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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认知图式的三种次图式———内容图式、语法图式和形式图式出发,探讨科技翻译中的“忠实”与“变通”

问题,尤其是当源语作者的认知图式和译者的认知图式存在差异时,译者怎样处理“忠实”与“变通”两者之间的

关系,使译文表达合意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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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图式是指人们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在大脑中的

存储方式,它是人类百科知识和生活经验的积累,
是认知的基础。不同民族因其语言文化、思维方式

和生活体验的不同,他们的认知图式也存在着一定

的差异,这就给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和翻译造成了一

定的困难。尤其是科技翻译有其自身独特的语言

和文体特征,译者在传译时不仅要有源语作者的图

式,即作者的写作意图、选词用意、造句方式、谋篇

含义以及文化背景知识等源语信息,同时还要具备

译语读者的图式,即译语的语言习惯和语法规则

等。因此在科技翻译中,译者要根据科技文体自身

的语言和语体特征选用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进行

表达,必要时需要变换图式,变通翻译方法。这里

的“变通”不是随意的,而是在忠实于原文思想内容

基础上更恰当地表达原文的语意和语体信息。本

文主要从认知图式的三种次图式———内容图式、语
法图式和形式图式出发,探讨科技翻译在用词、组
句和谋篇方面的“忠实”与“变通”问题。

二、理论背景

(一)认知图式理论

有关图式的研究最早见于18世纪德国古典哲

学家康德(Kant)的哲学理论中,他认为图式是连接

感知和概念的手段。20世纪的格式塔心理学对图

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在

图式理论已被运用到人工智能、语篇分析和翻译研

究等领域中。所谓图式,是指人们过去所获得的知

识和经验在头脑中形成的一种有序的知识体系,或
者说是对客观事物的表征方式。图式是认知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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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在谈及图式时强调

认知来源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可通过自我调

节使得客体被同化到主体的图式之中,通过调节图

式和创新图式来适应新的客体。所以图式具有动

态性,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通过变更图式来传递新

信息、认识新事物。
图式理论对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译者

在传译时要有意识地、积极地进行联想并搜索主观

经验中的相关图式,产生激活;使译语图式和源语

图式均处于活动状态,产生共鸣;最后以恰当的译

语语言形式进行重构再现,形成译文。输入的这些

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匹配才能完成信息处理的

系列过程。但是由于认知图式的动态性,在特定的

语境中需要通过调整和变换图式来传递信息,使语

言表达得体合意。图式的动态性和可变性对科技

翻译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忠实”和“变通”
在翻译界,大多数翻译家把“忠实”视为翻译实

践的基本标准。美国现代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忠
实”原则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译文要再现原

文表达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译文要再现原文的语

言风格和体裁。所以他把翻译定义为“从语义到文

体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语信

息”。奈达的翻译理论强调要用恰当的译语语言形

式再现源语最对等的语言信息,这就要求译文在忠

实于原文的语意和语体的同时,还要使表达的内容

和语言形式符合译语的语言习惯和语法规则,即译

语的语言形式不受源语语言形式的束缚,这就是翻

译实践中语言形式的“变通”。

三、认知图式的差异性和科技翻

译中的“忠实”与“变通”

一般来说,认知图式有三种类型:内容图式、语
法图式和形式图式。翻译的认知图式既包括源语

作者的认知图式,又包括译语读者的认知图式,两
者因其主体的语言文化、生活体验、思维方式和宗

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作为

“信息型文本”中最具代表性的科技翻译,它有着自

己独特的语言和文体特征:语气正式,陈述客观准

确,逻辑性强,专业术语性强等。因此,译者在翻译

科技文章时既要忠实原作的思想内容,又要能够灵

活变通,使译文既“达意”又“传神”。下文将从认知

图式的三种次图式———内容图式、语法图式和形式

图式在源语和译语中的差异来探讨科技翻译在用

词、组句和谋篇等方面的“忠实”与“变通”以及两者

的调和。
(一)内容、语法图式的差异和用词方面的“忠

实”与“变通”
内容图式是关于事物、思维或现象的概念或一

系列相关的概念,它包括某种文本中所涉及到的有

关学科和专业方面的知识以及其它背景知识、语言

知识、语用知识以及推理和互动为主要内容而建立

起来的各种内容的知识记忆。语法图式是指读者

对语言的形式结构、语义结构等方面的了解。一种

语言的形式结构、语义结构与一定的哲学、逻辑及

民族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不同

的民族因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其语法图式也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
科技文章作为“信息型文本”,其主旨是传递科

技信息、传播科技知识、进行科技交流、促进科技进

步。内容精确、表达规范严谨是科技翻译的第一要

务,专业术语强是科技翻译的典型特征。科技翻译

应与约定俗成的术语接轨,即通过准确的术语和表

达手段传递信息。所以译者在传译时,既要忠实源

语作者的图式,又要忠实译语读者的图式,要用恰

当的译语语言形式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文体风

格。尤其是在用词方面,译者要主动联想,积极搜

索,从内容图式和语法图式中寻找相关的表达形

式,包括专业术语、行话、惯用语等与原文形成匹

配,以实现双语符号的成功转换。

1.科技新词的翻译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的科技新词源

源不断地涌入我国。有些科技新词可以采用直译

法,但是也有一部分科技新词通过直接的字面翻译

很难把源语中的内涵意义准确而又充分地表达出

来,或者直译后不符合译语的语言习惯。这说明译

者在翻译时无法从源语的内容和语法图式中找到

与译语完全匹配的图式,此时意译便是一种有效的

变通译法,即在忠实于源语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不拘

形式 的 翻 译,如:Holography———全 息 摄 影 术,

Skylab———太空实验室。
对于科技新词的翻译,除了意译,主要还有以

下几种变通译法:
音译法:把英语单词的发音译成与原文大致相

同的汉字,例如:clone———克隆,montage———蒙太

奇,sonar—声纳。
形译法:使用字母的形象来为形状相似的物体

定名,例如:T—track锤形径迹,Y—pipe叉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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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译 法:采 取 音 意 结 合 的 办 法,例 如:gene
bank———基因库,hacker———电脑黑客。

注译法:翻译加注释或直接用注释进行说明,
例如:set-top(数字电视机顶盒),compactor———
垃圾捣碎机(代替手工处理将废物压缩成比较小的

处理设备)。

2.词类转换和引申译法

在科技翻译中,用词方面的“忠实”和“变通”还
体现在词类转换上。科技英语大量使用抽象名词

和介词,尤其是名词结构,使语言呈静态倾向。名

词化现象是科技英语在用词方面的典型特征。而

科技汉语则多使用动词进行表达,使语言呈动态倾

向。因此在科技翻译中,通常要根据不同语言的特

点适时地调整认知图式,进行词类转换,使译文表

达更加地道。特别是当科技英语中名词化的动作

名词汉译时通常要翻译成动词。
例1:Rocketshavefoundapplicationforthe

explorationoftheuniverse.
译文: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
原文的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转

译为动词“用来”和“探索”,这样的表达更符合汉语

的语言习惯,使译文读起来通顺流畅。
此外,在科技翻译的选词上,还有一种“引申”

的变通译法:由于认知图式的空间差异,一个词用

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译法,因此译者

要根据不同的语境作相应的变通。
例 2:Excessiveshaftdeflectioncanbethe

deathofanotherwisewelldesignedmachine.
译文:轴的过度弯曲变形能使一台在其它方面

都设计得不错的机床报废无用。
原文中“death”的词义在当前的语境中得到了

引申,因此译者要联系上下文进行推断。这里应该

译为“报废无用”,才更加忠实于原文的语意。
(二)形式图式的差异和组句方面的“忠实”与

“变通”
形式图式又称结构图式,指文中的框架结构、

修辞方式等方面的知识,它包括文字符号、语言、词
汇、句法和语义结构等方面的知识。它是篇章语言

学及语篇分析中构成篇章或语篇的底层结构。

1.语言的结构差异

在语言的差异性中,语言结构的差异是很典型

的。以英语和汉语为例:英语是一种“形合”语言,
这一语言特征要求句子中的各种成分从形态上体

现出来。英语句子结构是一种空间模型,即葡萄式

结构,因此科技英语的句子一般比较长且结构复

杂,句子中的各个成分主要依靠关系词、介词、非谓

语动词来连接。而汉语表达多从语义着手,注重意

合。汉语句子结构是线形展开,呈竹节式结构。因

此科技汉语大量使用意合句,意合句间通过语义关

系和逻辑关系进行隐形连接,语言简洁明快,条理

清楚。

2.组句方面的“忠实”与“变通”
在科技翻译中,组句方面的“忠实”与“变通”是

指作者在正确理解原文思想内容的基础上不拘泥

于原文的语言形式,而采取符合译语语言习惯和语

法规则的句式和语序进行表达。这就要求译者根

据语言的形式差异适时地调整自己的认知图式,用
变通的方法进行翻译。例如,在翻译科技英语中结

构复杂的句子时,一般要把长句尽可能地分解成一

个个的小句,然后再分析各成分间的意义关系,看
清其是逻辑关系、时间关系、主次关系、平行关系、
主客观关系或其他关系,最后根据这种关系安排其

先后顺序,进行翻译。
而在英译科技汉语时,要打破汉语的结构框

架,先确定一个动词为英语句子的主要动词,然后

使用不同的关系代词、介词、非谓语动词以及其他

的连接形式搭建一个空间结构来说明这个动作。
这样一环套一环的“葡萄式结构”就是科技英语的

典型特征。
例3:Eachcylinderisencasedinawaterjack-

et,whichformspartofacircuitthrough which
waterispumpedcontinually,andcooledbymeans
ofairdrawninfromtheoutsideatmosphereby
largerotaryfansworkedbyauxiliarymotors.

译文:因此,每一个气缸都用一个水套围着,水
套构成了回路的一部分。水泵驱使水在回路中不

停地流动,并由外面鼓进空气使水冷却,鼓风用的

大型旋转风扇是由辅助电机带动的。
原文 是 一 个 复 合 句,它 带 有 “which”和

“throughwhich”引导的两个定语从句,分别说明

“awaterjacket”和 “acircuit”。另 外 还 带 有 由

“drawnin…”和“workedby...”两个后置的分词

短语作定语,分别修饰“air”和“fans”。这种一环套

一环的“葡萄式结构”就是英语作为一种“形合”语
言的典型特征。在翻译时无法按正常语序翻译,必
须先把整个句子分成一个个的小句,再分析其中的

逻辑关系,最后从相关图式中寻找恰当的译语语言

形式进行表达。有时还需要采用“逆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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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煤里面有许多宝贵的物质,现在都化成

烟从烟囱排出,回收这些物质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煤

变成煤气和焦炭。
译文:Onewaytomakepossiblethereclama-

tionofthevaluablesubstancesfromcoalwhich
nowgoupthechimneyassmokeistoturncoal
intogasandcoke.

原文体现一种明显的“竹节式”结构,各个分句

之间通过一种逻辑关系进行隐形连接,而译文则围

绕“turn…into…”这样一个动作搭建一个空间结

构,呈“树形”,“oneway…istoturncoalintogas”
相当树的主干,不定式短语“tomakepossible…

fromcoal”和“whichnowgoupthechimneyas
smoke”相当于树的分枝,分别修饰“oneway”和

“substancesfromcoal”。
以上两个例子都使用了“归化”的变通译法。

归化是指在翻译时以译语的文化为依归,按照译语

的表达习惯来传译源语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归化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说是处理不同民族因语言、文
化、思维方式和体验的不同而形成的认知图式差异

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变通译法。在特定的语境下,归
化可以忠实地传递原文的内涵意义,再现原文的语

言和文体风格,保留原文的韵味。
另外科技英语和科技汉语因其语言的独特性

经常会使用一些特定的句型,比如科技英语中常用

的句型有被动语态句型、分词短语结构句型、无人

称句型、形式主语结构句型、as结构句型和 with结

构句型等;而汉语则常使用无主句和主动语态句

型。因此翻译时要根据这两种语言形式图式的差

异进行句型转换。“转换法”也是科技翻译中一种

常用的变通译法。
(三)图 式 的 差 异 和 语 篇 层 面 的 “忠 实”

与“变通”
科技翻译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分析和“自上而

下”的搜索交替反应的过程。“自下而上”的过程是

指译者运用自己的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对语言文

字进行编码,建立意义的过程。“自上而下”的过程

是指译者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知识以及

译者与原文作者的交互信息去推测和提取原文信

息的过程。通过“自下而上”方式,译者可以了解句

子结构和原文的内在组织形式;而通过“自上而下”
的方式,译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分句间的语义关系

以及语篇的整体意义,尤其是在背景知识干扰下的

语义和语篇理解。

“句子是个语法单位,并不是理想的语言单位,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社会交际,在实际交往中,语言

的基本单位是语篇”。所以翻译要做到再现原文的

思想内容、语言风格及体裁就应当从语篇出发。
例5:Thecoalitiongovernmentwasobviously

ashotgunwedding.
译文一:联合政府是一场散弹枪婚礼。
译文二:联合政府是临时凑合起来的。
例句中的“shotgun ”是一种散弹枪,如果将

“shotgunwedding”翻译成散弹枪婚礼,读者会不

知所云。所以这里的“shotgunwedding”不能按

“句本位”翻译理论来处理,而要结合语篇来理解和

翻译。因此,直译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为译者在

译语图式中找不到与源语相匹配的对等语。译语

读者因其图式中缺少源语的相关背景知识而无法

理解源语的真正含义。对此,译者要联系上下文进

行分析,在文中有提到联合政府不够团结,组织比

较散乱,所以结合背景知识,就不难得出“shotgun
wedding”的真正含义了,在这里它是指联合政府是

“临时凑合起来的”。事实上,“shotgunwedding”
来自一个典故,指“一场临时凑合的婚姻”,现在被

借用来指代“临时凑合的东西”。因此要正确理解

原文,译者不仅要有足够的源语知识,即相关的语

言单位、语法结构、语篇结构、语言场景以及一定的

文化背景知识和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具有整体意

识,树立全局观念,突出背景效应,并综合运用内容

图式、语法图式和形式图式进行“自下而上”的分析

以及“自上而下”的搜索。这两个过程的交替反应

使输入的信息与译者头脑中的背景知识形成动态

的相互作用,直至最后完成对原作的理解和翻译。
译者在传达原作信息时还应适时地变换图式,采取

变通的方法进行表达,使译文寓于语篇性与和谐性

之中。

四、结语

“忠实”和“变通”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一组概念,
相反,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忠实”是翻

译的基本原则,它主要是相对于文章的内容以及文

体风格而言的;“变通”是翻译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科技翻译是一个翻译理论与实践和专业知识紧密

结合的过程。源语作者与译语读者因其语言、文化

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其认知图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科技文本有其独特的语言和文体特征,因此在

传译的过程中,译文可能在词义、语义及风格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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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的“对等”都被不同程度地打破,译者在努力保

存原文的“基本信息”的同时,又通过一定的创造性

手段对其表达形式进行较为自由、灵活的处理,以
弥补认知图式的差异。“归化法”、“转换法”、“逆译

法”等变通手段的使用使译文从目标读者的角度来

看更地道,从而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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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fulnessandFlexibilityintheTranslationofScienceand
TechnologyfromthePerspectiveofCognitive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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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LanguageDepartment,HunanCollegeofFinanceandEconomics,Changsha,Hunan410205,China)

Abstract:Startingfromthethreesub-schemataofcognition,thatis,schemaofcontent,grammarand
structure,thispaperdiscusseshowtodealwithfaithfulnessandflexibilityinthetranslationofscience
andtechnology.Theauthoralsoanalysesthemutualrelationshipbetweenthem,especiallywhenthere
aresomedifferencesbetweentheschemaofthesourcelanguageandthatofthetarget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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