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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视角下川剧英译本的研究 
◆郭  欣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为视角，从认知与体验的角度出发，研

究川剧本身的语言特点，发挥其在川剧英译中的优势,规避其局限性,给相

关译员提出可供参考的新视角,为日后其它川剧英译提供借鉴,使得优秀

的川剧得到广泛传播,吸引更多目标读者;同时,助力以川剧为代表的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展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提升中国文

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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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川剧是流传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种地方戏种，是四川文化的

一大特色，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早在唐代就有“蜀戏冠
天下”的说法。2001 年和 2003 年，国家文化部受国务院委托，
两次将川剧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备选项目。2006 年川剧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这些都彰显出川剧的独特的研究价值和重要地位。川剧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在“一带一路”文化外
交的大趋势下，结合川剧自身鲜明的语言特点，提高川剧的英译
质量有利于对外推广以川剧为代表的优秀中国文化，展现中国文
化的魅力，是充分发挥中国文化潜能和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
的具体实践。目前，川剧的对外推广途径主要是海外演出，而川
剧的英译就是对外沟通的桥梁。然而，国内对川剧翻译的研究仍
处于发展中阶段，现行的川剧英译本未能表达出巴蜀特色，需要
更广阔，更深入的研究，需要译者对当地的特色文化信息背景进
行深入的了解。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从认知与体验的视角下阐释译
者主体性。以体验哲学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
新视角，提倡应从认知的角度审视翻译，更加突出了译者在对现
世界的体验和参与的多重互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本项目将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与川剧英译相结合，为川剧英译提供新的视
角，提高川剧的英译质量，促进川剧的对外传播。 

二、认知语言学翻译观 
在语言学习与应用中，认知语言学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

学等知识进行整合，突出语言学的基本内涵在于对人类文化知识
的理解。随着对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关于英语翻译的
认知语言观，奈达提出“翻译就是翻译意义”，从意义观来理解
英语翻译与译文表达。王寅教授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认为翻
译具有体验性、多重互动性、创造性、语篇性、和谐性以及翻译
的“两个世界”六大特点。他后来又进一步论述了认知翻译研究
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包括：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与翻译创造性、
突显原则与原型理论、隐喻与转喻等。他提出的翻译认知观指出
译者在发挥主体性作用的同时，应考虑自身受到翻译客体限制的
因素来兼顾原作、原作者以及读者这三者，并处理好三者之间的
互动关系，以实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学者
秦妍也指出“对于译者而言，英语翻译首先需要理解文本的含义，
其次要弄懂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主旨。对于翻译

的译著，不能脱离作者的实际想法，尤其是在把握本义与意图上，
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认知语言学提出英语翻译是语义与语境等
多种知识的整合，要充分表达文本的语义，就需要从英语翻译实
践中，洞悉原文意旨。“ 

三、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视角下川剧英译本的研究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主张: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

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
解原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
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
知世界。从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视角下，翻译具有体验性，多重互
动性，和创造性。而川剧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及语言特点，川剧
中的中国文化特色词的翻译，唱段的翻译及称谓的翻译都是英译
的难点及重点。若能将翻译的特性及川剧英译的特点相结合，这
会成为川剧英译及推广的新视角。以中国特色文化词的翻译为
例，中国特色文化词是指蕴含中国特殊社会文化意义的词语。对
文化词的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化与交流。川剧剧本中的文化
词无处不在。可以选取相应的翻译方法，如：省略的翻译方法，
在保障目的语读者阅读感受的同时，忠实地传达文本内容。译者
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处理剧本中涉及的中国特色文化，给目的
语读者带来顺畅的阅读感受。在川剧中几乎都有川剧曲牌，在翻
译过程中可将曲牌省略，增强其阅读性。再比如，对称谓的翻译，
在川剧中称谓很多来源于古汉语，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准确掌
握其各种称谓并准确翻译。称谓翻译大致可分为三类：古今人物
的人名，古汉语词汇，及词汇范围发生扩大。如：女儿，指“由
父母所生的子女中的女性“，译为“daughter”而该词词义扩大，
可指“女孩”，译为“girl。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加深自身对
原文的理解，准确翻译，将原文及译文对等，使原文顺畅。 

四、结语 
从认知语言学翻译观的视角下看，在川剧英译中，译者在准

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选取适当的翻译方法，最大限度去再现了
两个世界即认知世界和客观世界。通过进行上述研究，以期能对
现代川剧作品的英译提供些许借鉴，使优秀的川剧得到广泛传
播，助力以川剧为代表的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走出去”，
展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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