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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皮尔斯符号学的人工智能翻译探析

姚婷婷
１

蒋 蓉
２

（
１ ． 南京师范大 孛 外 国 语 学

．

鹰 ；

２ ． 齡江工 孛 院 墓捕 教 学部 ）

摘要 ｉ 人工智能翻译的迅＆蠢感不撫隹传 工翻译备蜜Ｓｔ战
，
也进丽极大地＿＿ Ｔ＿＿ｌｒ服务人才教會＿ 。

随着嘗顏科孿拔求和霄響＿会窮—两个颊＿＾＿鐵震興系同藤麇＿＿＃ ，蹲＿＃的研窕悤路和研＿？遂一》糧

＿＿＿出无ｆｔ论比的优藤 ｓ 本食 尔斯香号类为理论 ：猶讓＾＿＊痛分析人工 ：震 能翻译敢意麋 ： ，认为＿斯籍号学以

ｇ齊的選輯推轮和＿＿与蠢＿思缪＿＾
？１１ ； １胃 ：以为人工管能翻译爾＿提擇思路和方濟悔辑导 ＃

关键词 ： 人工智能翻译４皮尔斯符辱争；翁夸糸行

〇 引 言

语言服奢的迅猛发膝对不同语种间 的翻译效率和

效虚提出 了 ：更高的要求 ， 人：ｎ智能辅助 翻译便在此形

势下迎来ｒ革新
，
新技术新设备广泛应用于现今的语

言服务产业中 ｓ 近年来 ， 人工智能翻译
一直是着育服

务领域和翻译研究领域讨论和研发的重要课题＆ 世界

翻译教育联盟翻译技术教嘗研究会多次以
“

ＡＩ 时代翻

译与猶究
”

为主题孖开 国 际研讨年会 ，萱点讨论人工

智能翻译以及人工智能翻译对语言服务人才教育的影

响等 。 由此苋见 ７ 从图形识别到语音识别，词条翻译

到人工智能 闻声传译 ，
人工智能翻译器似乎

１ ‘

越俎代

庖
”

且？现出超越我们人类的
“

语言天赋
”

，人工智能

已绠在某种程度上扮演 了
“

好择员
”

。 分析传统人工

翻捧与人工智能翻译在语言转换层面的特征不仅仅渉

及人类思维运作的生物机制和人工智能机器物理运作

机制 ，二者还都在很大輯度上关渉人类对其 ＆身思维

理解的哲学和符号学面相  ＜
． 这一领域随着科学技术和

人文两大孝科不嵐程度地融合 ，務受到越来越多地跨

学科关 皮尔斯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去世了 ， 他所

处趙年代还不可能有辅助 翻译器 ，更谈不上人工智 能

的翻译， 然而 ， 皮尔斯的符哥＃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

意义 ，在他的理论中有关符际翻译的固有特性以及符

号逻辑的论述 ，可以 为人工智能翻译提供研究思路和

方法论的指导。

１ 人工智能翻译 ：从统计机器翻译到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今时今 日 ，尤其是计算机硬件

设备前革新 ，人们将感知器和传感器座用于加強计算

机的计算能力 ，便得机器倍助生命科眷和 电生物学的

方
＇

法模拟人类神经芄的传导机制 ，逐渐学会了思考和

学习 ，机器翻译进人到认知智 能阶段 （ 张爱玲 ， 扬子

靖 ，刘晨镟 等 ２〇 １ ８
）＞＿前我们所熟知 的机器翻译

软件如谷歌顧译 （
Ｇｏｏ

ｇ
ｌｅＴ＿ｓｌａｔｇ

） 、微软翻译  （
Ｍ ｉ

－

ＷｏＳｏｆｔＴｉ他ｓ ｌａｔｗ
） 以及亚洲在鐵 ： （

Ａｓ ｉａＱｒ ｉ ｌｈｉｆｅ
）等均采

用了统计机器翻译（Ｓ 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ａ ｌＭｇｃｈ ｉ ｉ评 Ｔｊ稱办如 １１

，

以

下称 ＳＭＴ
）模式？ＳＭＴ 是

一

秤基宁规则和知识的机器

翻译
，
它通过对比分析大儀平行语料库 ，

区分性训练计

算器 以获得参数模型 ，
解码Ｓ估的参数和铪定的优化

目标 ，翁＿＃翻译语旬的最佳＿译结果 ， 同时构建统计

翻译模塑 ，在此模型基驰上调序和查阅进行翻译输出 。

ＳＭＴ 系统依赖于所谞的语言模型 （
１谢聊ａ

ｇ
ｅ＿ｄｅ ］ Ｓ

） ，

或称 ＿标潛的筚语请育模＿ 

Ｃ  ｉｎ卿Ｕｎ
ｇｕａ

ｌｍ？Ｕ ｓ
） ，两

此它首先需要解决
一个单筒在语言 中的序刻间题 ， 而

语言擦式的训练须建立在一个 目标语的平行语料库翁

础上 ，或 ：ｆｅ？大的 目标语单语涪料库 ．的基補上 ￡ 
Ｋｅｍｙ

３ｎｄＤｏｌｉ＿ｙ
２〇 １ ４

：

２７ ８
） 。 雜统计机器翻译时代 ，

语 ：料

库的宇富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机器翻译的质量 ， 然

而ＳＭＴ于 规则 （
Ｉ

＇

ｕｌｅ
－

ｂａｓｅ ｅｌ
） 和 知谁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ｂａｓｅｄ
） 的翻译方式对源语的处理往往０ 囵吞枣 ， 当源

语语句意群较多较长时 ｔ其调序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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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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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ａｎｇ
ｓｕＦｏｒｅｉｇ

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译生硬
，

语言不通畅 。

如果机器翻译发展的第
一

阶段是基于人类语ＩＴ规

厕以辱暈模仿人类语■规则为 主 ，其第二阶段就是以

人类语言实践为对象的经验争习 ，而第三阶段 ，机器通

过受训 ，可以对人类语言 中 的元语法 （
ｎ－

ｇ
ｒａｍｓ

＞要素进

行分析和重组 ＊
：喜进行＿：似人类神經网學构成方式的

整合得到最为可能的翻译对应 ３ 即 为神经 网络机器翻

译 （
ＢｆｃｕｒａｌＩｆｏｃｈ ｉｒｏｅ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 ｉｏｎ ， 以下簿称 動１Ｔ

） 。 麗

此 ， ．在统计机器翻译的基础上 ，
机器利用可实现的 系统

模拟人类脑神经的细胞结构 和功能 ， 利用源语言端和

目标语言端的上下文倩息构建神经两络联合模激。 它

将网洛中ｉ个序列映射到另一个序列 的神经网 络 ，
输

出 为一个可以变长 的或变短 的序列 ， 这有效改进了

ＳＭＴ 中语序调整的为题 ，
ＮＭＴ通过训练的方式引人了

（ｇ
ｌｏｂａｌａｔｆｏｎ ｔ ｉｏｎ

） （
ｌｏｃａｌａｔ

－

ｔｅｒｔ ｉｏｎ
）机制 （

Ｊｊｉｉｏｎ
ｇ§

ｔａ ｌ ．

，

ＥＭＮＬＰ２０ １ ５
） 増强较後

语句调序能力 ，并提升词语表征 基于深度擊习模型的

ＮＭＴ 极大程度地提禽了机器翻译的准确率 ，

２０ １ ６年咎

歌正式推出 了多语种神经机器翻译系统
“

ＧＮＭＴ
＇ 萁 ：

翻译错误率与谷歌之前的基于短 的 ＳＭＴ 相 比
， 翻译

错误率下降了六成 （ Ｗｕ 拭 ａ ｌ ．２０ １ ６
：

２０
） 。 紧接翁 ，

２０ １ ７ 年來 自德国 的 Ｄｅｓｐ
Ｌ 神经 网 络翻译器一经问世

就以优秀的算法和吏精准的翻译 ；＃涪言服务市场脱親

而迅 。 在 国 内 ， 腾讯
“

Ａ ＩＬａｂ
”

融合多项前沿技术 ， 将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统计机器翻译、输人法、语义理解 、

数据挖搌等有效结合 ， 于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１Ｊ１发布 了旗下针

对薬双３１翻的食互式辅劢翻译工身Ｉｒａｎｓｎｉａｒｔ
”

。 騰

讯的人工智 能辅助翻译代表了我 国 目前 ＷＭＴ 领域的

较畜冰芊 ，它蠢于 自 主实现的约朿翻译解码技术 ， 优化

解码速度使之 ■通霞５：联网环境中 的实时交瓦要求 ， 并 －

通过预测用户动作 ，对原文建立换成来加快翻译速度

通过对比一下译文 ，我们可以得知人工智能翻译 目前

所能达到的翻译水平以 及面对的挑战 ， 以下两个例子

分别是两款神録网络翻译软件对实用类文本和文学类

文本的翻择鱭果 ；

例
１ ． 蒸文 Ｔｈｅａ ｌ ）Ｍ

＊

ｎ ｉ ｃｏｆｎａｔｕｒａ ｌ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ｆｏｒ

ｔｈｅｗｅｅｄ
，ｃｏｕｐ

ｌｅｄｗｉ ｔｈｔｈｅｐｅｉｆｅ
ｃｓｔｔｅｎｉｐ

ｅｒａ ｔｍ？ｃｏｎｄ ｉ
？

ｔ 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ｋｅ
，ｆａｃ ｉ ｌ ｉ ｔａｔｅｄｒａｐ

ｉｄ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ｐ
ｌａｎｔ ．

Ｉ ｔｔｈｒｉｖｅｄｂ
ｙｇ

ｏｉｇ
ｉｎ

ｇ ；ｏ ｉｌｔｉｇｅｎｓｐａｃ？ ，Ｒｕ ｔｔｉｎ
ｇｏ

ｆｆｆｉｓｈ ｉｎｇ

ａｎｄｃｒｅａ ｔ ｉｎｇａｃｏｎｄｕｃ ｉｖｅｅｗ ｉｒｏｎ ｉａｓｕ ｔｆｏｒｄ ｉ ｓ
，

ｅａｓｅ
＾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 ｉＨｏｓｑ
ｕ ｉ ｔｏｅｓ ， 《 中 国 日 报 网ＣＡｉ ，？

２０２４ 

－

０ １ ０２
）

４ ｔ

Ｄｅｅｐ
Ｉ；

＇

翻译 ：这种杂草没有天敌 ， 再加上湖 中适

宜的温度条件 ，使得这种植物迅速蔓延 Ｂ 它在空地上

大肆生长 ， 切断了捕鱼的路线 ， 为携带疾病的蚊子创造 ：

了有利的环境 。

２０２４ ． １

腾讯
“

ＴＶｉｓｎｗｔ

”

 ： 由 于没有天敌 ，再加 Ｊｔ湖泊完

美辦見度条件 ，促进了这种植物 的迅速蔓延 。 它的繁

荣是頂为大靈占用空地 ，切断了捕鱼路线 ，为携带疾病

的蚊子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

例 ２ ． 中文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

“

ＤｅｅｐＬ 

’ ’

翻译 ：
Ｔｈｅｒａｉｎｐｏｕｒｓｄｏｗｎｄｕｒｉｎ

ｇｔｈｅ

Ｑ ｉｎ
ｇ
ｍ ｉｎ

ｇＦｅｓｔ 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ｓｏｎ ｔｈｅｒｏａｄ

ｗａｎｔ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ｉｒｓｏｕ ｌｓ ．

腾讯
“

Ｔｒａｎｓｍａｒｔ

’ ’

： Ｑｉｎ
ｇ
ｍ ｉｎ

ｇ
Ｆｅｓｔ ｉｖａｌｒａｉｎｏｎｅａｆｔ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ｓｏ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ｌ ．

作为两款采用神袅 网络技术的 翻译软件，

ｐ
Ｌ
”

翻译和腾讯
“

Ｔｍｎｓｍａｔｔ
”

在翻译实践中基本可
＇

以达

到实財翻译且择文质量优秀 ， 不但基本解决了长 ：句语

序调序何题 ，而且对康文语义的也做到 了还原＾ ■ 腾讯
“

ＴｍｎＳｈｉａｒｔ
”

作为专注于裏钗＿探英双语翻泽翁本土

软件 ，对汉语行文 习惯 的把握更具优势 ， 比如例 １ 中

ｗ

由 于
”

表明原因 ，将主语置 ：
于结果状语从句中 ，避免

使用
“

使字 译文更加凝练 ， 更符合汉语 日 常表达

习惯 。 而在文學文本翻译中 （ 见例 ２
） ，

》

Ｄ？Ｐ
Ｌ
”

和腾

讯的表现均差强人意 ，前者ｆｔ本采取堯全直铎的方式 ，

抛弃了替歌中特有的格律和修辞 ；而腾讯
“

ＴｒａＭｉｎａｒｔ
”

的

译本虽更为简洁 ，也试图以英文格律对应中文的平仄和

押韵 ，但是 ：句法结构和词组搭配．上却不大符合英文的行

文 ，且后半句
Ａ
欲断魂

”

形容伤感极深 ，好像灵魂与身体

要分开一样 ，被译为
“

ｔｏ— 圆１＇在语义上与原诗有所

出 入 。 文学类文本和实用类文本在表达方式和使用场

＃方面有着 巨大的叢异 。 ， 相较于实用类文本猜蜥、严密

地阐述
，文学类文本多运用形象思维 ，貪觉思维、结合想

象 、联想等 ， 同时搭载各种修辞手法进行表述 ， 因此 ，文

学类文本的翻译是对人工智能翻译器运作机制 的极大

挑战 。 随着人Ｉ智能的急速发腾 ，它究竟暴否可以完全

模拟出人类独有的鱗模式和憒感模式呢？

２ 人类思维与机器语言 ： 符号先行

许多學者认为人类能够翻译 ，
机器 只是看起来舎

翻译 ， 它们做的是
“

伪翻译
”

。 在人工翻译 中 ，人类智

力和语言的运用表现 出译者和文化社群之间 的相互影

响和动态交流 ，
而在机器翻译 中；机器将

一个翻译任务

拆解为
一

系列可以执行的二进制逻辑任务 ，＃且根据

处理器的运算能力在极短的时饲内进行数以万次的计

算 《
—个语言符号的解释项内容通常包含了两层翥义 ，

主要是 由语嘗的概念结构所支 ：撑的 ，潜在的 ， 系统的意

义
，
以及在一个特殊文本中被表述地且具有

一定效果的

上下文意义。 机器翻译一般只能译出第一层意义 ，
而忽

略谭貪符号的上下文意义 ，
也就是培用层面的意义 。

为 了使机器更高效地执行施事者下达的指令 ，
人

９４



２０２４ ． １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类有意识地发明了一种作为人类和机器沟通的且抽象

的 中间语 ？言或 中介语 （
ｉ ｉ ｉ ｔｅｍｗｄ ｉ ｉＪ切 ｌａｎｇｕ ｇ

ｉ

ｇｅ ） ， 从而将

机器翻译分成两个步骤 ，
即将源语文本译为中介语

，
再

将中介ｉ吾译为 目标语文本￥ 中介语显然在机器翻译过

程充当 了媒介作用 ， 但是它与作为人类交际媒介的人

类涪言叉有馨本质的不同 ｓ 人类涪言的特殊性在于语

言学家强调的被称之为
＂

句法
”

（好ｎｔｏ ） 的那种东西 ，

即语言单个要素的排列和运作规则 句潰虽然一定程．

度上规定了语言要素的排列 ，但是语言能够以数量无

限的方式对数量會限 的 ：零 件进行组装 （ 佩特丽莉

２０ １ ４
：

１ ５
ｈ 而机器对语言的再加 工必须严格遵循句

法 ，它接受的指令使籍貞 身堯全无法脱离句法的范畴 ，

哪怕是一丝丝的偏离 ， 因此 ，
机器翻译现阶段对源谱文

本的加工在于甩有锒的零件组裝成唯一限定的单词 、

片语、句子和篇章 》而几乎不考虑減清句法层面以外的

要素 ，如语言系统构迨 、语用 、语境 、语域等

如果机器翻译也存在着 自有的思维模式和翻译策

略 ，那它与人类翻择思维的本质是有 巨大差别的 。 皮

尔斯把思维＃作基一种 符号 ， 并提 出 了 

“

思维符号
”

（
ｄｒｏｕｇｈ ｔ

－

ｓｉ
ｇｎ ） 的概念 ， 他说 ，

“

当我们思考时 ，就在思

考的那个时刻 ，我们表现为一个符号 … … 当我们 向惫

识表述 自 己的感觉 、印象 、概念 ，或其他符号再现体时 ，

这个过裎即为符号
”

（

１ ９ ３ ５
：
２ ８ ３

） 。 思维符号同样鳥有

连续性 ，也受到符号第一性的制约 ，符号的第一性包含

了符号的品质 ， 品质为符号提供解释项信息 ，使得思维

符号具备对推导性和连续性 ； 。 因此 ，人工翻译的思维

模式表明 了用语言符号对思维符号进行解释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符号充当 了中介语 它将樨语作者
＇

思维 、译者思维以语言费号的形式按照语言的 内在逻

辑性和语言符号的解释项信息 用另
一套符码表述出

来 ， 成为一系列具有思维上连续关系 的文本 ，

辑维的符号化使得建立在现象观褰基础上的思维 ，

具有逻辑性和可解释性，在人工翻译过程中 ３
思维符号

大多数情况下会以外部语言或言语为对象 ，那么它本身

就是一个思维之外连接的符号 ，
必然会开始遵循社群交

流中符号体系的结构原则 ， 比如 ，语言的翻译会按照句

沬展开 ，
而在思维内部 ，

思维符号会拫据归纳 、演绎并以

联想的方式无限延伸 ９ 即便一个 目标培文本只是以某
一

种确定了的表达 ：方式呈现给读者 ？但是在人：ｔ翻译的

过程中 ，译者的翻译思维早已氧历了无数个符号意指过

程
，
无数个思维博弈过私 以及无数个意义抉择过私

机器翻译的思维构造远远 比人工 翻译要简单得

多 。 机器酶中
一个极大的障碍是机器 ， 即电脑 ，无法

像人类译者那样理解源语文本 ， 机器借助于人类指令

运转 ， 自身无法获得语言文宇投射于译者心褢中 的那

种感觉办 面对 ｉｆ嘗文化中
一些翁奇的 、拜域的 、复乘敢

观念 ，

一些在读者心灵 中激起波澜 的想法在机器着来

不过是一连串符码 ，毫无触动 《 在语言文化 中理解一

个言语表达 ，
通常需要区别三个方面盼含义 ， 句法 、词

法和Ｈ酿 Ｅｄｃｙｉ ｓｔ１ ９８７
：
３ ３ ７ 

－

３ ５０
） 。 即便在当前最先

进的人工智能翻译中 ， 机器也无法完全理解语用层面

的含义 ，需要偺助更多的数据支撑ｗ 比如 ，

雜齋她 帮 了个大杧 ， 所 以 ．她 想意 思意 思４

腾讯
“

Ｔｒ卸細ａｒｔ

”

 ： 
Ｈｅｄ ｉｄａｂ ｉ

ｇ 每職＇ ，
８〇ｓｈ ｅ

ｗ＜ｕｉ ｔｅ４ｔｏｓａ
ｙ

ｓｏｍｅｔｂｉａｇ ．

人工智能无法准确判断一■
？

多义词 ， 尤其是文化

负载词的特定使用场曹 ， 因此它未能理解
“

蠹思
ｓ
’

在源

语句子中意为
‘ ＊

■

给予相应报酬＇ 面基仅仅按句法和词

法的规则按字面意思去对应 〇 如果我们把源语文本着

作袅一个命题，要使翻译的结桌符合期望 并非只是使

命趨修替符合它的对象 １威靈 終被＃现的对象相

符于命题所展现出来的有效推断 ，相符于命题之推断

结果中所存在的方法  ＞ 或相符于与该命题相关的那些

论证 ，并由此汇聚
＇

或某种结某 （ ： 皮尔斯 ２０ １ ４
：
２ １ ４

） 。

对于人工智能翻译而言 ，将现有知识
“

形式化
”

不

可避兔 。 科学家们不辞辛劳地政进机器的运算速度 ，

扩大语料库 ， 使得人工智 能具备某些
“

准人类行为 ％

比如 自 主学习 能力 。 但是知识如隐性本质在于其 ：可预

测 ，

一蠢不言而喻如知识如某对人工翻译轻而易举 ，那

么对于人工智 能翻译而言 则需要另 外 的程序加 以 备

往 。 毕竟人工智能翻译过極是纯粹机器语言狩号对源

语作者思维符号的解读 ， 在皮尔斯的符号三充关系 中 ，

可被看作用符号对象来解释符号 自 身 。 因此人工智能

翻译多大程度上能解读 ｔ庫语文本的翥义 ，在ｆ语言符

号解释项信息的确定性程度 ，
正如句法和词法相较ｆ

语甩而言 ，其规则更为明确 。

无论是在人工翻译过程 ，还悬在人工智能翻译过

程 ，都包含 了
一个共同 的事件 ， 即 翻译施事者 ，译者或

人工智能 ，对輯吾文本语言符号按照各 自 的经验知识

迸行识别和 阐释 ， 只不过各 自 的翻译工具大相径處 ，译

者使用人类大脑 ，机器需要依靠中央处理器的运：算和

中介语 。 然而 ，
需要特别提进 的是 ， 翻译中強调 的

“

译

后攀査
”

《 ｐ
ｏｒｔ －ｅｄｉ ｔ ｉｎｇ ）是机器翻译永远天法做Ｍ ＿ 。

机器却相反 ，它基于外界环境变化的 自 动反馈 ，其翻译

模式和翻译經验一旦 固定 ， ，

除非人尤千颖 ？否则不可能

发生改变＾从皮尔斯的符等学观来看 ， 机器思维逊于

人类的最重要
一

点在于机器无法将某种特定甚至动态

可变 的 复 杂 目 的结 合经验观测 来 指导 推理 （ 陈曦

２０ １ ８
：

１ ０９ｈ 皮尔斯符号－重视人类这
一特殊的能力 ，

因此他构建批判逻辑 时 ，提 出首先应关注
“

合理推

断
”

（ ｖａ ｌ ｉｄｉ ｉ＆ＯＴ脚々 即
“

优 良的推规 （ ｇｏｏ
ｄｒｅ細ＴＯ

－

ｉｎ
ｇ ） （皮尔斯

２０ １ ４
：

２ １ ５Ｋ

９５



Ｊｉａｎｇ
ｓｕＦｏｒｅｉｇ

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 皮尔斯符号学对人工智 能翻译的启示

从人类：Ｃ业革命至今 日 ， 尽管互联网信息和人工

智能领域的技术变革 Ｒ 新 月 异 ， 机器取代人类的预言

不绝于耳 。 然而 ，
机器即便可以 闼读人类思维符号 ， 也

宠法有敢地模拟人类思维觀鑛旨和再现过程 Ｃ 无

论是统计机器翻译述是神经两 络机器翻译 ，
在解读人

囊舊言费号时 ， 往＿都能够在辍其眞敢时闾 内綍镔厨

言符号包含的解释项信息 中 句法层面的内容迸行高效

翻译 ，
也就是在 目标语系统中进行逐字逐诃的语言对

ａ ，而在语用层面 ， 由于其几乎无法考虑该语言符号所

在文化社群的影碗因素 ， 因此人工智能翻译无法进行

着确地译｜｜审盡 ｔｐｏｓｔ
－ｅｄｉ ｔ ｉ ｉｉｆ ） ，这就靜要人工＿晨前

干涉。 许多非专业译员对常会盲 目服从机器翻译的结

果
，摒

．

弃译后阶段的人工校准 ，他们把经人工智能机器

商译的译文奉为权威 ，
从面忽 略人类请言 １

知识获取的

理性和经验都是建立在人类思维符号括动增■础上 。

正如皮尔斯所言 ，所谓权威 所有理性
一

样 ３ 都不最

绝对无误的 （
２０ １ ６

：

４６
） ａ 而人类理性对于机器思维的

优势在于
＂

推论Ｖ
‘

从对已知之物的考察 ，发现我们 尚

未知的舅
一事ｔｒ ｃｉｉｆ斯 ２０ １ ６

：
１ ８６

） 。 在翻译卖践

中 ，尤其是在精细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专业领域或对语

言逻辑要求较高的领域 ， 比如 ，法律 、译学 、建筑等 ，書

繫提犠 ？机 器韻 助人 Ｈｉ 翻译 （
Ｍａｃｈｉｎｅ

－

ａ ｉｄｅｄｈｍ細１

ｔｍｎ ＇ｓｌａ ｔ ｉｃｍ
） ，或人工：辅助机器備译 （

ｈｕｍａｎ
－

ａｉｆｅｌ 邮
－

ｃｓｌｉ ｉｗ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 ｉｏｎ ） ，并强调译 ？后审查的重要性

对宁人Ｈ：译员而言 ，
人工智能翻译的介人已絰最

不可逆的趋势 ，
也将会在未来为夏多她非令业翻译人

士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 在机器辅助人工翻译或人工辅

助机器＿译的过程中 ， 任何一个具备＿础设备操作知

识的普通人都可以胜任超出其语言能力和翻译水平的

翻译工作 ？ 即便机器取代了一部分人工译员 的工作 ，

徂是大多数机器所进行的靡译仍然维持在语义明确 ，

捂篇术语重复性髙 ，
认知难度较低的文宇符号处理及

符号替换阶段 ，人工智 能翻译暂时无法攀喔应对复杂

不确定世界的符号思维操控能力 〇 对于人工智能完全

取代人类译者的断言 ，在一定层面上过分夸大 了机器

的用处 ，也低估了人类思维符号括动的创造性 。

在皮尔斯的符碧学 中 ， 人类思维活动本仅仅局限

于入类 自 身身体内 ， 斑维 ：不苒被描述为身体前感觉或

行为，维可以体验外界实在 ，体现了一种符合实用主

义原则的三元关系 ＊ 皮尔斯将人类思维置身于符号聋

措过程 ，
思维不是无边界的 ， 其意义也必然不是彳壬意

的 ，需要如解释此思维＃号的 符号那样符合逻辑。 翻

译的思想也和其实践一样 ， 体现了
一种思维符号的三

５Ｓ关系 ，
二者既 由解释它们之间 ：关系 的符号枏连接 ， 也

２０２４ ． １

与外界社群环境相连接。 如果人工智能确实具备
“

类

人类
”

思雒 ，那也Ｈ不过是人类思维的一部分 ， 人工昝

能享有 自 由却也饱受限制 ，它的 自 由越不过人类思维 ，

限制也较人类思维吏＃ 。 此外 ， 符号伦理在人类思维

活动中 占据制高点 。 皮尔斯的符号学关？逋调人类

的思维能力 的
＇

童要性 ，
与此同时 ，它以人类 自 我控制为

着力点看眼蟲＊为人类齒道德属性琦留空 间 。 皮尔斯

的批判逻辑为符号伦理的具象化提供了方法和途径 ，

使得符号的翻译在科学精神驱动其向外延伸和人文情

惑羁絆其向 内聚合之间达到完美前平衡 这种和谐的

均衡之态也将会成为未来人工智 能翻译的准则之一 。

而机器对于人类思维及愔感层面的阅读和模拟将会随

着机器与人类之何多维度的交流交往 ， 而向更智翥化

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 屌时会赋予语言符号翻译更蓬

勃的生机和更广阔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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