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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翻译的沿革 

机器翻译 (MT)的历史是 曲折而饶趣的。计算机 

刚一发 明，就有人想到用它来进行 自然语亩的翻译 。 

1949年美国人 Weaver的著名备忘晕第一次点燃了 

人 们对 MT的 热情。1954年1月 G~orgeton大 学和 

mM 公司的合作成功又把各界引^了对 MT 充满信 

心的时代。此后十来年的 MT研究繁荣期却因3965 

年8月美国科学院著名的 ALPAC报告而一蹶低谷． 

研究经费几乎全被削减，竟然出现了十年的沉寂时 

期 “。 

从七十年代中期歼始，MT研究重焕生机．发展 

了MT的第二代(以下简称G2)技术，这些技术今天 

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 MT系统的应用成功也撒 

发了人们的 趣和投资，咧如加拿大在七十年代束 

安装的 METEO系统 ，将天气预报从英语译成法曙 ， 

在限定句子范围内几乎不需要人工后编辑。国际上 

八十年代的大型舒译工程有政共体的 Eurotra系统 

(该系统据报道 已被当今国际软件巨人 Microsoft买 

下)和 日本 的基于中间语言的 MT系统等。AI技术 

也 在不断地 渗透和 应用到 MT 领域 ，基于 知识 的 

MT体系结构应运而生 ，如美国 Garnegie—Mellon大 

学 KBMT．89系统。 

G2MT系统的主导思想是面向句法，基于规则 

的转换方法，研究者幻追求用良好的形式化方法来 

处理 自然语言现象 ，因而称为理性主义方法。尽管在 

G2MT体系结构上花了大量精力和经费，但批评者 

们认为 G2系统的译文质量与第一代系统相比并没 

有明显的改善 。 

随着计算机硬件环境的不断增强，MT研究者 

开始寻求新的方 法：从大 规模 的原始语言 隶材～语 

料库(corpus)中抽取舒译规律并获得较描意译文 ．这 

)本文工作受国家863计划 (863—306—03 06—04)支持 。 

类新方法的出现标志着MT新体系的诞生，被释为 

经验主义方法。根据英国学者 Hutchins的说法哪，由 

手基于实例的(以下简称 EBMT)和基于统计的(以 

下简释SBMT)语料库方法先后出现，1989年可以看 

作第三代 MT的开螭 。 

在 MT矸究的不断探八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发 

现现有的 MT系统距离人类的要求还相去甚远，远 

没有得到广泛使用 ，造成这一现状既有技术上的困 

难 ，也有人 们对 MT的认识何题。正是因为 MT研究 

的现 状不尽^意 ，所 以引发 了国际 MT界的一场讨 

论。国际杂志(Machine Translation’第七卷第四期 

(1993)作为讨论专刊．发表了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和 

专家 的观点。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专家们的看法 ，有助 

于我们对 MT现状的了解。 

讨论是围绕英国学者 H，Somers的一篇综述文 

章而展开的。文章作者对G2MT体系结构提出了尖 

锐批评，指出了 经典的第二代体系结梅的错误是什 

么 的同题．其他学者和专家从不同方面讨论了当前 

MT研究 中的主要问题和 发展方 向。不论反对 或赞 

同 Somers论点的人都承认，MT研 究确实存在报多 

困难，并阐明了要从不同角度 客观地评价 MT成果 

的意见 。 

按照 Somers的说法，G2体系的特点可以概括 

为层敬性 (stratifieationaI)和横块性。层次性 是指 

MT采取由词到旬的不同层次的分析过程，建立一 

种 中间表示 ，然后完成 由甸到词的不同层次 的转换 

和生成过程 。这样的语言学 处理过程和系统 实现的 

模块性相辅，语言学过程和处理程序分开，祸【语言 

(sL)和目标语言(TL)模块的描述分开。那么MT的 

困难有哪些? 

(1)认为 G2系统的特点造 成 了两十问题 ，一是 

系统 的细节实现采取了 茸底 向上方法，并且中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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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多少决定 丁目标语的生成；二是把保 留结构的翻 

译作为 MT的首选，因此还会造戚不台乎习惯的，充 

满机器昧的译文 。 

(2)人工智能(AI)技术的引入也不可能彻 底解 

决 MT的技术问题 ，因为对 AI矸究来说．从原型 系 

统到实用化的中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3j八十年代以来．MT界出现了不少新 的语言 

学理论 ，同时也 出现丁许多基于这些理论 的 MT系 

统。这些理论可 以很快地开发出一个 玩具 系统 ，但 

在真正 的应用压 力下 不可 避免 地 臆弱。著 名学 者 

Wilks甚至从这砷情况下得出两点结论 ：任何理论不 

管多么 愚蠢 ，都可 以成为某些有效 的 MT系统的 

基础{成功 的 MT系统租少将它 们所宜称的理论 贯 

彻到底 。 

(4)由于理论和技术上的问题 ．使得 G2MT的 

翻译质量并没有 比第一代好到哪里，除 了少数系统 

外t几乎所有 的商业 MT 系统仍然采用第一代 MT 

技术。而 G2系统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好 的软 

件工程和好的软件支持。 

原 因何在?他们的看法可以归蚋为 ： 

(1)MT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理论基础 ，只是从 

A1和语言学理论借用丁不少东西 。MT不应是外 部 

理论的简单应用，也不应定义为人类翻译的模拟 。如 

何从许多个别 系统 中得到一种普遍抽象是当前 MT 

研 究的一个任务。有观点认为今后 一段时间的 MT 

进展不是理论的进展而是工具的进展。 

(2)对 MT系统期望过高。大规模真实文本 中存 

在大量 的词形变化，错误拼写、生词 ；不台乎语法规 

范的句子；语言的变化，旧诃具备 丁新意；句法歧义 ； 

入工也难 以辨认的句子结构 ；两种语言 的差别所造 

成的 TL信息的歃乏等等现象 ，MT系统尚不具备处 

理真实文车中所包吉 的所有这些现象 的能 力。另一 

方面，对于真实文本本身的无限性质，有限的 MT系 

统不可能进 行穷尽处理 实际上现存 的任何 MT系 

统都不可能处理从报刊杂志上任意剪下来的文 章。 

因此，适用 的 MT至少 目前是不可能的 。 

大部分专家都 呼吁要对 MT抱有更加现实和更 

加灵活的态度。MT界应该清醒地知道 自己的局 限． 

并且要让公窳也知道 。特别要避免对 MT的某些不 

负责任的承偌 ，以免造成人们对 MT的不信任感 。 

过两个问题 ．一个是 MT本身的体系问题，一个 

是 MT的实用问蹰。研究者们可能更关心前者，但后 

者更是大 家所普遍关注 的，甚至决定 了 MT的生命 

力 。这 两个 问题 相互联 系着，相 互制 约着 ．不仅 是 

MT的问题 ，也是 AI中普 遍存在 的问题。关于 MT 

现状 的讨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91年 AI界的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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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工智能基础的争论。矸究者们总想从个别中 

找到一种普遍有效 的原理，并且建立起一个可 以推 

而广之的形式体系 ，然而现实却远远不尽人意，经验 

主义方法的兴起，正反映丁人们的一种新探索。 

2 如何评价 MT的成果 

专家们从不 同角度看待 MT现状 ．得出的结论 

也各不相同。对 MT评竹 的研究和对 MT技术本身 

的矸兜一样重要 ，怎样能更客观公 正地评价迄今为 

止MT所取得成果?如何为今后的正确评估建立一 

个标准?下面 别就这两个问题加以讨论 。 

对 MT现状的评价 ，主要有下述一些观点 。 

(L)把 MT商品系统与 MT研究区分开来。商品 

系统的成功不能代表其技术的先进 ，因为商品系统 

必然要采用成熟的技术，而技术的成熟滞后于研 究． 

从实验室到市场，MT系统要经过多年的努力 ．所 以 

不能批评商品系统的技术就是过时的． 

(2)多从用户关心的角度评价 MT系统。用户的 

主要标准是降低翻译成本．不管是采用哪一代技术， 

MT系统的应用帮要提高翻译速度．减步人工劳动， 

所 以应该尽量满足用户 的特殊要求，如专业文献萄 

译的特殊风格 ．大量的技术词汇 ，更为友好的前后编 

辑功能等。将用户反馈引入MT系统的建立过程，使 

其不再只是矸究者主观上的一相情愿 。 

但也有人指 出，如果把 MT 中的人工 因紊降低 

到毫无兴趣 的前后编辑状态．在使用 中也会遇到阻 

力。过实际上指 出了交互 式或计算 机辅肋翻译的某 

种未来的潜在危险。我们从实际的用户反馈中也认 

识到 ，尽管我 们一再宣鞯全 自动高质量的 MT不现 

实，但用户还是希望一下子就能用上进樟 系统。 

(3)从需求和结果相适应的角度看待 M r质量。 

将 MT结果细化，分为若干层次，不同的需求对 MT 

结果的评价是不同的。例如，7O％的接受率对于将结 

果用于可 出版 的需 要显然是不 行的，但对于仅仅估 

价文献的可用价值的需要则 巳能满足 。 

不论对 MT现状持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的看 

法，都既要 正视 MT的田难 ，又不 能一概抹煞 G2取 

得的成果，不利用现有的词典和规则库是不行的 。不 

可能一切从头开始 ．必须在现有的范围内进行改善 ， 

以实用 主义怍为 MT的基础并不意 味着要放 弃理 

想．否则一切科学上的探索都会失去真正的内在动 

力。正如有的专家指 出的那样，在未来，MT研 究者 

不得不扮演科学的和商业的双重角色，以便 随时在 

语言这个无底河和其使用者之间作出正确的妥协。 

尽快为 MT系统的正确评估 建立一个客观的面 

向实践的标准 ．已经成为当前 MT界的当务之急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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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许 多专家认为 MT评 价标准的歃乏已经彩响了 

MT的进步。在MT评竹方面要做的工作包括： 

1)建立基准测试的源语言文本和目标语言文车 

的标准语料库和词典。对于不同的系统 在一十相 同 

的澍试环境下测试，才能对其性能作出准确公 正的 

评价 。 

2)给出客观实际的评价标准。有的专家已经对 

诸如 可读的 、 可懂的 、“保留意义和风格的 等主 

观标准提出了异议．但是如何才能建立客观标准，还 

未给出具体的内窖 ，当捕要考虑练合因素，如语言学 

的标准、计算技术的标准、经济的标准等。在大规模 

的统计基础上制订标准也许会更客观些． 

3)快速和可靠的评价方法。 

4)将 MT评价作 为一十 单独的专 门的研兜方 

面．MT评竹研究有自己的权利，面不必附属 MT研 

究车身。 

5)特别考虑系统扩大化的同题．许多研究者往 

往认为原型 系统可以简单地通过扩大诃鼻和知识库 

规模来扩大系统，系统的规模和成本呈线性增长的 

关系。而实际上其扩大化产生的问题远远不是那么 

简单，对于RBMT尤其如此，系统的实用化困难就 

在于此。扩大化同题可以看成是系统的鲁棒性问题， 

它和系统的模型，方法及诃典规模等都有关系。正是 

因为存在系统的扩大化问题，所以不能把原型系统 

的功鳙或指标看成是系统潜在的能力． 

6)不周的MT项目之问井享一部分资源(如诃 

典) 由于词鼻的建遗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如果能够实现共享，则不仅可以节约资金投^，也可 

以为 MT系统提供一定的共同基础，有助于MT的 

评测 。 

现在有关国际组织和 国家已经组织了专门讨论 

会，出版了有关MT评价标准的指南。国际MT杂志 

亦出版了有关MT评价的专刊，但是MT的真正评 

价标准还有待完善。 

3 MT近期发展方向 

1988·89年 IBM公司的Brown等人提出的MT 

统计方法，被认为是对MT正统方法的冲击。九十年 

代后 ，MT界掀起了基于实例(EBMT)方法的研究热 

湘。传统的 MT方法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了 SBMT 

和 EBMT的影响。总的来说，MT研兜有四十方 

向[ (1)传统的基于转换(以下简称 TBMT)的方 

法i(2)将语言的理解集成进 MT研兜，使用更多的 

外部世界知识 。进就是一般称之为基于知识 (以下简 

称 KBMT)的方 法f(3)EBMT方 法；(4)SBMT方 

法 。下面我们简要地说明一下各种方法 。 

IBM 的 SBMT工作受语音识别研究的启发 t应 

用 了类似的方法，以大规模语辩库 (3百万句对)为基 

础，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词汇的对应关系进行统计t 

根据统计规律输出原文句子的译文句子 该方法根 

本啦有使用语言知识．却也取得48 的正确率， 

尽管大家都认为 IBM 的工作是一种新的方法， 

可是 Wilks和台湾学者 su对 纯粹的 统计方法提 

出了异议。他们认为不能鼓励这种方法，必须引入高 

层语言模型，应该建立基于语料面向统计的方法。并 

且认为这种方法不一定能很好地作用于另一对语言 

(IBM工作的对象是英语和法语)，也不能产生高质 

量的MT，除非所有基于知识的MT观点垒错。实际 

上 IBM 的研 究者也承认这种方法不能解决语言中 

的长程依赖问题 ，他们 当前 的工作 亦在词汇级的统 

计中结合某些规则的东西0]。 

EBMT的基础同样是大规模双语语科库，其基 

车思想很简单。对于精凡的任何一个句子S，通过一 

定的评分机制在语料库中匹配一十最相近的句子 

s．。这样 S 在语料库中的译文 Tf就可以作为s的译 

文。需要的话，可以对 T一进行必要的修正，使之更接 

近或完全等同于 s的译文 T．可能与 S相近的句子 

不止一个，那么选取量佳候选的算法便是EBMT的 

关键技术之一了．在基于实倒 的方法中，除了大规模 

的语料库以外，还要建立大规模的同义诃词典。在诃 

}[一级进行语义相似度的臣离计算，井最终算出句 

子间的语义 距离 ． 

语料库方法中的一 十重要研 究内容是语料库的 

加工 语料库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扩展，越用越好。通 

过语科库来学习MT所需的语言知识也被看作是解 

决知识获取瓶颈的一十量售有潜力的方式 

传统的TBMT的处理过程分成分析，转换 生 

成三个步骤，核心是语言加工规则 ．以往的研究重点 

放在分析上，认为只要将潭语言分析彻底了，就可以 

转换成好的译文。现在这种看法有所改变，目标语的 

生成也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来看待了，因为 

MT的结果最终要落实到目标语译文，特别是在那 

些要求译文质量很高的场合下。 

KBMT的根本也是以规则为基础，恒要加探对 

语言的理解。从人进行 自然语言的翻译过程来看，许 

多情况下是先理解了语言的意思，然后再用 目标语 

叙述．这十过程不是直接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而 

是要经过以语义的细粒度知识为基础的某种中间形 

式。基于 中同语言的 MT方法 就是一种典型的 

KBMT。另一方面 ，在翻 译过程 中，总有一个 附加的 

知识库在起作用，这个知识库中可以包括篇章级的 

上下文 (语 境 discou rse)，不 同背 景下的用法 (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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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以及文章所属的特定领域(领域知识do— 

main knowledge)等等 此外 ，使用 浯义 映射器 (se— 

m~ntio mapper)将甸子映射为某种形式的语义网络， 

再从语义同络生成旬子 ，也是一种 KBMT方法 】。 

这样看来 ，MT研究有两大类 ：一类 以规则作为 

甜译的 弓f擎 ，可称为基于规剐的方法(RBMT)，包 

括 TBMT和 KBMT}一类 以语 料库作为翻译 的基 

础，可称为基于语牛耳库的方法(CBMT)，包括 StilT 

和EBMT。当然 在实际系统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 

方式 ，但基本思路不超出这两大类 。 

Hutehins认为 ：不管 MT系统的类强如何 ，其基 

本思想仍然是 如下两点 MT从文本开始又 文本 

结 束}MT 的核心处理是意义对等条件下 的词 汇和 

结掏转换。一句话，离不开翻译本身。 

4 混台策略 

许多专家认为，MT的真正进屉太多来自捏合 

方法Ⅲ，不论采取何种途径进行 MT研究，建造 MT 

系统 ，单一的方法都报难选到蔼期 的效果。这也许就 

是 “一个 MT系统 报少把它的理论贯彻到 底 的原 

因 目前 ，由于 MT 的 SB和 EB方法尚处 于建立实 

验系统或报难满足 自然语言约束的阶段嘞，因此还 

不能直接为大规模的翻译服务。有鉴于此 将经验主 

义方法与传统的 RBMT体系结 合起来 ，就成为国际 

上许多 MT研究者的共识 ． 

如何把各种 MT方法结合起来 ，正是 当前国际 

MT界的一十努力方向 混合策略之一是将多种 MT 

方法集成在一个MT环境之下，各个 MT弓l擎同时 

或分别工作．这就是多引擎 MT体系脚．这种混合策 

略的目标就是要改善系坑的结果，是一种面向结果 

的策 略 该体系有两 种工作方式．一种是译后 判定． 

称之 为 Best Out Segment(简称 BOS)；一种是译前 

判定，称之为Dispatcher-Based(简称为OB)。BOS方 

式的工作过程是 ：对于同一篇输入 ，让各个 MT引擎 

(如 KBMT、EBMT、TBMT)同对工作 ，在各个子系 

统的输出译文中挑选最佳的语段加以组台，生成最 

终的译文 DB方式的工作过程是 对于同一篇输入， 

先将其拆成合适的语段，判断各语段适合哪十 MT 

弓l擎，然后发送给相应的引擎，最后组合各个引擎的 

输出 

混合策略之二是面向MT过程，也可分为两种 

形式 一是 一种方法为主 ，辅之以其他方法来改善 

系统的译文 例如，语料库分析用于校正分析和转换 

语法 ；在标准 的 TBMT 的转 换阶段使 用双语语 料 

库 ；统计 信息 用于语言消歧 和 KBMT 的幕些阶段 

荨 第二种是将不同的 MT思想方法融合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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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的 MT方法 我们正在进行 的课题研究就是 

把传统的 TBMT与新近流行的 EBMT思想混合起 

来，掏成了一种基于模式(pattern—based)、面向实例 

<Example~)riented)的 MT方法。其具体作法是：在 

词汇和短语一级的源语言分析 上仍采用规则方法 ， 

在旬子一级的翻译上以双语语料库中的目标语旬子 

为牵引，比照实例建立两种语言句子间的转换模式 

这 样傲的好处是 ：(1)翻译知识拟人化 (或具体化)， 

帮助系统实现者克服 目标语语感不足的田难 ；(2)转 

换在句子一级作一定的抽象，避免了语料加工的一 

些困难t(3)兼顾实例和语法，生成高质量的译文。 

多方面地探索 MT 的实现方法 综合考虑涉及 

MT系统实现 的各个 因素 ，有下述 一些问题需要注 

意。 

(1)放弃 GPMT 目标，选择 受限的子语言作为 

处理对象。 

(2)建互各种各样的 MT系统，以满足用户的各 

种不 同需求。 

(3)牛簪机器学习弓l入 MT，更 多地考虑知识获取 

同题，把它放到 比知识表达更严重的地位。 

(4)人 机 合 作 交 互 式 进 行 MT，如 对 话 

(dialogue)MT．在一个固定模式的文本基础上由人 

机交互填写。 

(5)加强 MT环境方面的研究 如大规模的面 向 

MT的诃典的建设 更加友好的用户界面；基于语言 

学的面向MT的编辑环境等 

(6)继续 AI技术应用于MT的努力 如加深耐 

语 境的理解 ；更合理地集 成世界 知识 ；引入黑板技 

术，进行并行处理；采用联接主义方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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