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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在科技日语翻译中的应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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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翻译理论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形成较多理论派别，各从不同角度阐释相关翻译认知和理解，自觉而有效
地服务于翻译实践。认知语言学及语用学等学科理论应用于翻译领域，形成相应的翻译理论，其语境、隐喻及图式理论

等视角丰富了翻译的发展。随着中日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科技日语翻译的需求日益增大，其发展也日益迅猛，但

就目前来说，仍存在诸多阻碍其发展的不利因素，缺乏足够的翻译理论指导即是其一，这一问题的解决亟需引入相关西

方翻译理论来充实科技日语翻译领域。从认知语言学及语用学所关注的语境和隐喻等两个较有代表性的层面入手，探

讨西方主要翻译理论在科技日语翻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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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家经济、社会、文
化、对外交流的不断进步，以及中日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

加深，科技日语翻译的需求日益增大，其发展也日益迅

猛，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但存在着阻碍其发展的各种

因素，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即是其一，这一问题的解决亟

需引入相关西方翻译理论来充实科技日语翻译领域。翻

译的发展与语言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密切相关，语言学的

最新理论也一直为翻译研究提供着基本的理论基础。西

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较为成熟，有一大批可支撑翻译实践

的理论系统，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即是其中之一，它牵涉认

知语言学、语用学等相关领域，卓有成效地提出并不断丰

富着当今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所包含的语境和隐喻等

相关概念可以被借用来提高和改善当下的科技日语翻译

现状。

１　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概述
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奥古斯丁开创了西

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传统。索绪尔在２０世纪初提出了
普通语言学理论，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也为当代翻

译研究的各种语言学方法奠定了基础。西方翻译理论经

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较多的理论派别，各自从不同

的角度阐释相关翻译的认知与理解，并自觉而有效地服

务于翻译实践。

语言学派主要流行于英美两国，主要代表人物有奈

达、罗曼·雅各布森（ＲｏｍａｎＪａｋｏｂｓｏｎ）、卡特福德（Ｊ．Ｃ．
Ｃａｔｆｏｒｄ）、纽马克（ＰｅｔｅｒＮｅｗｍａｒｋ）等。雅各布森对翻译理
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１９５９年发表的论文《论翻译的语
言学问题》（Ｏ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他从语
言学角度，对语言与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

中存在的问题做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他将翻译划分为

语内翻译（ｉｎｔｒａｌｉｎｇ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语际翻译（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ｇ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和符际翻译（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等三种。
他同时提出准确的翻译应取决于信息对称，翻译所涉及

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

西方语言学派开始对翻译进行“科学”研究的标志是

尤金·奈达（ＥｕｇｅｎｅＮｉｄａ）１９４７年发表的《论〈圣经〉翻译
的原则和程序》一文。作为语言学派最重要代表人物，奈

达师从２０世纪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家，亦曾担任美
国语言学会主席，一生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以语言学为基

础的翻译理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功能

对等”这一概念是在乔姆斯基生成转化语言学及语义学

的基础上构建的，指翻译时不强求文字表面生硬机械的

对应，而是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目的是

使源语言和目标语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从而减少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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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奈达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

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１］。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

明翻译“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即词汇对等，

句法对等，篇章对等和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

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１］。功能对等理论影

响较为深远，构成所谓的功能论翻译学派，他们认为翻译

的本质就是原文与译语在意义上保持对等，而意义不外

乎语义（ｓｅｍａｎｔｉｃ）、语用（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和语篇（ｔｅｘｔｕａｌ）三个
方面的内容［２］，同时还应“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表达讲

话者的态度、动机、判断、角色等人际意义，以及在表达媒

介、渠道、修辞方式等语篇意义的对等。在一般情况下，

好的译文需在这三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３］。

综上所述，从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翻

译强调信息对称和功能对等，是一种心理认知和信息双

向建构（源语与目标语）的过程，近年来，语言学派翻译理

论逐渐具有具体概念具体化的研究倾向，语篇、语境、隐

喻及图式理论都被列入研究的重点领域，为新时期翻译，

包括文学翻译和实用科技翻译带来新的启示。科技日语

翻译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应重视这一过程，在保证翻

译的科学性、准确性基础上，加强对原文和译文自觉的认

知和建构。

２　语境角度
语境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概念，是由人类学家马

林洛斯基提出来的。顾名思义，语境是指使用语言的环

境，是与一种语言现象或与语言运用相关的一种语言现

象，是言语行为过程中对话双方运用语言表达思想、交流

情感或推导、分析理解话语含义时所依赖的各种因素，包

括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两个方面。语境承载着语言的

语用意义，离开了语境，便无所谓语用意义了。只要发生

言语行为，就必然会涉及语境，换句话说，语境是言语行

为的平台、条件。在理解他人话语的时候，语境也是必须

要考虑在内的重要因素，离开语境，言语行为就成了机械

而僵化的词汇的罗列，无法执行说话者发布信息的功

能了。

由于语境对语言的生成和理解都有着制约作用，而

翻译又是一种积极活跃的言语行为，故而，语境必然会对

整个翻译过程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翻译是作用于源语

与目标语之间的语言活动置换行为，是将源语中的语境

通过翻译，用目标语表达出来，使得目标语的读者可以理

解和接受原文所承载的知识、信息与文化内涵，不至于产

生不必要的误解。

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蕴含

着对语境的关注。按照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翻译不仅

指词汇的意义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以及文体对等，翻

译不仅传达表层词汇信息也传达深层文化信息，而这些

词汇意义之外的方面，也正是语境所包含的诸多因素之

一。翻译过程不只是词对词、句对句的机械对等基础上

的对译，也要考虑诸多“动态对等”层面上的语境因素。

综合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并考虑关涉语境的相关原理，

同时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可对源语原文及目标语译文加以灵活变通。

从语境角度来看，科技日语翻译特别强调准确性，既

包括译文自身的准确性又包括使读者准确地加以理解。

这就要求翻译时把握全句、全段乃至全文所表达的中心

思想，结合具体语境来翻译，避免望文生义和想当然等忽

视语境因素的错译、硬译。

例如把“北陆地方”译为“北方地区”（应为“北陆地

区”，地名），“航空机”译为“航天飞机”（应译为“飞

机”），“３次元”译为 “３次方”（应为“３维”）等等。其实
这类错误如果根据社会、科学、文化等语境以及自己具备

的专业知识，加以认真思索，仔细查证，大部分是可以避

免的。

科技日语翻译不同于其他领域翻译，应重视源语及

目标语中的科学（科技）语境，并相应地采用科学措辞、术

语以及表达，使翻译过程和译文皆具有“科学归属性”。

例：１９９４年にＥｖｅｎｓｅｎがアンサンブル予报を用いて
カルマンフィルタを近似的に!

现するＥｎＫＦを提唱し
た。端的に言えば、アンサンブル予报が提供する予报

のばらつきに
"

する情报を使って、近似的にカルマンフ

ィルタを行うというものである。”
［４］

如果不熟知相关科技语境，就会误认为アンサンブ

ル予报，其实潜在主语是ＥｎＫＦ（指的是卡尔曼滤波，这是
一个专有名词）。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语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语言

现象，还是科技日语翻译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决定着翻

译质量的优劣与否。

３　隐喻角度
隐喻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术语，亚里士多德就曾

在《诗学》和《修辞学》中提出了大量的有关隐喻的定义、

事例和思考。他认为人们使用隐喻的动机来自学习中的

愉悦和展示自己博学的欲望［５］。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

里，隐喻被归于传统修辞的研究范畴，传统修辞学只是把

隐喻看作一种语言修辞活动，同换喻等一起被视为语言

形式的修辞和语言装饰的手段。现当代对于隐喻的研

究，已经将其从传统修辞学的领域转向认知语言学和其

它相关学科研究的范畴。学术界开始以更科学的方式来

关注隐喻，隐喻的认知观与语用观也就此形成。他们重

新审视和研究隐喻理论并不断扩大隐喻研究的领域，对

隐喻的研究进入了约翰逊等人戏称的“隐喻狂热”（ｍｅｔａ
ｐｈｏｒｍａｎｉａ）的时代［６］。当代隐喻研究认为隐喻是认知现

象和语用现象两个语义领域的互动。

对于何谓隐喻，莱考夫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提出了关

于隐喻定义的新的阐释，它的范畴包含了明喻、换喻、提

喻和反语等修辞手段，隐喻由此从一种语言现象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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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种认知模式［６］。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认为隐喻是人

类认知及思维的基础，用以构建人类认知和理解世界的

概念系统。就功能与效果来说，隐喻具有人际交际、概念

建构等作用。

除了作为认知的必要手段的功能，隐喻也是创造新

词的重要手段之一。马尔库斯·赫斯特认为仔细研究每

个词的词源都会找到隐喻的影子［７］。这清楚地表明隐喻

在新词创造中的作用，同时隐喻也可以丰富“旧词”的意

义储备，不断赋予其新意。野内良三认为隐喻能给读者

以强烈的印象，把难以解释的事物用身边的例子具体说

明［８］。隐喻手段不仅是人们创造新词并以此来有效地扩

大一种语言的手段，而且包括隐喻构词在内的隐喻语言

应用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目标语中相关词语的意义及用

法等语言现象，因此，隐喻可以用来有效地提高外语学习

者外语学习的效率。例如，以日语词“グリ
"

ン”为例，它

的原义是指“绿色的”，随着历史上日语使用者对“グリ
"

ン”的隐喻认知积累，它可以派生出诸多的隐喻含义：

（１）绿地。
（２）ゴルフ场。
（３）名词について、「环境に配虑した」「环境にやさ

しい」。

（４）グリ
"

ン车。普通车に比して
#

客１人当たり
の占有面积が

$

く、设备が豪华 であるなどの理由で
%

途の料金がかかる特
%

车
&

の名称である。

在不同的场合里，“グリ
"

ン”有着不同的含义，除了

本义外，其它多为隐喻意义。这反映出弥补词汇不足而

导致语言表达能力受限的现实条件下，隐喻所发挥的丰

富词汇和表述的作用。因此，掌握隐喻的基本规则，提高

译者的语言认知能力，必将有助于翻译水平的提高。

另外，受到历史上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日语中由汉

语词汇派生的字词数量繁多。然而由于两种文字分属不

同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日语所属语系尚有争议，

一说属于阿勒泰语系，一说属于独立语种），以及历史上

两种文字体系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的差异，许多日语文字

形同或形似汉字，但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这是受到了

两种文化里，隐喻在塑造已有文字新意的过程中所发挥

的作用使然，同时也是中日两种语言隐喻的同质性与异

质性作用的结果。中日文化差异也可导致相同词源的词

汇在不同的语境中，会发生语义的偏移甚至是断裂。

例如：

（１）新瞃 → 高铁，节奏快、速度快
（２）质问 → 问题
（３）

#

讨 → 研究
（４）出产 → 生孩子
例（１）中，日语中该词意思是“新的公路、铁路干线。

比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最快消息”。这样的差异来

源于中日两种文化里隐喻的差异。在日语和中文中，“干

线”的意思基本相同，大致是与“支线”相对的意思。而在

日本“新瞃”的语源是“东海道新干线”，架设与原先的

东海道、山阳本线不同的路线。也就是“开设新的干线”

而取名为“新干线”，自此，“新瞃”做为高速列车的意思

而固定下来。“新瞃”这一高速列车速度非常快，因而

产生了“节奏快、速度快”的意思。而我国的“新干线”一

词，可以说是引进日本的，但是我们所用的意思大多是其

隐喻的意思，而对于“高速铁路”的意思，我们反而创建了

自己的简洁略语“高铁”而频繁使用。这提示翻译者，隐

喻对于词汇新义建构作用的重要意义。

科技日语翻译讲究科学性、准确性、严肃性，但也无

法离开隐喻而存在，这是因为科技日语翻译本身毕竟是

语言行为的一种活动，离不开语言的土壤，所以，隐喻的

正确使用与理解是科技日语翻译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手

段，影响着翻译的质量与成色。

４　结　语
科技日语翻译的发展，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支撑，而相

对成熟的西方翻译理论可以作为理想的它山之石，用来

完善和提高科技日语翻译的水平与质量。作为较为成熟

的认知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在长期的理论应用于实践的

活动中，其提出的语境和隐喻等，是当今科技日语翻译可

资借鉴的重要理论来源。从语境角度看，科技日语翻译

者必须要考虑两种语言所涉及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

习俗等诸多语境因素，且不可“以不变应万变”；从隐喻角

度看，科技日语翻译者必须学会隐喻式思维，并通过源语

及目标语所涉及的隐喻现象正确地完成科技日语的翻译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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