防海岛守卫之情，军地大学校际友情，两岸同

胞血浓于水的情怀等等。另外，从“喜”与“悲”看，军报记

者的博文中“喜”多于“悲”。并且“敢于”和“不怕”等词汇

体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军人气质特色鲜明。
3.1.3 文化特点

继承传统保持本色，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我们检索

到 700 条含“文化”的微博博文，主要包括军队和营区

主要的文化形式、文化内涵、文化载体、影响范围、历史

传统、时代特色、区域和民族特色等。博文中涵盖的文

化活动和内容包括：冰雕、雪雕、石刻、摄影、烫画和书

法等艺术创作；强军文化、革命精神，英雄主义、核心价

值观、雷锋精神、红色文化等军队光荣传统和新时期的

使命观文化；快板、小品、魔术、篮球比赛、戈壁足球比

赛、花鼓队、民歌、战斗歌曲、乐器演奏、健身操、传统武

术表演、扭秧歌和舞狮等文体活动；以及先进人物报告

会、走廊文化、宣传漫画、名言警句、国际军事交流、军事

文化经典诵读、甲板文化、通道文化、舱室文化、战斗英

雄故事会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等军事文化传播途径。
3.1.4 发布模态

从上表可以看出，军报记者的博文发布模态主

要体现了以下特点：

（1）纯文字的博文比重低，混合模态较高；

（2）含图片模态的博文最高，是博文发文的首选；

（3）视频居于第二类，视频融合音乐程度还不高。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军事微博的发展趋势：由

冰冷单一的文字传播模态向多模态发展，进一步向

混合模态发展，特别是有机融合了文字、图片、视频和

音频等冷热融合的多模态将成为未来的主流。
3.2 离线语料库分析

由于在线实时微博语料不便作关键词词云图和

词语搭配分析，因此我们下载了目标用户某一段时

表 1：@ 军报记者微博发布模态统计

博文总数 纯文字 含图片 含视频 含音乐

35881 1161 34669 46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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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的博文，以此作为语料进行上述分析。我们随机

选取了 @ 军报记者在新浪微博平台的 2000 条博文。
博文发文时间始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 7 点，终于

2016 年 9 月 8 日 23 点 16 分。
3.2.1 词表统计

在这一段时间里，@ 军报记者微博语料库字数

为 140731，词数为 15876，其中字母词数为 63。如下

是离线语料库的特色词汇（部分）。

从上表可以看出，@ 军报记者微博的军事特色鲜

明，词汇内容涉及军队人员（官兵）、军种（陆海空）、军
事训练、军队历史（长征）和承担的社会职能（抗洪）。

3.2.2 词云图

从词云图可以发现，军报记者微博在这一段时

间里，主要的话题关于抗洪抢险、里约奥运会、女排夺

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等。与该时间段的时事

热点和军队任务关系密切。
3.2.3 关键词检索

我们利用 Wordsmith 的 concordance（检索）功能，

选取关键词“官兵”对 @ 军报记者离线微博语料库进

行上下文检索分析。从上面“官兵”一词右侧搭配词

排序检索截图可以看出，官兵在面对抗洪抢险等任

务时，总是第一时间火速赶到一线参加救援，体现了

人民军队雷厉风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传统。面

对急难险重形势，子弟兵们敢于亮剑，履行党和人民

赋予自己的光荣使命。

表 2：@ 军报记者语料库特色词语频次统计

特色词语 官兵 抗洪 长征 训练 英雄 空军 陆军 海军

语料库频次 549 406 326 223 210 172 168 151

图 1：@ 军报记者微博语料库关键词词云图

图 2：@ 军报记者微博语料库“官兵”一词右侧搭配检索截图

3.3 微博实例分析

3.3.1 八一献礼

以下是 2016 年 8 月 2 日军报记者所发微博：

【八一最强献礼：海军四大兵种东海实弹演习】8
月 1 日，海军在东海某海域组织复杂电磁环境下实兵

实弹对抗演习，最大限度检验体系作战能力，最大限

度检验战法训法，最大限度检验武器装备效能，共实

射各型导弹、鱼雷数十枚。演习参演兵力以东海舰队

为主，北海、南海舰队部分兵力参加，分为红蓝双方在

预定海空域进行了“背靠背”攻防演练。中央军委委

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海军政委苗华指导演习，东部

战区司令员刘粤军，政委郑卫平参加。
这则博文中充分体现了军事微博的独特话语特

点：主题上涉及海军实兵实弹对抗演习；修辞手法上

多次重复修饰短语“最大限度”以强化演习的高标准

和严要求；时机上选择了八一建军节前后这一富含

军事历史文化意义的时刻；所报道的地点为“东海某

海域”，体现了军事话语的保密性特点；话语主体上选

择了“海军”“东海舰队”“北海、南海舰队”“中央军委

委员、海军司令员”“海军政委”和“战区司令、政委”等
军种、战区、舰队和高级将领；武器装备上涉及了“导

弹”“鱼雷”“舰船”和“电磁对抗”等。
3.3.2 风花雪月

洪文军（2014）感慨道：增加微博活跃度和粉丝粘

合度，打造一个传统媒体微博品牌，除了苦干实干，还

需要在微博竞技平台上增强观剑识器、观云卜雨、观
风察俗、观象抒怀的技能，而做好创意策划更是提高

微博活跃度的重要抓手。下面是军报记者策划的“军

人的‘风花雪月’”为主题的微博博文实例。
面对“风花雪月”这一与军人似乎毫不相干的话

题，军报记者大胆策划，结合近年来军队遂行任务的实

际，推出了军营的“风花雪月”系列博文。博文成功运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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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化（reframing）和再情景化（recontextualizing）认知

叙事策略，从军人的角度，给“风花雪月”以全新而感人

的诠释。下面这则博文是 2016 年 2 月 14 日军报记者

在整个社会普遍庆祝由西方国家传入的“情人节”的大

环境下所发的，主题是“关于军人的风华雪月”。
【关于军人的风花雪月】军人也有风花雪月，但那

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
月是“边关冷月”。除了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

雪、边关冷月，咱们军人也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演绎着

自己的“风花雪月”！
这则博文运用了四字成语、引经据典、借古喻今、

排比叠加，信息丰富，角度独特，言简意赅，让受众更

加深刻理解军人的付出，通过节奏紧凑和荡气回肠

的文字，配以真实感人的图片，生动展示了当代革命

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展现了他们冲锋在前、艰苦奋斗、
默默奉献和坚守边疆的“风花雪月”和高尚情怀，让受

众接受了一次震撼的精神洗礼。
这则博文配备了多幅动人画面，画面镶嵌简单

朴素动人的文字，凸显了军人独特的“风花雪月”的文

化内涵。也让百姓受众切实感到自己的风华雪月是

来之不易的，是在军人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勇于戍边、
冒险救灾、亲人分离等牺牲的背景下才能享受的。

对于上面的微博博文，网友们做出如下评论：“坚

强如军人”“我看了当时的报道很感动”“你们都用自己

的方式阐述着自己的使命”和“别样的风花雪月”等。从

上面的读者评论可以看出，微博的互动性是其区别于

传统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的重要方面。可以说，及时的

互动交流、意见评论、反馈信息是机构用户微博发展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只有做好互动交流，敢于面对网

民的评论，积极回应各种声音，才能避免微博沦为单向

灌输，受众参与不强，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
3.3.3 女兵化妆

我 们 利 用 北 京 大 学 微 博 传 播 网 络 分 析 工 具

PKUVIS 来分析微博传播路径等信息。这里分析的微

博是 2016 年 9 月 27 日军报记者所发的如下微博：

# 我们的长征在路上 #【西沙女兵：在这里保养皮

肤没用】女兵队队长毛俪颖，入伍就在永兴岛，一守七

年，提干后她读了两年军校，又选择回到永兴岛，她

说：我在这里成长，这里有我的战友。（最后一个王海

娟，是她的同年兵。）岛上的女兵很少保养，毛俪颖说，

保养也没用，刚贴了一块美白面膜，一干活又黑了，岛

上太晒。（中国军网记者钱宗阳）

对博文的传播路径和层级分析表明，1 级传播占

39%，2 级为 11%，3 级为 3%，4 级和 5 级均为 6%，6
级及以上为 34%。这表明微博的 1 级传播很重要，但

是 6 级及以上的传播也很重要，体现了该条微博传播

的首尾呼应较多而中间环节偏弱的特点。
从传播该条博文的用户性别看，我们发现对该

博文关注和传播的用户的男女性别比例分别为 64%
和 36%。可以看出，哪怕是关于女兵化妆的话题，只

要是属于军事类话语，男性用户的关注和传播比重

远高于女性用户。
从转发该条博文用户类型看，在转发该微博的

用户中，130 人为普通用户，占比 89%。仅有 16 人为

认证用户，占比 11%。不过，认证用户在传播路径上

起了关键引路人的作用，成为微博传播干线上的关

键节点。这表明，要提升军事微博的话语影响力，必

须发挥认证用户的二传手和多传手的中介作用。
4. 结语

军事微博对于丰富军事话语传播和提升军事传

播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表明，以 @ 军报记者

为代表的军事微博传播机构的军事微博话语在语言

维度有军语比重大、刚健特色浓、绝对程度副词频率

高等特点；在情感维度具有爱憎分明、勇于斗争、乐观

坚强等特点；在文化维度展现了继承光荣传统、忠于

职守、甘于牺牲、勇于创新等特点。总之，@ 军报记者

为军方机构在新媒体平台传播军事话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
从本研究来看，要进一步提升军事类微博话语

的影响力，必须要重视微博重点目标用户的作用，即

进一步发挥认证用户的话语中介作用；在传播模态

上，要丰富文字、符号、图片（人像、装备、背景）的静态

话语元素，同时加大视频、音乐等动态话语元素表达

比重；从内容上看，军事微博传播主体要精心设计和

丰富话语主题，根据节日、重大事件等做相应专题策

划，以便达到吸引用户，增强用户忠诚度和关注度的

目的；从传播聚焦看，军事微博要增加生活化和人情

味的个体报道，做到以小见大，润物无声；从微博传播

战略看，军事微博传播要进一步加强军民融合、军种联

合、内外结合和信息聚合的力度，全方位多领域开展集

成化和体系化的军事微博传播运作。
注释：

① @ 军报记者是《解放军报》和中国军网在新浪的法人微博账号。
2014 年元旦，解放军报法人微博 @ 军报记者在新浪微博平台正式

开通。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 16 日，@ 军报记者新浪微博粉丝数达

到 14524936 名，博文总数达到 60865 条。在 2016V 影响力峰会

上，@ 军报记者获评“2016 最具影响力十大媒体微博”。军报微博正

式开通以来，积极传播强军正能量，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影响

力稳步提升，受到广大网友特别是军人、军属、军迷的关注与点赞。
参考文献：

邓秀梅，严振华，张佳璐. 2015. 乌克兰危机中的社交媒体战［N］. 解

放军报 2015-9-25（7）.

（下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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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源语中一一对等的元素或语域较为接近的表达也

许可以通过翻译机器和翻译工具实现，而目的语和

源语文化之间相互传达以及语言符号本身固有结构

的差异却要仰赖译者的解读和创作，这是再先进的

机器，再完备的词典也无法代替的。“一名之立，旬月

踟蹰”，译者在翻“异”的过程，其内心总是经历着“抵

抗”“顺从”“无奈”的过程，且周而复始。
3. 结语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一直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

无论是忠诚、顺从还是背叛、抵抗，以译者为主导的翻

译行为中许多矛盾都可归为伦理问题，正如贝尔曼认

为的，伦理目标是翻译的内在需要 （转引自 刘云虹

2014：22）。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过，一个人是什么样

取决于他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同理，一名译者选择什

么样的翻译策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伦理道德观。
事实上，个体翻译或群体翻译行为都是各种不同的人

伦关系在翻译这个竞技场中交锋、博弈，对抗、融合的

过程（王大智 2009：12）。翻译伦理既指向翻译主体也

指向翻译行为过程，而既定的翻译伦理原则也很难解

决或调和翻译过程中所有具体而现实的伦理问题。虽

然对译者的伦理道德的评判标准很难从一而论，其中

最为关键的因素应是恪守译者职责这一条，一名译者

不可僭越译者的本分而代行作者的职能。只要译者为

作品殚精竭虑，铭记职责所在，兢兢业业，至于他们选

择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便不应再被苛责。
参考文献：

陈振东. 2010. 翻译伦理：切斯特曼的五大伦理模式［J］. 国外理论

动态（3）：86.
郭宏安. 1997.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建中. 2000. 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J］. 中国翻译（1）：

49-2.
辜正坤. 2012.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第二版）［M］. 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
刘宓庆. 2012.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

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刘全福. 2009. 诗意的畅想：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德里达关联

翻译概念考辨及误读分析［J］. 外语教学（6）：101-104.
刘亚猛. 2005. 韦努蒂的“翻译伦理”及其自我解构［J］. 中国翻译

（5）：40-45.
刘云虹. 2014. 译者伦理：身份、选择、责任———皮姆《论译者的伦

理》解读［J］. 中国翻译（5）：22.
许渊冲. 2010. 中诗英韵探胜［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大智. 2009.“翻译伦理”概念试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12）：61-63.
王莉娜. 2008. 析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J］. 外语研究(6):86.
章艳. 2002. 译者责任和文化显示［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119.
Berman, A. 1992.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M］. Tr.by Heyvaert,

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hesterman, A. 2001.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 The Translator.

Volume 7, Number 2: 139-154.
Gouanvic, J. M. 2001. Ethos, ethics and translation-toward a community

of destinies［J］. The Translator. Volume 7, Number 2: 204.
Pound, E. 1993.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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