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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语言能力灵活过渡为认知能力，是应用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

尤其是从事英语翻译行业者，无论是被动语态翻译，还是隐喻翻译，应

当围绕用户要求展开专业英语翻译，将客户或作品的思想原汁原味传达，

以满足岗位的英语翻译技能要求，从而更好的受益于专业英语翻译，逐

步提高自身认知水平与理论实践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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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的认知语言学，对语言与
认知能力联系更加看重。认知语言学区别于形式语言学，语法相
比较于语言词汇部分，语义部分功能更加重要。而语言表达能力
与民族认知特征能力，是认知语言学下英语翻译最看重的。为贯
彻认知语言学翻译观的体会性与创新性等特征，还需加强文本内
涵理解与选择性的翻译创作，以处理好文章含义与语句、作者意
图与文本含义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认知语言学翻译观特征 
1.体会性 
在认知语言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英语翻译观，对自身翻译

能力有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在翻译英文作品时，应当加强体会
文学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与所传递的信息，理解自身翻译的不
足，从而提高运用认知语言学与英语翻译的能力。翻译者应当对
翻译观的体会性特征合理运用，感悟到英语翻译的重要性与乐
趣。 

2.互动性 
无论是师生间的互动，还是翻译者与作者间的互动，都是为

了翻译出作品原思想，解决翻译中的问题，以此提高翻译能力。
当前大部分的译文趋同性与本土性特征明显，原创精髓未充分展
现，作品实际应用与参考价值随之降低。认知语言翻译观的互动
性特征，在英语文献运用上最能体现，运用文献时，应当加强原
作者的互动，了解实际含义，以此释放作品特色。 

3.创新性 
认知语言翻译观的创新性特征明显，对翻译者的创新意识与

创作能力提高有积极促进作用，从而带动翻译能力与专业性水平
提高。但在英文文献翻译前，应当对作品应用价值、创作背景、
内涵思想等进展透彻性分析掌握，灵活运用翻译观的创新性这一
特征，提高翻译作品的精度与专业性。创作性翻译也是对翻译者
基本功底、职业素养的一种挑战与反映。尤其是在高校教学中，
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加强创作性翻译能力培养意义重大，以
不断提高专业技能，从而带动翻译行业高质量与现代化发展。 

二、认知语言学在英语被动语态翻译的应用 
1.被动语态翻译 
表达句式被动或主动语态，都是认知语言学层面的句式情景

营造。认知语言学表示在翻译过程中，应将语篇或话语等当成一
个整体，词句篇章都在这个整体内。尤其是被动语态翻译中，不
能与原文原意脱离，应当围绕实事求是与语句通顺的原则，切实
了解与传达原文整体内被动语态的真实含义。这就要求翻译者深
入了解外文作品的创作背景、本土文化等，从而在不扭曲事实的
基础上，灵活翻译出各种被动语态的含义。主观性与随意性的翻
译，翻译后的作品内涵，与原著作品精髓严重不符，原文意思概
括性的传达，被动语态意思翻译缺乏变通性，认知水平与翻译能
力等综合素养有待提高。尤其是在被动语态翻译中，不仅要夯实
英语理论基础，还需加强认知语言学的融合，灵活运用英语翻译
技巧，实现对作品内涵原汁原味的传达[1]。 

2.英语隐喻翻译 
在语言变通性与灵活性应用方面，认知语言学对翻译者的认

知水平、翻译经验更加看重，并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能力与社会
文化等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隐喻语言的产生与运用，能够在

人们的认知与心理层面上体现。从以往的翻译理论入手分析，在
结构学与修辞学等学科影响下，只是将隐喻看作成修辞手法，完
成隐喻翻译只要转换语言符号即可。但从认知思维入手分析，隐
喻与心理学等学科不无关系，隐喻翻译专业性也随之提高。尤其
是认知语言学的运用，当英汉两种语言的认知相同时，可用直译
法翻译英语隐喻。基于心理运作方式的隐喻，能够实现概念的两
种语言转换，以此实现多语言文本阅读。各国文化差异与特色多
有不同，翻译文化用语时，为了尊重与本土化的传达外国文化，
可直接照搬原文词汇，当直译方法不能直接具体映射原文词汇
时，可采取换喻方式，防止出现与原意不符的情况，便于读者直
观化理解原著思想与作品内涵，同时真实性的了解国外文化与风
土人情[2-3]。 

三、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英语翻译对策 
1.透彻分析文本内涵 
翻译前应当加强文本内涵透彻性的分析，翻译不是两种语言

字面含义层面的机械转换，应当根据文章内容等真实情况，展开
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翻译，确保文本思想与信息准确传达。从认知
语言学的翻译观角度分析，应当在翻译前进行文章内容深入理
解，减少字面含义的误导，规避文本语言翻译后的歧义，尤其是
在相似语义的情况下，应当注重语言的隐蔽性。受认知水平与文
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对语言思想与内容的翻译会存在障碍；对
此，应当注重翻译的整体性，加强对作品各个内容层面的分析，
透彻理解作者意图，以此具体性的翻译出作品内涵。 

2.分析作者意图 
翻译是复杂且繁琐的过程，需从多角度入手分析，确保文本

内涵翻译的准确性，以提高翻译后作品参照价值。翻译工作离不
开作者意图重构与准确传达的引导，从多方面进行认知，以透彻
领悟文章内涵，了解作者意图，最终高质量的完成作品翻译。 

3.变通性的翻译创作 
英语翻译应当与文本主题尽可能的靠拢，尤其是文学类文献

翻译，任何修辞手法的应用，都应当与原著思想与表达的内容为
依据，且注重语句的承上启下作用。文字加工更应注意理解性的
创作，以高质量还原作者原本的修辞手法，使得翻译后的作品，
对作品理解作者思想与文本内涵有积极辅助作用，尤其是对外文
修辞方法运用的理解，以此提高作品艺术价值，与自身的文学素
养。 

总结： 
英语翻译方法多样，包括隐喻与直译等，且特征与翻译效果

不同，但无论哪种翻译方法的应用，都不能与原著作品思想与作
者意图相背离，以此将读者思想与外国文化直观呈现。翻译者还
需加强经验总结，灵活与变通性的应用翻译技巧，从更多的翻译
作品中得到启发，减少机械性翻译，提高翻译创造性水平与文学
素养，确保翻译工作有序展开。作品翻译质量，直接影响读者阅
读感受与情感体验；对此，忠于原著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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