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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当代翻译学将语言学作为研究的基础学科 ∀西方兴起的认知语言学是建立在哲学框架上的语言观 �对翻译 

有更深远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经验观 !突出观 !和注意观的三大观点 � 有利于指导我们来探讨翻译的原则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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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翻译理论工作者在翻译学构建问题上基本 

有一个共识 �翻译学由三大主干学科组成 �即语言 

学 !哲学和文化学 ∀ 最近十几年来新兴的认知语言 

学是一种反对以生成语法为首的主流语言学的基础 

上而建立起来的新语言学派 ∀这种新的研究原则和 

方法在国外已达到成熟阶段 ∀国际认知语言学学会 

的成立以及系列丛书的出版就是其成熟的标志 ∀科 

学发展史告诉我们 �学科往往是通过学派的对立和 

学术观点的冲撞而得以发展的 ∀既然翻译学首先离 

不开语言学 � 那么对这种新研究方法的学习以及对 

它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就不得不进行一番探 

讨 ∀本文就认知语言学经验观 !突出观和注意观的 

三种表征来对翻译原则和方法进行初步探讨 ∀ 

一 ! 经验观与翻译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哲学或非客 

观主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哲学 ∀其经验主义认知观首 

先体现在如下表述 � 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 � 即用来 

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身体经验 �并根据身体经 

验而有意义 ∀由此可见 � 思维和形体是相互依存的 ∀ 

早就有马列经典哲学家说过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 ∀ 

而现代的沃尔夫假说也表述思维与形体的关系 �只 

不过更极端而已 � 即认为一个人习惯运用的语言结 

构影响其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认知语言学不 

仅认为概念系统和结构系统共存 �而且揭示语言结 

构来自身体的经验 �并根据身体经验才有意义 ∀ 根 

据思维体验观 � 翻译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原语解码 

和用译语重新编码的过程 � 而是一个双重认知过程 ∀ 

单纯的解码和编码把原语和译语都看成是自足的系 

统 � 运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即音位层 !词层 !词组 

层 !句层 !篇章层�的规则去追求等值 ∀ 对某些语言 

材料来说 � 这种翻译不能不说是有效的 ∀ 但是对文 

史哲之类的语言材料来说 �单纯的解码和编码的翻 

译往往顾此失彼 � 难能达到等值 ∀ 

翻译的双重认知过程如何理解呢 � 笔者以为 � 

这个过程可解释为对原语概念系统及其结构系统的 

内在联系和译语概念系统及其结构系统的内在联系 

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 ∀ 通过比较分析能找到同质 

时 � 翻译尽可能追求结构上基本等值的效果 ∀ 而比 

较分析发现异质时 � 则难以达到结构上的等值 � 所以 

各种翻译原则和技巧就必须加以运用 � 以使原语的 

实质内容不流失或将内容流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 

里不妨将笔者三十年前充当现场翻译时遇到的一个 

翻译难题作为例子进行讨论 ∀ 三十年前 �笔者借调 

到某国家重点工程任翻译时 �在美国5时代6周刊读 

到一篇政论文章 � 在谈到某国政治形势时有句这样 

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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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句话的疑点是  ∪∉ ∩∏∈ ⋅⊕⊗⊗ ⊃ ∈∩ 这一词语 ∀ 

参考当时能找到的词典 � 只有  ∪∉ ∩∏∈ �意思是散弹 

枪 � 猎枪 ∀可是这枪如何跟 ⋅⊕⊗⊗ ⊃ ∈∩ �婚礼�组成一 

个短语呢 � 这短语又是什么含义呢 � 与同行进行讨 

论 � 因工具书的缺乏 � 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 

们也去请教当时的对口外籍专家 ∀ 但他们都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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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人员 �对文史哲方面的表达方式也不是了如 

指掌 ∀概念和形式之间的联系脱节 �对原文的理解 

就搁浅了 ∀即使是英美人 �由于本身没有某一特定 

文化方面的经验 �这一特定方面的有关词语对他来 

说 � 同样没有确切的含义 ∀ 后来在一本名为5♥ ♦ ⊕ℑ  

ϒ ⊆⊕  ⊃ ℘ ℑ ×ℑ ⊂⊄⊃ ∈∩6的专门谈美国用语的工具书中终 

于找到  ∪∉ ∩∏∈ ⋅⊕⊗⊗ ⊃ ∈∩这一词条 � 释义竟然有一页 

之多 ∀概括起来 �  ∪∉ ∩∏∈ ⋅⊕⊗⊗ ⊃ ∈∩几乎可以涵盖美 

国西部开发的全过程 ∀ 

在美国西部开发的历程中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人 

们开始打通陆路交通 ∀首先是邮路 ∀ 当时汽车还没 

有发明 � 陆路主要靠马车 ∀ 马车运输要通过密西西 

比河流域和中西部未开放地区 ∀ 当时 �邮车遭窃的 

事 � 时有发生 ∀后来邮车靠武装押送 � 武装人员当时 

的武器就是  ∪∉ ∩∏∈�散弹枪� �所以 � ∪∉ ∩∏∈ 一词 

在美国英语中长期又成了/ 保镖0的代名词 ∀美国西 

部单家独户的居民也都有散弹枪 �用以自卫 ∀ 西部 

的无业青年 � 也就是西部牛仔 �有的跟姑娘谈爱 �常 

常未婚之前就使姑娘怀孕 ∀姑娘的父亲为了保护自 

家的名声 �往往趁牛仔不备时 �在其身后掏出散弹 

枪 � 强迫牛仔当日跟自己的女儿完婚 ∀ 这就出现了 

 ∪∉ ∩∏∈ ⋅⊕⊗⊗ ⊃ ∈∩这一词语 � 后来引伸为被强迫而为 

的事 ∀有了这个历史背景的认识 �再联系全篇的语 

境 � 前面5时代6周刊上那句话的意思就一清二楚了 ∀ 

但是翻译要考虑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 �也就是 

在译语中找到概念和形式的统一 ∀绝对的统一往往 

难以达到 �因为两个语族的历史体验和生活体验不 

尽相同 ∀所以翻译的理解阶段只能是翻译全过程的 

第一步 � 在翻译过程的译语表达阶段 �就不可避免 

地运用各种原则和技巧 ∀ 以上述政论为例 �如果我 

们认为某个词语 � 如  ∪∉ ∩∏∈ ⋅⊕⊗⊗ ⊃ ∈∩�在整个语篇 

中是一个核心概念 � 非得采用异化原则不可 � 我们当 

然可以采用直译加阐述的技巧 ∀例如毛泽东在论帝 

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外强中干时 �有人把/ 纸老虎0 

译成  ℘ ℑ ⊕ ℘  ∉⋅ �毛泽东要中断谈话 �坚持要译成 

/ ∠ℑ∠⊕  ⊃ ∩⊕  � ∀这是因为 � / 纸老虎0是整个话语的核 

心内容 � 所以非直译不可 ∀ 如果一个词语不是语篇 

的核心概念 � 我们就不必苛求原质原味 �而采用归化 

原则 � 将其引伸义译出即可 ∀ 如果原语和译语的概 

念和形式联系虽不绝对相同 � 但有某种相似 � 我们也 

可以采用融合法 �例如我国翻译界有学者常提到的 

一个例子 ∀即将英语成语  ∉ ⊄⊃ ⊂ ⊂  ∉⋅ ℜ ⊃  ⊗  ⋅⊃  ∪ ∉∈⊕ 

  ∉∈⊕译成/ 一石二鸟0 �我想这比 / 一箭双雕0 要高 

明 � 因为它试图融合两个语族的体验 ∀ 这种方法用 

来处理跨文化交际是得体的 �因为这种方法把两种 

文化置于平等的地位 ∀ 周谷城先生曾指出 �国际文 

化交流的总趋势 � 不是一种文化并吞另一种文化 �而 

是各种文化的融合 ∀笔者认为 � 能做到融合 � 是最理 

想的方法 ∀ 

二 ! 突出观与翻译 

认知语言学认为思维具有完型特征 �所以语言 

结构就与人的概念知识 !身体经验以及话语功能有 

关 ∀由此可见 �任何话语或语篇首先得把它视为一 

个整体 � 词 !句 !段离开这个整体 � 语义就不明确 ∀ 在 

语言结构中 � 部分与整体不能分割 � 而且整体决定着 

对各部分的选择和安排 ∀认知语言学还认为 �语言 

结构中信息的选择和安排是由信息的突出程度决定 

的 ∀这就是所谓突出观 ∀ 在语言表达中 �突出观是 

十分明显的 �例如英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 ∀ 主 

动语态往往突出动作的执行者 �而被动语态往往突 

出动作的受事者 ∀例如 �ϒ ℘ ℑ ℑ∈ ∉√⊕ ℑ ℘ ∪ ⊃ ⊂⊗�突 

出肇事主体为汽车 �而不是其他 ∀ 如果我们说 ϒ 

℘ ∪ ⊃ ⊂⊗ ⋅ℑ ∏∈ ∉√⊕ ℜ∧ ℑ ℘ ℑ �突出的是受事者 � 而不 

是汽车这一肇事主体 ∀ 

话语功能不同 � 突出的表现形式也就不同 � 各种 

文体的运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 以叙述文为例 �一般 

叙述文都是按自然时间顺序来展开的 ∀但新闻报道 

这种叙述文则不一样 �信息的突出程度决定信息的 

选择和安排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英语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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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可以看出 �内容完全随信息的突出程度 

而安排 � 首先是流星坠落的事件本身 � 其次是陨石造 

成的后果 � 再描绘流星的特点等等 ∀ 为了突出信息 � 

标题和新闻要点不仅按顺序排列 �字体大小也有讲 

究 ∀文章内容更是如此 ∀ 随着人类全球化的进展 � 

各国的新闻报道文体基本上运用同一种格式 ∀ 以 

∂ ↓ ϒ 和中央广播电台为例 � 新闻报道首先都是内容 

提要 � 然后才是细节 ∀所以 �就翻译来说 �保留原语 

的信息结构是十分重要的 ∀ 

由于各民族的思维模式不同 �各种语言的文体 

结构不尽相同 ∀ 以英语和汉语为例 �比较相似的是 

上面提到的新闻报道和科技文体 ∀从四大写作模式 

来看 � 两种语言的叙述文和说明文差异不大 � 差异较 

大的是描写文和议论文 ∀ 鉴于篇幅 �这里只谈谈描 

写文 ∀由于两个语族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 �对信息 

结构处理的方式就不同 �说到底也就是突出观有所 

不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景物描写的语篇 � 

× ∪⊕ √⊃ ⊂ ⊂ℑ∩⊕ ∉∅ ↑ ℑ ⊂∉ ⊂ℑ∧ ℑ⊆⊃ ⊗  ∪⊕ ∈∉  ∪⊕  ∈2 

⊕ ℑ  ⊕  ∈ ∏∈⊗∏ ⊂ℑ  ⊃ ∉∈ ∉∅  ∪⊕ ℜ⊕ ℑ∏  ⊃ ∅∏ ⊂ ∂ ℑ ⊂⊕ ∉∅ ′⊂ℑ⊄⊕ 2 

⊆∉ ⊕ ∉ ′⊂ℑ℘ ⊄⊆∉ ⊕ ℑ ∅∉ ⊕  ℑ ⊃ ⊗� ℑ∈ ⊕∈∩ ⊃  ⊗ ⊂⊕⊗ ℑ∈⊗  ⊕ 2 

℘ ⊂∏⊗ ⊕⊗ ⊕∩ ⊃ ∉∈ �∅∉ ∪⊕ ⊆∉ ∠ℑ ∏∈ �   ∉⊗⊗ ⊕∈ ℑ∧⊕  

ℜ∧  ∉∏  ⊃  ∉∅ ⊂ℑ∈⊗  ℘ ℑ∠⊕ � ∠ℑ ⊃ ∈ ⊕ �  ∪∉∏∩∪ ⋅⊃  ∪ ⊃ ∈ ℑ 

∅∉∏ ∪∉∏   �⊇ ∉∏  ∈⊕∧ ∅  ∉⊆ ← ∉∈⊗∉∈ � 

原文出自哈代的长篇小说5德伯家的苔丝6 �描 

写女主人公的家乡是一个穷乡僻壤 ∀作者把信息的 

重点放在村落的方位上 � 因此将有关信息置于句首 � 

而且作为句子的主干 ∀ 周边描写放在其次 �不作为 

句子的主干 ∀ 但是中国人运用描写文时 �往往从周 

边入手 � 再突出核心 ∀ 张谷若先生对上述语篇的翻 

译就是这样处理的 � 

前面说过的那个布蕾谷或者布莱谷 �是一处群 

山环抱 � 幽静偏僻的地方 � 虽然离伦敦不过四个钟头 

的路程 �但是它的大部分都不曾有过旅游家和画家 

的足迹 ∀ 马勒村就在它东北部那片起伏地带的中 

间 ∀ 

先对背景进行描述 � 再突出中心 � 这就是我们所 

说的画龙点睛 ∀而且我们常把点睛之笔视为描写之 

上乘 ∀所以在翻译时 �我们就要打破原文的信息结 

构 � 对其作出适合中国读者突出观的调整 ∀ 

三 ! 注意观与翻译 

认知语言学第三种表征是注意观 ∀ 注意观认 

为 � 我们用语言所表达的实际上反映了事件中引起 

我们注意的那些部分 ∀ 例如我们描述一起车祸 �用 

如下英语句子 � 

× ∪⊕℘ ℑ℘  ℑ ∪⊕⊗⊃ ∈ ∉  ∪⊕  ⊕ ⊕� 

我们实际上只反映整个车祸中引起我们注意的 

一部分 � 而其余部分 �如小车突然转向 !冲出了马路 

等等却未表达出来 �尽管这些部分均发生在车撞在 

树上之前 ∀ 

认知语言学运用框架理论来探讨注意的问题 ∀ 

框架理论是 ƒ⊃ ⊂ ⊂⊆∉ ⊕引入到语言学中来的 ∀ 它不仅 

有助于解决传统词汇学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还 

有助于阐释句法和修辞理论 �例如句子表层与深层 

的关系 �表达方式多样化等等 ∀ 比方说 �一个最简 

单的商务事件 � 它的框架就是 � 

′ 

�∩∉∉⊗  �

 
ϒ 

�ℜ∏∧⊕  �
       

⁄ 

� ⊕ ⊂ ⊂⊕  � 

≤ 

� ⊆∉∈⊕ ∧�

  根据这个框架 � 围绕这一事件 � 说话人可以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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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兴趣作出各种选择 � 

⁄ℑ√⊃ ⊗ ℜ∉∏∩∪ℑ∈ ∉⊂⊗  ∪ ⊃  ∅  ∉⊆ ♠∉∪∈ ∅∉ ⊕∈ 

∠∉∏∈⊗ � 

♠∉∪∈  ∉⊂⊗ℑ∈ ∉⊂⊗ ∪ ⊃   ∉ ⁄ℑ√⊃ ⊗∅∉ ⊕∈ ∠∉∏∈⊗ � 

♠∉∪∈ ℘ ∪ℑ  ∩⊕⊗ ⁄ℑ√⊃ ⊗  ⊕∈ ∠∉∏∈⊗  ∅∉ ℑ∈ ∉⊂⊗ 

 ∪ ⊃  � 

⁄ℑ√⊃ ⊗ ∠ℑ ⊃ ⊗ ⊕∈ ∠∉∏∈⊗  ∉ ♠∉∪∈ ∅∉ℑ∈ ∉⊂⊗ ∪ ⊃  � 

⁄ℑ√⊃ ⊗  ∠⊕∈ ⊕∈ ∠∉∏∈⊗  ℜ∏ ∧⊃ ∈∩ ℑ∈ ∉⊂⊗  ∪ ⊃   

∅  ∉⊆ ♠∉∪∈ � 

ϒ ∈ ∉⊂⊗  ∪ ⊃  ℜ∉∏∩∪ℜ∧ ⁄ℑ√⊃ ⊗ ∅  ∉⊆ ♠∉∪∈ ℘ ∉  

 ⊕∈ ∠∉∏∈⊗ � 

框架理论和注意观适用于各种语言 ∀然而认知 

语言学认为 � 在不同的语言里 � 这些基本框架会用不 

同的方式表达 ∀ 以英语和汉语为例 �主动语态和被 

动语态的选用就大相径庭 ∀前者常用动词的形态表 

达被动意思 �后者则少见 ∀ 所以在一般英译翻译教 

程中 � 总把英语被动语态的翻译作为重点章节 ∀ 这 

也许是英语是曲折语而汉语是非曲折语的根本差异 

所在 ∀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 �意义的表达往往靠词 

语本身 � 而不依赖语法形式 ∀ 例如/ 胜0与/ 败0的概 

念 ∀汉语并不一定靠词义的正反和语法规则来表明 

意思 ∀下面两句汉语表达同一概念 � 

主队大胜客队 ∀ 

主队大败客队 ∀ 

如果将这两句译成英语 � 就首先要分清词义的正反 � 

然后要考虑其语法规则 ∀ 

≤∉∩ ∈⊃  ⊃ √⊕⊂ ⊃ ∈∩ ∏ ⊃   ⊃ ℘ ℑ∈⊗  ℑ∈ ⊂ℑ  ⊃ ∉∈   ∏ ⊗ ⊃ ⊕ 

÷♥ϒ ↓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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