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教育前沿 

 10 

认知译境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何啸凯 

(山东交通学院  山东济南  250357) 

摘要：本文探讨认知译境在英汉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影响。通过分析认知译境的定义、特征以及它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结

合实例，揭示认知译境对译者的理解过程、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目标语表达方式的影响。此外，文章还探讨了认知译境对译文质量

的影响，以及译者怎样有效利用认知译境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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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认知译境是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与

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目标语中的意义重构密切相

关。下文将分析认知译境对英汉翻译的影响，探讨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如何运用认知译境理论来提高译文质量，以及如何在不

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中灵活运用这一概念。 

一、认知译境的定义和特点 

认知译境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

知识结构以及个人经验等因素的总和，这些因素共同影响译者

对源语的理解和目标语的表达。 

1. 定义：认知译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语言文

字的直接含义，还涵盖与之相关的文化、历史、社会等多方面

的背景知识。这一概念要求理解语言时，不仅要关注其字面意

义，更要深入到语言所处的文化环境、历史脉络以及社会语境

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把握语言的深层含义，实现更

准确的理解和交流。根据认知意境的概念，翻译或解释任何一

段文本都要考虑到它们产生的特定背景，包括所处的时代、地

域、社会阶层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这种全面的视角能够帮助

译者避免误解和偏见，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畅进行。 

2. 特点：认知译境具有动态性、个体差异性和文化依赖性

等特点。具体而言，动态性意味着译境不是一个静态框架，而

是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个体差异性指译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和翻译存在差异，而这个

差异正是由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情感态度以及认知风格的差

异带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解读方式，这使得翻

译工作体现出个性化的特点，充满了多样性。文化依赖性强调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目标语的文化特点，包括语言习惯、

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等，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适宜性。翻译

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因此，

译者需要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对语言差异的敏感度和理

解力。 

二、认知译境在原文理解中的作用 

1. 理解是翻译的基础，是翻译活动的起点，译者首先是原

文读者。认知译境是译者进行翻译工作时所依赖的一系列特定

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以及语言习惯等要素的综合体现，不仅

涉及译者个人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还包括译者对源语和目

标语差异的敏感程度，以及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存在的语义

差异和表达习惯的深刻洞察。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译者理解原

文的框架和基础，对于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阅读和理解原文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这些

因素，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审美判断和情感，并在需要的时

候适当发挥想象力，以便准确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情感，发掘原

文的思想、文化和情感内涵，确保译文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

障碍，达到与原文等效的沟通效果。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

原文理解尤其重要，译者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学鉴赏能力，

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体会其感情色彩，寻找其美学价值，这

就要求译者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这些恰恰是认知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翻译实践绝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过程，而是需要深度认知

和理解的复杂任务。译者必须深入挖掘原文的语境，仔细考虑

作者创作时的意图，深入理解作者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及其

想要传达的情感和信息。同时还要对文本风格进行细致分析，

包括语言的正式程度、使用的修辞手法、以及文体的特色等。

此外，译者还需要预测并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预期，这可能需要

对读者的文化习惯、阅读偏好以及可能的反应进行深入的了解

和研究。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认知译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

于译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有助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

恰当的决策，确保翻译作品不仅在字面上准确，而且在文化、

情感和风格上与原文保持一致，从而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翻

译过程充满挑战，曾有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这一过

程进行研究。根据认知意境的概念，要顺利完成文本的语言转

换，译者必须具备高度的语言文化敏感性和洞察力，准确理解

原文的文字信息和文化内涵，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将作者

的意图和作品的精髓以另一种语言准确无误地传达给目标语读

者。 

3. 认知译境不仅影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还决定着译文的

表达方式和质量。译者需要深入理解源语文化背景，同时充分

认识目标语文化特点和表达方式，在保留原文意义的同时，使

译文符合目标语的文化和表达习惯。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在翻

译过程中做出恰当的调整，确保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能够被

目标语读者接受和理解。此外，译者还需要考虑到不同语言在

语法结构、词汇选择和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差异，灵活运用翻译

策略，确保译文的准确和流畅。同时，译者还需要具备良好的

判断力和创造力，以便在面对语言和文化障碍时，能够找到创

新的解决方案，使译文既保持原文的风格和韵味，又符合目标

语的文化语境。译者不仅要成为跨越源语和目标语的桥梁，还

要成为文化沟通的使者。一定程度上，翻译是文化的传递和再

造，译者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并在必要时进行适当的本土化

处理，以避免文化冲突，确保译文准确生动地表达原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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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然地融入新的文化语境。 

三、认知译境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

更需要深入理解源语文化背景和语境，即所谓的认知译境。认

知译境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有深远的影响。 

1. 认知译境对翻译策略选择的意义 

认知译境是理解原文深层含义的艺术。翻译过程中，译者

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更要努力捕捉并传递隐藏在

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例如，成语和俗语往往承载

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如果译者未能充分理解这些文化背

景，翻译过程中就可能遗漏或丢失重要信息，从而影响译文的

准确性和生动性，甚至造成误解。就英汉两种语言而言，存在

一部分形式和意义相似的成语和俗语，翻译时只需根据原文语

境，寻找源语在目的语中的对等词，但另有一部分带有丰富文

化内涵的原文，很难在目标语中找到其对等表达，这就要求译

者在准确理解的基础上，使用其它策略补足因语言转换而丢失

的文化信息或感情色彩，比如以注释对历史典故进行简要和必

要的介绍。还有部分成语或俗语涉及特定的文化意象，需要根

据文化差异对意象进行调整和改变，确保原文和译文具有同样

的交际效果。 

修辞往往蕴含着作者的意图和情感，译者必须对此进行深

入剖析和解读，识别并理解原文中的修辞手法，并充分考虑目

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习惯，以确保译文被正确理解和欣

赏。英汉两种语言中相似的修辞手法在译文中比较容易实现，

这类修辞包括比喻、拟人、排比等。事实上很多情况下，这些

修辞在译文中的实现也要建立在调整和适应的基础上，或改变

形象，或换用其它修辞，这些调整和适应，需要译者深刻理解

文化差异，换句话说，是以译境为基础的。有些修辞格是英语

独有的，比如押头韵，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对等用法，只能根据

实际情况换用汉语中的其它修辞。 

2. 认知译境对处理文化差异的作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因素，如风俗习惯、价值观念、

历史背景等，都可能对文本的含义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影响读

者对文本的理解。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有时需要进行文化适应，

调整翻译策略，以确保翻译作品既忠实原文的意图和风格，又

适应目标语文化语境，实现文化的有效交流和传播。为了准确

传译，译者需要针对不同的文化情境，进行适应目标语的变通，

或改换说法，或变更意象，或进行补充，或解释说明。事实上，

对文化差异的准确理解是翻译成功的根基，译者的工作不仅仅

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和再创造。 

3. 认知译境对语言表达的影响 

认知译境对译文语言表达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

于词汇选择和句式调整，更涉及文本风格和口吻语气的把握和

再现。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是文化的表述，语言表达的差异很

大程度上是文化差异的体现。无论英语还是汉语，其语言表达

都会受到地域文化、宗教信仰、历史典故、社会风俗等方面的

影响，作为译者，除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外，还应具备对文化

差异的高度敏感，以便顺利跨越语言鸿沟。此外，译者还应考

虑到译文的受众群体，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语言规范和思维

逻辑，对语言表达进行调整，满足受众需求，增强译文的可理

解性和接受程度。对于目标读者群体是儿童的儿童文学文本，

需要使用更加简单、生动的语言，以适应其理解能力和兴趣。

而对于学术文本，则要以严谨准确为标准，确保概念的清晰传

达，以满足专业人士的要求。总之，译者必须关注目标语读者

的需求和期待，以此为依据，在源语和目标语之间求得平衡，

既忠实原文，又使译文在目标语读者和文化中得到认可。 

四、认知译境在表达和重构意义中的角色 

翻译是意义重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需要借助认

知译境帮助自己从原文信息中提取关键要素，理解文字信息，

明确作者意图，挖掘文化内涵，把握感情色彩。获得这些信息

之后，译者要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并根据目标语文化和受

众群体，选择符合目标语习惯的表达形式，产出恰当的译文。

译文的产出不是机械的过程，而是对信息进行深入加工和重组

的过程。这一点在文学翻译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因为文学翻译

一方面要传递文字信息，更重要的是传达艺术价值，要使译文

读者获得读原作的感受，包括情感共鸣和艺术体验。从这个角

度出发，译者的工作绝不是对原文文字的简单复刻，而是对其

含义的重新构建，甚至可以说是在原文基础上的再次创作。不

难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认知译境能帮助译者跨越文化鸿沟，

准确把握信息的深层含义，并将这些含义准确地转换成目标语

读者能够理解和欣赏的表达方式。认知译境不仅连接了源语和

目标语，而且将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联系起来，成为了跨文

化交际的重要桥梁。 

结论：认知意境影响译者的理解过程、翻译策略的选择、

目标语表达方式和译文质量，译者需要充分考虑认知译境，以

确保译文准确流畅，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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