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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在翻译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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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语用翻译是翻译的一个难点。该文对已经取得的语用翻译研究成果作了简要介绍，同时也对语用翻译研究中

出现的重点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关键词】语用 ；  翻译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但当代翻译研究的许多研究成果告诉我

们翻译作为一项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转换，也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它在很大程度

上要受到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语用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的独立

学科，在翻译实际运作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语用问题的影响，因此国内外著名学者对有关语用翻译的研究也逐渐增

多，而且成果颇丰。因此，本文将简要介绍一下国内外语用翻译的研究现状以及语用翻译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     语用与翻译的研究现状  

随着西方语用学科的独立和我国语用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东西方许多学者致力于语用与翻译的研究，并在语用学界和翻译

界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在西方，格赖斯、弗斯、列文森、贝尔、格特、哈蒂姆和梅森等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在语用学和翻

译的交界线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在我国，何自然、钱冠连、刘祖慰、曾宪才、刘季春、穆雷、王克非、柯平、叶苗、

吴议诚、罗进德 王楚安等学者在语用和翻译的结合研究方面亦有不少建树。下面简要介绍他们的一些研究及观点。  

1、国外语用翻译研究  

英国语言学家罗杰•贝尔运用功能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翻译的心理语言过程，提出了翻译心理语言过程模

式，给翻译的语用过程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哈蒂姆和梅森研究认为跨文化交际中的辩论风格可以与翻译相得益彰。黄子东

把二者的研究实质归纳为语际语用学问题，也就是翻译中的语用迁移问题。目前在我国，这类问题似乎少有人研究。随着

语用学的最新发展，语用翻译理论近年来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关联理论成为当前指导语用翻译的新论。格特在在这

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解释了翻译中的明译与暗译问题。最近，格特也应用关联理论对文学翻译中的

暗含信息进行了研究（Ramos,1998）。除格特之外，奥尔森、卡瓦西克、昂格尔等不少西方学者也应用关联理论对翻译进

行了研究。  

2、国内语用翻译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也给语用翻译研究增添了不少光彩，在此不一一赘述。先简要介绍一下何自然和钱冠连两位先生的语用翻译

观。  

关于何自然先生如何看待翻译中的语用问题，我们可以从他在《外语与翻译》1996年第2期发表的“翻译要译什么——翻

译中的语用学”一文中一段论述得到答案：“译者在正确认知原文作者的意图的前提下，如果表现原语文化的特征，增强

译著的异域感，则语用翻译主张尽量译出原文的形象和习惯，减少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理解上的困难，译者不妨

以照顾译语文化为主，或改换形象，或直接译出意图。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译文无论作什么样的处理，只要它能实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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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的目的，它就是一种可行的语用策略，不宜轻易肯定某种处理方式，否定另一种处理方式。”  

然而，钱冠连先生的语言翻译观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钱冠连，1997）：（1）他认为，原作者叙述语言中的隐含意图

与人物话语的隐含意图必须保留在译文中，而且不能“没收”与取消某个隐含意图，也不必平添一个语用隐喻或将原来语

面上的明显示义译为语用隐含；（2）他认为在处理两个隐含意图时必须依靠语境、附着于人的符号束、智力干涉的帮助

与证实；他认为翻译必须忠于原文，不必再一次在前面提及的三项干涉上有所创造，但它必须忠实地按照原文的面貌反映

这三项干涉；（3）关于翻译的创造问题，他认为翻译的创造是在以下两个前提之下语言符号范围内的创造：忠于原著；

不改变作者叙述语言与文学作品中任务话语的隐含意图。他的观点对于文学翻译家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当然也存在着

一定的缺陷。笔者认为忠实于原文固然重要，但在必须传达语用意义时，需综合考虑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两种等效。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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