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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人们怎样与周围的世界发生关系#有必
要弄清他们的大脑活动% 具体地说#当人们实施的
任务极其复杂的时候#仅仅观察他们的行为是不够
的#必须弄清他们是怎样思考的#他们知道什么#他
们怎样组织信息#他们会寻求什么来更好的理解%

这就是认知分析% 对任务加以认知分析是认知心理
学必须研究的主要课题% 翻译是一种复杂而独特的
认知活动过程#因此#对翻译的研究既不能仅仅局限
于译作对原作的忠实程度#也不能局限于为忠实与
否寻找外在的客观原因#而必须对译者在翻译状态
下的思考方式&思考内容&信息组织加以认知分析%

要对翻译认知过程进行分析#就必须借助于认知心
理学的理论成果% 本文拟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翻
译过程加以分析&并构想翻译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目
的&内容与方法%

一?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内涵
认知心理学是以信息加工为核心的心理学% 所

谓)认知*#简单地说#就是知识的获得和使用% )获
得*指知识是如何在记忆中存贮以及贮存的内容-

)使用*指知识是如何被处理以及处理的历程% 前
者强调的是)心理结构*#后者强调的是)心理历
程*#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概括为认知加工% 洛舍
!J'[l-9348-" 认为人类的认知就是信息加
工'A(BH ZB"

#因此认知加工就是指信息加工#具体地
说#就是输入&变换&简化&加工&存储&恢复和使用信
息的过程-同时#认知加工还是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即选择&吸收&操作和使用信息#以解决
当前具体问题的过程% 然而#研究人的大脑认知加
工并不容易#认知心理学家把人脑比拟成计算机的
信息加工系统#认为大脑就是一个)中央处理器
!OY6"*% 布儒宁!\'P-,.2.S"认为#)认知心理学
是以人类感知觉&思维和记忆为研究核心的理论观
点% 它把学习者比拟成主动的信息处理器*

'#(A

% 可
见#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理论架构是信息加工模式#这
个模式视人类为主动的信息加工者#主要探讨人类
凭感官接受信息&贮存信息以及提取&运用信息等不
同阶段所发生的事% 简单地说#认知心理学主要研
究注意&感知觉&学习和记忆等认知过程和结构%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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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知心理学也常被称做)信息加工心理学*%

翻译过程是一种认知加工过程#要弄清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是怎样以及如何)获得*和)使用*知识
即认知加工过程#就必须借助于认知心理学理论与
研究方法% 大凡研究就必须弄清研究目的&研究内
容和研究方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翻译认知心理学
是对译者的认知心理进行研究#它也有自身的研究
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二?翻译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翻译过程中#无论是理解阶段字词识别&句法分

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和原语语篇语义的建构#还
是表达阶段的译语语篇意义组织建构&语用分析&语
义分析&句法分析和词汇选择等#都包含着一系列复
杂的认知活动% 它是译者利用先知识积极主动地对
原文所表达的信息从解码到编码的过程#它是)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作用的加工过程#这些
都离不开译者的先知识即长时记忆的参与和应用#

更离不开译者依据所读的上下文而进行的假设&预
测&验证&确定等大量而复杂的逻辑理解活动#特别
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元认知活动% 在
此过程中#翻译控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即译者必
须把自己的翻译过程作为意识对象#积极地加以监
控#并且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采取适当的补救策略去
解决翻译中出现的问题% 具体来说#翻译中常见的
元认知活动包括意图预设&意图比对&意图选择&意
图核定以及根据意图调整翻译策略% 因此#一个有
效的翻译过程既是一个认知加工过程#也是一个元
认知活动过程% 因此#我们可以对翻译认知心理学
定义为.翻译认知心理学是以译者!包括专业译者
和非专业译者或专家译者与学者译者"为研究对
象#以揭示译者认知心理活动特点与规律为目的的#

翻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交叉性学科% 因此#翻译认
知心理学主要借助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对译者的
心理历程和心理结构进行探讨%

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记忆!包括感觉记忆&工
作记忆和长时记忆"及其认知加工系统&知觉加工
模式和思维% 因此#翻译认知心理学不仅要探讨翻
译认知加工系统#同时还要探讨译者的长时记忆及
其提取模型!即译者的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及其提
取模型"&翻译思维&翻译理解认知机制&翻译表达
认知机制以及翻译表达层次% 就认知加工系统而
言#翻译认知心理学认为#翻译认知加工系统包括翻

译认知加工机制&翻译语言加工模式和翻译图式认
知加工#这三者构成了翻译认知加工的基本原理%

就译者的长时记忆而言#翻译认知心理学主要探讨
译者的双语心理词汇是如何构成的#以及译者在翻
译过程中如何提取和选择心理词汇的%

思维和推理是人类两种复杂的认知活动% 思维
离不开语言#语言离不开思维#这就意味着#思维总
是建立在一定的语言意识上% 翻译离不开译者的思
维活动#因此#探讨翻译思维也就要探讨译者是如何
建立语言意识的&如何进行言语理解和言语表达的%

言语分为外部言语和内部言语% 言语理解的过程就
是一个把外部言语解码成内部言语的过程#而言语
表达就是一个把内部言语编码成外部言语的过程%

就翻译而言#把原语的外部言语解码成内部言语#就
是言语理解即翻译理解或内部翻译-把内部言语用
译语的外部言语进行编码的过程#就是言语表达即
翻译表达或外部翻译% 不论是言语理解还是言语表
达都离不开推理% 推理是指提取没有包含在语篇中
但通过语篇内在表征及当前语境而激活的信息的过
程'!(HBG Z"AB

#而信息的激活与提取也就是认知加工%

可见#推理也是一种认知加工的过程% 翻译认知心
理学也要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进行认知推
理的%

翻译过程可以分为翻译理解和翻译表达两个阶
段% 说翻译是一种认知加工过程#就意味着#翻译理
解和翻译表达都有各自的认知本质&认知机制和认
知模式% 就本质而言#翻译理解就是一种建构心理
模型和赋予意义的过程#是语篇内容与译者先知识
互动的过程% 不同的译者由于具有不同的先知识#

语篇内容和先知识就可能产生不同的互动加工#也
就是说#不同的译者面对相同的语篇可能产生不同
的心理模型并赋予不同的意义% 这是翻译理解差异
和错误的根本原因% 就认知模式而言#翻译理解在
句子理解与语篇理解上具有不同的机制&加工模式
和策略% 句法分析机制和加工模式可以分为)自下
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加工模式#都可以用计算
机堆栈技术加以摹拟分析% 分析策略可以分为句法
分析策略和语义分析策略% 句法分析策略包括词缀
策略&助动词策略&词类策略&词序策略&连接词策
略&短语规则策略和转换规则策略-语义分析策略包
括实词分析策略&成分分析策略和语境分析策略%

语篇理解是一个建构整合的认知过程#这是因为任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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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解都是一种在线阅读和动态解释的过程% 所谓
在线阅读是指语篇被阅读时才对译者具有意义-动
态解释就是译者激活先知识&对语篇进行意义分配
和建构整合情景模型的认知过程% 建构的主要任务
是把语言输入和译者知识库中的内容建构成文本
库-而整合过程的主要任务是把所建构的文本整合
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并形成一个新的情景模型%

翻译表达是把从原语中获取的概念和意图用译
语编码的过程% 从本质上说#翻译表达就是言语生
成的过程% 翻译表达可以分为正向翻译表达![

A

!

[

#

"和逆向翻译表达![

#

!

[

A

".前者是[

#

生成的过
程#后者是[

A

生成的过程% 然而#不管是[

A

生成还
是[

#

生成都是通过一定的操作单位来实现的#这种
操作单位就是翻译单位% 任何人总是通过一定的语
篇层次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和概念#这些层次包括意
图&情景&语义&语用和表层编码% 翻译表达就是译
者通过译语表达形式再现原语语篇层次所表达的意
图和概念% 因此#翻译表达层次包括语篇意图翻译&

语篇情景翻译&语篇语义翻译&语篇语用翻译和翻译
表层编码% 意图翻译就是译者根据原语语篇意图和
译者自己的意图来进行翻译% 意图决定行为及行为
实施的策略% 作者在生成原语语篇时必有自己的意
图#译者在翻译时也必然有自己的意图#因此翻译具
有双重意图#即作者的语篇意图和译者的语篇意图%

因此#不同的译者对同一个原语语篇具有不同翻译%

翻译意图不同#译者采用的策略也就不同% 从宏观
角度看#语篇翻译可以分为全译和部分翻译#就翻译
策略而言#语篇翻译分为.节译&洁译&摘译&编译&缩
译&改译&译写等等%

情景翻译就是用译语语篇把原语语篇中的情景
模型再现出来% 金奇!J'̀ 2.:934"认为#所谓情景
模型是指文本涉及的参照心理世界#是文本表达的
内容和微观世界#它是整合了其它知识的语篇表
征'H(AHB ZA"@

% 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恰当情景模型
要求足够多的相关世界知识% 这里的相关知识实际
上也是一种情景模型% 情景模型保存的是事件之间
的因果链% 换句话说#语篇中的情景模型是指文本
表达的内容和微观世界#或文本指向的所指心理世
界% 对翻译而言#在语篇理解!即翻译理解"和生成
!即翻译表达"中译者大脑里可能存在着两种情景
模型#即原语情景模型和译语情景模型% 因此#从本
质上说#情景翻译实际上是原语语篇情景模型和译

语语篇情景模型的整合%

语义翻译就是用译语传达表征在原语语篇中的
文本库即命题网络% 格雷泽!E'L-/8998-"认为#文
本库是指语篇命题的表征形式'"(

% 文本库通常表
征成结构化的命题观念集% 因此#文本库保存语篇
中的显性命题#只保存语义意义#不保存表层代码的
具体细节% 文本库也用来建立局部文本连贯性的推
理% 所谓命题是指陈述事件或行为以及与真实世界
或想像世界相比照的真实值% 由于命题只保存语义
意义并且命题与命题之间构成网络结构#因此命题
就是语篇生成的操作单位#这就意味着#语义翻译是
以命题为操作单位% 就翻译过程而言#语义翻译可
以分为两阶段六步骤来完成#理解阶段有命题分解&

命题链和命题层次分析以及命题小句化三个步骤#

表达阶段有小句翻译&译语整合和译语润饰三个步
骤% 在理解阶段#命题分解是把语篇表层结构以命
题形式分解#命题链是分析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命题小句话即把命题重新组合成核心句% 在表达阶
段#小句翻译是把分解出来的核心句用译语表达出
来#命题整合是把各译语小句加以逻辑连接#译语润
饰是从语义&语用等角度对译语的字&词&句和篇加
以推敲%

语用翻译#就是根据原语语篇文本意义&作者的
意图以及译者的意图来生成译语语篇% 所谓语用#

莫里斯!O'>%--29"认为#是指符号!语言"与符号解
释者!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H

% 关于符号与符
号解释者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
是语用学研究人们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一是语用
学研究人们在理解和运用语言时的认知心理过程%

前者关注语言使用者就意义和意图的关系#也就是
说#语篇生成者既可以用语言直接明示自己的意图#

也可以间接地暗示自己的意图% 后者意味着语言使
用者由于生存于不同的认知环境#语言与意图之间
关系因时因人而异% 由于作者和译者具有不同的认
知环境#因此#译者必须根据原语语篇本身的意义&

作者的意图和译者自己的意图来选用翻译策略% 这
里的)翻译策略*就是指翻译时译者处理言&象&义
!包括语言本身的意义&作者的意图和译者的意图"

之间关系而采用的转换技巧和手段%

翻译表层编码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翻译策略来
实现的% 洛舍的翻译策略讨论详尽地描述了译者信
息加工过程中策略的运用#比较真实地记录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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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活动#也同时说明了译者信息加工延时的原
因#但未能揭示译者到底怎样进行译语文本重新措
辞的具体方案'B(H#@ ZH!G

% 虽然不同的译者可能采用
不同的策略#但都摆脱不了以下一个字)译*% )译*

作为一个元翻译策略#是指可以通用于任何两种语
言之间翻译的策略% )译*的具体内涵概括起来就
是)益*!即增加"&)遗*!省略"&)刈*!拆分"&)依*

!合并"&)易* !变换"&)移* !移位"&)异* !异化"&

)宜*!归化"% 关于这些元翻译策略#笔者另文详细
论述%

三?翻译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认知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是科学分析% 所

谓科学分析就是使用科学的&客观的&可以重复验证
的方法% 因此#认知心理学家必须发明精确的分析
工具来间接观察心理的活动% 同样#对译者认知心
理活动的研究也应该建立在科学分析的方法上% 赫
曼蒂兹!E'V8-5/.=8U"等学者通过Y<N和0>\̂技
术对译者翻译状态下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研
究'*(H#A ZH!A

#结果表明翻译过程确实是一个认知加工
过程% 但这两种技术只能为翻译认知心理研究提供
神经生理学的证据而非认知心理研究的全部% 要想
弄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所思所想#还必须对译者
的翻译过程进行详细的研究#正如洛舍所说#)只有
用过程分析法对翻译行为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对译者
大脑活动做出种种假设*

'B(H#* ZH"G

% 既然翻译过程实
质上就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那么#要了解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信息加工模式#就必须先
了解翻译心理过程实验研究数据收集的方法% 因
此#要对译者的心理活动或思维活动进行描述和研
究必须借助于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除神经成像技
术外#西方学者经常使用以下数据收集方法%

!一"有声思维法
)有声思维法*#全称)有声思维资料分析法

!N42.KFE&%,= Y-%:%3%&9"*#原本属于认知心理学实
验研究中的一种数据收集的方法#它要求受试者在
解决一个或多个难题时大声说出大脑思考的内容#

研究者通过录像机或录音机把受试者所说的话录下
来#然后转换为可分析的书面文本#其理论依据为认
知心理学的记忆理论% 人类思维过程是一种信息加
工过程#而信息加工主要发生于大脑的工作记忆中%

艾里克森! '̀<-2399%."和西蒙!V'125%."认为#信息
在记忆中贮存的方式不同的#贮存能力和信息提取

方式也各异'G(

% 短时记忆的特点是信息提取容易
但贮存空间有限#而长时记忆信息提取困难但贮存
空间大% 只有短时记忆中的信息才能直接提取并通
过有声思维即时口头报告出来% 贝纳迪尼!1'P8-F

./-=2.2"认为#)只有即时思维有声化才能详尽地反
映被试在执行一个相对长的任务时的心理状
态*

'A)(#HA Z#@!

% 这里的)执行任务*就是解决问题%

索米伦!$/. 1%58-8."说#)解决问题就是一个认知
过程#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有声思维法*

'AA(*

% 他认
为#解决问题就是去回答一个不能直接找到现成答
案的问题-无法找到现成答案有两种原因.一是无法
直接从记忆中提取答案#只能从记忆所存贮的信息
来建构答案#二是找到解决问题的预案很多#但无一
合适% 可见#解决问题就意味着必须从记忆中的已
知事实和知识去推解新信息#从而作出接受还是拒
绝这些预案的选择% 因此#解决问题涉及到两种推
理.建构和证明解决方案%

就翻译过程而言#要求被试在面对一个具体任
务时大声说出心里所思所想#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
理解翻译过程中)信息加工的层次&步骤和单位#原
语和译语互动的作用#程序化数量#搜索过程的起点
和途径及其用时*

'A#(AA"

% 有声思维往往会受到外部
因素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导致被试的口头报告数据
不太真实% 这里的外部因素至少包括实验环境和参
考书等% 实验环境包括实验时间&地点% 有声思维
法的最大局限在于#被试在实验中口述思想可能干
扰正在进行的思维活动% 具体地说#被试可能因为
要口述出自己的翻译思维过程而影响翻译进程% 莱
德宁!E'\;=.2.S"在实验中发现#被试不太习惯有
声思维翻译法即翻译时同时把大脑中所思考的东西
说出声来'A!(

% 由于这种方法与真实翻译环境不相
同#被试往往感到非常别扭% 因此#为了避免有声思
维对思维进程的影响#真实地了解翻译过程#研究者
们采用了影像观察法%

!二"影像观察法
影像观察法实际上是对有声思维法的一种完

善#其优点在于可以直接观察到被试在翻译过程中
的一举一动和面部表情% 影像观察法由两部分组
成#一是记录和观察整个翻译过程#二是全程录像整
个翻译过程以备详尽分析% 洛夫!1'[/,008-"认为#

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可以用来指向翻译过程中的心
理活动'AH(

% 影像观察法除了可以把被试有声思维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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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下来#还可以把被试的其它举动如咨询同事&查询
其它书面参考资料都记录下来% 影像观察法的弱点
也比较明显% 研究者在现场作记录和录像也会影响
被试的翻译#让被试感觉在一种非自然状态下进行
翻译%

以上两种方法的弱点比较明显而且难以克服%

随着计算机技术!包括硬件和软件"的发展#这些弱
点逐渐消除%

!三"计算机日志监控记录法
翻译日志软件!N-/.9&%S"是E-.:+/K%]98.开发

出来的一款计算机监控记录软件% 它可以用来记录
键盘击打数&字符数&比值&延时和电子词典查阅数
等等% 翻译日志的界面是上下对分#上界面显示原
文#下界面显示即时译文% 实验时#要求被试直接把
所翻译的内容键入翻译日志之中#软件就可以把整
个翻译过程记录下来并转化为影像格式以备重放%

同时#该款软件还可以对翻译过程进行详尽的分析#

这样#译者就可以查清翻译过程所发生的一切及其
准确的时间和统计数据% 如完成翻译任务的用时&

停顿次数&停顿间隙数以及时长&修改次数&修改类
型% 比如说#停顿次数越多及停顿延时越长表明认
知过程越费力'AH(

!

% 然而#这里的停顿延时原因未
能考虑被试的其它外在因素如被试查阅书面资料而
非电子词典或网络资料而导致的停顿延时% 因此#

N-/.9&%S的弱点是只能记录和分析被试者在N-/.9F

&%S内的键盘行为#而对N-/.9&%S外的被试者行为则
无能为力% 洛夫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提出了改进意
见#主张采用鼠标屏幕录像法#即O/5:/92/软件%

!四"鼠标屏幕录像法
O/5:/92/是能够记录屏幕变化&鼠标移动轨迹

及同步音频的工具软件#它能在任何颜色模式下轻
松地记录屏幕动作#包括影像&音效&鼠标移动的轨
迹#解说声音等等% 该款软件包含!个组件#分别是
录像机&项目编辑器和播放器% 由于该款软件的功
能很多#我们只介绍它与翻译过程研究有关的功能%

就录像功能而言#研究者可以进行)捕获区域设
置*% 一般包括全屏幕录制&窗口区域录制&用户自
定义屏幕区域录制及预设定屏幕录制等四种设置%

在实验过程中#为观察被试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举

一动#往往设定为全屏幕录制% 除了键盘屏幕录像#

该软件还可以外接微型摄像头#因此#它还可以把被
试译者键盘屏幕外的举动摄录下来% 播放功能可以
播放刚刚捕获的视频录像% 编辑功能可以用来进行
后期配音#翻译过程的后期配音是指研究者给被试
重放其翻译过程#并对其行为进行追溯#让被试译者
大声说出其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动因%

!五"追溯式观察法
追溯式观察法是指让被试者在完成实验任务

#) 秒后回顾翻译过程中大脑思维活动的信
息'A"(A)A ZAA#

% 由问题设计和面谈两部分组成% 问题
主要针对译文和研究者的观察过程而设计的% 面谈
时要求被试译者边看键盘屏幕录像边对其翻译过程
的行为进行评价% 这样有助于收集到NEY1过程中
无法收集到的数据信息%

总之#心理学告诉我们#行为是指机体的任何外
显的&可观察的反应&动作或活动% 心理是大脑的机
能#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反映#这种能动反映往
往体现在人的行为上% 就翻译而言#译者的任何外
显的&可观察的反应动作或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
心理活动% 基于此#本文主张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
讨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活动#主张建构
翻译认知心理学#并概述了翻译认知心理学目的&内
容和研究方法% 就目的而言#翻译认知心理学旨在
探讨译者认知加工活动过程及翻译认知加工规律%

就研究内容而言#翻译认知心理学要研究译者心理
历程和结构% 译者的心理历程是指译者在进行翻译
时如何使用或处理知识-而译者的心理结构是指先
知识!包括双语知识"在记忆中是如何贮存及贮存
的内容% 译者的心理历程和结构便组成翻译加工模
式% 而翻译加工模式体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具体
体现在一系列的翻译策略的运用上% 凡学科研究必
然有其自身的研究方法#而翻译认知心理学是翻译
学与认知心理学的交叉性学科#因此#其研究方法也
整合了二者之长-简言之#翻译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
法包括有声思维法&影像观察法&计算机日志监控记
录法&鼠标屏幕录像法和追溯式观察法%

注释!

!翻译中停顿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键盘键入停顿-一是翻译认知停顿% 前者是因为不同被试的键盘录入速度的不同而形成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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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时限"秒钟-后者是指翻译过程的思维活动#是研究者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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