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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热点主题与前沿趋势研究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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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翻译领域经历了显著的变革，技术工具的发展和迭代加速了翻译研究的进

步。为探究爱伦·坡小说文学翻译的热点与发展趋势，本文运用 CiteSpace 这款可视化分析工具，对中国知网（CNKI）
数据库中截至 2024 年的 127 篇相关文献以及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同期的 84 篇文献进行了分析，构

建了可视化图谱。通过细致分析热点共时与历时与文章发表年度分布等关键要素，结合关键词共现、聚类、时间

线分析以及突现词检索，深入分析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和未来趋势。本研究旨在加深

对文学翻译特性和规律的认识理解，对爱伦·坡小说翻译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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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hot topics and frontier trends in the translation of Edgar Allan Poe’s Short Stories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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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have revolutioniz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employs CiteSpace to 
explore emerging trends in translating Edgar Allan Poe's work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127 relevant documents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and 84 documents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WOS) database up to 2024. 
Through systematic mapping of key insights, the study examines critical elements including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distributions of hot topics alongside annual publication patterns. These analyses illuminate current research conditions and 
future trajectories in Poe's short story translation. The investigation aims to advance scholarly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patterns while provid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e novel translation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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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作为美国

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的

成就堪称经典，被誉为现代侦探小说和哥特式小说的

奠基人。自 19 世纪末以来，其短篇小说在世界范围内

被广泛翻译、研究和传播，尤其在中国文学译介领域占

有重要地位。经过百余年的译介历程，国内外学者对坡

短篇小说的翻译与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1]。然而，相较

于爱伦·坡小说本身的文学研究而言，针对其翻译实践

与理论探索的专题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在多维度数

据分析与可视化研究方面，仍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基于此，本文以 1980—2023年间中国知网（CNKI）
及 Web of Science（WOS）中收录的爱伦·坡短篇小说

翻译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 CiteSpace 工具对数据

进行可视化处理，并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横向梳理坡

短篇小说翻译的热点主题与研究路径，纵向探讨翻译

研究的前沿趋势与发展动态。通过对翻译理论与实践

的多层面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坡短篇小说翻译研究的

关键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深化爱伦·坡文学

译介的理论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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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中国知网（CNKI）和

Web of Science（WOS）两大数据库，分别覆盖了中文

和外文领域的研究文献，为全面解析爱伦·坡短篇小说

翻译的研究现状和热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具体的

数据收集过程中，本文以“爱伦·坡短篇小说”、“翻

译”、“文学翻译”等关键词作为核心检索词，同时结

合其同义词和拓展概念进行检索，确保覆盖范围的广

泛性和全面性。此外，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本文对数据的检索和筛选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9
日。这一数据基础为后续研究中的热点识别、聚类分析

以及动态演变趋势的揭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研究方法 
为了对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领域的研究现状、热

点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剖析，本文采用了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文献计量分析法和知识

图谱分析法。为确保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文对

CiteSpace 工具的相关参数进行了精确设定。时间跨度

为 1981 年至 2024 年，覆盖了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研

究的主要时间阶段；聚类采用 Log-Likelihood Ratio
（LLR）算法，以确保聚类分析结果的清晰性和准确性；

分析内容上，本文重点分析关键词的共现频率、中心性

和突现值，同时结合时间线图揭示热点主题的动态演

变趋势[2]。 
数据处理工具为 CiteSpace 6.4.R1 信息可视化分析

软件，其发展由乔恩·克莱因伯格为首的计算机科学家

设计并实现，两个互补的可视化视图：集群视图和时区

视图。可以在算法上和时间上涌现的研究前沿术语识

别，在研究前沿概念方面得到明确解释，以及视觉上突

出算法关键点，大大降低了可视化网络的复杂性[3]。该

工具广泛应用于文献计量分析与知识图谱构建领域，

能够有效挖掘文献数据中隐藏的规律。通过对收录文

献的关键词、作者、机构等数据的分析，生成了共现网

络、聚类图谱以及时间线图等可视化成果[4]。这些图谱

展示了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研究中的热点主题、核心

领域及其演变路径，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支撑。 
3 研究数据分析 
3.1 文章发表年度分布和比较 
根据数据统计，国内关于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研

究的文章数量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可分为几个阶段，第

一个起步阶段（1980-1999 年），文献数量稀少，主要

集中在文学分析层面，翻译研究较为有限，学术界对爱

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的关注尚处于萌芽状态；快速增长

阶段（2000-2015 年），文献数量迅速增长，尤其在 2005

年后呈现显著的波动式上升趋势。这一时期的研究热

点集中于翻译策略与文化适配，表明学界对坡作品翻

译的兴趣逐步深化；热点深化阶段（2016 年至今），

文献发表数量趋于稳定，每年的研究文章数量维持在

30 篇左右，显示出研究的稳步发展。这一阶段的研究

方向逐渐聚焦于跨学科研究以及现代翻译技术在文学

翻译中的应用。这种年度分布特征表明，爱伦·坡短篇

小说的翻译研究经历了由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过程，同

时受社会文化需求和翻译技术发展的推动，呈现出逐

步深化的态势[1]。 
3.2 研究热点的共时与历时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 
“CiteSpace 采用渐进的共同引用网络以揭示某

个科学分支或者研究主题的发展轨迹 [5]”。通过

CiteSpace 工具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 1）显示，

“爱伦·坡”“象征”“哥特小说”“翻译策略”等关

键词在研究中频繁出现，构成了研究的核心主题。关键

词的中心性分析表明，“象征”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中

介中心性（0.42），反映了它作为翻译研究中重要概念

的核心地位。共现网络的结构以“爱伦·坡”为中心节

点，围绕“哥特小说”和“象征主义”形成多个次级主

题。高频关键词的出现，揭示了国内学界在文学翻译领

域中对坡短篇小说中的文学意象、叙事风格和文化符

号的关注[6]。 
（2）关键词聚类与突变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见图 2）和突变值分析（见图 4）

显示，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分有

几个方向，一个是文学风格解析，研究集中在如何再现

爱伦·坡短篇小说中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特征；再就是翻

译策略研究，关注翻译策略在再现文本象征意义和叙

事张力方面的应用；另一方向则是文化语境重构，研究

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意象与情感

的影响[7]。关键词时间线图展示了热点主题的演变轨迹，

2000-2010 年以“哥特小说”的翻译方法为主要研究内

容；2011-2020 年深入探讨“象征主义”和“文学翻译

策略”的适用性；2021 年至今，聚焦于“文化符号”

和“译者主体性”的翻译实践研究。 
关键词突现分析揭示了研究热点的动态变化。近

年来，“黑猫”（2019-2022）和“翻译技巧”（2015-
2018）成为高突现值关键词，表明短期内研究重点集中

在具体文本细节和翻译策略的优化上。 
3.3 国内外研究的比较 
国内学界在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研究中更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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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化背景与翻译实践的结合，而国外研究则更多侧

重于翻译理论的普适性探索。通过分析看出国内爱

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研究的热点，国内对爱伦·坡短篇小

说翻译研究的热点具体有：主要集中在文学风格解析、

翻译策略研究以及文化语境重构等方向[8]，同时研究也

逐步向多元化和跨学科方向发展。总体而言，国内研究

的发展进程略滞后于国际前沿，但近年来在跨学科研

究和技术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些研究成果

为进一步推进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奠定了坚实

基础。 

 
图 1  爱伦·坡短篇小说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2  爱伦·坡短篇小说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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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爱伦·坡短篇小说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图 4  爱伦·坡短篇小说关键词凸显图谱 

4 研究现状分析 
4.1 研究成就 
国内学者对爱伦·坡短篇小说的翻译研究经过发

展，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总体上呈现出的特点

归纳为： 
（1）研究初具规模 
自 1980 年代起，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爱伦·坡短

篇小说的翻译问题，早期研究多以文学视角为主，探讨

其文学风格和叙事艺术的翻译方法。进入 21 世纪后，

翻译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和规模化，相关文献数量大

幅增长，特别是在 2010 年以后，每年的发文量均保持

在一定规模。这说明国内研究者对坡短篇小说的翻译

实践和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关注热度。 

（2）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从早期单一的翻译策略研究，逐步扩展到文化语

境分析、叙事手法的语言重构以及文本意象的再现等

多元化研究领域。爱伦·坡短篇小说以其哥特风格和象

征主义著称，因此，国内学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关注文

本的语言层面，还深入研究了文化符号、象征性意象和

叙事结构的翻译策略。此外，近年来的研究也逐步向应

用领域延伸，例如跨文化传播、文学经典的教育翻译以

及翻译技术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等。 
（3）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国内学者不仅对翻译理论进行了探讨，还注重将

这些理论应用到翻译实践中。以翻译策略为核心的研

究已经从“文本忠实”与“文化适配”的争论转向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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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翻译案例的分析。对爱伦·坡短篇小说中“恐怖元素”

的翻译研究常结合叙事学、符号学等学科理论，分析如

何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叙事张力与情感效果。这种理

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为国内翻译学科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动力。 
4.2 研究不足 
针对国内研究在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领域已经

取得的成果，目前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1）研究的持续性与深入性不足，质量参差不齐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该研究逐渐系统化和规模

化，但热度波动，冷门作品和新视角研究投入不稳定，

难形成全面成果。文献数量虽增长，但部分研究深度、

创新性不够，仅简单复述观点，影响质量提升。 
（2）多学科融合不深，新兴领域拓展有限 
目前研究多是简单关联不同领域，未深入挖掘学

科融合点。如文化符号等研究，与心理学等学科融合不

足。跨文化传播等新兴领域，仅宏观讨论趋势，微观策

略及受众效果研究欠缺；教育翻译未结合现代理念，缺

乏针对性实践；翻译技术应用研究起步晚，难以满足需

求。 
（3）理论指导实践不足，实践反哺理论也欠缺 
部分理论研究抽象，难直接指导实践。如“恐怖元

素”翻译理论，缺乏具体操作指导，应用效果不佳。且

实践到理论的反馈机制不完善，新问题未及时转化为

理论成果，理论脱离实践，难协同发展。 
5 研究建议 
本文通过对当前研究现状的梳理与热点趋势的分

析，揭示了国内学界在翻译策略、文学风格解析和文化

语境重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局限性。

未来，爱伦·坡短篇小说的翻译研究应展开进一步探索，

以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协调发展： 
（1）加强研究规划与长期投入，提升研究质量与

深度 
逐步建立全面且系统的研究体系，为该领域的长

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领域发展奠基。研究人员应提

升素养，深入挖掘翻译中的复杂问题，避免简单重复既

有观点。运用严谨学术方法和创新思维，剖析翻译实践

具体问题，形成深度且独特见解的成果，推动研究高质

量发展。关注翻译中的文化背景、语言特色及叙事结构

等细节，深入分析这些元素在翻译过程中的转变和再

现，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促进理论与实践共同进步。 
（2）深化多学科融合研究，积极拓展新兴研究领

域 

借鉴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挖

掘学科协同作用，多维度解读翻译元素，丰富翻译研究

的理论支持和解读视角。同时拓展跨文化传播、教育翻

译、翻译技术应用等新兴领域。跨文化传播研究要关注

微观策略与受众效果；教育翻译结合现代理念，开展针

对性实践；翻译技术应用研究要利用新兴技术，构建完

善体系与模式，满足数字化时代文学翻译发展的新需

求。 
（3）增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完善实践对理论

的反馈机制 
在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的理论研究中，要更加注

重结合实际翻译场景和具体问题，使理论更具操作性和

实用性。增强理论对实践指导性，结合实际场景使理论

更具操作性[9]。理论研究者应与译者、实践者密切合作，

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翻译策略。如“恐怖元素”翻译研究

提供明确操作指导。完善实践对理论的反馈机制，鼓励

译者总结经验，使实践成果成为理论新素材。理论研究

者也需关注实践动态，实现理论与实践协同发展。 
6 结语 
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研究的历程，是翻译理论与

实践交叉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对相关研究热点、发展

趋势和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内学者对

爱伦·坡短篇小说翻译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并在翻译策略、文学风格解析和文化符号重构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研究进展。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存

在诸多亟待突破的局限性，比如研究视角单一、跨学科

融合不足以及翻译技术应用较为滞后等。爱伦·坡短篇

小说翻译研究的探索，不仅是对其文学作品的重新审

视，更是对翻译作为跨文化沟通工具的价值再发现。这

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将为推动经典文学在全球范

围内的传播和文化对话注入新的活力。未来，随着翻译

理论、技术和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融合，爱伦·坡短篇

小说翻译研究必将在深度和广度上实现新的飞跃，为

文学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和社会实践带来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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