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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与多元语言并存的社会，语言状况错综复杂，语言问题事关重大。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在四种官方语言并行的宏观政策指导下，为应对严峻疫情形势下语言转换需求与官方机构译员数量不匹配的现状，
新加坡全国翻译委员会推出“民译达”计划（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邀请民间专才参与官方翻译的相关流程。 整体而

言，“民译达”计划是新加坡政府利用众包翻译处理语言问题的一次积极有效的尝试。 本文聚焦“民译达”计划实施的宏

观、中观与微观背景，以及试行、发起与发展、落地三个阶段，概述其在应对新加坡翻译危机时所取得的成效与影响，希冀

从中总结有益经验，以资裨益中国的众包翻译实践，助力解决现实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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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其人口由多种民

族构成，主要族裔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裔

混血。 人口的异质多元性直接促成其文化与语言的

多元性。 语言上①，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分别为

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前三种语言因其为

三大主要族裔所使用而被称为“民族语言” （ ｅｔｈｎ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英语被列入官方语言则根源于新加坡的

殖民背景及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 其中，英语

还是新加坡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工作语言（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是政府公务文书使用的文字，法规和法

庭用语，也是最高学府的教育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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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具有沟通的功能，同时也是身份认同的

根源。”（郭振羽，１９８５：ＶＩ）在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

文化与多元语言并存的社会形态下，语言问题的处

理事关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 因而，
如何协调四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对新加坡社会而言

至关重要。 鉴于政府文书等资料主要以英语呈现，
如何在以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为主要使用语言

的族裔中传递信息成为难题。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转

换活动，能在其中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 ２０２１ 年

初，新冠疫情形势严峻，新加坡政府宣传任务激增，
而翻译储备人才严重不足，面对此般形势，新加坡全

国翻译委员会适时推出 “民译达” 计划 （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②，邀请民间擅长翻译的人才参

与及把关官方翻译。 新加坡政府利用众包翻译实践

实现信息在各族群中及时、准确的传递，为全国上下

共克时艰奠定了基础。 本文重点关注“民译达”计

划实施的背景、过程、成效与影响，在此基础上试图

总结出益于中国应对现实翻译问题的经验。
２． “民译达”计划的“众包翻译”定位与实施背景

“民译达”计划的诞生有着复杂的背景与面向，
是新加坡政府在复杂宏观语言政策下，为应对中观

现实语言需求，利用众包翻译实践以处理微观语言

转换问题的一次积极尝试。
２． １ “民译达”计划的“众包翻译”定位

“民译达”计划是新加坡首个大众参与的项目，
旨在利用社区大众的专业知识为政府宣传材料提供

最佳众包翻译。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１）“民译达”计划的“众包”
定位 在 其 官 方 公 告 中 已 有 强 调。 “ 众 包 ”
（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这一概念由杰夫·豪（Ｊｅｆｆ Ｈｏｗｅ）提
出，指“将传统上由指定人员（通常是员工）执行的

任务以公开招募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通常数量

庞大的一群人的行为” （Ｈｏｗｅ， ２００６）。 众包翻译

（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则指“公司或组织通过网

络平台公开招募人员完成 翻 译 任 务 的 行 为 ”
（Ｊｉｍéｎｅｚ⁃Ｃｒｅｓｐｏ，２０１７： １９）。 众包翻译自上而下和

纵向发展，具备如下四大特点：规模化协作、开放式

工作流程、译者非职业化、译者即读者。 （陆艳，
２０１２： ７４ － ７５）“民译达”计划由新加坡翻译委员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将以往专职译员的工作交给非

专职的，包括翻译爱好者在内的普通民众，是一种自

上而下、纵向发展的翻译实践行为。 其所招募的译

者来自社会不同领域及行业，本身也是这一翻译行

为的受益者，他们依托网络或软件参与开放式工作

流程，进行大规模协作。
２． ２ “民译达”计划实施的三维背景

宏观层面上，“民译达”计划是新加坡多元语言

背景与政策的产物。 早在新加坡建国之初，总理李

光耀就提出要重视建立一个多元语言的平等国家，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情制定双语政策 （李光耀，
２０１３），这一语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在此情形下，
为在多元且异质的语言社会形态中实现语言公平、
社会凝聚力、整合与一视同仁，促进不同语言之间的

转换就显得格外重要，亦即一个社会的语言政策需

要纳入翻译政策③。 新加坡政府内部对此亦形成共

识，通讯及新闻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

豪（Ｔａｎ Ｋｉａｔ Ｈｏｗ）曾言及翻译在促进族群间沟通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联合早报，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８）
“民译达”计划的实施是新加坡因应自身多元

语言背景与政策的产物，而新冠疫情的到来则凸显

了该计划实施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正如陈杰豪所

言： “我们迫切须要将安全管理措施的指导原则、与
疫苗接种相关等信息迅速传达给新加坡的每个人，
尤其是乐龄④人士。 我们必须将这些指导原则和建

议用新加坡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准确地翻译成我们

的母语。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非常了解本地的文化背

景，以及语言使用上的细微差别。”（联合早报，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７）

从中观层面上讲，“民译达”计划是新加坡应对

疫情之下语言转换需求激增这一现实所采取的行

动。 疫情之初，新加坡政府紧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和措施，由通讯及新闻部传达给民众。 如上文所述，
陈杰豪部长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新加坡政府实

施“民译达”计划的立场与出发点，体现了新冠疫情

期间，实施该计划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在推行“民
译达” 计划之前，诸如 “谷歌翻译” （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和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推出的 “新译达”（ＳＧ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在相关场合已投入使用。 然而，鉴于新加坡自

身语言与文化中存在一批独特的词汇与表达，如
“乐龄”“邻里购物券”等，“谷歌翻译”给出的翻译

的准确性有待商榷。 例如，其直接将 “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ｉｔｉ⁃
ｚｅｎｓ”译为“长者”，大体意思虽能体现，但是对于习

惯“乐龄”这一官方翻译的新加坡民众来说，难免产

生疏离感，从而影响疫情下信息的传递与理解。
再者，“新译达”彼时虽已投入使用，但是可用

人群仅限于公务员，后逐渐开放给专业翻译人员和

媒体工作者，普通公众并无权获取。 作为政府翻译

引擎，“新译达”最初供政府公务员使用的目的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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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政府文件的翻译质量，使用符合新加坡本地语

境的翻译词汇。 （联合早报，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６）由于使

用者的范围受到限制，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新译达”每周进行 １４００ 次翻译，访问人次平均

每周约 ７００ 次（联合早报，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４），使用数

量颇为有限。 在此形势下，直接将因疫情而产生的

大量翻译任务交给“谷歌翻译”，准确性难以保证。
而若将本土软件“新译达”开放给大众，由于此前缺

乏大量对应语料库的机器学习，短时间内投入使用

似不大现实。 此时，启动“民译达”计划一方面能够

直接参与政府文件的翻译，校对和纠正因人工或机

器翻译产生的讹误，确保翻译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另
一方面，“公民译者”们可参与进一步开发与训练

“新译达”翻译引擎，使其尽快面向大众，投入大范

围的使用。 因此，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决定，于 ２０２１ 年开始“邀请翻译员和媒体人士等

指定群体，修饰政府翻译工具翻译的内容，包括对本

地词汇的正确翻译，提升机器的整体水平”，而新推

出的试验计划即“共创新译” （ Ｓ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ｏｇｅｔｈ⁃
ｅｒ）（同上）。

最后，从微观层面上分析，“民译达”计划是新

加坡政府应对内部译员数量难以应对语言转换需求

现状所做出的调整。 首先，新加坡政府内部译员数

量无法应对公文数量逐年增加的翻译需求。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通讯及新闻部的翻译部门只有 ３０ 名

职员，且他们只负责最为关键的翻译任务。 （联合

早报，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５）翻译部门人员数量有限，平均

到三大族裔语言的翻译人员更少，他们不仅要负责

处理日常重要讲稿和宣传文书，还要应对逐年增加

的需要翻译的政府文书，实属不小的挑战。
再者，疫情导致各个机构对翻译需求急速增长

的同时，对译员的整体素质也是极大的考验。 疫情

之下，政府文书难免涉及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知识，
这就要求译员不仅要有处理大量应急翻译的能力，
还需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储备，才能够确保翻译及时、
专业且准确。 此外，翻译外包的质量无法保证。 各

政府机构每个月平均外包的翻译工作约 ５５０ 份，总
字数约 ３１ 万 ２０００ 字（联合早报，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６），要
在规定的较短时间内“完成大体量内容的翻译和审

核工作，对于确保翻译质量是个巨大的挑战”（联合

早报，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５）。 在此情况下，尽管政府致力

于维持翻译质量，减少翻译失误，但难免还会出现纰

漏。 为此，新加坡当局希望能够同时调动政府、企业

与民间三股力量，齐心勠力以保质保量完成繁重的

翻译任务。 民间层面的部署即为发起“民译达”计

划，向民众寻求帮助，呼吁对语文和翻译心怀热忱的

志愿者加入义工队伍，为官方翻译质量把关，提升整

体翻译水平。
３． “民译达”计划实施的过程、成效与影响

“民译达”计划的实施整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准备阶段、正式发起与发展阶段、计划落地阶段。 自

该计划试行以来，无论是注册人数的平稳增长，还是

政府宣传材料的翻译，亦或“共创新译”平台的推

出，“民译达”计划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助力应

对疫情危机、发展众包翻译事业、落实本土语言政

策、增强民众身份认同等方面影响深远。
３． １ “民译达”计划实施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２０． ７ － ２０２１． １）：计划正式实施前

的准备阶段，该阶段计划名尚为“公民译者”计划，
为“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的直译。 “民译达”计
划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首次试行，彼时通讯及新闻部翻译

处招募了 ８８ 位 “公民译者”（通晓华语者 ５３ 人、马
来语者 ２２ 人、淡米尔语者 １３ 人），以辅助政府查找

和纠正翻译中的错误。 这些“公民译者”来自翻译、
媒体、艺术和教育等各个部门，涵盖学生、公职人员、
退休人员和专业人士等各界人士。 在试点阶段，译
者由经常参与政府翻译工作的社区合作伙伴推荐，
例如新加坡华人宗亲总会、新加坡马来语文理事会

等。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２）

第二阶段（２０２１． １ － ２０２１． １１）：计划正式发起

与发展阶段，该阶段新加坡政府多措并举以助力计

划的稳步推进。 具体措施如下：（１）政府发布官方

文件为计划的开展保驾护航。 全国翻译委员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推出民译达计划，正式提出“民译达”计
划的宗旨、目标与实施策略。 （２）拓展译者招募渠

道以广纳翻译人才。 不同于试点阶段的译者推荐

制，该阶段公众可以直接在“共创新译”平台上一键

完成报名与注册，并选择想要参与的翻译环节，完成

后直接在网站上提交译后编辑结果即可。 与此同

时，上述翻译成果也会被纳入“共创新译”引擎的数

据库，以改进和完善该平台的翻译。 （３）推出译者

认证与培训框架以提高译者翻译能力，确保计划的

连续性。 为肯定译者作出的重要贡献，鼓励更多有

识有志之士加入该计划，政府为“民译达”计划定制

了一套认证与培训框架，译者可根据个人情况参与

会谈、翻译比赛、检查文件的翻译错误等活动。 （４）
组织交流会议以聆听各方译者的心声与建议。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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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新加坡全国翻译委员会举

办了一场约有 １８０ 名公民译者参加的线上对话会，
会上多名译者根据自身翻译实践分享心得，建言献策。

第三阶段 （２０２１． １１—至今）：计划落地阶段，
“共创新译”（Ｓ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平台正式启用，
以更加符合本地语境的译文惠及大众。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支持四种官方语言的政府翻译平台“共创

新译”正式投入使用，免费开放给新加坡民众。 大

众可以通过该平台（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ｔｏｇｅｔｈ⁃
ｅｒ． ｇｏｖ． ｓｇ ／ ）查找专有名词或术语的翻译，也可对翻

译结果提出改进建议。 此外，官方持续动员群众力

量，完善关于“民译达”计划的相关规定与政策，为
计划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性的生态环境。
３． ２ “民译达”计划实施的三层成效

首先，注册人数平稳增长，各方民众积极响应。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已有 ７７０ 名公众报名加入

“民译达”计划，其中 ６６０ 人擅长中英翻译，另有 ６０
人和 ５０ 人分别主攻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翻译。 而截

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民译达”计划已吸引 １１８０ 名

翻译人员参与，包括 １０３７ 名华语译者、７７ 名马来语

译者和 ７３ 名淡米尔语译者，其中既有媒体从业人员

和教育工作者，也有在校学生和退休人士，超过 ３６０
人获得了电子参与证书。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Ｔｉｍｅｓ，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５）

上述译者参与“民译达”计划的动机多样，大体

符合 Ｊｉｍéｎｅｚ⁃Ｃｒｅｓｐｏ（２０１７）归纳的三类动机：内部动

机、内外部结合的动机、外部动机。 例如，郑明豪

（３３ 岁，兼职翻译讲师）加入“民译达”计划主要是

为改进 “新译达”，使其译出更符合本地用语习惯和

语境的句子。 （联合早报，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８） Ｙａｈａｙａ
Ｓａｎｕｓｉ（６３ 岁，海事岸外工程师）喜爱写作和翻译，直
言自己参加“民译达”计划一方面是希冀为本地翻

译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借此保持思

维敏捷。 （联合早报，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６） Ｎｕｒ⁃Ｅｉ⁃Ｈｕｄａａ
Ｊａｆｆａｒ（５２ 岁，出版顾问）加入“民译达”计划则主要

是为改进政府文件的马来文翻译，以便服务马来族

群。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Ｔｉｍｅｓ，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１）
再者，翻译实践稳步推进，政府压力得到缓解。

公民译者通过多种渠道实时反映官方翻译中存在的

问题，这些问题由专员统一收集后交给各负责机构

跟进处理。 （联合早报，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２）同时，他们

也会协助检查政府机构的翻译文件。 例如，这些译

者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的短短两周内， 为 “ ｔｏｋｅｎ ｇｏ
ｗｈｅｒｅ” 微型网站的翻译提供了 ６００ 条反馈建议。

（联合早报，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１）疫情期间，在传统的政

府机构翻译专员处理与社会面上翻译外包公司参与

的模式之下，“民译达”译者的加入不仅整体提升了

政府翻译的质量，还极大地缓解了政府的翻译压力。
最后，“共创新译”正式启用，实现互利互惠与

互动。 “共创新译”平台的推出得益于公民译者的

积极参与和无私奉献；与此同时，该平台亦惠及他

们，为其日常生活与翻译教学等提供诸多便利。 二

者呈现出互利互惠的和谐互动关系。 例如，“共创

新译之友”（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Ｓ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刘妙婵

（退休教师）表示，“共创新译”这个平台资料丰富、
词语规范、使用便捷，为其教授翻译课程提供了翻译

语料。 （联合早报，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８）
３． ３ “民译达”计划实施的四重影响

第一，助力新加坡应对严峻疫情危机。 “民译

达”计划汇集了一批具备双语甚至多语文化背景、
拥有翻译知识储备与经验的业余译者来协助政府处

理翻译文件，提升翻译质量与效率，助力搭建民众与

政府沟通的桥梁。 这些公民译者既是翻译的提供

者，也是翻译的接受者，这样的双重身份不仅有助于

他们从译者的角度把握政府文件的翻译，也有助于

其从读者的视角审视政府文件的翻译，让最终的译

文更加符合民众的阅读习惯，促进民众对政府政策

的理解，推动政策的实施。 这一点从“民译达”的取

名中亦可管窥一二，“民译达”谐音“民意达”，表明

该计划一方面力图调动群众力量，另一方面则旨在

倾听民间声音，以期实现民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
第二，推动新加坡众包翻译事业发展。 翻译之

于新加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言而喻。 实践表明，
“民译达”计划是新加坡政府利用众包翻译解决现

实翻译问题的一次积极有效的尝试。 一方面，新加

坡政府可在当前实践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民译达”
计划，包括改进翻译培训与奖励体系、细化翻译要求

和标准等，以保证该计划长期有效运行。 另一方面，
新加坡政府可以该计划为契机，从中总结一系列有

益经验，为今后的翻译实践及危机应对提供借鉴。
第三，巩固新加坡本土多元语言政策。 “民译

达”计划对于巩固新加坡多元语言政策可谓“一箭

双雕”。 于政府而言，该计划在解决现实翻译危机

的同时，有望促进政策制定者对现有语言政策，尤其

是双语教育政策的审视与调整，反思当前双语教育

中的不足，重视双语教育中翻译人才的培养，为新加

坡培养一批熟悉本土文化语境且具备扎实翻译能力

的译者。 于民众而言，“民译达”计划有助于激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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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翻译的探索欲，深化其对翻译流程与作用的认识，
提升其深入学习语言和文化的兴趣与动力，他们不

仅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对象，更是潜在的优秀译者，
可为巩固本土多元语言政策添砖加瓦。

第四，增强新加坡民众多元身份认同。 借助

“民译达”计划，民众得以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在
解决公共翻译危机的过程中提升个体身份归属感与

国家认同感。 一方面，公民译者之间的合作有助于

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增强社区内部的联结，提
升公民的社区归属感；另一方面，公民译者与政府之

间的互动有助于加强其对政府的了解，提振其对政

府的信心，进而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感。
４． “民译达”计划的中国本土化启示

新加坡“民译达”计划虽是局部地区的一次尝

试与努力，其所提供的成功经验却具有广泛的借鉴

意义，世界范围内的政府与机构可从中总结有益经

验，再结合自身现实情况以解决已有或潜在的现实

翻译问题，包括应急翻译等。 中国亦不例外，一方

面，中国在应对应急翻译时可借鉴新加坡经验，利用

众包翻译处理应急时期亟待解决的翻译问题；另一

方面，中国亦可从新加坡“民译达”计划这一众包翻

译实践的成功实施中总结相关经验，再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力求裨益于自身现实翻译问题的解决。
４． １ 加大众包理念宣传，应急翻译与对外宣传并用

新加坡经验表明，众包翻译模式的应用可以有

效缓解翻译压力，提高翻译质量。 面对疫情所产生

的大量翻译需求，新加坡能够快速运用众包翻译模

式，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众包理念在新加坡有丰富的

应用先例。 例如，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于 ２０１５ 年发起

“公民档案员”项目，鼓励公民参与完善档案资源。
（祝一，陈建，２０２２： ４４）于中国而言，加大众包理念

的宣传，将其应用至应急翻译与常规对外宣传，有助

于解决现实翻译问题。
疫情期间，中国同样需要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

翻译需求，包括向本土外籍人士传递疫情信息和他

国主流媒体传达中国疫情信息。 中国外籍人员数量

庞大，疫情之下，如何向在华外籍人士传递疫情防控

与治疗方面的信息，避免因沟通不畅带来的恐慌情

绪及安全威胁，成为彼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区外

籍人士之间的互帮互助不失为一种方案。 例如，疫
情爆发之初，上海闵行区华漕地区的外国友人加入

社区防疫后援团，帮助居委会翻译相关文件，并在其

常用的软件平台上进行信息共享。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３）这种方案有着快速、互助等优点，然

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 一方

面，倘若外籍人士内部无人主动成立团队，则该方案

无法实施；另一方面，外籍人士获取信息的渠道、双
语的转换、文化的处理，都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与能力

的人员参与把关。 鉴于此，以社区或城市为单位带

头发起“民译达”计划这样的众包翻译实践，既有利

于迅速组建翻译团队，也有助于把关核心翻译流程，
确保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

再者，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频频成为世界舆论

的风暴中心，此时，积极主动向外界主流媒体及民众

传达中国疫情防控的决心、现状与成果，避免因信息

传递不到位造成的曲解与误读刻不容缓。 翻译是国

家形象和民族形象构建的重要手段，其中，新闻翻译

更是直接向海外受众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
（胡开宝，李鑫，２０１７： ７３）疫情来势汹汹，新闻数量

庞大，更新速度极快，中国主流报刊及新闻媒体工作

量急剧增加。 在此情况下，中国相关报纸、媒体及对

外宣传组织可利用新加坡“民译达”计划的经验，招
募一批拥有翻译知识储备与经验，且热忱于翻译事

业的业余译者积极参与新闻翻译，并在此过程中完

善培训与奖励体系，利用众包翻译来缓解对外宣传

方面所面临的压力，竭力避免海外媒体对中国的误

读，借由翻译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４． ２ 结合本国具体国情，政府赞助与民间扶持并行

由上可知，众包翻译同时适用于应急翻译与对

外宣传，尤其对于常态化的对外宣传而言，众包翻译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塑造与传播中国形象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 在对外宣传方面，新加坡“民译达”计
划确实能提供相关经验，但在借鉴与学习的时候必

须考虑中新两国现实情况的差异。 在借鉴新加坡经

验的基础上，在中国本土实行政府赞助和民间扶持

两种模式并行的众包翻译，是因地制宜的长久之计。
首先，对于官方的或学术型的外宣资料翻译而

言，宜由政府牵头发起众包翻译，确保这类文献资料

翻译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这类资料往往与国家的政

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密切相关，包括政治文

献、新闻文本、公示语（政治口号或标语等）、信息资

料（军事、经济、科技等）、汉语典籍（文学名著等）
等。 （胡兴文，张建，２０１３）其翻译关涉中国国际形

象的塑造和传播，必须确保翻译的整体质量，由政府

发起众包翻译，不仅有助于调动群体力量，也有助于

对整个翻译流程（包括译员选拔和质量评估等）进

行把关。 而对于非官方及非学术型的外宣资料翻译

而言，可发挥民间众包翻译机构和平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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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翻译效率。 这类资料包括文学作品（如网络文

学）等，与此相关的民间众包翻译机构和平台往往

以网络平台的形式存在，如网络小说翻译平台（吴
赟， 林轶，２０２２）、译言古登堡计划（胡伊伊，张政，
２０２２）、译言网（贾立平，２０１６）等。 此类众包翻译平

台聚合大众能力和零散社会资源，有助于提升翻译

效率，推动对外宣传的常态化与持续化发展。
４． ３ 重视翻译人才培养，语言能力与文化意识并重

新加坡“民译达”计划的核心是翻译人才。 面

对严峻的疫情危机，新加坡政府能够迅速反应，实施

“民译达”计划以满足疫情带来的大量翻译需求，得
益于其充裕的双语人才储备。 “教育制度是语言政

策和语言策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中重要的一环”
（郭振羽，１９８５：８１ － ８２），新加坡充足的双语人才储

备又受益于其以英语为第一教育语言，以本族语言

为第二教育语言的双语教育政策，且学生的课程中

会嵌入翻译课程与培训。 加之学生们长期浸淫于多

元文化中，其所培养的人才不仅具备双语能力，拥有

翻译知识储备，还能适应复杂的文化语境，是“民译

达”计划的理想译者，也是支撑“民译达”计划稳定

运行与发展的核心力量。
无论是应急翻译还是常规外宣翻译，都需要重

视翻译人员，尤其是对兼具语言能力与文化意识的

优质翻译人才的培养。 于中国而言，借助 ＭＴＩ（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项目来培养翻译人才是实现上

述目标的重要途径。 新加坡公民译者项目中有些译

者后期走上职业译者的道路，这表明众包翻译是业

余译者锻炼自己、提升翻译能力的良好场域，是高校

课堂教学向真实社会体验转化的有效教育工具。 一

方面，要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将众包翻译项目纳入

学生培养体系，让学生在众包翻译项目中提升翻译

能力；另一方面，优质翻译人才作为众包翻译的核心

储备，是推动众包翻译实践长足发展的支柱力量。
众包翻译实践与翻译人才培养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

的关系。 此外，要重视翻译人才技能培训、能力认证

以及奖励鼓励制度，使翻译人才对众包翻译市场充

满信心，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５．结论及反思

新加坡“民译达”计划是新冠疫情之下，新加坡

政府因应自身语言背景与政策，利用众包翻译解决

翻译问题的一次勇敢尝试与积极实践。 该计划经历

了准备、发起与发展、落地三个阶段，成效显著，对于

助力新加坡应对疫情危机、发展翻译事业、落实语言

政策、增强民众认同影响深远。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国虽与新加坡有着较为殊异的语言背景与社会现

实，依然能够从中汲取经验用于解决自身现实翻译

问题，包括：加大众包理念宣传，利用众包翻译应对

应急翻译与对外宣传；考量本国具体国情，在利用众

包翻译进行对外宣传的过程中，发挥政府赞助与民

间扶持两种模式的合力作用；重视翻译人才培养，利
用众包翻译实践培养翻译人才，利用翻译人才推动

众包翻译实践，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然，由“民译达”众包翻译项目引申出来的一

些问题亦值得我们反思。 该计划通过动员社会大

众，使其以志愿者身份从事翻译工作，这意味着加入

的“译者”可以是专业人士，也可能是没有翻译资质

的非专业人员。 降低“入行门槛”会使社会大众产

生错觉，即只要懂得双语就可以从事翻译工作———
而这恰恰是新加坡社会多年来实施双语教育后产生

的负面效果。 正如郭振羽教授在针对新加坡社会屡

见不鲜的翻译错误时所言：“很多人以为只要晓得

双语，就自然懂得翻译，他们并不认为翻译是一门专

业。 就因为我们是一个双语社会，好像每个人都会

一点翻译，结果没有适当的重视，适当的专业训练，
我们的优势变成了致命伤。” （联合早报，２０１２ － ０４
－ ２９）因此，“民译达”计划很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翻

译需求方对接受专业训练的译者降低重视程度，并
影响翻译质量。 加上该计划的译者多以志愿者身份

从事无偿工作，亦会对新加坡专业译者与客户之间

的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这些可能产生的问题值得不

同地区在推行类似众包翻译项目时加以警惕与反

思。 事实上，已有新加坡本地学者对类似可能出现

的负面影响表达了担忧。 当然，“民译达”计划的实

施到目前为止只有短短数年，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如

何？ 是否会有新的举措、变化与调整？ 其长远效果

如何？ 都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注释：
① 新加坡宪法有关语言方面的规定如下：１． 新加坡的四种

官方语言为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 ２． 以马来语为

国语，以罗马字母拼音书写；同时：１）任何人不得禁止使用、
教导或学习任何其他语文；２）政府有权保留并维系新加坡社

会其他语言的使用与研究。
②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在新加坡官方新闻报道与刊物

中的翻译为“民译达”计划，而该计划的主体“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ｏｒｓ”则被称为“公民译者”，特此注以作区分。
③ 参考 Ｒｅｉｎｅ Ｍｅｙｌａｅｒｔｓ（２０２３ － ０４ － ０８，新加坡华族文化中

心）在讲座“Ｅｑｕ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Ｆａｃｔ ｏｒ Ｆｉｃｔｉｏｎ？”
（翻译的公平性：理想与现实）中提出的观点。
④ 在新加坡中，乐龄为“ｓｅｎｉ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老年人）的官方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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