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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翻译学的兴起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范式。本文着眼于译者翻译过程，以认知语法中的识解

理论为工具，对汉语谚语英译本的认知识解进行考察，总结其背后的认知动因。经研究发现，翻译过程

是原作者与译者认知之间的互动，译者的认知识解成为连接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详略度、视角和突显等

识解维度为汉语谚语的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汉英母语者在识解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其与汉英

语言的思维、规约和文化密切相关。创造性的识解转换体现在使用各种翻译技巧的灵活翻译活动中，以

尽可能地符合译文读者的认知模式，提高译文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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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paradigm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ar-
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process, adopts the construal theory of cognitive gram-
mar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construal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and sum-
marizes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s behind them.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s the inte-
raction between the original author’s and the translator’s cognition, and the translator’s cognitive 
construal becomes the intermediary connecting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The dimen-
sions of construal, such as specificity, salience and perspective,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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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proverbs. Chinese and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hav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way of construal,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inds, conventions and 
cultur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The creative construal shifts are reflected in the flexi-
bl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with various translation techniques, so as to fit the cognitive mode of the 
target readers and improve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arget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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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世界渴望聆听中国声音，了解中国故事。作为中华经典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谚语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为人民群众和文学作家所创造与提炼，具有简洁通

俗和生动实用的语言特征，凝聚了劳动人民的经验、智慧和精神。为此，对以谚语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得体的翻译是在对外树立良好大国形象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汉语谚语的优秀英译本

是国外人士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因此，汉谚英译不可否认具有

重要研究价值。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与现实互动体验的结果，语言必然像似于认知[1]。根据认知翻译观，

译者应将翻译过程中的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要素紧密结合起来，兼顾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这样才能更

好地理解作品、认识作者和译好文本。其中，体验是语言具有共性的基础，认知是语言形式存在差异的

原因[2]。决定读者对译文接受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译入语的认知思维方式与其相近或一致。此外，翻

译作为跨语言的处理和加工过程，除认知差异之外，文化差异和习惯差异等亦能引起两种语言之间的不

对等。因此，要理解话语意义，译者不仅需要关注原文本身，还应剖析原作者的认知方式，同时结合读

者的文化背景，并在译文中通过恰当的方式调整和转换原文识解，以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鉴于此，

本文拟从认知识解的角度出发，以尹邦彦所编著的《中国谚语与格言英译辞典》[3]中汉语谚语及英译本

为例，考察汉谚及其英译的特征，以期为俗语类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 

2. 识解与翻译 

2.1. 识解理论 

“识解”(construal)，也被称为“认知识解”，这一概念由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艾兰克(Langacker)在他

所构建的认知语法体系中所提出；他将其定义为“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和描绘同样情境的能力”。一

个特殊的情景可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识解，并且编码情景的方式构成不同的概念化[4]。具体而言，识解是

以语言表达为目的、基于场景中的涉身体验而进行的概念化，涉及有关场景和主体视角的配置[5]。识解

最明显的作用是为同一情景提供可替代的语言表达形式[6]，对同一情景可以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因此就

存在多个描述同一情景或经验的表达式。 
艾兰克[5]首次提出了“焦点调整”(focal adjustment)这一概念。他认为“焦点调整”主要包含选择

(selection)、视角(perspective)和抽象(abstraction)三大范畴；选择指确定观察和表达事物的方面，视角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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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事物的角度，抽象指观察的详细程度。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后来认知语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识解理

论的雏形。而后，艾兰克[7]认为意义是概念化方式的体现，创新性提出了“意象”(imagery)一词，并用

其来替代“焦点调整”，重新划分了详略度(specificity)、辖域(scope)、背景(background)、视角(perspective)
和突显(salience)五个维度；艾兰克[8]为避免其与心理学中“意象”概念的混淆，用“construal”替代了

“imagery”，自此，识解理论正式诞生。艾兰克[9]对认知识解的维度再次进行了界定，重新提出了视角

(perspective)、选择(selection)、突显(salience)、动态性(dynamicity)和想象性(imagination)五个维度。尽管

艾兰克对于识解维度的划分不断更新变化，但对某一情景的观察实际上取决于观察时所调动的背景知识、

观察的详细程度、注意力集中在什么成分上以及观察的角度，它们分别对应着以下四个方面，即辖域与

背景的范围、详略度的高低、突显的部分和视角的转换。 

2.2. 识解对翻译研究的观照 

认知语言学的识解观强调，认知识解是人的一种认知能力，它一方面产生意义，一方面探寻意义，

在语言的产出和理解中扮演了双重角色。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家们对“识解”进行了更为深

入的探索，并逐渐将其应用到翻译研究之中。 
对同一个场景可以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因此就存在多个描述同一个场景或经验的语言表达式。识解

的运作与人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是人类各种形式认知活动和行为的基础。翻译不仅涉及对原文的识解，

而且包含以识解转换为基础所进行的译文表达，因此翻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认知活动。刘华文[10]认为，

“在翻译的语境中，原文句子和译文句子都是对同一个事件予以认知识解后的结果。”从原文与译文的

关系来看，对同一个场景能够存在着不同的识解方式。汉语和英语中存在着不同的表征形式，操这两种

语言的民族对客观世界也持有的识解方式不同。译者出于表达的需要，会对原文描述的场景进行恰当的

再识解。 
从识解的四个具体维度来看，作为识解其他维度存在与实现的基础，辖域与背景(scope & background)

是语言使用者客观经验和背景知识的总和，是理解和认知场景或事件的基础与前提，是表达式的语义结

构所覆盖的相关认知域的范围；详略度(specificity)涉及对同一场景或事件描述的精细程度，有宏观泛化

的描述，也有微观具体化的描述。突显(salience)指在不同的场景识解中语言表达所突出显示的内容，或

突显过程，或突显结果。视角(perspective)则涉及场景识解过程中因观察角度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语言表达

式。总之，在翻译中，译者对原文所表达的场景要进行再识解，处于地道译入语表达的需要，再识解过

程中详略度、突显和视角可能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随之产生恰当的识解转换。 

3. 识解理论视角下的汉语谚语英译分析 

认知识解不仅基于对现实的互动体验，还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翻译中不管是作者、译者还是读者，

大脑中的理解和认知都源于生活。相似的思维模式使这种带有体验性的认知成为语言认知的基础。然而，

人类认知思维的主观性和创造性会使得不同识解方式的形成，从而会对相同事物产生不同理解，使得语

言表达出现差异性。就跨语言角度而言，英汉民族在识解方式上存在的差异会对两种语言表达形式产生

不同的影响。原文表达方式的语义内涵、蕴含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等方面的特点，需要译者整体把握

并作出妥当的转换或保留。译者需根据识解的具体维度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以使译文与目标读者阅

读期待相吻合。以下，本文将分别从详略度、视角和突显等识解维度进行讨论。 

3.1. 详略度与汉谚英译 

作为识解的重要维度，详略度指的是人们可以用不同的精确或详略程度去认识或描述一个事体[11]，
它既可以出现在词汇层面，又可出现在句子层面。语言表达式的简单与复杂程度与人认知识解的方式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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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对同一个场景的识解，英汉两种语言的详略度各有不同。其中，“详”即细颗粒度识解，对某

一情景作细致描述，会产生具体详细的表达式；“略”，又称粗颗粒度识解，体现在对某一场景的粗略

描述，会产生概括性表达式，只能反映出其粗略特征和总体组织[11]。在翻译过程中，当译者要细化所描

述的内容时，会采取增词和加注等翻译技巧，使得译文更加清晰具体；与之相反，如果译者想要将复杂

冗长的内容进行简化时，可能会采取省略的翻译方法，这样译文表达的信息就会趋于概括简略。下面的

译例能够较为清晰地展现出原文和译文识解详略度的差异。 
例 1 
原文：春捂秋冻。(《类修要诀》) 
译文：In spring keep well covered. In fall, delay putting on thick garments. (《中国谚语与格言英译辞典》) 
“春捂秋冻”作为一条提示人们在春秋两季保健防病的生活类谚语，为中国劳动人民在大量生活实

践中总结创造。在原文中，该谚语只有简洁的四个汉字，但却蕴含着劝人立春勿急脱、立秋勿穿多的丰

富寓意。其“略”的表达方式发挥了中文精简凝练的优势，但也体现出中文语义较模糊的特征。以英语

为母语的外国读者在认知结构中缺乏相关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因而难以领悟这句谚语所蕴含的真正意

义。如果仅按字面翻译这句谚语，就会产生抽象甚至偏差的表达，大大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 
具体来说，原文中的“春捂”和“秋冻”分别构成了两个独立而对称的词汇结构。“春”和“秋”

提供了关于时间的背景信息，“捂”和“冻”两个动词实际上是指人体与所穿衣服因温度变化而产生的

相互作用。目标读者由于认知背景限制，并不了解该谚语的具体内涵，因而有必要对译文进行识解重构。

从“春捂秋冻”的译文可以看出，为了帮助目标读者理解何为“捂”，译者其解释为“keep well covered”。
此外，为了避免读者对“冻”产生误解，译者将其译为“delay putting on thick garments”，阐明此处“冻”

是指使人感到寒冷，而非“冻结”的物理现象，具体明确地解释了其隐含意义。译者在翻译中通过具体

化的方法进行细颗粒度识解，用两个祈使句来说明原文的情况，转“略”为“详”，将指称对象明晰化，

进行细致描述，变抽象为具体，既呈现了谚语基本意义，又尽可能地向外国读者介绍了句中汉字的深层

内涵。由此可见，英译时适当地采用详细描述的方式，除了能够将最基本的原文内容展现在读者面前以

外，也可以将谚语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介绍给读者，又如： 
例 2 
原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儒林外史》) 
译文：For thirty years people east of the river prosper, then for thirty years those on the west. (《中国谚语

与格言英译辞典》) 
该谚语中“河”的字面意义较为模糊宽泛，但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实际上指黄河。黄河是中华儿女

的母亲河之一，然而，由于自古以来的地理原因，泥沙沉积致使黄河河床不断抬高，水患问题严重。但

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黄河的洪水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对其河道进行了多次改道变迁，原来分别在黄河

东西两岸的村庄，有时会被改到相反的位置，它们的发展也随之受到影响。后来，这句谚语被用来形容

世界和人的命运总是不断变化，生活有时充满不确定性和困难。 
尽管原文表达侧重于“略”，描述较为宽泛，中文读者仍能凭借其认知背景很自然地产生相关联想，

并轻而易举地理解其内涵；但对于外国读者而言，倘若遵循原文识解方式，采取保留原文详略度的直译，

会使其乍一看只能辨认出时间和地点，影响其对整句话的理解。因此，译者考虑到这一点，在译文中加

入了一些必要的信息，即通过增译来提高详细程度，以全面、准确地重构原文所包含的信息。“people”
和“prosper”的加入分别在译文中起主、谓作用，说明黄河改道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使译文具体化。

目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句意味深长的完整句子取代了原有关于时间地点的抽象描述，传达了原文的

中心思想——交替繁荣，具体且易于感知理解。这样，源语和目标语使用者之间的认知差异就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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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翻译过程中也存在着相反方向的转换。有时，原文描述较为精细，但考虑到文化差异的不可

译性，翻译中的详略度变化还体现为，译者再识解过程中采用粗略泛化的认知方式。如下： 
例 3 
原文：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南齐书》) 
译文：Of all stratagems, running away is the best. (《中国谚语与格言英译辞典》) 
狭义上的《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收录了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是根据中国古代军事思

想和丰富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该谚语通过借用这一典故，

采用“详”的描述方式，向读者表达了“事情局面已不可挽回，唯有走人才是最好的办法”这一涵义。

因此，该谚语的翻译重难点为“三十六计”这一历史典故。但其实际上在此处失去了原意，不再指具体

的三十六个兵法策略，而是指问题解决方式的可选范围。译文若套用原文识解方式，将“三十六计”进

行直译，外国读者则会因不熟悉背景故事，对中国军事文化不了解，而不能理解为何进行这样的表达。

此时，采用简化宽泛表达反而会更恰当，即译出“三十六计”在语境中的基本含义，以便在传递原文意

思的同时避免产生偏误理解。 
译者采用意译的翻译方式，将表达具体微观概念的短语“三十六计”，翻译成了含有模糊抽象意义

的“all stratagems”。这样，译者就对“三十六计”这个中国文化典故进行了成果的识解转换。与原文采

用的细化描述相比，英译本通过使用更为笼统的词汇来降低详略度，侧重传达了该谚语的核心思想。目

标读者在阅读该译文时，能够清楚地理解谚语所蕴含的意义。 

3.2. 视角与汉谚英译 

视角是指人们观察某个事物或情景所选择的角度，涉及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总体关系[5]。对某个

相同情景或事物进行描述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体现到语言上就会

出现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比如词语和句式的选择。视角的不同源自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在汉英翻译

过程中，译文视角有时会偏离原文视角，例如汉语常常省略主语，而英语句子中通常都有显性的主语；

又或是汉语思维呈螺旋状，而英语表达则较为线性直观，逻辑性强，这就会涉及视角的再选择问题。在

译文的生成环节，译者往往会选择贴近译入语的视角，以获得符合译入语思维方式的译入语。 
例 4 
原文：帮忙帮到底。(《武林奇杰韩慕侠》) 
译文：A good deed should be done thoroughly. (《中国谚语与格言英译辞典》) 
由于语言习惯的影响，汉语谚语往往省略主语，且用主动语态突出动作行为，但我们还是能够根据

语境推测出主语。与此相反，英语有严谨的语法体系，总是使用被动语态从结果的角度来描述客观现实

和普遍看法。因此，翻译必然涉及对描写视角的重新选择。原文“帮(忙)”是主动语态表达形式，体现了

作者作为主体的观察视角，而译文的句式结构则与原文不同，采用了被动语态，体现了原文和译文的不

同视角。在对该场景的识解过程中，译者的视角由言语的主体变成了客体。 
主语和宾语的功能不是句法的，而是视角的[12]。原文作为一个主动句存在，人们能直接识别出其谓

语和状语，但其缺少了明确的主语和宾语。从动词“帮”可以看出其隐藏的施动者，译者结合自身的汉

语语法知识可以推断出该谚语的主语应当是帮助他人的人，而宾语则为帮助他人所做的好事。然而，译

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选择添加具体人称，而是将原文中的隐含宾语“a good deed”作为译文的主语，

从客体视角出发来陈述帮助他人本质上是一件好事，应该提倡人们去做。如此一来，译文就更客观地以

被动语态的形式呈现，满足了英语句子对主语的明示要求，也更符合目标读者的语言习惯和认知结构。 
下面的示例则体现了由原文到译文的情景识解过程中，因汉英语言思维方式不同而引起的识解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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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 
例 5 
原文：百闻不如一见，一见不如实践。(《汉书》) 
译文：To see it once is better than to hear about it a hundred times; to do it once is better than to look at it a 

hundred times. (《中国谚语与格言英译辞典》) 
“百闻不如一见”的本义是听到很多次也不如见到一次，表示亲眼看到的远比道听途说的更为确切

可靠，强调重视调查、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我们不难发现原文内容与译文中的对应

内容以相反的方式表达，从原文到译文，识解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原文运用对比的手法强调实践的重要

性，但其中的连接词则使用了带有否定意义的“不如”，将核心信息放在句末，符合汉语“先次要，后

主要”的思维习惯。然而译文则将对比对象的前后顺序对调，化否定连接为肯定，将需要表达的主要内

容直接放在明显的句首位置。 
造成上述汉英语言描述的差别主要归因于概念化主体思维方式的不同。由于地域和文化差异的影响，

英语中主要蕴含着线性思维，而汉语思维则呈螺旋状。因此，原文中的中式思维主要体现为逻辑转向，

即从反面角度较为含蓄地描写正面情况。英语国家的民众通常以线性方式思考，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从与原文相对的视角出发，在不改变原文意义的情况下，对该谚语进行反向解读和表达，在译文中直接

客观地表达了透过现象的本质结论，与外国读者的思维方式相吻合，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该谚语所

蕴含的意义。 

3.3. 突显与汉谚英译 

人们在观察一个场景时，总会发现一些个体比其他个体更加突出[13]。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一个

情景中被人所注意的那一部分称为突显，也叫前景化，次突出的部分消显为背景。突显原则的形成是基

于人类具有确定注意力方向和焦点的认知能力。突显情景中的某个因素，既是个人主观判断的结果，也

是认知主体识解方式的体现。语言结构展现出的各种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和突显相关。突显主要包括两

种类型：侧显(profile)和基体(base)以及射体(trajector)和界标(landmark)。基体指语义结构在相关的认知域

中所覆盖的范围，而侧显是在基体上突显出来的部分内容[14]。射体是关系侧面中的图形，处于最突显的

位置；界标则标示了关系性表达式中其他被次突显的实体，为射体的定位提供参照点[5]。在翻译中，因

不同民族之间思维方式的不同，原文和译文突显的内容和聚焦点也会发生变化。 
例 6 
原文：白纸上写着黑字。(《看钱奴》) 
译文：It’s there in black and white. (《中国谚语与格言英译辞典》) 
在一个含有动词的表达事件发生动态的事件句中，就存在着描述过程与结果的不对称现象。语言使

用者在表达中往往会以某种方式突显其中一面而隐化另一面，从而导致不同的识解结果。汉语倾向于强

调过程，突显事件的延续性和过程性，而英文则倾向于以结果作为事件的主要焦点。 
在该谚语中，从原文到译文，突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原文的字面意思是立下的誓约或承诺已通过

白纸黑字的形式得以记录，其寓意为确凿无疑的证据。“白纸上写着黑字”中“写”这一实义动词的使

用使得原文表达突显过程，而译文则将之进行了识解转换，以介词短语“in black and white”为句子核心，

使“黑字已经写在白纸上”的结果成为被突显关系中的主要焦点。由此可见，译者成功地调整了该谚语

的突出部分，贴合目标读者的语言习惯和认知结构，使读者很容易在脑海中完成相关概念化。 
作为调动其他识解维度的基础，辖域与背景在跨语言的突显转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人们要

想对某一场景成功识解时，该场景必然要激活认知中与之相关联的经验知识和概念内容的配置。由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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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差异，汉语谚语中突显内容常常会以一些中华民族所耳熟能详的俗语等习惯表达的形式出现，

而外国读者缺乏相关的认知域，因而需要译者对其进行恰当的识解转换，着重表面之下意义的传达，以

符合外国读者的语言习惯和认知结构。下面的译例也是译者在翻译中对突显再识解的结果： 
例 7 
原文：新官上任三把火。(《三国演义》) 
译文：Someone who takes new office will set out an enthusiastic program of reform. (《中国谚语与格言

英译辞典》) 
该谚语翻译的重难点主要体现为原文中的“三把火”一词。在中国，火往往是激情和希望的象征。

原文中所突显的部分——“三把火”是一个典型的中式隐喻，其出自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

义》，暗指的是官员新上任后开展的雷厉风行的改革行动。 
受交际双方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以及交际目的等因素的影响，译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文情景描述

的突显部分进行适当调整。在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情况下，“三把火”对于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陌

生、抽象的概念。考虑到目标读者识解过程中特殊的知识背景和认知结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识

解重构，转换识解方式，着重处理这个特殊隐喻，在弱化原文喻体的同时对其隐喻内涵进行了明确地解

释说明，即“an enthusiastic program of reform”，突显“三把火”的具体涵义。表面上似乎没有忠实于原

文，但却更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更符合英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从而更容易实现译文的“走出去”。 
汉谚英译过程中，出于实现地道译入语表达的需要，译者对原文描述的场景进行了再识解，转换了

识解方式，实现了恰当的识解重构。对同一场景的描述，译者充分考虑了外国读者的认知和文化语境，

采用了细化或泛化的处理方式，对译文的详略度进行了适当调整；译文所突显的内容有时也较原文有所

偏离，既可能突显事件过程或侧重事件结果，又涉及对语言背景知识的灵活处理；就视角而言，译者采

用的视角同原文有所差异，在主体与客体间转换，语言背后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也在视角选择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4. 结语 

认知翻译学是一门将“认知科学 + 认知语言学”与“翻译学”紧密结合的新兴边缘学科，对研究翻

译过程具有重要意义[15]。本文在艾兰克所提出的识解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认知翻译学中的“认知”

细化到“识解”维度，针对外国读者的阅读需求和认知特征，结合汉语谚语及其英译探讨了翻译过程中

的识解转换与重构，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详略度、突显和视角等识解维度均不同程度地影响汉谚

英译的认知识解过程；第二，针对汉英母语者在识解方式上存在的差异，译者在译文中转换原文的识解

方式，进行有效的识解重构，以符合译文读者的认知结构与能力；第三，识解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翻译过

程背后的认知动因，即译者为什么这样译，为认知翻译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由此，人类对外界事物的认

知识解能力为探讨翻译过程及其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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