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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45/2021_2022__E5_A6_82_

E4_BD_95_E5_87_86_E5_c105_145719.htm 根据国家人事部的

规定，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第二次法语口译考试

将于2005年上半年在北京举行。这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加强我国法语专业人才建设

的重大举措，可以起到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法语专业人

才水平和能力的作用，无疑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考试。 消息

公布后，不少人前来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

（gocatli@china.org.cn）询问，其中有多年从事法语工作的同

志，也有在校的学生，他们很想参加今年的考试，测试一下

自己的法语水平，以便为现在或今后从事的工作打下一个良

好的基础。 笔者绝对不是外交部翻译室的“高翻”，不是笔

译名家。不过在二、三十年的文化外交生涯中，一直担任正

式场合或者比较重要的文化外事活动的口译工作，也译过几

本小书，虽然谈不上什么经验，但在口译方面还有点滴体会

，或者说教训。现拟就一篇小文，谈谈这一方面的看法。 今

次的口译实务考试将采取面试的方式。考官由3人组成（中国

考官2人，法国考官1人）。法文部分由法国考官朗读，中文

部分由其中一名中国考官朗读，文章段落间有停顿，以便考

生有足够的时间翻译。这种传译方式，和实际工作中的即兴

翻译相似。那么考生如何应试以期取得较好的成绩呢？ 第一

、注意力需高度集中。 在实际口译工作中，译员需要边听、

边记、边想、边译（同声传译除外），而这一切都是在瞬息

间完成的，即谈话者的语言先传到译员大脑，然后译员迅速



忠实地用流畅的语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即刻再

现双方谈话的内容，这就要求译员注意力高度集中，反应迅

速，当机立断，容不得思想开小差。如果在翻译过程中遇到

个别不懂的词或者没有听清楚，请谈话人再重复一遍或者请

其解释一下该词的含义，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译员不能老听

不懂，总问，那样的话，就不是一名合格的翻译了。 今次考

试和实际翻译略有不同。考试时，考生即使听不懂，也不能

发问，考官也不会回答任何语言方面的问题。 注意力集中不

等于过分紧张。只要考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泰然自若，自

然不会心慌意乱。法语水平考试和高考不同，它没有年龄限

制。这次没有考好，不妨下次再考。 第二、听懂是关键。 能

听懂谈话人的说话，是对口译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只

有“听懂”，你才能翻译，才能将一种语言准确无误地转换

成另一种语言。翻译时不允许掺杂个人的兴趣爱好，更不允

许随心所欲地增删，或者将自己的观点说成是人家的看法。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单位接待一位非洲的文化部长。我们接到

前方的通知，说这位部长要向当时的国家主席亲自面交该国

总统一封重要的信函，因为“绝密”，部长不愿透露信函任

何内容。于是部里十分忙乎，一时间猜测很多，甚至显得有

点紧张。莫非与台湾问题有关？我部通报了有关部门，商量

对策。我当时不是接待组成员，但刘德有副部长要我参与接

待工作，担任主席会见该部长时的翻译。 但是从代表团抵京

到主席会见结束，也未见这封“绝密”信函。原来，在会见

过程中，该部长大谈与邻国的边界纠纷，转达该国总统希望

中国支持他们的立场的口信（message）。直到此时，我们才

恍然大悟，终于松了口气。事后我们总结工作，认为前方传



递的信息可能有误，听者未能理解message一词的确切含义

。Message在法文里是有“信件、信函、信息”的意思，但不

一定非得是书面的，也可作“口信”解。我们打电话时，假

如对方不在，他的同事或自动录音会说“请留言”。这里所

说的留言，就是message。这个例子说明“听懂”是多么重要

。 即席翻译要求译员有很好的记忆力。但是一个人记忆再好

，也不可能将一篇10分钟的讲话一字不漏地口译出来。因此

我认为，有必要做记录，记录是帮助我们记忆的一种方式。

应试也是如此。当然译员或者考生没有时间去做详细记录，

只能记要点、关键词，还有地点、人名以及容易出差错的数

字。有实践经验的翻译在工作中积累了一套他自己的经验，

尽量减少把过多的精力用在记录上，否则就跟不上谈话人的

节奏了。例如市场经济一词，你完全可以用M表示就可以了

。如果是汉译法， “听懂”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法译中

，则由法国专家朗读，是标准的巴黎音。但在实际翻译工作

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时发音不规范，特别是非洲

人的法语，还有加拿大人的法语，有他们自己的口音。这就

需要多接触，多实践，慢慢也就习惯了。 第三、表达最重要

。 译员从听懂、记住到用准确流畅的两种语言反复转换，即

刻译出谈话双方的内容，从而使他们沟通思想，了解对方的

观点，研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使一时找不到解决办法也无

大碍），这就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口译和笔译不同之处是显

而易见的。前者动嘴，后者动手。笔译是书面语言，文字结

构严谨，遣词、造句经过推敲后很有分寸。译者（ traducteur 

）有较为充裕的时间阅读原文，可查阅词典，必要时还可请

教别人，译文可反复修改，以求符合“信、达、雅”的标准



。 口译则全然不同。译员 ( interprète ) 不可能事先阅读原稿

（将事先译好的稿子照本宣读，这实际上不能算是即席翻译

），也不可能带一本字典，更没有时间反复斟酌。口译要求

译员“快”和“准”，即迅速将一种语言准确地表述成另一

种语言。“钝刀子割肉”式的翻译不是好翻译。因受时间的

制约，口译的要求是准确、通顺，而不追求文字的优美，是

让人“听” 而不是让人“看”。全国法语考试对考生口译的

基本要求是，熟练运用口译技巧，完整、准确地译出原话内

容，语言流畅。 第四、准备要充分。 万事须有准备，这样才

能收到良好的效果。高考如此，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

考试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准备呢？有的人说这可是大海捞针

呀！ 既然是“口译实务”考试，那一定重在“实务”，测试

考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我认为，试题不可能是斯汤达尔

的一篇小说，或者是其他文学体裁的文章。口译的内容应该

涉及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旅游或社

会等方面，求“新”，求“实用”，有时往往是综合性的东

西，三级口译比较容易，二级口译更重“实践”。所以，考

生应对当今国内外有影响的大事给予更多的关注。试想，一

个连伊拉克战争或者印度洋海啸都一无所知的人怎么能圆满

完成翻译任务呢？ 前往应试的人, 有的可能已经在从事翻译

工作，有的是在校大学生。面对全国最具权威性的考试，“

三堂会审”，难免怯场。因此，我建议考生事先做些模拟考

试练习，请有翻译实践经验的同志或者老师选择一些较为口

语化的典型文章，作模拟中译法、法译中翻译。如此反复练

习，随时纠正错误，语言上必有收获，实践经验提高了，应

考的能力自然会增强。 第五、听、说、读、写、译并举，当



一个合格的译员。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外交往与

日俱增，我们国家各行各业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其中多数

是青年。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还是“海归”派，讲得

一口流利的外语，可是真的要当翻译又有一定的困难；有的

人口译非常好，可是让他笔译一篇文章，译出的东西却不大

像样。笔者认为，当今的青年应在听、说、读、写、译诸方

面全面发展，无论口译或笔译，均能应付自如，这样才能更

加符合当今社会的需要。 当一个合格的翻译，既要有敏锐的

政治头脑，又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

水平，向更高的目标攀登。在这里，我想要说的是，学好中

文非常重要。一个好翻译，应当有较深的汉语功底。同时，

当然要掌握好对象国家的语言，即外语。此外要努力扩大知

识面，不妨当个“杂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