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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03月出生，2004年09月师从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

，于2007年06月获博士学位。 中文摘要 口译（特别是同声传

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处理活动。探索口译记忆机制，不仅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口译深层认知加工机制，促进对语言信息

心理加工过程的了解，对明确认知记忆素质在口译技能中的

地位和作用，完善记忆训练的内容与方法，提高口译训练质

量，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口译信息心理加工过

程难以直接考察，口译深层认知加工机制是当前国内外口译

研究公认的艰深课题。特别是在国内，对涉及汉语的口译认

知过程的讨论依然以经验总结为主，尚未开展实证性研究，

更缺乏客观的实证数据对相关结论进行说明。 本论文以英汉

双语同声传译为研究对象，借鉴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中

语言信息处理、记忆资源配置等原理，应用调查法、观察法

、实验法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同时采用历时描述与共时对

比相结合的研究设计，力求对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关系进

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构建同声传

译的工作记忆运作模型。 本论文由绪论、主干五章和结语共

七部分组成。 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口译的发展历史，以及口

译的性质与特点，重点对国内外口译记忆研究进行梳理和总

结，说明前人研究在理论理解、方法应用、材料分析等方面



的缺陷，分析了后续研究的方向和具体策略。 第二章详细阐

明本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价值、理论支撑、研究设计等问

题。本论文研究目标是考察工作记忆能力与同声传译的关系

，具体分为：1）同声传译对工作记忆能力的影响；2）工作

记忆能力与同声传译效果的关系；3）工作记忆能力在口译活

动中的发展特点；4）工作记忆能力在不同方向口译活动中的

作用四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同声传译中工作记忆的工

作模型。本论文对口译认知研究、口译教学及口译实践的意

义：1）深化对口译认知过程的认识，促进口译认知理论的发

展；2）明确记忆能力在口译技能体系中的性质与作用，完善

记忆训练的组织，提高口译实践效果。本文主要依据1）认知

心理学的认知能力发展理论（以工作记忆为主）；2）心理语

言学的语言信息处理理论（信息处理的控制性与自动性）。

本文的研究设计是：1）实验法、调查法、观察法相结合的综

合实证性研究策略，以定量数据为主，以定性分析为辅；2）

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既分析不同口译人员之

间工作记忆的差异，又考察工作记忆在不同口译阶段的变化

。 第三章以问卷调查为数据收集工具，了解各类口译人员在

自然状态下对记忆与口译关系的初始性认识，主要结论为：1

）记忆能力是制约口译操作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其影响并不

如语言知识、转换策略等明显；2）在记忆能力与口译的关系

上，非口译人员比口译人员更确信记忆能力对口译加工的决

定性影响，同时也更相信记忆训练对口译实践的重要作用。

此外，一般而言，职业口译员对记忆能力的作用有更客观的

认识，更强调口译策略意识和口译交际能力，而口译学员则

更注重记忆素质及记忆训练的作用。 第四章以自然观察的方



法，以口译中的省略现象为个案例证，透过对真实口译语料

的分析，说明工作记忆在实际口译情景下的作用与表现，主

要结论为：1）工作记忆是影响口译加工与效果的一个重要因

素，但口译策略的灵活应用对口译的实际操作与效果发挥着

更为明显的作用；2）口译语境因素对工作记忆的作用有重大

影响；3）在实际口译情景中，认知记忆资源更多地应用于对

语义信息的理解与处理。而且，口译员对认知记忆资源及其

引发的问题的意识及调节程度要强于主题知识、语言特点等

其他因素。 第五章以实验测试的方法，对同声传译与工作记

忆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考察，主要结论为：1）同传对工作记

忆具有消极和积极双重性质的影响，但积极性作用更加明显

。一方面，同传干扰了工作记忆对输入信息的处理效果，特

别是在信息保持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这一现象更加突出；另

一方面，同传促进了工作记忆的发展，尤其是记忆资源的协

调能力；2）在口译初级阶段，工作记忆容量有更明显的增加

，在口译高级阶段，工作记忆协调能力的改善则更为显著；3

）工作记忆是影响同传效果的重要因素。同时，工作记忆资

源的使用效率（即协调与分配能力）对同传效果的影响要比

单纯的记忆容量更加显著；4）工作记忆与B→A同传（外语

到母语）的相关性更加显著，对B→A同传效果的影响也更加

明显。而且，口译信息处理压力越大，工作记忆资源对B→A

同传的影响越明显，B→A同传效果也越逊于A→B（母语到外

语）同传效果。 第六章归纳前几章基于客观实证数据的同传

与工作记忆的关系，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提出同声传译的工

作记忆模型，主要包括口译语境、记忆系统（以工作记忆为

核心）、口译加工等三大组成部分。该模型1）明确了口译语



境对记忆资源的制约与影响；2）展示了同传操作中以工作记

忆为核心的记忆系统在信息接收、分解、存储、加工、监控

、输出、反馈等环节上的运作过程（描述性功能）；3）揭示

了工作记忆与口译操作及效果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关

系（解释性功能）。 第七章总结本论文的贡献，分析研究方

法与设计中存在的不足，并从工作记忆测量工具、研究方法

系统性、跨学科研究视野等方面展望口译记忆研究的方向与

策略。本研究主要工作体现在: 1)通过一年多的调查、观察、

实验取证, 获得国内第一批关于口译认知加工的一手材料, 弥

补了我国口译研究仅依赖感性经验而匮乏客观实证数据的缺

陷，成为后续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和研究基础。2)首次

以客观数据证明了口译认知资源分配理论，修正了法国释意

理论的“脱离原语语言外壳”观点。首先，在国际上首次以

客观实证数据显示，原语发布速度及原语语言结构干扰了工

作记忆资源在口译加工中的分配及作用，并直接影响口译操

作的具体效果，为口译认知资源分配理论提供了实际数据支

持。其次，在国内首次以实证数据显示，译员在有效保持原

语信息的同时，并非完全遗忘原语语言形式（如关键词、语

言结构的识记与回复），说明“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并非口

译加工的一个必然或普遍过程，以特殊语言形式为表征工具

的信息传达依然是口译操作的一种关键形式。3）提出了新的

同声传译中工作记忆的运作模型，展示了同传记忆系统中信

息加工过程，揭示了工作记忆与口译操作和口译效果间相互

影响、彼此制约的关系。4），在国际上首次论述工作记忆与

口译转换方向的关系，并在实证中发现工作记忆对B→A（外

语到母语）同传的影响明显强于对A→B（母语到外语）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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