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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英汉翻译在跨文化沟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传统的翻译理论往往侧重于语

言形式的对等，而忽视了语言在特定语境中的功能和交际效果。语用学理论的引入，为英汉翻译开辟了新的路径。它不仅要求译者具备

扎实的语言基础，还需深入理解原文的语境、作者的意图以及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通过综合运用语用翻译的各种策略，译者能够创造

出既忠实于原文意图，又符合目标语言文化习惯的译文，从而有效促进跨文化沟通，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对此，本文对语用

学理论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展开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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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用学和语用翻译的内涵及本质

（一）语用学和语用翻译

第一，语用学。语用学作为语言学领域的关键组成部分，专

注于探讨社会情境下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语言运用，相对于句子

结构，其侧重于语言形式的分析，更加关注交际双方的理解程度

与交际成效性。因此，语用学不仅探究人们如何解读与运用语言，

还深入挖掘他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即从“说”的目的、

“听”的推测、词汇的直接与潜在意义等多个维度，深度剖析语

言运用的适宜性与合理性。

第二，语用翻译。在语用学理论的指导下，语用翻译追求的

是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确保翻译在特定语境中保障原文与译文的

内涵、实用性的等效性目标。所以，在英汉翻译中应用语用学理论，

需要译者细致对比两种语言，识别并理解两种语文文化间的差异，

从而更好地对原文进行重构。值得注意的是，语用翻译存在着以

下的优点与缺点：一是能够避免对任何学科产生偏颇，减少翻译

过程中的极端行为，可以推动英汉翻译实现多元化发展；二是译

者所采纳的学科理论有时难以协调，不同观点之间可能产生冲突，

导致其在理论阐释上出现不一致。

（二）语用学下的英汉翻译本质

翻译作为连接不同语言交流者、创作者与受众的核心手段，

核心目标是保障翻译的对等性，翻译体系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

内在对等与外在对等。因此，等效性也涵盖了内在等效与外在等

效两个方面，其中内在对等是翻译对等的根基，致力于解决与语

言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首先，重视语法对等，这意味着译者必须

深入理解原文语句的构造及其核心意义；其次，重视语用对等，

其介于内在对等与外在对等之间，要求译者全面考量语用环境和

背景。而外在对等则涉及文化、社会和哲学等层面，因此，为了

达到比较好的语用对等，译者需要深入探究语境中词汇的深层含

义。

二、语用学理论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流程

（一）分析原文

在日常交流中，说话者或作者通常会借助一系列的词汇信息、

逻辑结构以及语境线索来明确表达他们的交际意图，这样做是为

了实现他们想要达到的沟通目的。因此，在进行翻译工作时，译

者必须首先对原文进行深入的分析，这包括对文本的结构、句法、

词汇选择以及上下文含义等各个方面进行细致的考察。通过这样

的分析，译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或说话者的真正意图，包括他

们想要传达的具体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准确

地再现这些意图。

（二）表达译语

在进行翻译工作时，译者首先需要深入理解原文本所使用的

语言代码，并且要准确把握作者或说话者的意图。在此基础上，

译者必须通过目标语言的语码，传达出与原文作者或说话者意图

相一致的交际目的。这个过程中，译者需要全面分析原文的语境，

包括文化背景、语境含义以及作者或说话者的语气和风格。通过

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译者要在自己的学科知识和理解的

基础上，尽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全部意义和精神。此外，译者还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包括语法

结构、表达习惯、文化内涵等方面的不同。只有这样，译者才能

在翻译过程中始终站在目标语言所处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进行

有效的语码转换，确保翻译作品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标语言

的表达习惯和文化特点。

（三）重组译文

在翻译工作接近尾声的阶段，译者需要进行一次深入的二次

创作。这个过程要求译者在忠实于原文本基本语义的前提下，对

译文进行重新地组织和评估。译者必须确保译文在简洁和完整的

同时，还能够拥有清晰的逻辑结构。这样的处理旨在让读者或听

者更容易地理解和接受译文，从而更明确地传达出原文本所要表

达的核心信息。尽管实现原文本与译文之间的完全对等是一项极

具挑战性的任务，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仍应不懈努力，尽可能地

保持这种对等关系，以确保翻译的质量和效果。

三、语用学理论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策略

（一）合理把握语用翻译的语境

第一，上下文分析。语用翻译过程中，对上下文进行深入剖

析至关重要。这要求译者细致研读原文的前后文，以获得更为准

确的了解，保障英汉翻译信息的完整性。译者也要关注原文所处

的背景以及语境信息，包括语法布局、核心议题、段落间的关联

以及逻辑链条等要素。通过上下文的分析，译者能够更深刻地把

握原文的内涵和目的，比如，在翻译科技文献的时候，针对原文

中提及某一专业词汇，译者通过查阅前文，可能会找到对该术语

进行详尽阐释的语句，借助对前文的解读，译者能够精确掌握术

语的真正含义，并作出恰当的英汉翻译。

第二，联想及推测。翻译者需依托语境及个人知识储备，灵

活运用联想与推断技巧，以填补原文语言上的空白，确保译文信

息的一致性。在翻译过程中，若遇到原文信息不全的情况，译者

需借助联想和推断能力，把握原文的实质，他们可参考上下文暗示、

句子语法结构等因素，通过联想和推断来推测可能的意义，并确

保译文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假设原文是一段关于艺术展览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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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提到“空间扭曲感”一词，但原文没有对这一关键词进一步

解释说明。译者在翻译时，依托个人知识储备，比如对现代艺术

中空间概念的理解，再结合上下文关于展览中其他艺术作品的创

新性描述等语境信息，通过联想和推断，把握到这里 “空间扭曲

感” 可能是指雕塑在造型上打破了常规的空间维度认知，给人带

来视觉上的错觉效果。于是译者可以将其翻译为“unique sense of 

spatial distortion”。这样，译者通过联想和推断，在译文中对 “空

间扭曲感” 进行了更准确且连贯的表达，填补了原文语言上未详

细说明的空白，保证了译文信息的一致性。

第三，语用推断。翻译实践中，语用推理能力要求译者结合

语境信息，如，语言特性与交际因素等，洞悉并再现原文所隐含

的深层次意义及交际效果。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会在原文中

遇到含蓄表达、隐藏信息等，这时他们应该深入剖析上下文，通

过对语境的准确把握，推断原文的语用目的。比如，原文中某人

表达自己的“感谢”，但后续内容也指出这个人表现出了“不愉

快的神色”。结合语境推断与上下文分析，译者能够领悟到原文

中的“感谢”或许仅是客套之词，并非出自真心。在翻译文本中，

译者可以运用“thanks any way”一词来传递这种客套性质的感谢。

（二）科学把控语用翻译的言语行为

第一，礼貌和交际。礼貌与交际技巧在语用翻译中扮演着核

心角色，这要求译者在进行汉英翻译时，深入思考对话者的交流

目的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确保翻译内容的得体与适宜。同时，译

者需依据文本的具体情境和语调，评估原文中的礼貌用语，并在

译入语中挑选相匹配的表述形式，而且译者还需留意源语文本的

表达习惯与目的语社交风俗之间的细微差别。

第二，指代和概括。在语用学理论应用中，指代与归纳作为

重要的翻译技巧之一，涉及对源语言中的指代和概括手法进行理

解和转换。其中，指代手法主要是指代词、名词短语、指示性词

汇等。翻译时，译者需准确把握指代词所指代的具体内容，并在

目标语言中选用恰当的指代词或名词短语，确保意译的一致性。

概括技巧是通过综合信息来精简内容，译者需领会原文的概括方

式，并在翻译中采用相应手法，确保翻译内容的精确性与精炼性。

第三，修辞和修正。在英汉翻译实践中，修辞与修正技巧同

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策略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细

致关注原语中的修辞技巧和调整模式，并在译入语中探寻对应的

表述手段。修辞技巧涵盖了诸如明喻、暗喻、头韵、对仗等多种

形式，而且译者要深入领会这些手法所蕴含的意蕴与情感，并在

译文中巧妙运用相似的修辞技巧，以确保译文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修正技巧则关涉到原文中的修饰、突出或润色，译者需洞察这些

调整手段带来的效果，并在译入语中挑选恰当的表达形式来再现

这些效果。

（三）合理应用语用翻译的文体转换

第一，正式与非正式文体转换。原文中的正式或非正式转化

是适应特定语言环境和读者期待的文体过程中，译者需要依据目

标文体的规范，挑选恰当的用词、句型和语调。对于需要正式表

达的情况，译者应当运用正式的词汇和句型，以确保译文与正式

场合的言语规范相吻合；相对地，在非正式场合，译者可以采纳

更加随意的词汇和句型，以更好地适应轻松随意的语境。

第二，口语与书面文体转换。将口头语言转化为书面文字，

或者将书面语转化为更贴近日常对话的形式时，关键在于调整语

言的表现手法。译者需根据原文的风格和目标受众的特点，挑选

恰当的用词、句型和语调。在将口语转换为书面语时，应当选用

更为正式和规范的词汇和句子结构，以摒弃那些过于口语化的表

达；而在将书面语转化为口语时，则可以采用更加直接和口语化

的表达，以确保翻译内容更贴近日常对话的实际需求。

（四）重视语用翻译的意义表达

第一，目的和信息传递。在英汉翻译中应用语用学理论过程中，

译者的核心任务是保障原文的意图与信息在翻译中得到精确的呈

现，力求译文与原文在交流效果上保持一致。翻译过程中，译者

必须洞悉源文本的深层意图和目的，并巧妙运用目标语言的表达

手段，以准确传递出原文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对两种语言的表

达习惯有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敏感。此外，信息传递的策略还包

括信息的呈现与组织方法，译者需对原文的句子结构、词汇运用

以及段落布局进行恰当的调整，从而保障译文的精确性、连贯性

和流畅度。

第二，语气和语态。在使用语气和语态语用翻译策略时，要

对源语言文本中的语气和语态进行准确和恰当的翻译。这要求译

者精准地捕捉并适当地转换原文的语气与情感调性。语气转换策

略强调译者深刻领会原文的语气，无论是正式、非正式、诙谐还

是庄重，并据此挑选合适的目标语表达方式，以复现原文的情感

氛围。而语态转换关注的是源文本中的主动与被动语态之间的转

换。另外，译者需洞悉主动与被动语态所强调的信息焦点和上下

文环境，进而选择合适的目标语语态，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

第三，主观与客观表达。英汉翻译过程，对主观情感与事实

陈述的呈现至关重要，译者应当精准捕捉原文中的个人立场与客

观信息，也要分辨并掌握原文中的主观表达与客观陈述，借助恰

当的译入语词汇和表述手法，以复现原文所蕴含的见解与情感。

比如，翻译新闻稿件时，译者应确保原文中的事实和数据得到精

确再现，同时避免掺杂个人见解，并选用公正无偏的表达方式，

保证翻译内容不带有个人倾向。此外，译者还需领会修辞技巧所

蕴含的主观情绪或客观叙述，在译入语中挑选相应的表述，以保

持译文的精确与感染力。

总结：

总而言之，在英汉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深入理解原文的语境、

言语行为、文体特征以及意义表达，灵活运用语用学理论，以实

现翻译的准确、流畅和自然。这不仅要求译者具备扎实的语言基

础，还需要具备敏锐的语境洞察力和丰富的翻译经验。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翻译作品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表

达规范，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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