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Ｍａｓｌｏｗ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Ｎｅｅｄｓ

ＹＩＮ Ｔａｏｊｉ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ｃｉｔ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ＹＩＮ Ｔａｏｊｉｅ． （２０２１） ．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Ｍａｓｌｏｗ’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ｎｅｅｄｓ．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０１：２， ０７８－０８２， ＤＯＩ：１０．５３７８９ ／ ｊ．１６５３－０４６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８

Ｔｏ ｌｉｎｋ ｔｏ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５３７８９ ／ ｊ．１６５３－０４６５．２０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ｅ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ｂｙ Ｍａｓｌｏｗ，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ｒｅ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ｎｅｅ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ｎｅ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ＹＩＮ Ｔａｏｊｉｅ ｉｓ ａ 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從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看口譯人員的培養

尹韜傑

查理大學文學院

摘　 要：本文總結出了一系列口譯員在通往職業化道路上所遇到的問題和阻礙，並借助人本主義心理學之父馬斯

洛所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從三個維度，對譯員的職業化訓練和培養提出了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與措施，從而使職

業譯員更符合時代和市場需要。

關鍵詞：需要層次理論；口譯員；培養方法

引言

如今，在口譯界，通過跨學科背景知識對口譯進行學術研究已然成為一種主流趨勢。 筆者通過調查研

究發現，目前與口譯研究實現“跨界合作”的學科主要集中在社會學、生態學、神經學以及教育學，加之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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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口譯的研究活動起步 較晚，直至上世紀 ８０ 年代中後期，才將口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展探索和研

究，故，我國在口譯研究上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落後於西方國家。 為了能夠對口譯學術界做出一點新

的貢獻，實現一些新的突破，筆者翻閱了大量其他學科的文獻，試圖能夠找出一個能夠與口譯研究實現跨學

科合作的理論基礎，在筆者閱讀完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後，發現這一理論可以應用在譯員訓練和

培養方面的研究，某種意義上講，本研究項目將心理學和口譯學進行了結合，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一、 什麽是需要層次理論？

“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五個等級構

成。” ①“五種需要是最基本的，與生俱來的，構成不同的等級或水平，並成為激勵和指引個體行為的力量。 低

級需要和高級需要的關系：馬斯洛認為需要層次越低，力量越大，潛力越大。 隨著需要層次的上升，需要的

力量相應減弱。 高級需要出現之前，必須先滿足低級需要。 在從動物到人的進化中，高級需要出現得比較

晚，嬰兒有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但自我實現需要在成人後出現；所有生物都需要食物和水分，但是只有人

類才有自我實現得需要。 低級需要直接關系個體得生存，也叫缺失需要（ｄｅｆｉｃｉｔ ｏｒ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ｅｅｄ），當這種需

要得不到滿足時直接危及生命；高級需要不是維持個體生存所絕對必須的，但是滿足這種需要使人健康、長
壽、精力旺盛，所以叫做生長需要（ｇｒｏｗｔｈ ｎｅｅｄ）。 高級需要比低級需要復雜，滿足高級需要必須具備良好的

外部條件：社會條件、經濟條件、政治條件等。 馬斯洛看到低級需要和高級需要的區別，要滿足高級需要，必
須先滿足低級需要但是並不絕對對立。 在人的高級需要產生以前，低級需要只要部分的滿足就可以了。 例

子：為實現理想，不惜犧牲生命，不考慮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 個體對需要的追求有所不同，有的對自尊的

需要超過對愛和歸屬的需要。” ②

二、 需要層次理論在口譯員培訓中的運用

目前，全世界關於口譯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於理論和以口譯技巧為導向的翻譯技巧，然而，對於從口譯

員主體性出發所做的關於譯員培養和訓練的學術研究少之又少，筆者認為，口譯的研究應該區別於筆譯。
“口譯的內核是一門與人打交道的學科，具有即時性、現場性和交際性等特點，口譯活動是一項“開弓沒有回

頭箭”的工作，它不像筆譯活動那樣有充分的時間的進行反復地推敲和打磨。” ③既然口譯是一門具有較高社

會性的活動，那麽將口譯員作為一種社會人進行思考和研究一定是具備研究價值和意義的。 筆者在查閱文

獻後發現，以馬斯洛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學術流派中的許多觀點能夠與口譯研究實現跨界合作。

（一） 生理需要在口譯員培養上的運用

在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中，生理需要被認為是低級需要，也就是人賴以生存的基本要素，如，食物、空
氣和睡眠等。 這其中的睡眠要素對口譯員至關重要，它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口譯員在某場口譯活動中的專註

度。 眾所周知，不管是交替傳譯還是同聲傳譯都要求口譯員有極高且持續的專註度，如果在口譯活動開始

的前一天口譯員的睡眠質量得不到足夠的保證，很有可能導致一場失敗的口譯活動。 其次，“對於那些致力

於成為優秀的同聲傳譯的口譯學習者來講，出色的精力分配和管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④而精力分配與我

們的生理需要密不可分。 在日常的學習過程中，我們要註重對他們的精力分配模式的訓練，如分腦訓練等。
目前，海外不少知名翻譯學院對於同聲傳譯專業的學生開設了專門的分腦訓練課程，如英國的巴斯大學和

美國的蒙特雷高級翻譯學院，在正式的同傳課開始前，會花兩到三周的時間讓學生一邊拍皮球一邊聽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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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音結束後立刻進行復述。 這樣的訓練旨在幫助學生從生理上對於同傳的工作模式有一種最直接的感

知，而後逐漸能夠適應這樣的生理反應。 而在我國開設了口譯專業的 ＭＴＩ（翻譯碩士）院校，針對同聲傳譯

的訓練普遍是讓學生一邊數數一邊聽語音，在語音結束後進行復述。 不管是哪一種模式的訓練，都旨在幫

助學生從生理上更好的適應口譯工作的內容。 筆者認為，對於口譯員的培養模式可以借鑒專業運動員的培

養形式，將口譯員這一職業更加職業化和系統化。 如，我們可以嘗試將口譯訓練分為有氧和無氧，在不同的

環境下進行口譯訓練活動，讓學習者感受大腦在不同狀態下的變化和狀態，從而更好地讓大腦適應在不同

環境下口譯活動所帶來的壓力和工作量。
此外，食物供給對於口譯員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口譯將會在其職業化道路上越

走越遠，對於譯員的職業化要求不亞於其他任何一個行業。” ⑤對於食物的需求看似與譯員相去甚遠，然而其

內在聯系無比的緊密。 首先，口譯不僅會消耗大量譯員的精力，同時也會消耗大量譯員的體力。 所以，筆者

認為，對於譯員體力的關註不亞於對譯員精力分配和管理的關註。 筆者曾采訪過三位資深的一線同傳譯

員，他們紛紛表示口譯是一項“體力活”，隨著口譯活動的進行，饑餓感愈發突出，這也會毫無疑問地影響譯

出語質量。 另一方面，其中一位譯員也針自身對饑餓感的問題進行過思考，並在某一次口譯活動中以進食

作為控製變量進行口譯實驗。 該譯員在口譯活動開始前以高卡路裏的食物作為主要食物來源，並且進食量

是平時的 １．５ 倍，該譯員試圖以高進食量和高熱量作為對抗饑餓感的主要方式，然而，實驗結果卻令人瞠目

結舌。 該譯員發現在口譯活動的初始階段遲遲不能進入狀態，且大腦運轉處於停滯狀態，直到發言人講話

至 １５ 分鐘左右他才能夠恢復至平日的正常水平。 由此觀之，口譯員很早就關註到了食物對口譯內容質量的

影響，並采取了一些措施試圖解決，然而，對於進食時間的把控、進食食物類別的選擇以及食物熱量的掌握

都沒有得出一個較為明確的結論。 “諸如此類專業性極強的問題，應該交由與其專業知識構架最為匹配的

人員來解決。” ⑥比如營養學專家等。 值得慶幸的是，這無異於為口譯學術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較為新穎的

思路和方向，即，從營養學的角度研究食物對譯員身體機能的影響，從而總結出一套較為完善的口譯員培養

方案。 除了生理需要會對譯員的譯出語質量造成影響外，譯員對安全層面的需要往往也是容易被忽略的

要素。

（二） 安全需要在口譯員培養上的運用

馬斯洛所講的安全需要主要是指人們需要穩定、安全、受到保護、有秩序、能免除恐懼和焦慮等。 對於

口譯員來講，在口譯前感到恐懼和焦慮，在口譯現場感到慌張是常常發生的事情，如何幫助口譯員在平常的

學習種能建立心理上的安全感呢？ “首先，我們應該為學生創造足夠多的模擬口譯活動，模擬口譯的規模要

盡可能地與大型國際會議口譯規模保持一致，盡可能地還原口譯活動現場的情景，而且，在活動進行中我們

要對學生的表現進行全程的錄音錄像，在活動結束後，譯員本人和授課教師應對口譯現場的音頻和視頻進

行深入地分析。” ⑦分析音頻的意義在於，我們能夠較為清晰地發現口譯過程中所發生的語言錯誤，從而找準

譯員現階段在語言層面上所存在的短板進而進行補救和提升。 復盤視頻的價值在於，我們能夠通過觀察譯

員的肢體語言和面部表情評估譯員在口譯現場的心理變化。 通過觀看視頻對譯員表現進行評估是一種不

太被普遍采納的研究手段，因為它所耗費的時間成本較高，但在筆者看來，視頻分析有著其他技術手段都無

法達到的效果。 口譯是一項交際性極強的工作，且口譯的活動的主體是人，任何一項以人為主體所進行的

工作，對人的研究都無比重要。 視頻觀察的方法能夠幫我們繪出一幅譯員心理波動的折線圖，我們能夠精

準地回溯引起譯員心理波動的原因。 其次，對於譯員心理素質的培養僅僅靠口譯老師來進行是不夠的。 誠

然，老師可以通過自身過往的經驗傳授給學生一些心理狀態調整技巧，但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對譯員有規律

和定期地輔導和溝通是不能被取代的。 眾所周知，同聲傳譯是在同傳箱裏進行的，然而，一些職業的同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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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員在初入譯場的時候會發生很多狀況外的事情，如發現自己對同傳箱的封閉空間感到心悸或對與會人員

數量龐大感到密集恐懼癥等等。 這些看似與口譯活動毫不相幹的名詞往往就是會降臨在口譯員的身上，所
以，筆者認為，要培養出一個職業素質過硬的口譯員，一定要多關註譯員的心理問題，幫助譯員實現脫敏。
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講，對譯員的心理素質測試應該納入譯員選拔考試當中，如果招生單位在一開始的時候

能夠通過對考生的心理素質測試或評估對考生的心理狀況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了解，這會幫助招生院校大大

降低譯員的培養時間和成本。 對於如何製定一個有效的心理素質測評標準，歐洲在上世紀 ９０ 年代就已經有

口譯學者對此進行探討和摸索，例如 Ｐöｃｈｈａｃｋｅｒ， Ｆｒａｎｚ（弗朗茲 · 波赫哈克）和 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Ｍｉｒｉａｍ（米利安

· 施萊辛格）。 Ｐöｃｈｈａｃｋｅｒ， Ｆｒａｎｚ 以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翻譯專業作為評估試點，對一批應試者進行了為期

兩年的走訪跟蹤，結果發現，在入學時達到了心理測試合格線的學生在兩年的職業化的口譯培訓後，僅有不

到 ６０％的學生完全符合一名職業譯員的心理素質要求。⑧隨後，Ｐöｃｈｈａｃｋｅｒ， Ｆｒａｎｚ 聯合其他多位口譯學者對

譯員心理素質評估方法和標準進行了二次探索，但至今全球口譯學界在此問題上仍未達成共識。 由此可

見，對於譯員心理狀況的關註已然成為了世界口譯界共同關註的話題，雖然其評估方式以及標準的製定仍

待確認，但其從側面反映了安全需要之於譯員培養的重要性。

（三） 歸屬與愛的需要在口譯培養上的運用

“對一個口譯員來講，他是需要與外界建立連接，產生情感的。 在平時的學習過程中，我們除了要幫助

學生提高語言層面上的技巧和水平外，也需要註重構建譯員自身的歸屬感。 譯員的歸屬感是指譯員的主體

性意識。 譯員的雙重身份是顯性而非隱性的，即，譯員不單單是講話者雙方的傳話筒，在不同的口譯場合也

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⑨例如，在一場關於旅遊導覽的聯絡陪同口譯中，譯員的第二重身份是導遊；在一場商

務談判口譯中，譯員的身份是受雇方的利益爭取者。 且譯員的第二重身份置於任何場景下都是顯性的。 此

外，譯員自身的口譯會在某種程度上決定這場活動的走向甚至成敗。 如果口譯員不能在情感上與口譯這項

工作建立連結，那麽勢必他的投入程度會受影響且很容易對自己的職業感到倦怠。 所以，筆者認為，譯員的

歸屬感來自於譯員主體性意識的激活，想要培養一名合格的口譯員，除了對他進行演講訓練之外，模仿發言

人的語氣和語調甚至遣詞造句也是非常有用的訓練手段。 因為演講是一門訓練講話者輸出能力的功課，如
果沒有足夠的言語訓練和知識儲備，會讓演講訓練的目的和價值大打折扣，也將導致譯員無法圓滿地完成

第二重身份所賦予的任務。 此外，倫理教育也是滿足譯員歸屬與愛的需要的重要一環，要讓譯員了解行業

行規和明白本行業的社會屬性，只有讓學生充分發揮內驅動力感受到作為一名職業譯員的自豪和驕傲，不
僅有助於譯員製定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更有助於譯員的自我歸屬感的建立。 譯員不僅是一名翻譯更是一

名社會人，凡是社會人，除了有低層次的需要也有更高層級的需要，在運用社會資源和學校資源培養出一名

出色譯員後，為口譯從業人員搭建一個完善的工作體系和平臺，是避免人才流失重中之重的一項舉措。 只

有通過對譯員的精神需要進行多維度的關心和滿足，才能讓譯員獲得職業上的歸屬感和獲得感。

結語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雖屬於心理學範疇，但當中所提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歸屬與愛的需要能

夠較好地同口譯員的培養相結合，而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譯員的職業化素養，進而能培養出更加立體

和多維且符合市場和時代需要的口譯員。 如果口譯研究者能從人本主義的角度出發對口譯員培養進行研

究，那麽有許多看似跨界的理論研究都能實現有機地結合，作為當代的口譯學習者和研究者，我們應該秉承

創新和突破的精神，讓自己思維眼界不受局限，對這一領域做出更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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