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3  

职教探索 

基于认知语言学背景下的语篇翻译研究 
◆裴于兵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商务外语学院  广东省深圳市  518055） 

 
摘要：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类目，与传统语言学不同，认知

语言学更多地以人文主义精神进行思考，结合人工智能、语言理论知识、

心理学基础等多门学科共同进行语言研究。在语篇翻译研究中，以认知

语言学为基础，结合感性与理性进行，成为当前语篇翻译的主流。本文

将围绕基于认知语言学背景下的语篇翻译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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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语言学高速发展，语言翻译中愈来愈多的因素被关注考

虑。语篇翻译是比语句翻译更具有整体性感知的翻译行为，在语
篇翻译中不完全受语法约束，而是利用衔接手段使句子相连的翻
译手法，在语篇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被译者主观因素影响。
下面，笔者将围绕基于认知语言学背景下的语篇翻译进行研究。 

二、认知语言学背景在语篇翻译中的重要性 
（一）赋予语篇翻译作品活力 
认知语言学背景在语篇翻译中的融入与作用，是从一个全新

视角进行语篇翻译工作，摒弃了传统语篇翻译的僵化、按部就班
的流派模式，赋予语篇翻译作品活力。举个例子，以认知语言学
为背景为基础的语篇翻译，在作品中创新加入隐喻部分，弥补了
传统语篇翻译的不足，诗歌作品中隐喻翻译手法尤为明显，为语
篇翻译增添独特朦胧美。 

（二）开拓译者语篇翻译新思路 
传统的语篇翻译未建立在认知语言学背景上，译者在翻译过

程中，只需要明确一个单词的书面意思即可，但是这样的翻译工
作下产生的语篇翻译作品，存在过于概念化、模式化的显著缺点，
语篇翻译作品成为流水线产物。而译者在接受认知语言学教育
后，能够对语篇翻译有自身的独特理解，将自身经验精炼反映到
翻译作品上，使语篇翻译既能够反映客观内容，又包含译者的个
人主观情感特色，使语篇翻译工作多元化进行。 

（三）提升译者语篇翻译质量 
翻译是一门语言艺术，翻译工作是将不同语言联系沟通的桥

梁，翻译工作或多或少的会受译者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译者的文
化水平、个人经历、世界观、人生观等，都将直接体现在语篇翻
译作品中。接受认知语言学知识教育，能够提升译者的个人价值
观、情感观、认知能力与表达能力等，将认知语言学知识有效应
用到语篇翻译工作中，能够将语篇翻译精髓更好地体现出来，提
高了语篇翻译作品的质量与水平。 

三、如何有效进行基于认知语言学背景下的语篇翻译 
（一）加强翻译专业中认知语言学课程的设置 
翻译专业是以培养具有专业翻译知识的一线翻译人才为核

心目的的新兴专业，在翻译专业的课程设计中缺少认知语言学课
程的设置，缺乏认知语言学课程知识教学的译者在语篇翻译过程
中，只是作为一个僵化的翻译机器进行工作，在这种流水线的翻
译模式下推出的语篇翻译作品，必定是低质量、低水平的翻译作
品。为从源头上改善这一现象，相关教育部门必须加强翻译专业
人才的认知课程设置，以提升译者认知能力为最终目的进行翻译
课程设计。以高校翻译专业课程设计为例子，传统的翻译专业课
程多以语法课为主，翻译课程教师对翻译专业学生的教育工作进
行也是以一种"纠正"的模式进行，即给定一篇原文，再由学生通
过查阅书籍、文献等方式翻译，教师依照规范性的答案对学生的
语篇翻译作品进行评价，这种模式化的评价方式没有站在认知语
言学背景上进行考虑，导致语篇翻译作品刻板化，例如"Thank you 
from USA",学生依照书面意思翻译为"来自美国的你好"，而在翻
译专业中设置认知语言学课程，保证翻译专业学生接受认知语言
学知识教育后，引导学生学习异国语言的特殊风情含义并结合自
身对于情境语意的考量，可将此句翻译为"来自美国的深切问候
"。加强翻译专业中的认知语言学课程设置，需要相关教育部门

与高校共同合力作用，深入了解翻译专业学生群体的学习需求和
兴趣爱好，以符合翻译专业学生需求为基础，以提升翻译专业学
生认知能力为核心目的，针对性进行认知语言学课程设计。同时
对于认知语言学课程的后续工作也要加强把控，设计学分考核要
求，针对课时、教学目标、考核方式、考核标准等要有一个明确
的制度规定，借此规范翻译专业学生的认知语言学知识学习。在
高校翻译专业中设计认知语言学课程，利用高效教学平台，开展
有效的提升译者认知语言学知识水平工作，为译者基于认知语言
学背景下的语篇翻译工作展开打下扎实基础。 

（二）有效利用认知语言学的"多重互动性" 
认知语言学中的"多重互动性"指的是在原作者、原作品、译

者、语篇翻译作品之间形成的关系链条中的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
的关系。译者在进行语篇翻译工作中，必然要考虑到原作品作者
的创作年代、创作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并且要考虑
到读者的感受，要将复杂抽象的原作品经过语篇翻译工作转化成
符合读者阅读要求的作品。针对这一情况，为更好地以认知语言
学背景为基础进行语篇翻译，译者要有效利用认知语言学中的"
多重互动性"特点。举个例子，在翻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这一作品时，译者要以认知语言学的"多重互动性"为基础，加强
对原作者的了解，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有一定认识，将马尔克斯写
作的"现实主义与幻想相结合"的特点结合译者个人对马尔克斯
的写作手法的理解进行翻译。同时，要考虑到《百年孤独》这一
作品内容繁复庞杂、涉及人物众多、情节光怪陆离等特点，且其
中多采用新颖的倒叙手法与古代希腊神话典故进行描写，译者在
进行语篇翻译工作时，要加强对原作者创作时期的知识了解度，
以有效利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多重互动性"为根本，开展语篇翻译
工作，提高语篇翻译作品质量。 

（三）关注培养译者的认知语言学能力 
译者的认知语言学能力水平高低，是直接影响语篇翻译作品

质量的直接原因之一，为促进语篇翻译中的认知语言学基础知识
能够得到良好利用，相关部门必须关注培养译者的认知语言学能
力。以帮助译者开拓新视域翻译认知思路为例，相关教育部门可
组织开展"如何提升翻译角度的认知语言能力"、"将认知语言学
有效应用到语篇翻译中"等活动，并聘请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及丰
富经验的讲师，对译者在语篇翻译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障碍进行
分析，并研究出解决方法。同时，译者自身也要加强认知语言学
理论知识储备，通过主动学习的模式，跨越传统语篇翻译工作鸿
沟，在翻译过程中，要针对语篇翻译原作品进行深入了解，阅读
原作品，并进行自我标注，对原作品要有主观了解才能充分发挥
认知语言学作用。通过培养并有效提高译者认知语言学能力，帮
助语篇翻译工作更好地进行。 

总结：语篇翻译以句子为组成部分之一，利用多种衔接手段
将其有机结合。基于认知语言学背景下的语篇翻译，是赋予语篇
翻译更多的人文精神，以认知能力为语篇翻译的根本，译者运用
认知语言学进行语篇翻译，是将日常生活经验与语篇翻译工作融
合到一起，构架语言与认知能力紧密联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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