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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成功召开

2021年11月19—21日，第九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在线上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翻译协会与上海市

科技翻译学会主办，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上海翻译》编辑部策划、承办，《中国翻译》编辑部、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协办。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思怡教授，中国翻译协

会副秘书长、《中国翻译》编辑部杨平主编，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理事长何刚强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会长彭青龙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国内高校的近300名学者参与会议，反响非

常热烈。

12位国内翻译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百年未遇新情势下的应用翻译研究”这一主题，从应用翻译史、

应用翻译理论、翻译技术、翻译政策、应用翻译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进行主旨发言。方梦之教授指出，翻译史

研究要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科学昌盛和社会进步，挖掘优秀的翻译家和被遮蔽的翻译史料。许钧教授提出应

用翻译研究亟待从微观和中观探讨上升到宏观理论构建，并强调理论探索对翻译实践的介入和导向。王克

非教授关注多语平行语料库的研制，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四个问题。罗选民教授聚焦认知翻译行为研究，指出

这一研究体现了人文学科的生命灵动。何刚强教授回顾了应用翻译研究的“初心”，并提出应用翻译研究的

“使命维新”应做三方面调整。黄忠廉教授探讨了应用翻译研究的迅速发展可以反哺“纯”翻译学研究。曾

利沙教授深入剖析了政治话语外译中“概念内涵、政治意涵、形象塑造”三大核心理念。胡庚申教授总结了

生态翻译学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发展中“理论系统”和“实践系统”的双轮驱动。文军教授以《全国总书

目》为语料分析了翻译政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穆雷教授聚焦应用翻译人才培养，指出我国快速发展的语

言服务业和全球新冠疫情对应用翻译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蓝红军教授提出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三个面

向，并讨论了各个面向的具体问题和路径。胡开宝教授分享了语料库应用于翻译批评研究中的特征、领域及

其意义。

大会设立“应用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应用型文本翻译研究⋯‘技术赋能与翻译教育”“应用翻译史研

究”“中国文化外译研究”5个分论坛。同时，在“主编论坛”环节，来自《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界》《中

国外语》《外语电化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当代外语研

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与翻译》等外语类重要期刊的11位主编云集一堂，围绕各家杂志在

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采用情况和选题特点，以及未来在应用翻译研究领域的收稿期望与计划进行了简

明扼要的介绍。

《上海翻译》主编傅敬民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次会议参会学者的研究背景广泛、研究论题涉及的范围

宽广、国家意识和服务意识突出、跨学科的方法运用较多；未来应用翻译研究将聚焦应用翻译研究的定位、应

用翻译研究的范畴、应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融合。第十届应用翻译研讨会将于2023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举

行，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院长胡安江教授代表下一届会议承办方发言。最后，大会在上海大学外国语学

院院长尚新教授的致辞中顺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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