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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翻译学视角下政治语言“三维体认”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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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政治语言由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构成ꎮ 政治语言的翻译需从语言层面、语境层面

和文化层面分析探索ꎮ 现当代政治语言翻译不应只关注翻译结果ꎬ同时还应强调政治语言翻译

的过程化学习ꎬ即政治语言内涵、政治语境和政治文化的深入理解与探究ꎮ 认知翻译学以翻译

的体认性、互动性和创造性为核心思想ꎬ重点关注译者的认知过程ꎮ 剖析认知翻译学视角下政

治语言的语言维、语境维和文化维的“三维体认”ꎬ构建该视角下的政治语言翻译模型ꎬ对该学科

发展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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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是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基

本单位(孙玉华ꎬ２０１５)ꎬ前者可视为后者文字载体ꎬ
后者从语言表达形式上比前者更为丰富ꎮ 刘宏与

刘明徽对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２１ 年间国内政治话语翻译研

究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ꎮ 其分析发现ꎬ国内政治话

语翻译实践存在语言层研究和超语言层研究并存

的情形ꎬ其中语言层包括从词汇、语篇、符号、语用、
修辞等角度来分析政治语言的语言特征和翻译规

律ꎻ而超语言层则关注政治话语翻译与国家形象构

建、政治话语翻译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等方面ꎮ 通

过观察国内政治话语翻译的研究对象发现ꎬ认知语

言学理论指导的政治隐喻翻译、政治文献翻译中译

者主体性及翻译语境作用、政治话语中的文化负载

词等修辞表达翻译、有关于社会和政治文化历史等

政治语篇语境特征、政治意象翻译转换、政治内涵

翻译对等的研究占据研究的主要部分ꎮ 国内政治

话语翻译研究的热点话题则包括政治术语、新词、
文化负载词的词汇语义翻译ꎬ四字成语、熟语等修

辞语义翻译以及政治隐喻翻译ꎮ 政治文本翻译策

略研究方面ꎬ李志丹总结了黄友义于 ２００４ 年提出的

“外宣翻译三原则”ꎬ杨明星于 ２００８ 年提出的“政治

等效”理念ꎻ冯志杰于 ２０１０ 年提出的“内涵再现、逻
辑严密、哲学风范”三标准ꎻ卢卫中总结了政治排比

翻译的一般方法:保留、替换、调整、舍弃和添加等ꎮ
根据过往政治话语、术语、排比、修辞等的翻译研究

看ꎬ政治话语、文本翻译的早期研究重术语(语言

层)分析、语篇(语境)分析和内涵(文化)分析ꎻ传统

译论基础上的分析多ꎬ新理论开拓的少ꎮ 在此背景

下ꎬ认知翻译学视角下的政治语言翻译思路的提

出ꎬ恰逢其时ꎮ
认知翻译学是一门以译者认知为核心研究对

象ꎬ向外辐射诸多翻译过程问题的学科ꎮ 在认知翻

译学框架下ꎬ翻译是体验的、互动的、创造的ꎬ主观

的也是客观的ꎻ翻译过程要兼顾作者、文本和读者ꎬ
倡导和谐翻译ꎮ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Ｍｕñｏｚ Ｍａｒｔｉｎ 正式提出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ꎬ即“认知翻译学”这一术

语ꎬ国内四川外国语学者王寅对该理论进行了发

展ꎮ 王寅(２００５)提出语言是理性的映像ꎬ非先验之

物ꎬ认可了人类在语言使用方面的主体作用ꎬ认同

了语言的认知观ꎮ 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ꎬ王寅又提

出心智的体验性ꎬ认为人类只有在对外部世界的种

种现象有了认识和感受后ꎬ才能产生思维与理性并

形成意义ꎮ 人类是社会动物ꎬ因而决定了人类体验

及人类语言(特别是隐喻)的社会性和人文性(人本

主义)ꎬ而源源不断的新的体验赋予了语言以创造

性ꎮ 在语言体验和心智体验基础上ꎬ王寅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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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翻译的体认观ꎮ 基于认知翻译学的“体认”意

识和政治语言翻译的语言重点、语篇重点和文化重

点ꎬ为政治语言翻译打造语言、语境和文化的三维

体认观ꎮ
一、政治语言翻译中的语言体认观

所谓语言体认ꎬ应基于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ꎬ
如字、词、句、语篇等ꎮ 人们普遍认可需要在语篇、
语境约束下来认识意义ꎬ但却不能否认字词可能包

含的原型含义ꎮ 因此ꎬ在学习政治语言翻译时需要

拥有字词体验ꎮ 政治语言学习中的一大难点在于

政治术语和政治概念的习得ꎮ 政治术语是对政党

和政府在处理内政外交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含

义的概念所作的特定形式的语符表征ꎮ 政治概念

和政治术语略有不同ꎬ政治概念指的是“党和政府

在内政外交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文化独特性和政治

特质性的词汇”ꎮ 无论“术语”还是“概念”ꎬ都具有

历史性、社会性和意识性ꎮ 术语与概念的“历史性”
意味着相同的语言表征在不同时期的内涵与外延

可能发生变化ꎮ 尽管科技发展与专业语料库建设

为术语翻译提供了便利ꎬ但也带来风险:翻译学习

者可能过度依赖技术ꎬ忽视术语背后的语义演变ꎬ
从而 转 向 “ 对 照 翻 译 ”ꎮ 以 “ 社 会 主 要 矛 盾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为例ꎬ
十九大将其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ꎬ而改革开放

初期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ꎮ 前者体现新时代特征ꎬ后
者则唤起八九十年代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集体记

忆ꎮ 对于出生于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一代而言ꎬ缺乏

这种历时体验ꎬ使得翻译时更需加注时代语境ꎬ例
如使用“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ꎮ

戎军涛与李艺亭以“知识元”解释概念ꎬ认为概

念是知识体系中的最小单位ꎬ具备语义完整性并承

载特定知识内容ꎮ 知识元由语义元构成ꎬ语义元通

过语义键连接ꎬ构成知识元内部复杂结构ꎮ 不同认

知主体因语义元与语义键积累不同ꎬ对同一概念的

理解亦有差异ꎮ 出生时代的不同导致翻译学习者

面对新概念时可能缺乏相应的认知映射ꎬ难以从工

作记忆中提取合适的语言表征ꎮ Ｋｒｏｌｌ 与 Ｓｔｅｗａｒｄ
(１９９４)提出的修订层级模型指出ꎬ初学者通过母语

联结记忆二语词汇ꎬ而高水平学习者则通过概念激

活双语词汇ꎬ对应形成“母语—概念—二语”的三角

关系ꎮ 这一过程与钱钟书“化境论”强调的“词汇概

念化”不谋而合ꎬ表明政治语言翻译教学应重视二

语习得中概念生成的路径ꎬ尤其是通过语境与体验

促进词汇与概念的深度联结ꎮ
语言层体认除了词汇概念体认还包括修辞体

认ꎮ 修辞能够从美学角度提高文本的内涵和可读

性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姜琳在其博士论文中单辟

一章ꎬ着重分析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朝韩译本中

修辞手法的翻译ꎬ其中包括比喻、排比、反复、对偶、
设问和层递辞格ꎮ 在分析每一种修辞手法的翻译

时ꎬ姜琳对该种修辞手法的作用进行了述评ꎬ如比

喻修辞能够将古板的政治语言变得通俗易懂ꎬ生动

形象ꎻ排比表现力强ꎬ能够强化语言的表达和内在

情绪ꎬ突出文章思想ꎻ而反复修辞格能够帮助表明

使用者的立场ꎬ引起读者注意力ꎮ 张威与杨嘉欣通

过平行语料库统计数据发现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中主语省略句占全部句子的 ４４.４７％ꎬ并得出

中国政治话语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以动宾结构的连

动句、并列句、流水句等句式形成“隐含叙事”的特

征ꎬ而英美国家政治话语以“主语＋谓语”结构为主

体的显性叙事为主要特征ꎮ 当然ꎬ并不是所有政治

话语和文本都广泛采用各类修辞手法ꎮ 吴雨纱在

分析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２１ 主席新年贺词的政治修辞时发

现ꎬ贺词的辞格的丰富程度逐年递增ꎬ从 ２０１４ 年的

比喻和排比两者ꎬ到 ２０２１ 年新增的拟人、引用(传
统诗词、楹联等)和反复ꎬ但八年间的贺词中从未出

现夸张、反问和设问ꎬ这一点与«治国理政»中又略

有不同ꎬ其主要原因在于领导人政治讲话需秉持严

谨态度和大国风范ꎮ 而在 ５Ｇ 时代ꎬ文本的修辞可

以通过视觉意象进行加持ꎬ这类修辞被称为“政治

视觉修辞”ꎮ 作为文本的政治叙事通过文本分解成

词汇和句子ꎬ在视觉修辞中替换成线条、色彩、形状

甚至搭配上具备强弱的生效ꎬ这样能够有效规避文

字阅读所产生的枯燥感受并增强对感官的刺激ꎮ
通过政治视觉修辞中修辞意义产生的机制分析ꎬ刘
晶提出该类修辞意义的形成并不是由生产者创造ꎬ
也不是解码者(受众)创造ꎬ而是解码者基于编码者

制造的文本ꎬ依赖经验解读而产生的ꎬ因而ꎬ视觉修

辞内涵的获取ꎬ不可偏离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

会实践ꎮ 而这三者也相应借鉴至修辞翻译的过程

中来ꎬ同时也提醒翻译实践者ꎬ应灵活使用视觉资

源来辅助形成对词汇、概念和修辞的“共同经验”ꎮ
二、政治语言翻译中的语境体认观

陈开举将胡壮麟所著«语言学教程»中所提到

的七类文本意义总结为两个方面ꎬ第一个方面为字

面意义ꎬ包括概念意义、内涵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

意义ꎬ是通过语言学的基本规则所得到的ꎻ第二个

方面包括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和反射意义ꎬ它们脱

离了语言外壳ꎬ是创作者内心感情和意愿的外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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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个人经验和感悟的结晶ꎮ 而个人经验一方面

依托于作者所处的物理环境和即时适应ꎬ另一方面

更扎根于作者在漫长时间中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和

文化的体验和感悟ꎬ并从中凝聚成写作意图ꎮ 而译

者翻译的过程ꎬ是去寻求显性和隐性的语境ꎬ构建

对应视域ꎬ推导作者意图并加以阐释的过程ꎮ 江怡

提出ꎬ语境是“一种确定意义的限度、范围和条件”ꎮ
江怡认为ꎬ人类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无法得出语言

意义最终确定的解释ꎬ因而阐释是多样的ꎬ但语境

的“限度”和“范围”就使得意义的相对确定能够在

一定范围之内实现ꎬ确保意义获取不会过分偏离核

心ꎮ 虽然词汇的内涵以文本和用法为前提ꎬ但语境

的加入让意义的确定和说话者在当下使用语言的

思想融为了一体ꎮ 语言的社会意义包含了语言意

义和非语言意义ꎬ是语境概念的最终目的ꎬ并且是

最高级、最复杂的意义ꎬ排在文本语境、用法语境、
意向语境之后ꎮ 不同语境确定了不同层次的意义ꎬ
因而译者在进行翻译时ꎬ要以文本的社会语境为指

导去寻求最高层级的社会意义ꎮ 由此可见语境体

认的重要意义ꎮ 然而ꎬ上述语境分析重点关注的是

所有与翻译有关的客观要素ꎬ并没有考虑译者本身

的认知要素ꎮ 基于此ꎬ前文所述语境要素被统归于

“传统语境”的一部分ꎬ它们构成对语言事件参与者

认知影响的外在要素ꎬ而传统语境的另一部分被归

拢于“主体语境”ꎬ主要指的是语言活动参与者的心

理状态、交际能力和观念ꎮ 而在认知翻译学视域

下ꎬ需要构建以译者为核心的认知语境ꎮ 郑剑委与

彭石玉借用了 Ｌｙｏｎｓ 的定义:认知语境是从具体情

境中抽象而来ꎬ对涉及语言事件各方有影响的ꎬ并
能参与到话语形式、恰当性和意义决策的所有要

素ꎮ 此外ꎬＳｐｅｒｂｅｒ 与 Ｗｉｌｓｏｎ 深度阐释了何为“认知

语境”ꎮ 徐学平解释ꎬ该认知语境是一系列可显映

的事实构成的集合ꎬ而“可显映”表示某一事件能使

认知主体形成心理表征ꎻ而对于认知主体而言ꎬ其
所在的认知环境是所有显映事件或者是假设事件

所构成的集合ꎮ 同时ꎬ成功的交际不是在认知主体

双方都共有某知识为基础的ꎬ而是以事件在主体双

方的心理表征上能互为显映为基础的ꎮ 这就意味

着ꎬ翻译作为一种交际行为ꎬ“共享知识”是实现成

功翻译(交际)的一个认知条件ꎬ实现源文本和目标

文本在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身上形成互为显映

的心理表征才是实现成功翻译的关键ꎮ 以实现翻

译目标为导向ꎬ应如何构建语境? 翻译的语境构建

与单纯的二语交际(例如对话)语境构建有很大不

同ꎬ但二语交际的语境构建能够为翻译的语境构建

提供指导ꎮ 双语交际是参与者之间相向沟通ꎬ或者

说ꎬ是认知主体在已知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的交际行

为ꎮ 但是ꎬ翻译活动涉及的三方认知主体ꎬ即作者、
译者和读者并不是直面沟通ꎮ 比如ꎬ因历史因素、
地域因素ꎬ译者无法和作者进行直面沟通ꎻ且因译

者在译本完成前无法直接与读者沟通ꎬ因而很大程

度上ꎬ语境构建变成了两步骤、单方向的预设(图
１)ꎬ那么ꎬ认知翻译学视角下语境构建的结果最优

化就是使得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的认知成果交

叉部分最大化ꎮ

图 １　 翻译过程中认知语境的构建

若译者翻译是自建其认知语境以实现翻译目

标ꎬ那么对于翻译实践者和翻译教学而言ꎬ获得构

建认知语境的能力十分重要ꎬ除了遵循认知语境构

建的一些基本原则ꎬ如线性排列原则ꎬ即强调不同

话语顺序给接受者传递不同的信息ꎻ就近原则ꎬ即
话语接受者应以达意为指导ꎬ构建话语理解所需要

最基本的认知语境ꎬ以及类比原则ꎬ即读者通过思

维中基于过往经验的类比来理解文本ꎬ还应加强语

义分析能力、对语境的文化、历史的考察以及对知

识情景的分析ꎮ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频繁提及“斗

争”一词ꎮ 在第二十一章的“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

担重任的栋梁之材”一节中ꎬ习近平主席对中青年

干部提出了“坚持原则ꎬ敢于斗争”的要求ꎬ并强调

“我们党历来提倡团结ꎬ但团结是通过积极健康的

思想斗争达成的ꎬ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ꎮ 关于

“斗争”一词的翻译ꎬ应如何处理? 虽然从字面意义

上容易联想到“ ｆｉｇｈｔ” 等词汇ꎬ但是否可直接采用

“ｆｉｇｈｔ”仍需谨慎考虑ꎮ “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语境

中具有深厚的哲学内涵ꎮ 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

间ꎬ习近平就高度重视弘扬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

神ꎬ他所总结的“红船精神”包括“百折不挠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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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ꎮ 对于伟大斗争的解读ꎬ陈锡喜提出了两个

层次:哲学层面指的是事物内部各方面互相排斥的

绝对性作用ꎻ实践层面指的是通过党领导的广泛的

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来解决不同群体乃至阶级的

利益矛盾ꎮ 通过解读发现ꎬ“斗争”是哲学的斗争ꎬ
是共产主义的斗争ꎬ它需要特殊的政治语境得以成

立ꎮ 而依据新世纪英汉大字典中对“ ｆｉｇｈｔ”的解释ꎬ
发现该词更倾向于描述“战争” “搏击” “打架”等ꎮ
回到文本本身ꎬ“坚持原则ꎬ敢于斗争” “思想斗争”
中的两个斗争是否有区别? 文旭与肖开荣在其所

著«认知翻译学»一书中提出ꎬ关联理论指导下的认

知语境概念视阙下ꎬ人们倾向于关注最关联的现

象ꎬ构建最关联的表征ꎬ而关联性需要通过语境效

应和加工力实现ꎮ 简单来说ꎬ语境效应即文本所能

提供的语篇背景信息ꎬ信息越丰富ꎬ就越能够激发

受众的语境联想ꎬ达到说话者(作者)的说话(写作)
目的ꎮ 基于此ꎬ可以发现“思想斗争”中能激发语境

联系的词为“思想”ꎮ 通过以上语境分析能够帮助

译者得出翻译的基本思路ꎬ那么第二阶段的主要任

务将称为寻找语境搭配的描述ꎬ而这也是译者认知

加工力发挥的最主要场所ꎮ
三、政治语言翻译中的文化体认观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ꎬ但从认知角度

看ꎬ译者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参与者ꎬ也受到文化对

其认知活动的深刻影响ꎮ 这种文化制约具有双重

性:一方面来自译者所处的母语文化ꎬ另一方面则

来自目的语文化ꎬ甚至个体对文化的认知差异亦会

影响其翻译策略ꎮ 例如ꎬ师琳指出ꎬ翻译多发生在

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ꎬ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

输出ꎮ 她以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规避直译“红”
字为例ꎬ说明其采用归化策略以避免误读ꎬ这在当

时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背景下具有合理性ꎮ
但仅以文化强弱解释翻译策略并不充分ꎬ“读者接

受”等视角同样可以提供有力解释ꎮ 尽管如此ꎬ文
化意识无疑会影响译者的翻译认知方式ꎬ这一过程

需结合认知科学进行深入理解ꎮ 何静区分广义文

化与狭义文化ꎬ认为后者是影响群体成员行为与信

念的规范系统ꎬ其要素具备特异性与复杂性ꎬ是社

会认知的基础框架ꎮ 人类进化出依赖文化的认知

机制ꎬ大脑如同概率预测系统ꎬ根据感官输入与已

有知识形成预判ꎬ并通过神经活动实现预测误差最

小化ꎬ从而优化外部世界的认知ꎮ 因此ꎬ文化规则

既是认知的先验知识ꎬ也作为调节参数影响人的自

我预测和社会行为ꎮ 在翻译过程中ꎬ译者既受到母

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ꎬ也需主动对目的语文化进

行判断与调适ꎬ从而做出翻译策略的理性选择ꎮ

译者在进行不同类别文本的翻译时ꎬ会受到相

关文化要素的规约ꎮ 在进行政治语言文本的翻译

时ꎬ就应相应受到政治文化的制约ꎮ 如前文所述ꎬ
译者会受到双语文化要素的影响ꎬ而反映在政治文

化方面ꎬ则表现为对国内政治文化和国际政治文化

的接纳与调和ꎮ 高旺总结ꎬ国内以及国际上对政治

文化的内涵界定有同一性趋向ꎬ基本归拢于心理、
情感和观念三方面ꎬ体现在人们的态度、观念、规
范、思想和价值观方面ꎬ也体现在人的心理和行为

习性(如语言、表情、音调等)方面ꎮ 当代中国的政

治文化以人民性、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要特

征ꎬ是多元化的统一ꎬ强调“和而不同”ꎮ 而国际交

往中的国际政治文化ꎬ则是对人类整体命运、国际

社会运作和维系的关切ꎬ体现的是不同国家政治文

化的沟通与融合ꎮ 国际政治文化发展形成的是“和
而不同”的社会观、“和谐共生”“公平正义”的原则ꎮ
国内和国际政治文化内涵均影响译者的认知和行

为ꎬ甚至于ꎬ人们应将从事政治文本翻译的译者看

成是显性的政治行为主体ꎬ会因对政治活动的认知

和价值判断不同而具备不同的行为选择(陈华森与

李波ꎬ２０２０)ꎮ 例如ꎬ在中国对外交往中ꎬ有这样一

段描述: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
压迫、奴役我们ꎬ谁妄想这样干ꎬ必将在 １４ 亿多中国

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这一表述表现的是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基础

上ꎬ针对潜在的外国侵略者所会采取的坚决态度ꎮ
在该段表述中ꎬ“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和“头破血

流”都采用了修辞语言ꎬ具备隐喻内涵ꎮ 而我们能

在官媒与外媒两个译本对“头破血流”的译法ꎬ能看

出政治文化对译者认知的影响机制ꎮ
原文:谁妄想这样干ꎬ必将在 １４ 亿多中国人民

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官方译文:Ａｎｙｏｎｅ ｗｈｏ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ｄｏ ｓｏ ｗｉｌｌ ｆｉｎ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ｏｎ ａ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ｆｏｒｇｅｄ ｂｙ ｏｖｅｒ １.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外媒译文:Ａｎｙｏｎｅ ｗｈｏ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ｄｏ ｓｏ ｗｉｌｌ ｆａｃｅ
ｂｒｏｋｅｎ ｈｅａｄｓ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ｓｈｅｄ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１.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很明显ꎬ官方译文采用的是意译的翻译手法ꎬ
而外媒采用的是直译的翻译手法ꎮ 而官媒的翻译

手法如何体现译者的文化体认? 语言和政治文化

都属于广义文化体系中的组成部分ꎬ当中国的译者

在阅读到上文中的“头破血流”时ꎬ不仅会产生词语

字面上所表达意思的画面ꎬ但随后ꎬ在“政治文本多

采用修辞”的意识影响下ꎬ主动去剖析该政治文本

所表明政治文化中所蕴含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等ꎬ因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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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能很快明白ꎬ该修辞手法所想要传递出的ꎬ是两

层意思ꎬ第一ꎬ是中国人们团结一致对抗外部侵略

的决心ꎻ第二ꎬ侵略中国绝对不会有好下场ꎮ 在采

用直译的翻译手法时ꎬ“ｂｒｏｋｅｎ ｈｅａｄｓ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ｓｈｅｄ”
很明显能传递出对抗的决心ꎬ但营造出来的画面非

常的血腥且具有侵略性ꎬ可能会在阅读该英文翻译

的外国读者心中留下一个“中国崇尚武力”的印象ꎬ
违背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的外交准则和亲

善形象ꎮ 因此ꎬ在经过一轮对比后ꎬ译者会否定不

符合其认知语境中的一些结果选项ꎬ并选择最终的

结果ꎮ
由此总结ꎬ语境与文化之间存在交互关系ꎬ并

且在大多数情况下ꎬ文化要素会影响语境要素ꎬ而
语境要素会丰富文化要素ꎮ 那么对于译者而言ꎬ文
化要素和语境要素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译者对文化

要素和语境要素的体认ꎬ即译者在多大程度上联想

到了相关文化要素和语境要素、分析了相关要素可

能产生的结果、接受这些要素对自我认知和结果选

择带来的影响ꎮ
四、结论

文章从认知翻译学理论视角下ꎬ从语言体认、
语境体认和文化体认三个方面对政治语言翻译过

程进行了分析ꎬ并基于分析成果ꎬ建立了具备参考

意义的翻译模型ꎮ 认知翻译学注重翻译的认知过

程ꎬ强调“体验”对认知的影响ꎬ因而政治语言翻译

的过程也不应忽视语言、语境和文化三方面的经

验ꎮ 语言层面的二语能力ꎬ语境层面的主体认知语

境ꎬ文化层面对主体认知的影响ꎬ都是政治语言翻

译能力培养需要考虑的问题ꎮ 认知翻译学未来的

研究方向ꎬ从理论层面上ꎬ应加强认知翻译学与认

知科学和认知心理学之间的关系ꎮ 文章所分析内

容更关注认知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分析过程和决

策过程ꎬ而如何激发译者的关联联想和词汇联想ꎬ
即人脑中关于语言策略选择的黑盒子运作ꎬ是实现

翻译目标的另一关键步骤ꎮ 实践研究层面应关注

认知翻译学的实证研究ꎬ即采用诸如有声思维模型

等实验方法ꎬ通过输入和输出ꎬ进一步具象化人的

认知翻译过程ꎮ 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双管

齐下ꎬ认知翻译学才能走得更好、更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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