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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刘国兵,常芳玲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以近20年(1998-2017年)CNKI数据库检索的1916篇语料库翻译学文献为数据来源,借助文献计

量软件CiteSpaceⅢ对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走势、发文机构、研究作者、研究热点、研究时区以及高被引文献6个方面进

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绘制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知识图谱.结果显示:1)从外部特征来看,近20年国内语料库翻译学

的发文量整体呈波浪式发展趋势,具体可划分为低缓期、爆发期和持续期3个发展阶段;发文机构主要集中于外语类

院校或非外语类院校的外国语学院,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就最为突出;研究者合作团队以单核心

模式发展,王克非、胡开宝、刘泽权等学者对该学科发展贡献巨大.2)从内部特征来看,近20年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

研究热点集中于译学语料库建设、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和翻译教学4个方面的研究;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语
料库翻译学以机器翻译为出发点,经历了研究领域扩大化、研究主题多样化和研究内容深入化的过程;在高被引文

献中,评介类文献具有较多施引文献.
关键词:语料库翻译学;CiteSpaceⅢ;可视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TP391;H08 文献标志码:A

科学知识图谱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而新兴的一个交叉研究领域,能够对知识单元或群体之间的网络

结构及其互动、衍化等复杂关系予以描述或表达.它是显示某一特定的学科相关知识的结构关系和发展进程

的一种图形,并以可视化的方式清晰直观地反映序列化的知识谱系[1].在当前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

对于学术个体静态的关注,已不能适应科技高速发展的需求,采用学术关联的方式来研究结构复杂的大科学

系统已是大势所趋[2].作为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科学知识图谱受到各类研究者的关注[3],被广泛应用到情

报学、教育学、医学、体育学等学科领域.不过,在语言研究领域中,知识图谱的优越性还未完全体现出来,尤
其是在语言研究的交叉学科中,知识图谱更鲜为专家学者所用.鉴于此,本文选取在新时代背景下占据重要

地位的语料库翻译学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揭示该学科在我国发展的前沿热点及其动态

变化.
语料库翻译学是在语料库语言学和描写性译学的双重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描写性译学研

究为语料库翻译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语料库语言学则为其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Laviosa[4]将其定义为一种连贯且综合的研究范式,涉及翻译理论、描写及实践等问题,已成为描写性译学研

究的新范式.1993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MonaBaker教授在CorpusLinguisticsandTranslationStudies:
ImplicationsandApplications一文中指出了语料库在译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意义[5],于是利用语料库方

法进行翻译研究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此后 MonaBaker又于1996年发表了题为Corpus-based
TranslationStudies:TheChallengesthatLieAhead 的论文[6].此文的发表,标志着语料库翻译学作为一门

学科,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随后,国内专家学者也开始致力于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语料库翻译学逐渐成

为国内翻译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热点,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就是说,语料库翻译学在国内发

展起来是近20年的事情,因此,本文以近20年(1998-2017年)为时间节点,借助当前绘制科学知识图谱最

流行的计量工具CiteSpaceⅢ对国内语料库翻译学进行全景式扫描,研究应用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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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CNKI为数据平台,对来源于SCI、EI、CSSCI等源期刊及其他期刊的数据通过词检索、期刊检

索、学科检索、作者检索和机构检索等方式进行条件性筛选,然后将筛选整理结果保存为文本数据格式,以供

进一步研究使用.数据准备工作就绪后,进入CiteSpace运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包括一系列的功能选择,即
阈值选择、时区选择、剪枝选择、功能选择.其中,阈值选择、时区选择和剪枝选择是保证图谱效果的基础设定

工作,功能选择则最终决定图谱显示的主要内容.当人工完成这些选择,按下运行按钮,软件后台进行矩阵创

建、降维和聚类的过程,随后软件运行窗口显示数据筛选和运行情况,进入可视化阶段.在可视化阶段中,如
对生成的图谱满意,则对其加以解读,如不满意则重新进行功能选择,直到图谱效果达到预期效果为止.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数据平台,SCI、EI、CSSCI等来源期刊为依托,在CNK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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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语料库”&“翻译”为关键词,检索时间为1998-2017年,数据库检索下载日期为2017年7月1日,经
过数据处理和人工筛查,共返回有效检索结果1916篇文献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同时,从样本文献中提

取除摘要以外的全部信息并保存为TXT纯文本格式,文件名设置为“download_yuliaokufanyixue.txt”,以
便于数据的整合与分析.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美国德雷赛尔大学(DrexelUniversity)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应用于科学

文献显示和识别科学发展热点动态的可视化应用软件CiteSpaceⅢ,用以研究近20年语料库翻译学在国内

的发展动态与研究前沿.具体方法为:在Java平台上安装并运行CiteSpaceⅢ,对在CNKI上保存的TXT文

本格式数据进行一系列操作.将年份切片设置为1年,阈值为50,对发文量(PostingQuantity)、发文机构

(Institution)、作者(Author)、关键词(Keyword)等生成图谱,并借助 MicrosoftOfficeExcel软件对数据进

行整理和解读.本文拟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从外部特征(包括研究趋势、发文机构和研究作者)来看,语料库翻译学近20年的发展有何特点?
(2)从内部特征(包括研究热点、研究时区和高被引文献)来看,语料库翻译学近20年的发展有何特点?

2 结果与分析

2.1 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外部特征

2.1.1 发文量的时间分布

对某一领域的发文量进行历时性分析能够揭示该研究领域的发展特点及趋势.为了研究语料库翻译学

发文量的时间分布,本文借助CiteSpaceⅢ将期刊高级检索的主题词设置为“语料库”&“翻译”,对1998-
2017年间发表的1916篇相关文章按年进行统计分析生成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文献数量走势图(图2).

由图2可以看出,我国语料库翻译学研

究的发文量自1998年至2017年整体呈波浪

式增长.邱均平认为,科学文献增长模式的不

同归根于增长过程和速度的不同[7].基于此,
根据 增 长 速 度 的 不 同,语 料 库 翻 译 学 在

1998-2017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低缓期(1998-2006年),爆发期(2007-
2015年)与持续期(2016-2017年).低缓期

(1998-2006年)的发文量基数小,增速缓.
9年间发文量共计127篇,年均发文量约

14篇.爆发期(2007-2015年)在低缓期发展的基础上增幅迅速加大,并于2015年达到峰值.整个爆发期的

发文量为1428篇,年均发文量约179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2007-2015年是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走向繁荣

的一个关键期.该时期的研究为语料库翻译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切入

点.2016-2017年语料库翻译学进入持续发展阶段,呈现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年均发文量约180篇.需指明

的是,2017年出现的下降趋势是由于数据不全导致发文量数量偏低,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语料库翻译

学的年均发文量与前期相比仍在较高水平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语料库翻译学目前已经受到了国内学

者的充分关注.国内语料库翻译学发文量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归功于语料库的开发.语料

库翻译学研究的开展以双语计算机语料库为前提,而平行语料库、双语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等多种适用于翻

译研究的语料库的不断开发与投入使用为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切入点

的多元化.语料库翻译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这使得该学科的研究切入

点日趋多元化和深入化[8].
2.1.2 发文机构分布

在CiteSpaceⅢ中的网络节点选择机构(institution),生成语料库翻译学领域发文高产机构网络知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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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语料库翻译学高产机构图谱Nodes(节点数)=255,Links(连线数)=32,Density(网络密

度)=0.001.图中圆形节点代表研究机构,圆圈直径的大小以及字号大小与其出现的频数呈正相关关系,节
点圆圈直径和字号越大,则其所代表的机构发文量也就越多[9].节点间的连线代表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线
条的粗细与机构之间的合作发文量也呈正相关关系,两个机构之间的线条越粗,则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发文

量越多.基于此可知,我国进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机构共有255个,其中节点显著性较强的有上海交通大

学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整理知识图谱中节点度最大的前10个机构名称及

其相关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语料库翻译学发文机构前10位

排名 机构 地区 发文量 发文起始年份

1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华东 51 2003

2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华北 41 2002

3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 华东 16 2005

4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华北 15 2007

5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华东 11 2003

6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华中 11 2011

7 香港理工大学 - 11 2010

8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华东 10 2007

9 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 华东 10 2008

1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华北 9 2010

  从研究机构的性质来看,国内对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多为外语类院校或非外语类院

校的外国语学院.其中,外语类院校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国内知名度较高的两所外国

语大学,这两所高校不仅在语料库翻译学方面颇有建树,在其他与外语相关的研究领域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是国内外语类研究的主力军.在非外语类院校的研究中,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江
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等也取得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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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另外,香港理工大学虽然是一所理工类院校,但由于其特殊的语言背景及其文化原因,也致力于语料

库翻译学的研究并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
从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来看,语料库翻译学的高产机构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以上海为

中心向四周扩散,华北地区以北京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这两个地区之所以能在学科研究中成果硕丰,与当地

的人才聚集有一定关系.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两地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齐

聚于此,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快速发展.
从研究机构的发文起始年份和发文量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最先在语料库翻译

学领域有所建树,发文量也处于同类研究机构前列.在其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也相继产出成果,并
成为目前该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机构.随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江西

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等高校或院系也纷纷开始进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语
料库翻译学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

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量来看,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力度有待提高.图3所示,在进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的255个机构中,代表各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的连线仅有32条.由此可见,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力度有待加强,
即使是研究成果较多的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它们的中心度也没有被完全凸显出来.这可能是由

于语料库翻译学相对来说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进一步发展壮大,需要留有充足的时间来保证各机构之间的

合作.不过,与其他学科一样,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要想实现全面发展,在国际研究界占有一席之地,学界

必须加强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以此来保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1.3 研究作者分布

研究者对学科的发展演进意义重大,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内生力量[10].对作者和科研团队进行分析,有助

于了解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作者之间的合作与科研团队之间的合作关系,对语料库翻译学科研活动予以

管理与引导,进而推动该领域研究在我国得以均衡快速发展.通过CiteSpaceⅢ软件的网络节点选择作者,生
成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作者合作图谱(图4).

科 学 产 出 与 科

学家 之 间 的 合 作 频

次紧密相关,并且科

学家 的 高 产 出 率 与

合作 的 高 水 平 呈 正

比例关系[11].图4中

所示Nodes(节点)=
205,Links(连线)=
75,Density(密度)=
0.0036.节点代表作

者,节 点 越 大,则 其

所代 表 的 作 者 发 文

量越大.节点之间的

连线 代 表 作 者 之 间

的合作关系,连线的

粗细 程 度 与 作 者 之

间的 合 作 次 数 呈 正

相关.我国语料库翻

译学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共现知识网络密度较低,表明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较低,仅形成了几个较有影响的合

作团队,如王克非团队、胡开宝团队、刘泽权团队等.其中,以王克非团队规模最为壮大,其团队成员主要有黄

立波、胡显耀和秦洪武等人.
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该领域高产作者以单核心模式发展,未出现双核心或多核心模式.而单核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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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队合作过分依赖于核心人物,网络牢固性较差,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进步,甚至会出现研究停滞的情况.
因此,语料库翻译学领域应致力于双核心和多核心团队的创建.为进一步了解核心作者的发文情况,特整理

出发文量排名前10位核心作者的信息,如表2所示.
表2 语料库翻译学核心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发文起始年份 单位 研究方向

1 王克非 26 2004 北京外国语大学 语库翻译学

2 胡开宝 18 2009 上海交通大学 语料库翻译学

3 刘泽权 15 2008 河南大学 语料库语言学、翻译学

4 戴光荣 13 2010 福建工程学院 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

5 戈玲玲 12 2011 南华大学 语料库语言学、翻译学

6 黄立波 11 2008 西安外国语大学 语料库翻译学

7 陈建生 11 2010 天津科技大学 语料库语言学

8 余军 9 2010 厦门理工学院 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

9 刘芳 9 2014 天津工业大学 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

10 韩江洪 8 2015 南京大学 翻译学

  由表2可知,王克非从2004年始就致力于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至今已发表相关论文26篇,无论是从

发文起始年份还是从发文量上来说,王克非均在该领域独树一帜,是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为
该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此后,胡开宝、刘泽权、戴光荣等纷纷进军语料库翻译学领域,语料库翻译学

的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通过观察发文量前10位核心作者的研究方向,发现他们的研

究方向均涉足翻译学和语料库语言学两个领域.由此可知,语料库翻译学这一学科与翻译学和语料库语言学

的关系十分密切,具有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背景的学者更易于在语料库翻译学领域大显身手.
语料库翻译学虽然属于翻译学的研究范畴,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融合了语言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

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跨学科的性质拓宽了语料库翻译学的研

究思路,为该学科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也正是由于交叉学科的性质,语料库翻译学

对其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掌握多种学科知识,才能更好地进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2.2 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内部特征

2.2.1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思想的提炼和升华.如果某个关键词在一个研究领域的文献中反复出现,则该关键

词所表征的主题内容就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12].其复现的频率越高,表明该关键词所表征的课题研究热度

越高.运用CiteSpaceIII设定关键词,选择最小生成树法.对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文献关键词进行统计分

析,生成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共现知识图谱,详细情况见图5.
图5中每个圆圈即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某一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则圆圈的直径以及节点与标注词

的字体就越大,其在该领域的研究热度也就越高.网络中共有节点358个,连线599条,网络密度为0.0094.
基于以上描述从图5中可以发现,在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中,节点度值最高的关键词是“语料库”,由此可

见语料库之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意义.正如Kenny所说,语料库为专家学者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13].除“语料库”一词外,图谱中其他网络节点的节点度中心性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总的来说可以分

为以下4个知识群.
知识群1:译学语料库建设研究.语料库建设是任何基于语料库研究的开端.语料库搜集的语料及方式影

响甚至决定着研究进展的顺利与否,因此译学语料库建设是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得以进行的基础和保障.从形

式上来说,因研究目的不同,常用的译学语料库有平行语料库、可比语料库和类比语料库等.在语料库的创建

过程中,语料对齐技术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与讨论,是译学语料库建设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从内容上来

说,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界所建的语料库大多以文学文本为语料来源,如《红楼梦》和莎士比亚戏剧等.
知识群2:翻译语言特征研究.在译学语料库的协助下,翻译学家探讨了翻译语言特征这一问题,对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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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语言特征进行分

析,如对翻译共性的

研究,包括显化、隐化

和范化,其中对显化

现象的研究尤为突出.
除此之外还有对语义

韵的研究以及其他语

言特征的研究等.这些

基于语料库对翻译语

言特征的研究有利于

研究者发现翻译的规

律,对翻译学习有一

定的指导作用.
知识群3:译者风

格研究.不同的译者具

有不同的翻译风格,
对译者风格的研究不

仅能加深对原文的理

解,而且通过对两个

或两个以上译者的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对某译者常用的翻译策略及动因的探究也大有裨益.基于语料库的译

者风格研究通常以某一语言单位,如词汇、句子等为着眼点,以此为基础来体现译者风格.
知识群4:翻译教学研究.在语料库应用于翻译教学研究之前,翻译教学的主观性相对较强,往往以教师

个人经验为基准授课,翻译成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不能保证.借助语料库的翻译教学以大量真实的语言文本

为基础,学生能更加主动地去理解文本出现的语境及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如借助语料库驱动的配价结构描

写体系和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手段,全面清晰观察与分析APPOINT的用法,使翻译用词更加准确[14].
综上所述,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热点涉及译学语料库的创建、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以及翻译教学的

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热点融合了计算机科学、文学、语言学以及教育学的知识,说明

语料库翻译学与诸多其他学科联系紧密,这也正是语料库翻译学能够保持其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2.2.2 研究时区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近20年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热点的变化情况,运行CitespaceIII,将网络节点设置为

Keyword,显示类型设置为“timezone”,对1998年以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热点的时区分布进行可视化分析,
生成的知识图谱如图6所示.时区分布图谱由时区的条形区域组成,以年为分割线呈现了研究热点的历时性

演变.
总体上来看,时区图谱中热点词的密度随时间的推进在一定限度内不断增大,前沿热点之间联系紧密,

再现了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切入点的多元化过程.结合近20年语料库翻译学在国内发展的3个阶段,即低缓

期(1998-2006年),爆发期(2007-2015年)与持续期(2016-2017年),国内语料库翻译学发展的时区特征

见图7.
低缓期的重点工作是译学语料库创建及相关技术问题.语料库技术是创建语料库的基础工作,影响甚至

决定着研究结果的效度和信度.因此,在研究初期,学者们最先对语料库基础技术予以探索,如自然语言处

理、句子对齐、数据挖掘及存储、语料标注、跨语言信息检索、词语对齐等.在语料库技术日趋成熟的基础之

上,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主要包括机器翻译、英文词典、译文模板、在线语料库、在线词典、电子词典等,
另外,一些基于语料库的书面语自动评价模型的创建[15-16]也能促使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得以进一步发展.

爆发期的研究热点开始转向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从宏观上来看,译者风格和翻译策略研究所受关注

度较高.其中,译者风格研究往往是对某篇经典文学作品的几篇译文进行分析、比较,以此揭示不同译者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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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风格,如YuChing-hua对《老人与海》的余光中译本和张霭玲译本的译者风格研究[17]、刘泽权基于《红楼

梦》中英文平行语料库对DavidHawkes和JohnMinford、杨宪益夫妇以及BencraftJolyd译本的报道动词

译者风格研究等.翻译策略研究是在译者风格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不同译者在面对同一种语言现象时所采用

的翻译方法的比较.从微观上来看,语义韵、翻译语言特征、人称代词、模糊限定语等具体的译文语言研究热

度渐高.此外,爆发期还注重文化层面的翻译研究,如汉语的译出、语言接触研究等.

持续期语料库翻

译学的研究侧重服务

于国家的经济、政治

和文化,商务合同翻

译、外宣翻译以及其

他顺应跨文化交际的

翻译研究开始增多,
这是由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以及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启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需要翻译工作的

深入发展为其扫除障碍,更好地促进合作共赢局面的形成.
语料库翻译学在近2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研究领域扩大化、研究主题多样化和研究内容深入化的过程,

概括来说,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如下:1)译学语料库的创建工作持续进行,语料库类型实现多样化,建库技术也

日臻成熟;2)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语言特征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对显化的研究尤为突出;3)翻译成

果与日常生活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如人工智能、公示语、字幕翻译等;4)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有所发展但程

度不高.
2.2.3 高被引文献分析

引文分析是通过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分析期刊、论文及作者的引用与被引用的情况,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

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方法[18].高被引文献是指在某个统计时间段内,被引用次数排在某一研究领域

前列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科的研究进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19].利用CitespaceIII对文献进行

高被引分析,并将数据导入 MicrosoftOfficeExcel中,被引频数最高的前10篇文献相关信息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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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揭示高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分别对表3中所列10篇文献的摘要、关键词以及研究路径进

行分析并加以归类,发现评介类文献5篇(1、3、5、8、9)(前面括号中的数字为文献在表3中的序号)、翻译语

言特征研究2篇(4、10)、翻译策略研究1篇(2);译学语料库建设1篇(6)、译者风格研究1篇(7).从高被引

文献前10位的文献类型来看,评介类文献占其中的50%,由此可以推断,当前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尚

未完全成熟,还需要通过不断引介促使学科发展.
表3 高被引文献前10位

序号 文献名称 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被引次数

1 语料库与翻译研究 廖七一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208

2 澳门公共牌示语言及其翻译研究 张美芳 上海翻译 2006 180

3 利用语料库调查译者的文体———贝克研究新法评介 张美芳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131

4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汉语词汇特征研究 王克非,胡显耀 中国翻译 2008 127

5 双语库:翻译研究新途径 柯飞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109

6 汉英双语语料库自动对齐研究 王斌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999 107

7
基于语料库的莎剧《哈姆雷特》汉译文本中

显化现象及其动因研究
胡开宝,朱一凡 外语研究 2008 104

8 关于翻译共性的研究 吴昂,黄立波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103

9 语料库翻译学十五年 王克非,黄立波 中国外语 2008 96

10 英汉翻译中人称代词主语的显化———基于语料库的考察 黄立波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 93

  在上述10个高被引文献中,廖七一于2000年发表的“语料库与翻译研究”一文被引频数最高.该文主要

探讨了平行语料库、多语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对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促进性意义,是国内第一篇评介语料

库翻译学的论文[20].不过,文献引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仅从高被引文献内容以及被引频次上分析高被引文

献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引文类型识别从引文动机和引文内容为出发点进而揭示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之间的

关系,是对传统引文分析方法的补充和发展[21].Teufel于1999年在爱丁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首先开始了

引文类型识别的研究[22],此后Nanba,Pham,Le,Sandor和Teufel分别对引文类型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不同

的定义引文类型的标准.其中,Sandor的分类标准综合考虑引用动机、引用功能和观点倾向等多方面因素,将
引文类型分为4类:(1)用于帮助读者理解背景知识(背景知识类);(2)以被引文献为基础进行研究(基础

类);(3)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文献的比较(比较类);(4)评价被引文献(评价类).
基于Sandor提出的4种引文类型,本文对被引频数最高的“语料库与翻译研究”一文的208篇施引文献

进行引文类型分析.通过对施引文献引文内容和引文上下文的双重考察,发现“语料库与翻译研究”一文引文

类型中有背景知识类121篇,约占全部施引文献的58%;基础类58篇,约占全部施引文献的28%;比较类

15篇,约占全部施引文献的7%;评价类14篇,约占全部施引文献的7%.由以上数据可知,施引文献引用该

文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背景知识或以此文为基础进行研究,比较类和评价类施引文献占全部

施引文献的比重较少,施引文献引文类型出现上述比重差异可能由该文献的性质所决定.承上所述,此文是

国内第一篇评介语料库翻译学的文章,其中的观点具有新颖性并有待深入研究,因此引文重点用来普及背景

知识或以此文为基础开展研究,同时也正是因为该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性和不成熟性,引文中很少用其来进行

比较和评价.总之,文献的被引次数与其质量和内容的前沿性密切相关,而施引文献的引文类型又与该文的

性质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在分析高被引文献时,应尽可能梳理清这些关系以使研究有更高的深度.

3 结束语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学工具CiteSpaceⅢ探讨了1998-2017我国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外部特征和内部特

征,包括对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走势、发文机构、研究作者、研究热点、研究时区以及高被引文献的分析.虽然近

20年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与国际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相比,其起步时间较晚,在研究

广度和研究深度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如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应用文体翻译研究以及翻译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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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展尚不成熟.语料库翻译学是一门极具研究潜力的学科,其交叉学科的性质使其具有多元化的研究切入

点,有待于专家学者的深入挖掘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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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ingtrendsincorpus-based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AscientometricanalysisinciteSpace
LiuGuobing,ChangFangling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Byemployingthe1916articlesofrecent20years(1998-2017)belongedtothefieldofcorpustranslation
studiesinCNKIasdatasource,thethesissystematicallyanalyzedtheresearchtrends,institutions,authors,hottopics,time
zonesandhighlyciteddocumentsanddrewtheknowledgegraphofcorpustranslationstudiesbasedontheabove-mentioned6
aspectswiththeassistanceofbibliometricsoftwareCiteSpaceⅢ.Theresultsareasfollows:1)fromtheviewofexteriorchar-
acteristicsofcorpustranslationstudies,thenumberofpublishedpapersaboutthissubjectinournationhasdevelopedwavilyin
recent20yearsanditcanbefurtherdividedintolowspeeddevelopmentperiod,outbreakdevelopmentperiodandcontinuous
developmentperiod;theinstitutionsofpublishedpapersaremainlyremainedtobeforeignlanguageuniversitiesorschoolsof
non-foreignlanguageuniversitiesandintheseinstitutions,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and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
tymostlycontributedtothedevelopmentofcorpustranslationstudies;thecollaborativeteamsofresearchersdevelopedinsin-

glecorepatternandWangKefei,HuKaibao,LiuZequanarethemainresearchersofcorpustranslationstudies.2)fromthe
viewofinteriorcharacteristicsofcorpustranslationstudies,thehottopicsinrecently20yearsmainlyfocusontranslationcor-

pusconstruction,characteristicsoftranslatedlanguage,translatorstyleandtranslationteaching;withmachinetranslationbe-
ingthestartingpoint,researchfields,themesandcontentsofcorpustranslationstudieshavebeenenlarged;reviewarticles
havemorecitingdocumentsinhighlyciteddocumentsthanothers.

Keywords:corpustranslationstudies;CiteSpaceⅢ;visu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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