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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技术的进步对于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而ChatGPT等翻译工具正被广泛

应用。尽管这些工具在处理源文本字面意义方面表现出色，但在理解和传达的非字面意义、隐含意义及

语境依赖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挑战。教师口头禅作为一种承载教育语境和教师意图的语言现象，其翻

译准确性对跨文化交流至关重要。首先，本研究旨在分析ChatGPT在翻译教育语境中教师口头禅所蕴含

的“言外之意”时的不足，进而探讨基于语用推理的AI翻译语用失误问题。其次，通过对ChatGPT翻译

教师口头禅的实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出AI翻译系统在识别和传达言外之意方面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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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globalized era, advancements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play a paramount rol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hatGPT is being widely used. While adept at translating literal meanings, these 
tools often fail to capture non-literal meanings, implicature and context-dependent subtletie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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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for “teacher’s pet phrases,” which are deeply rooted in educational contexts 
and convey specific teacher intentio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ChatGPT’s inability to translate the 
“implicature” in such phrases accurately, shedding light on the broader problem of pragmatic fail-
ures in AI translation systems that utilize pragmatic inference.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ChatGPT’s translations, the author will demonstrate the limitations of AI translation system within 
recognizing and conveying implic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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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用学是研究“符号与其使用者的关系”的学科[1]，旨在分析交际者在特定语境下的意义表达。詹

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为

翻译学科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此之后，翻译研究的理论构建通过不断吸取相邻学科的优势而迅

速发展。翻译作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不仅仅是两种语码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因此，翻译不是简单地以另一种语言展现源语的字面意思，而需要在目的语中实现同样的语用功能，也

就是说“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应与原文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一致”[2]。因此，语用学被引入翻

译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语用学作为当代语言学中最有活力以及快速发展的学科之一[3]，为翻译

学科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 
语用学作为一门活跃的、不断发展的学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尤其是关联理论的

引入，极大程度地促进了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同时，近三十年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语用学翻译论

文有 799 篇，而且与语用学相关的硕博士论文亦有 3373 篇，可以看出，语用学翻译研究在我国得到蓬勃

发展；亦不可否认，语用学的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4]。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相

关研究已经达到一个瓶颈，局限性逐渐显现，因此并未真正实现理论上的创新。语用学研究已不再以文

学翻译研究为主，口译等实用文体翻译研究逐渐增加。但是，我国语用学翻译研究“创新性不足，理论

演绎较多，实证研究滞后”[5]。由此可见，急需引入新的理论或视角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以认知语用学为理论基础，并结合关联理论等，分析 ChatGPT 在翻译教育场景中教师口头禅

所蕴含的“言外之意”时的不足，进而探讨基于语用推理的 AI 翻译语用失误问题。其次，通过对 ChatGPT
翻译教师口头禅的实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出 AI 翻译系统在识别和传达言外之意方面的局限性，以期为

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参考视角和借鉴价值。 

2. 概念界定 

2.1. 认知语用学 

认知语用学是在认知科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内，对语言使用的语用知识系统、交际

语境中语言的心理结构和认知过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认知语用学这一术语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才开始使用，但 Kasher (1989)认为，语用的认知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就已开始。早期语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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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局限于理性原则(Rationality principle)、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 1986, 1995)、参照的认知语用

分析(Ariel1990, 1994)、语用习得的语言与心理研究(Carroll 1986)、言语理解与产生(Clark 1979)、语言使

用的神经心理分析(Gardner et al. 1983)等。特别是 Sperber & Wilson 的关联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

西方语用学界曾引起过巨大的反响。有人认为，正是以关联理论为中心的语用学才被称为认知语用学[6]。 
认知语用学是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融合的产物，重点关注信息的心理加工过程，即从认知方面对语

言现象作出解释，为语境意义的理解提供新的理论视角[7]。 

2.2. 关联理论 

Sperber & Wilson 最早在“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该理论由 Grice 合作原则中的关联原则发展而来，将语言的交际行为视作“明示—推理”过程

(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Wilson 的学生 Ernest-August Gutt 最早将关联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他最初试

图借助关联理论构建一般的翻译理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关联理论自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翻译

理论。该理论 1994 年被林克难引入国内，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关联理论(Sperber &Wilson, 1995)基于两个

原则：1) 认知原则：人类认知趋于获取最大关联。2) 交际原则：交际中的每句话或行为都被假设为具有

最佳关联性。 
关联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这句话包含两

个重要概念：明示交际行为和最佳关联性。明示交际行为指的是说话者通过一定的手段(例如话语、手势

等)，让听话者明白自己的意图，并对其进行推理的交际行为。这意味着说话者有意图地传递信息，并希

望听话者能够理解这个意图。最佳关联性指的是说话者在明示交际行为时，会尽量使自己的话语与听话

者的认知语境产生关联，并且这种关联是最佳的，即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语境效果

指的是话语所提供的信息与听话者已有的认知语境相结合后，所产生的新的信息或对已有信息的修正。 
交际意图是交际者在进行言语交流时所具有的目的或目标，它是话语产生和理解的核心要素。在交

际过程中，交际意图可以是多样的，包括信息交流、情感表达、请求帮助、命令指示等。交际意图的识别

对于确保交流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因为它指导着交际者如何选择和使用语言符号来传达自己的意思，

同时也影响着听者如何解读这些符号。认知语境的构成要素包括物理环境、社交规范、文化习俗、话语

上下文以及交际者的个体认知状态。物理环境指的是交际发生的具体地点和时间，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交

际的内容和方式。社交规范和文化习俗则是社会群体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它们影响着交际者的语言选

择和交际风格。话语上下文包括交际过程中已经发生的话语，这些话语为理解后续的话语提供了线索。

交际者的个体认知状态则包括他们的记忆、注意力、情感和意图等。 
交际意图的识别通常依赖于认知语境。认知语境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建构，它包括交际者共享的知识

背景、信念系统、假设、期望以及交际场景的具体因素。认知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

过程，它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发展和调整。在认知语境中，交际者利用自己的背景知识、经验和对当前交

际情境的理解来推断对方的交际意图。 
“关联理论从人的认知特点与过程出发，将交际当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认为人类的认知有一个总的

目标，即在认知过程中力图以最小的投入去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就必须将注

意力集中在最为关联的信息上。[8]”“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模式认为说

话人在交际时要尽可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图，并提供与听话人认知语境相关联的信息；听话人要用认知

机制推理所听到的信息，不仅要理解字面意义，还要获取其隐含意义。总的说来，关联理论是一种有关

人类交际与话语理解的认知语用理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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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理论是由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

出的，它主张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基本方式。概念隐喻理论认为，我们

的思维和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即我们通过一个熟悉的概念域(通常是具体的、物理的体验)来理

解和表达另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域。 
在概念隐喻理论中，隐喻被理解为从一个始源域(source domain)向一个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

始源域通常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经验，而目标域则是抽象的概念或情感。例如，当我们说“时间

就是金钱”时，这里的“时间”是目标域，而“金钱”是始源域。我们通过我们对金钱的理解(如何节约、

花费、投资等)来隐喻地理解时间。 
总之，概念隐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类认知和语言的新视角，它揭示了隐喻在人类认知结

构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隐喻如何帮助我们通过具体经验来构建和理解抽象概念。通过分析语言中的隐喻

表达，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人类思维的本质和文化差异。 

3. 教师口头禅中“反语” 

3.1. “反语”的应用 

关联理论把语言的运用大致分为两个基本范畴：描述性运用和解释性运用。即任何话语作为一种表

征形式具有两方面表征功能：描述性表征(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和解释性表征(interpretive representa-
tion)。反语属于语言的解释性表征用法，蕴含着字面意义之外的“隐含义(implicature)”，也就是“言外

之意”或“话外之音”。 
反语是语言的实例。说话人运用语言学措施，如词法、句法措施，以表达讽刺意义。这是言语另有

所指的技巧。会话的不同含义会产生一些修辞效果，使人们的日常谈话更加生动活泼。之所以选择反语

作为言语的例子是因为讽刺是非常典型的语言现象，它的语言效果也是最显着的。人们通常可以很容易

地找到讽刺的表达形式，因为其具有讽刺意味的心理表征，其中包括故意表现的态度和故意表现的内容，

而在反语中讽刺的语言表达形式中，字面意义和意图之间的差距的两种结构(特别是信息意图)是最明显

的，所以它最能满足分析需要[10]。 
教师口头禅中的反语现象，作为教学语言中一种独特的修辞策略，广泛存在于课堂互动的各个场景

中。从表面语义与真实意图的背离中，教师通过反语构建出具有批判性或启发性(多为批判性)的语言环境。

例如，当学生因粗心算错简单数学题时，教师一句“这道题真是‘天才’的解法”，实则以夸张的赞美暗

示计算过程的荒谬；又如面对屡次迟交作业的学生，一句“你的时间管理能力真是‘无人能及’”，实则

以戏谑口吻点出拖延问题。这种语言技巧的深层逻辑在于，通过制造语义冲突引发学生的认知反思——

当教师说出“这道题我‘讲过八百遍’了”时，看似抱怨的表述实则暗示教学重复性背后的学习疏漏；而

“你‘完美’地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的表述，则将解题失误转化为对思维路径的幽默提醒。在课堂管

理中，反语常作为柔性约束工具，如“某些同学‘沉浸式’体验窗外风景”的调侃，既避免直接批评的尖

锐性，又通过语义反转强化课堂专注度的暗示。值得注意的是，反语的使用需结合学生年龄特征，初中

教师“你真是‘反面教材’的典范”与小学教师“小手举得比‘闪电’还快”的表述，分别对应抽象思维

发展与具象认知阶段的心理特点。这种语言策略的广泛应用，本质上反映了教育场景中情感表达与教学

目标的动态平衡——在保持师生关系和谐的同时，通过语义的创造性运用实现认知引导与行为规范。 

3.2. “反语”的特点 

教师口头禅中的反语具有鲜明的语言特点，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表达魅力和教育功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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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语义双关性”是其核心特征，教师常利用词语的多重含义制造表里不一的效果，例如“你真是个

‘细心’的孩子”在特定语境下，表面赞扬实则暗示粗心大意，这种语义的暧昧性促使学生进行双重解

码。其次，“情感隐蔽性”体现在反语往往裹挟着温和甚至幽默的外壳，如“这位同学‘勇于’挑战高难

度题目”实则暗示选题不当，将批评隐匿于看似鼓励的表述中，既维护学生自尊，又实现引导目的。再

者，“场景依赖性”较为显著，反语的解读高度依赖于具体的教学情境，脱离语境则容易造成误解，比如

“教室安静得‘连针掉都能听见’”在讨论环节与自习场景中含义截然不同。 
此外，“重复强化性”突出，教师口头禅的反复使用使得某些反语表达逐渐固化为特定的触发机制，

例如“这道题显然是‘送分题’”的频繁使用，会让学生条件反射地重新审视在教师眼里看似简单的问

题。最后，“教育指向性”明确，不同于日常交流中的反语，教师口头禅中的反语始终服务于教学目标，

蕴含着明确的教育意图。这些特点相互交织，使教师口头禅中的反语成为兼具语言艺术和教育智慧的特

殊表达形式。 

4. 案例分析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AI 翻译(如 ChatGPT)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尤其在词汇和句法层面，

已经能够实现较为流畅的翻译。然而，在涉及语境理解、言外之意、文化背景等语用层面时，AI 翻译仍

然存在明显的不足，经常出现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即“无法理解所说话语的含义”，受话者没有

恰当地回应说话者表示的实际意义。这些失误会导致翻译结果虽然语法正确，却在特定语境下显得不自

然、不礼貌、甚至产生误解，严重影响跨语言交流的效果。本部分笔者将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选取教

师口头禅中的经典“反语”，让 ChatGPT 分别在有语境和无语境的情况下对“反语”进行翻译，并结合

相关理论对译文进行深入分析，探讨 AI 翻译系统在识别和传达隐含义即言外之意方面的语用失误。 
例 1：你们真是一群小金鱼。 
译文 1 (无语境)：You guys are really a bunch of little goldfish. 
译文 2 (有语境)：You guys are really a bunch of little goldfish. 
例 2：有同学又在“小鸡吃米”了。 
译文 1 (无语境)：Some students are at it again with the “chickens pecking rice”. 
译文 2 (有语境)：Some students are at it again, just like “chickens pecking rice”. 
隐喻一直是认知语用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Lakoff & Johnson (1980)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颠覆了人

类对隐喻的传统认识，将其从一种修辞手段提升至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本方式。教师反语中的隐喻承载

着丰富的意义和重要性，它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隐喻通过将抽象的概念具象化，

使得教学内容更加生动有趣，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一种理解复杂情感和意图的途径。在这些隐喻中，教

师巧妙地表达了批评、鼓励或其他情感色彩，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情感感知能力不可或缺。 
“金鱼”这一概念隐喻出自现代诗人徐志摩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诗中写道：“传说鱼的记忆只

有 7 秒，7 秒后便不记得过往物事了，所以小小的鱼缸里，它也不觉得无聊，因为 7 秒后，每一寸游过的

地方，又变成了新天地。”在此，教师借用金鱼这一意象，来形容学生记忆力的短暂，对学过的知识没有

很好的掌握，而不是形容学生像金鱼一样可爱。对于这句反语，ChatGPT 在有语境和无语境的情况下所

给出的译文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通过直译的方式完成了字面翻译，原句中的隐含义没有准确地表达出来，

属于明显的语用失误。从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出发，这句反语属于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的表达类(expressives)，即一个言外之力的实施通过另一个间接言语行为的实施来实现，教师通过间接

的方式来表达个人对学生对知识记忆不牢靠的不满。但 ChatGPT 在提供了语境的情况下依旧难以识别这

些间接言语行为的隐含义，导致译文完全丧失原有的表达效果，从而听话者无法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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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鸡吃米”是对学生上课打瞌睡时候频繁点头这一行为的具体化和形象化表达，同样属于概念隐

喻的范畴。教师在课堂上对这一隐喻的使用，既没有直接批评学生，未对学生造成情绪上和精神上的困

扰或伤害，又能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将学生的思绪拉回课堂，从而保证教学进度的顺利进行。同样，“小

鸡吃米”这一隐喻，看似幽默风趣的话语实际上是“反语”，表达了教师对打瞌睡学生的不满。ChatGPT
在有语境和无语境的情况下所给出的译文仅是句子结构上的区别，译成中文后表达的含义没有实质上的

区别。 
根据奥斯汀(Austin)的观点，执行一种言语行为实际上是在同时执行三个子行为(sub-acts)，分别为言

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从言内行为的角度，话

语表达了一个具体的行为，即“小鸡吃米”，这个比喻用来形容某些同学的行为，但是没有明确指出这

是在描述哪种行为模式，未揭示其言外之意，听话者无法理解该句子的真实意图(intention)，与言内行为

的初衷相背离。从言外行为的角度，“小鸡吃米”的话语意图可能是在批评或指出某些同学的某种行为

模式，这种行为可能是频繁且重复的，或者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但该译文仍未指出具体行为，因此说话

者无法使用该句子来执行特定的功能。从取效行为的角度，话语可能引起听者的注意，或者让听者对被

描述的同学的行为产生特定的看法或反应，但由于听话者无法理解说话者的所指对象，因此可能无法产

生说话者期待的效果。 
例 3：这么喜欢说话，要不你上来讲？ 
译文 1 (无语境)：You like talking so much, why don’t you come up and speak? 
译文 2 (有语境)：You talk so much, how about you come up and give it a try? 
关联理论是认知语用学的重要理论框架，由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 1986/1995)提出。该理

论认为，人类的认知倾向于追求关联，即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在交际中，说话者会

提供关联性的信息，而听话者则会假设说话者提供的信息是关联的，并努力寻找这种关联。关联性是一

个相对概念，其强弱受认知推理努力和语境效果的影响。也就说，在相同的条件下，如果语境效果越好，

所付出的推理努力越小，关联性就越强，反之亦然。 
例 3 这句反语的字面意义是：你很喜欢说话，那你可以上台来正式发言。但是从实际的教师用语习

惯出发，其隐含义可以解释为“你已经说很多了，还不打算停下？”或“你以为你很能说，要不上来讲个

够？”译文 1 由于没有特定的语境，听话者可能无法理解这句话背后的讽刺或挑衅意味，他们可能会认

为这是一句真诚的邀请。同时，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这句话的关联性较弱，听话者需要付出较多的加

工和努力去猜测说话者的意图，但依旧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即译文 1 不具备关联理论中所强

调的“最佳关联性”，听话者(学生)可能会困惑，甚至误解说话者(教师)的真实意图。 
译文 2 从明示行为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没有直接翻译“喜欢”(like)，而是用了“talk so much”来表

达“说很多话”的意思。“how about you come up and give it a try”比“why don’t you come up and speak”
更口语化，暗示了说话者对听话者能力有所质疑，也具有一定的挑衅和讽刺意味。然而，即使该译文具

有讽刺意味，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本句反语的语境是课堂，说话者(教师)的意图是想让一直在讲话的学

生停止目前的行为；而 ChatGPT 在有语境的情况下给出的译文仍旧没有将“让学生停止讲话”这一意图

表现出来，听话者在付出较多的推理努力后，仍无法获取说话者想要传达的隐含义。由此可见，该译文

未达到“最佳关联性”，听话者无法以最小的加工努力来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 
例 4：你们可真行啊！ 
译文 1 (无语境)：You guys are really something! 
译文 2 (有语境)：You really know your stuff!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的过程。说话者通过明示行为(例如说出话语)向听话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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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己的交际意图，而听话者则根据说话者的明示行为(ostensive behavior)和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
进行推理，从而理解说话者的意图。在认知语境中，交际者利用自己的背景知识、经验和对当前交际情

境的理解来推断对方的交际意图。 
“你们可真行啊”是教师口头禅中的经典反语，通常用来表达教师对学生所作所为的极度不满，含

有强烈的批评和讽刺意味。译文 1 中，ChatGPT 将“行”这一形容词翻译成了“something”，进行了一

定程度的物化。“Something”在英语中通常是一个褒义词，表示“重要的人或物”、“大人物”等。因

此，这个译文在字面上与原文相似，但在语境和情感色彩上与原文存在较大差异。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

来看，这个译文没有考虑到语境因素，没有准确传达出原文的讽刺意味，导致了听话者(英语母语者)的认

知偏差。他们可能会理解为一种赞扬，而不是批评。其次，根据“明示—推理”交际模式的角度，听话者

无法从该译文理解出说话者真实的意图，二者难以进行有效的言语和行为交际，最终无法实现应有的交

际意图。 
译文 2 在提供语境的情况下，ChatGPT 将“行”这一形容词翻译成了词组“know your stuff”。“Know 

your stuff”在英语中通常表示“精通自己的业务”、“对某事很了解”，和译文 1 在性质上一样，同属于

积极意义的表达，很少用于反语一类的表达。因此，对说话者和听话者两者来说，都起不到本应产生的

认知效果(cognitive effect)，与“明示—推理”交际模式的概念相背离，属于语用失误的范畴。由此笔者可

以得出，ChatGPT 在常识推理、情感态度推断等方面存在局限性。 
例 5：这次考试，你们竟然考了个“第一”！ 
译文 1 (无语境)：This time, you unexpectedly got “first place” in the exam! 
译文 2 (有语境)：You actually got “first place” in this exam! 
语境迁移下的语义顺应指的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说话者或听话者根据不同的语境(包括时间、地点、

参与者、话题、目的等)对词语或句子的意义进行调整、理解和表达的过程。它体现了语言的意义并非固

定不变，而是动态的、灵活的，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说话者会根据不同的语境选择合适的词语和

表达方式，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 
例 5 中，“竟然”这一语气词在中文中一般表达说话者的惊讶、意外，有时可能包含赞赏、难以置

信等情绪，具体含义需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同时，该句教师用语中的“第一”打了双引号，双引号的使

用，属于经典的反语表达，也就是所谓的说反话。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该句反语是教师在讽刺和责

备学生取得了倒数第一的成绩，表达了教师个人的难以置信和情绪不佳。译文 1 中，没有充分考虑“竟

然”在特定语境下的具体含义，导致语气较为平淡，“unexpectedly”一词没有体现出原文的责备或愤怒

的情感态度。此外，从英语的语言习惯来看，“this time”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省略，因为考试通常指的是

最近的一次。译文 1 没有考虑到语境对“竟然”的意义的影响，属于静态的、脱离语境的翻译，没有实

现语义顺应。 
译文 2 在具备语境的情况下，ChatGPT 将“竟然”这一语气词译为“actually”，虽然用词简单，但

为语境的介入和补充留下了空间。需要注意的是，“actually”的语气强度可能不足以表达某些情况下“竟

然”所蕴含的强烈情感，因为它充当“竟然”这一含义时，表示想法与事实不一致而惊奇，但“惊奇”这

一态度没有明确的感情色彩指代是积极或消极。该句教师用语持有明显的消极态度，但是 ChatGPT 在具

备语境情况下所提供的译文，仍无法将其隐含义即消极意义展现出来。由此可得，语境可以帮助理解句

子的言外之意或隐含意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具备语境意识，根据具体的语境来理解和表达

原文的意义。语境迁移下的语义顺应要求译者不仅要理解词汇的字面意义，更要理解其在特定语境下的

隐含意义，并在译文中灵活地再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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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I 翻译系统改进建议 

认知语用学为 AI 翻译系统的改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通过结合认知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可从多

个方面提升 AI 翻译系统的性能和翻译质量。 

5.1. 融入语境认知 

认知语用学强调语境在语言理解和表达中的重要性。AI 翻译系统应加强对语境的认知能力。在实际

翻译中，同一词汇或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例如，“bank”在“bank of a river”和“bank 
account”中含义截然不同。翻译系统应能够准确识别和分析上下文，包括文本的体裁、主题、对话双方

的背景知识等，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恰当性。这需要系统具备更强大的语境感知能力，通过深度学习

算法，对大量的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学习不同语境下的语言使用规律。 

5.2. 考虑文化认知差异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语言表达和理解上存在差异。认知语用学指出，文化认知会影响人们对语言

信息的解读。AI 翻译系统在跨文化翻译中，应充分考虑文化认知差异。例如，一些习语、俚语在不同文

化中可能有特定的含义，不能简单地直译。系统应建立文化知识库，包含不同文化的语言习惯、价值观、

习俗等信息。在翻译过程中，结合文化知识库对原文进行文化适应性处理，使译文符合目标文化的表达

习惯和认知方式，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误解。 

5.3. 增强语用推理能力 

语用推理是认知语用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指的是在语言交际中，根据语境和共有知识推导出说话

人意图的过程。AI 翻译系统应具备语用推理能力，能够理解原文的隐含意义和言外之意。例如，在对话

中，“你能帮我把窗户关上吗？”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说话人希望对方去关窗户。翻译系统应能够通过

语用推理，准确传达原文的言外之意。这需要系统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逻辑推理算法，对原文进行

深入分析，结合语境和共有知识进行推理，从而生成更准确、更符合交际意图的译文。 

5.4. 优化用户交互体验 

认知语用学的角度来看，用户与翻译系统的交互也是一种语言交际过程。系统应优化用户交互体验，

提高用户的满意度。例如，提供用户反馈机制，让用户可以对翻译结果进行评价和纠错，系统根据用户

反馈不断学习和改进。同时，系统应具备智能提示功能，在用户输入过程中，根据上下文提供相关的词

汇、短语和语法建议，帮助用户更准确地表达。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 ChatGPT 在翻译任务中处理“言外之意”的表现进行分析，发现其在理解和使用语用

推理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尽管 ChatGPT 在处理字面意义翻译上已展现出强大的能力，但在涉及语境理

解、文化背景、隐含意义、讽刺反语等需要深层语用推理的翻译场景中，其翻译结果往往失准，甚至产

生误解。这些失误不仅影响了翻译的准确性，也阻碍了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这表明，当前的 ChatGPT
模型在模拟人类语言理解和生成中的语用推理机制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总之，本研究在未来仍有较

大改进的余地，对于不足之处，欢迎业内相关研究人员进行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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