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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翻译的翻译者心理结构研究

陈鸿娴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　200120

摘　要：外国文学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它不仅涉及到语言的转换，更涵盖了文化、历史、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传递。

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翻译者的角色至关重要。翻译者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着翻译的质量和效果，深入研究翻译者的心理

结构对于提高翻译水平、促进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外国文学翻译中翻译者的心理结构组成及其在

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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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外国文学翻译这一重要的跨文化交流领域中，翻译

者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其背后的心理结构却常常被忽视。

翻译者的心理因素深刻影响着翻译的决策、过程与结果。

研究翻译者心理结构，有助于深入理解他们如何在不同语

言与文化间穿梭，如何处理复杂的文本信息和文化差异。

1. 翻译者心理结构的相关理论基础

1.1. 认知心理学与翻译

认知心理学关注人类的认知过程，包括感知、注意、

记忆、思维等。在翻译中，翻译者的认知过程起着关键作用。

感知能力使翻译者能够敏锐地捕捉原文中的信息，注意的

分配决定了翻译者对原文重点和细节的把握，记忆能力影

响着翻译者对词汇、语法结构以及文化背景知识的存储和

提取，思维能力则体现在翻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分析和转

换表达上。

1.2. 语言学与翻译心理

语言学为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翻译者需

要具备扎实的语言知识，包括语法、词汇、语义等方面。同时，

语言学中的语用学知识对于理解原文的隐含意义和文化背

景至关重要 [1]。

1.3. 文化心理学与翻译

文化是翻译的重要背景因素。翻译者需要了解源语言

和目标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差异，包括价值观、信仰、习俗

等。文化心理学研究人类在文化背景下的心理活动和行为，

对于翻译者理解和处理文化差异具有重要启示。翻译者的

心理结构中应包含丰富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意识，以便在

翻译中实现文化的等值转换。

2. 翻译者心理结构的主要构成要素

2.1. 语言能力

2.1.1. 词汇知识

翻译者需要掌握丰富的词汇量，包括源语言和目标语

言的词汇。不仅要了解词汇的字面意义，还要掌握其引申义、

语境义以及文化内涵。例如，英语中的“dog”在某些文化

中具有贬义，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则是忠诚的象征。翻译者

在翻译时需要根据具体语境选择合适的词汇表达。

2.1.2. 语法结构知识

熟悉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法结构是进行准确翻译的

基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规则，翻译者需要能够熟

练地进行语法转换 [2]。例如，英语中的被动语态较为常见，

而汉语中则更多使用主动语态。翻译者需要根据两种语言

的特点进行合理的语法调整。

2.1.3. 语篇理解能力

翻译不仅仅是单词和句子的转换，更要考虑到语篇的

连贯性和逻辑性。翻译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篇理解能力，

能够分析原文的篇章结构、逻辑关系和文体风格，以便在

翻译中保持原文的风格和韵味。

2.2. 文化素养

2.2.1. 文化认知

翻译者需要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所代表的文化有深入

的了解。包括历史、地理、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例如，

在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时，翻译者需要了解古希腊的神话

传说、社会制度等文化背景，才能准确地理解和翻译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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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关内容。

2.2.2. 跨文化交际能力

翻译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需要具备良好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能够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避免

因文化误解而导致翻译错误。例如，在翻译中要注意不同

文化中礼仪、称呼等方面的差异，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得

体性。

2.2.3. 文化适应能力

翻译者在接触不同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具备较强的文

化适应能力。能够迅速适应不同文化环境，理解和融入当

地文化。这有助于翻译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提

高翻译的质量。

2.3. 审美能力

2.3.1. 文学鉴赏能力

外国文学翻译往往涉及到文学作品的翻译，翻译者需

要具备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能够欣赏原文的文学价值，

包括语言美、意境美、情感美等方面。例如，在翻译诗歌时，

翻译者需要理解诗歌的韵律、节奏和意象，尽可能地在翻

译中保留原文的美感。

2.3.2. 创造力

翻译不仅仅是机械的语言转换，更是一种创造性的活

动。翻译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创造力，能够在忠实于原文的

基础上，运用巧妙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使翻译作品具有独

特的艺术魅力。例如，在翻译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手法时，

翻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言的特点进行创造性的翻译，以达

到与原文相似的艺术效果。

2.3.3. 风格把握能力

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作风格，翻译者需要能够准确

地把握原文的风格特点，并在翻译中尽可能地保持一致。

例如，有的作家语言简洁明了，有的作家则富有诗意和想

象力。翻译者需要根据原文的风格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

语言表达方式。

2.4. 心理素质

2.4.1. 专注力

翻译是一项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翻译者需要能够在

翻译过程中集中注意力，不受外界干扰。尤其是在处理复

杂的文学作品或专业文献时，需要长时间保持专注，以确

保翻译的准确性和质量。

2.4.2. 耐心和毅力

翻译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如难以理解

的词汇、复杂的句子结构、文化差异等。翻译者需要具备

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不断地查阅资料、思考和尝试，直到

找到最合适的翻译方法。

2.4.3. 自信心

翻译者需要对自己的翻译能力有信心，敢于在翻译中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理解。同时，也要能够接受他人的批评

和建议，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自信心有助于翻译

者在面对复杂的翻译任务时保持积极的心态，发挥出自己

的最佳水平。

3. 翻译者心理结构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3.1. 理解阶段

3.1.1. 语言解码

在翻译的理解阶段，翻译者首先需要运用自己的语言

能力对源语言进行解码。通过词汇知识和语法结构知识的

运用，理解原文的字面意义。同时，借助文化素养和审美

能力，理解原文的隐含意义和文化内涵。例如，在爱伦・

坡小说翻译中，翻译者的心理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知识储备是翻译者心理结构的基础部分。了解爱伦・坡所

处的时代背景、文学风格以及其作品中独特的象征主义和

哥特元素等知识的翻译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原文含义。

在翻译《厄舍府的倒塌》时，熟悉哥特文学特点的翻译者

会敏锐地捕捉到文中对阴森氛围的细腻描写，并在译文中

运用恰当的词汇和语句结构来营造出类似的恐怖氛围。

3.1.2. 语境分析

翻译者需要对原文的语境进行分析，包括上下文关系、

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等。通过语境分析，确定词汇的具体

含义和句子的真正意图。例如，在翻译一个多义词时，翻

译者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该词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

3.2. 转换阶段

3.2.1. 思维转换

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翻译者需要进行思维转换。将

源语言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转换为目标语言的思维方式

和表达方式。这需要翻译者具备灵活的思维能力和跨文化

交际能力。例如，英语中习惯使用被动语态，而汉语中则

更倾向于使用主动语态。翻译者在翻译时需要根据目标语

言的习惯进行思维转换，使翻译后的句子符合目标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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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习惯。

3.2.2. 语言重构

翻译者需要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和创造力，对原文进

行语言重构。选择合适的词汇、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使

翻译后的文本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标语言的语言规范

和文化习惯。

3.3. 表达阶段

3.3.1. 风格再现

在表达阶段，翻译者需要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的风格特

点。根据自己对原文风格的把握能力，选择合适的语言表

达方式和修辞手法，使翻译后的文本具有与原文相似的风

格韵味。例如，如果翻译者对爱伦・坡作品中所表达的黑暗、

神秘情感有深刻的感悟，在翻译过程中就会不自觉地将这

种情感融入到字里行间。比如在翻译一些人物的内心独白

时，带着强烈情感共鸣的翻译者能够更好地传达出那种孤

独、恐惧的情感基调。

3.3.2. 审美呈现

翻译者的审美能力在表达阶段也起着重要作用。通过

对语言的精心选择和组织，使翻译后的文本具有一定的审

美价值。在翻译诗歌时，翻译者需要注重韵律和节奏的把握，

使翻译后的诗歌具有与原文相似的音乐美感。同时，审美

呈现也包括对翻译文本的整体美感的追求，使翻译后的文

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较高的质量。例如，在翻译爱伦

・坡的诗歌体小说时，会尽力保持原文的韵律特点，使译

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对文学美感有高追求的翻译者

会精心雕琢词句，让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具有独特的艺

术魅力。例如在翻译《乌鸦》时，翻译者会通过巧妙地运

用汉语的修辞手法和词汇选择，来再现原诗的神秘美感和

诗意氛围。

4. 培养和优化翻译者心理结构的策略

4.1. 教育与培训

4.1.1. 专业课程设置

在翻译专业的教育中，应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包括语

言课程、文学课程、文化课程、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等。

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培养翻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化素养

和翻译技能 [4]。例如，开设外语口语、写作课程提高语言表

达能力；开设外国文学赏析课程培养文学鉴赏能力；开设

跨文化交际课程增强跨文化意识。

4.1.2.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培养翻译者心理结构的重要环节。通过翻

译实习、翻译项目参与等方式，让翻译者在实际翻译中锻

炼自己的能力。例如，组织学生参与企业的翻译项目，让

他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需求和行业标准，提高自己的翻译

实践能力和心理素质 [3]。

4.1.3. 继续教育

翻译者需要不断进行继续教育，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

会和行业需求。继续教育可以通过参加培训课程、学术研

讨会、在线学习等方式进行。例如，翻译者可以参加翻译

技术培训课程，学习使用翻译软件和工具，提高翻译效率

和质量。

4.2. 自我提升

4.2.1. 阅读与学习

翻译者应保持阅读的习惯，广泛阅读外国文学作品、

学术文献、新闻报道等，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语言

表达能力。同时，积极学习新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不断提

高自己的翻译水平。例如，翻译者可以定期阅读一本外国

文学名著，并对其中的精彩段落进行翻译练习，以提高自

己的文学翻译能力。

4.2.2. 文化体验

翻译者应积极参与文化体验活动，如参加国际文化交

流活动、旅游、观看外国电影等，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特

点和差异。通过文化体验，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适

应能力。

4.2.3. 反思与总结

翻译者应定期对自己的翻译作品进行反思和总结，分

析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寻找改进的方法 [5]。

同时，也可以与其他翻译者进行交流和讨论，分享经验和

心得，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5.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者的心理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

由语言能力、文化素养、审美能力和心理素质等多个要素

组成。这些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翻译

的质量和效果。了解翻译者心理结构的构成及其作用机制，

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和过程，为培养优秀的翻

译人才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在未来的研究中，人们还

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翻译者心理结构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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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更加丰富和深入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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