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枫校友访谈（1971级）

受访者	  197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75年至1977年，赴摩洛哥留学。1977

年至1985年，任教于北外法语系。1985年至1990年，任教于北外

译训部。1990年赴法国，并取得巴黎第三大学翻译学博士学位。

1991年成为AIIC会员。1990年至今为自由职业口译员，服务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及法国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企业。

采访者	 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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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请您谈一下在北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在北外的经历给您

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是北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971年入校，在北

外当时学校所在地湖北学习一年，后来到北京学习3年半。我和北外渊源很深，

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北外附校的，1964年进入北外附中，1990年离开北外，其间

除了两年插队，两年留学，都没有离开北外，和北外感情很深，对北外和法语系

都很关注。对北外印象比较深的是，感觉北外学习风气非常好，因为在山西经历

过插队之后，觉得学习的机会不容易，十分珍惜，而法语系给我们创造的条件也

特别好，专门成立了一个附中班，只有6个人，而且学校给我们配备了一个特别

强的师资队伍，包括我的恩师金国芬、郭迪成、罗慎仪、沈大力等先生，3年半

的学习都是由这几个老师负责的。不仅是附中班，北外的师资力量普遍都很强，

有一大批本身法语底子和教学都非常好的老师，形成了从法语专业来说在全国范

围内比较强的师资力量。而当时在北外打下的基础和底子对后来的工作，不管是

在北外或其他地方的教学，甚至是后来的专职翻译，都可以说是终身受益的。

可否请您谈谈您是如何成为联合国认证译员、AIIC（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会员的？ 您

在教科文组织工作近40年，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这份工作？

从联合国会议译员、AIIC会员，一直到教科文组织，从1978年第一次在教科

文组织做会，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我觉得当时也是学校的一种考虑，在北外上

学的时候，附中班口语方面相对来说强一些，我留校以后，系里专门对我在口译

方面进行了培养，提供了很多机会，对此我也非常感谢法语系。比如当时留校

以后我一边上学，一边陪当时在校的专家， 给他们做翻译；另外，当时学校和友

谊宾馆（所有外国专家都住在友谊宾馆里）建立了联系，友谊宾馆每周有一次给

外国专家放中国电影，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宣传，每一次的电影都是

由北外的老师去活动现场给他们做同传翻译，但当时我没有学过同传，而翻译电

影，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同传的一个最初的启蒙教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

慢地习惯了同传的工作方式。后来是在1985年的时候，北外的译训部和联合国初

步谈好要开办法语的联合国译员培训，我就被调到了译训部，帮助筹备法语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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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1986年开始，译训部开始正式招收法语学生，一共招收了两届，每一届两个

学生，培养了4名联合国译员，有3人通过了联合国的考试，目前为止也都在联合

国系统担任同声传译。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和联合国系统的翻译以及同声

传译结下了缘，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从事同传工作。在1985年调到译训部以后，

一直到1990年离开北外，我都一直在译训部教书。关于成为AIIC成员，我1979年

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协会。当时我没

有经过同声传译的专门培训，也是第一次进同传箱做口译。不过那时就埋下了一

颗种子——我将来一定要成为AIIC的成员。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想法，未敢真

正提出申请，后来真正进到AIIC是大概1991年的时候。1990年到了法国以后，因

为此前已经有多次在教科文组织做会的经历，所以我的名字已经登入联合国系

统的翻译名册，所以1991年的时候提出加入AIIC就顺理成章了。其实加入AIIC的

条件也是很清晰的，一是要有两百个小时以上正式进同传箱翻译的经历，同时

要有5个介绍人，其中3个必须是自己同箱子的同事（对我来说就是中文箱子的同

事），还有一个是b语言（对我来说就是法语）的同事作为推荐人，最后就是你

做出来的翻译真正使用的对象，即英文箱子的翻译同事做推荐人，所以在1991年

加入了AIIC，也是国内第一批进入AIIC协会的成员。

您曾说“把如履薄冰作为自己的工作常态”，那么“如履薄冰”具体是指什么？能给我们

的工作带来什么有益之处呢？

我当时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如履薄冰”应当作为自己的工作常态，尤其是

年龄越大、做同传的时间越长，这种感觉就越突出。因为翻译工作，尤其是口

译，很难保证每一次都做到百分百的自己满意、客户满意。在工作之前，做充分

的准备，并拿出了自己百分百的能力去做，但是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很

难去预判，所以我觉得“如履薄冰”是对工作的一种敬畏，也是对工作的谨慎，

作为翻译来说就是要特别认真地对待工作。另外，“如履薄冰”这个概念随着年

龄、经历的变化，也不太一样，像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基本上什么工作都敢

接，而同样的工作，我们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和自信，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是

对工作的一种敬畏，因为经历的多，遇到的情况也多，因此也给我们一些提醒，

翻译一定要保持严谨，不要把话说满，也不要过高估计自己。但是我觉得对“如

履薄冰”也不要产生误解——即小心翼翼的，很缺乏自信。我认为“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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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缺乏自信不是一个概念，“如履薄冰”并不意味着没有自信。在教书过程中我

一直和大家说艺高人胆大，这其中也存在一个辩证的关系，“胆大人艺高”，比

如我在课堂上要求学生，首先声音要洪亮，做派要非常镇定自如，即使你内心非

常紧张。否则就算自己翻译得还不错，但如果因缺乏自信，翻译的时候不敢跟客

户有眼神交流，那么客户会对你的翻译产生怀疑。再者，“如履薄冰”也说明了

翻译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挑战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一次翻译、每一次任务的变

数非常大。翻译是一种被动性的交流，并不是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说话

人要说什么，我们就要替他表达什么。我记得在写论文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一个外

国的研究人员写到关于翻译参与语言交流，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你好像是

在门口，隔着门缝听到什么东西，然后翻译出去。意思是你并不是直接交流的参

与者，你只不过要把直接参与交流的双方的想法、想说的话，通过自己的工作语

言翻译出来。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如履薄冰”也是翻译人员应当践行的。

您曾陪同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以及多位外长访华，并参与了法国政府接

待我国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参与这些重要的翻译活动您是如何进行准备的？

这些确实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挑战，在法国外交部，是没有专门的中文科或

者翻译室之类的，这种时候，他们就会查找外交部认证的翻译名单，按照过去合

作的经历来分配这些工作。在参与这些工作之前，从准备方面来说，我们在国外

作为对方的外交部或政府部门工作的翻译人员所能够接触到的资料以及所能做的

事先准备，可能不如国内外交部的翻译人员多。在北外教书的时候，我也曾陪同

一些部长级领导进行翻译，或者借调到外交部，当时并没有那么深的感觉，因为

我们是把翻译当成自己人。但是后来工作时，有一次王毅部长到法国和法方总理

法比尤斯会谈，当时是一张长桌子，中方翻译就坐在王毅旁边，而且中方翻译手

里有和王毅一样的案文（即要讨论的东西），而我当时手里面什么也没有，并坐

在法比尤斯后面，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在国内做翻译和在国外做翻译真的不一样，

面临的挑战不一样。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有益的一些经历，虽然难度增加了，但对

自己的锻炼也更大了。像为这些重大活动做准备，要主动地去要求对方提供文

件、发言稿，外方很难提前很长时间把发言稿给你，但是作为翻译有机会就要通

过一定的渠道去要稿子，催多了以后对方（礼宾或者总统秘书）也会主动地去帮

你，当然我们更要依靠自己去查资料。中方和外方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中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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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稿会很早提供给翻译，使其充分准备，而外方发言稿不会提前提供，比如

希拉克要去清华大学做演讲，稿子是在演讲前半个小时礼宾司提供给翻译的，我

只有很少的时间看演讲稿。所以对于翻译来说，完成一个翻译任务，最关键的准

备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长期的积累和储备。从第一天做翻译起，就应该要建立

一个自己的数据库，按照翻译类别，从词汇、背景资料的角度等，分门别类，这

样可以随时从自己的数据库里寻找相关资料。你要知道在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去哪里找答案，这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可以和同事交流沟通进行准备。

您曾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那么您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践行这

一原则的呢？能否举例说明？

“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原则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人在做人的过程中时时

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作为翻译来说，翻

译人员是服务人员，翻译本身是一个服务的行业，有些人会说既然是服务人员，

就应该做到有求必应，怎么还会涉及有所为有所不为呢？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艺术家有国界”，作为翻译来说也是如此，翻译这个

行当是没有界限的，从原则上来说是什么样的翻译都应该做，但是作为翻译的个

体来说，我还是会有所选择的，当然这种选择的余地不大， 我碰到的也不多。我

们大脑里要永远有一个底线，有一个最低限度。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说，从翻译质

量来说，作为自由职业者，做一份工作才能挣一份钱，所以可能很少会拒绝工

作，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非常清楚，哪些领域是你能够胜任的，哪些领域涉

及的知识是超出你个人的知识储备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考虑是否接下这份

工作，该说不的时候就要敢于说不。另一方面，涉及职业道德。 “有所为，有所

不为”，涉及基础层面的译员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另外， 从职业道德来说，也是

有底线的。

在AI技术迅猛发展的今日，您对外语学科的未来发展怎么看？您对法语学院的发展有什

么建议？

人工智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也带来了很多挑战，尤其是对翻译这个领

域来说，有人说人工智能有朝一日会取代翻译。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

要清楚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一直认为北外的传统，不管是法语系，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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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系或是其他的系，一个优势就是语言本身。任何一门外语，从语言的基础、

实际应用能力，尤其是口头交流能力，北外可以说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另外法

语系现在已经变成了法语语言文化学院，那么就要加大文化方面的内容，文化是

语言的基础，外延的对象，应该加强文化方面的培养。目前，因为离开北外时间

较长了，很难就北外发表看法，可以以局外人的眼光来说一说，因为虽然这么长

时间没有在北外，但是我一直没有脱离教学，在巴黎的两个高等翻译学院以及上

外，每年都会参加法语教学。对于国内的法语学习，我也观察到一些不足，第一

就是语言的基本功，和过去相比差了；第二就是表达能力的局限性也比较大，从

语言表达的手段、词汇、句型、语感等等，中文式的表达比较突出。针对这些不

足，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一些改变传统学习的模式和方法，尤其我觉得，既然是中

国式的表达比较多，学生仅靠学校的学习，法语的语感是比较差的，那么就可以

利用人工智能的信息量，它涉及的范围、传播速度以及跨空间跨时间的这些特

点，通过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来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语言环境，来改善他们的语感

和知识结构。

寄语

我希望法语学院能够继承传统。法语学院有一些好的传统，不管是从语言的

功底，还是从语言基础的扎实程度和学习过后的能力，北外的法语学院在全国是

位于前列的，希望法语学院能继承好的传统，把北外的优势发扬下去。同时我觉

得北外也应该加强和其他学校交流和合作的力度，近年通过在上外教书，我和其

他的外语院校如广外、川外等也有所接触，参加过一些交流会等，有时候感到

很遗憾的是在这些场合北外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但事实上，北外应该是一面旗

帜，它有这个能力，有长期以来积累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 优势是很明显的。

希望今后北外能够进一步加强和国内其他院校的交流，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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