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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北京大学浙江“三位一

体”综合评价招生测试面试在北京大学进

行。今年北大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

生计划人数为85名。

参加此次面试的学霸们是通过笔试获得

面试资格和初审评价结果为“A+”或“A”的

考生，人数约为公布“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

生计划数的1.7倍。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年面试形式与前

两年基本一致，面试科目分为“科学素养面

试”和“人文素养面试”，以小组为单位，考生

现场抽签决定分组。5位考生一组，3位面试

官，面试时间约为60分钟。

每位考生抽取 1 道题，有 1 次换题的机

会，10分钟时间思考，考生间不可交流，再用

5 分钟时间陈述解题过程；之后是考生间的

点评环节，按指定顺序进行；最后的小组讨论

环节里，考生们自由讨论，面试官也会抛出问

题让考生进行讨论，有时还会针对考生第一

环节的陈述进行追问。

题目难不难？不少考生表示题目难度介

于高考题和竞赛题之间。“我抽到的是有线网

电路问题，我觉得题目不算很难，对于参加过

物理竞赛的同学来说可能感觉会更容易一

些。总体感觉，面试考察的是综合能力，包括

表达能力，而不仅仅是会不会解这道题。”一

位参加理科面试的男同学表示，总体来说题

目本身不偏不难，但对知识点要求比较全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考生普遍能够站在

考官的角度思考问题。一位温州中学的女同

学刚出考场，还没来得及被自己家长“认领”，

就被周围家长围住，关切地追问面试细节。

她说自己被提问从吸收光谱中可以体会到哪

些宇宙信息，“总有些东西可以讲的，因为课

本里和平时生活中都接触过相关的知识。”她

补充说，“这种题目不应该用难度来评判，问

题本身肯定是每个人都能作出解答的，但我

觉得考察的主要是思维的条理性和创新性。”

一位诸暨中学的女同学告诉记者，自己

是文科面试，抽到的题目是如何理解现代信

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关于信息量大小的一

个观点。“我的题目是信息量大小决定它克服

不确定性的程度，我阐述了它本身的含义和

现实的意义。现在是信息时代，平时就有所

关注，我本身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感觉

还不错。”谈到自己最中意的院系，她希望可

以如愿以偿进入元培学院。 本报记者 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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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JK·罗琳、伊恩·麦克尤恩和勒克莱齐奥，或许很难坐在一起聊聊他们各自的作

品，但是，通过翻译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挪威的森林》、《哈利波特》等一系列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带入国内

大众视野，使其成为广大读者可共飨的译作者们或许可以。

前天，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特邀毕飞宇、林少华、马爱农等国内十余名著名作家与文学翻译家作客“文学翻

译名家高峰论坛”。

在浙大举行的文学翻译名家高峰论坛上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挪威的森林》、《哈利波特》的译者都来了

人工智能会抢翻译的饭碗吗

北大“三位一

体”测试面试

考场内。

令昭 摄

译者最好和作者不要相见
与其相见不如暗恋

作家毕飞宇对于文学翻译给他的作品带

来的影响，深有体会。他回忆道，2012 年他

在香港领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时候，在场

的一位CNN记者走上前来祝贺他，并夸赞他

的获奖作品《玉米》语言十分精妙。“所谓语言

非常好，我想一定不是指汉语版的《玉米》，而

是英文版的。”他认为，《玉米》之所以能受到

英语世界广大读者的喜爱，跟好的翻译是离

不开的。

同时，作为一名读者，他认为“翻译是母

语的特殊写作”，译者们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可

以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保有个人风格。“我

17 岁时读到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

夫》，当时我以为罗曼·罗兰的文字就是那样

充满激情又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那种语言

风格深深地吸引了我。直到上世纪九十年

代，我才从现在浙大译学馆馆长许均教授那

里知道，那不是罗曼·罗兰原有的风格，而是

傅雷的翻译赋予她的。虽然大吃了一惊，但

我发现我是接受的，我愿意通过傅雷独具一

格的翻译来了解罗曼·罗兰的作品。”

“文学翻译中，为了保留一些东西势必是

要舍去一些东西的。二者如何达到平衡，是

翻译的艺术。”因翻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而被广大读者熟悉的林少华认为，文学翻译

属于再创造的艺术，重视创造性的同时也不

能忽略对原著的忠实性。“以严复的‘信达雅’

言之，信，即内容充实、语义忠实；达，即行文忠

实、文体忠实；雅，即艺术忠实、审美忠实。”他

提到，就文学翻译中的形式层，风格层，审美层

三个层面来说，审美层最为重要。即使译作

者自身的风格对原作来说有小小的“叛逆”，

但审美层也是“不可叛逆”的文学翻译之重。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则提

出了一套有趣的“暗恋理论”来论述译者和原

著作者之间应有的关系：译者最好和作者不

要相见，与其相见不如暗恋。“文学翻译从某

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创作，必须诉诸于想

象，包括对作者本人的种种想象。很多译者

往往带着一肚子疑问想要去问作者，希望得

到一个一锤定音的答案。”但是他表示，文学

最大的魅力就来自它的暧昧性和丰富的解读

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者作

为特殊的读者，通过想象和翻译，传达的也是

自己的一种解读与感受。

人工智能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
可能不在其列

随着人工智能一路高歌猛进，人工智能

能否取代一些人类工作的话题愈演愈烈，其

中翻译就被认为是首当其冲。拥有丰富英美

文学作品翻译经验的《浙江日报》高级记者文

敏提到，为了节省劳动成本，现在的国内外翻

译市场上，许多笔译员在做 post-editing，

即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

“用机器来翻译简单句子效果或许不错，

但是换做专业文本甚至是文学作品，翻译效

果就不敢恭维了。翻出来语法用词语义都乱

七八糟，很多都需要推倒重做，编辑这样的文

章还不如自己直接翻译来得快。”她认为，因

为中英文在语法结构各方面差异甚大，目前

机器翻译的水平能够达到的准确率还十分地

低。

“人工智能翻译还只是个小 baby，牙牙

学语有几分可爱，所以大家对它也是夸奖有

加，但是据我们所能看到的未来，人工智能或

许会摧毁底层很基础的一部分性翻译工作，

但是并不能完全的取代人工翻译。”她也承

认，人工智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说不定哪

天它就会实现质的突破。

“鲍勃·迪伦曾和 IBM 公司的人工智能

系统 Watson 进行过一场‘谈话’。Watson

对迪伦说：‘鲍勃·迪伦先生，您的歌曲中反映

的是两种情绪——流逝的光阴和枯萎的爱

情。’随后，再通过无与伦比的推理判断能力，

揭示海量歌词背后‘爱与痛’的含义，以及和

主题之间的模式与关系。这让迪伦大受震

惊，他以为人工智能机器竟然已经能够感知

人类细腻复杂的感情了。”其实，这是基于

Watson 的后台中有一个庞大的歌曲数据库

和认知系统。Watson 在研究了很多类似的

乡村音乐后，再去分析鲍勃·迪伦歌曲中表达

的情绪。

文敏认为，人工智能不是在理解语言，它

只是在不断地编码与解码。它无法拥有像人

类一样思考、创造、搞怪、兴奋、恐惧、期盼等

情绪。它也无法像翻译者们在翻译伟大而优

秀的文学作品时，用眼睛、语言、心灵同时追

逐着作者的思想，在悲伤处与其一起悲伤，恐

惧处一同害怕，思索处随之自问自答。“对于

人工智能翻译来说，一般的翻译可能不在话

下，但是能够称之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可

能不在其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