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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翻译过程研究! 把翻译的心理过程和跨学科的研究意识引入到翻译理论的研究

中$其透过外在的翻译行为!研究翻译的心理过程并为其提供了实验上的证据!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启示$从认知心

理学角度对翻译过程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翻译模型的梳理与总结反映了以下三点&翻译过程的理论基础逐步

完善'认知心理学方法为翻译过程的研究提供了新契机'假设模型更加深入到翻译加工过程的本质$这样的转变不

仅为翻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也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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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一词至少有三种含义# 一是指翻译的认知活

动$二是指翻译的最终产品$三是指翻译的社会文化功

能%随着翻译学科地位的确立及研究方法的突破&国内

外的学者对翻译的研究逐渐产生了方法上由思辨向实

证'内容上由语言向认知心理的转向%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试图探索翻译过程的加工机制& 他们广泛运用并借

鉴了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并试

图对这个所谓的(黑箱)做出科学上的解释$这些解释

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翻译过程的本质和规律& 并为以

后翻译研究中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认知心理学对翻译过程研究的理论基础' 研究方

法和模型假设等方面产生了一定成果& 对这些成果的

梳理&将反映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探索'发现和不足&

明晰在结合认知心理学和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下&对

翻译研究可能带来的意义和贡献%

一$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学

理论基础逐步完善

翻译学属于与认知科学有密切关系的经验科学&

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需要从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层

面为其寻找理论支撑% 在认知心理学丰富的研究成果

中!包括感知觉'模式识别'注意'记忆'知识表征'言

语'思维'人工智能等"最为强调的就是过程和模型%从

(输入*存储*提取)的计算机隐喻到人工智能再到平

行分布式加工和联结主义%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加清晰

地认识了认知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同时&认知心理学的

研究方法也为翻译过程的研究在语用学之外提供了新

的思路%

"一%翻译的单位与编码程序理论

对翻译单位的讨论长期集中在语言学的范畴&没

有超越音素' 词素' 短语' 句子和语篇% ?0+,8 和

D,*E5-+57指出翻译单位是(最小的话语片段&其全部符

号结合如此紧密以至于不可能分开翻译F%G

%杨坚定运用

修辞结构理论论证了结构段!词组或者语块"可作为翻

译单位FCG

% 与语言学研究视角不同&翻译认知的研究者

从信息加工的过程取向出发&提出了类似(组块)的翻

译单位概念&认为翻译单位就是(注意力单位)

FBG

% 注意

力单位是指译者在翻译中的活动由于特定任务干扰而

H&



导致注意力转移!使语段中断!从开始到中断的那部分

语段就称之为"注意力单位#$ 这样以来就赋予了翻译

单位动态性! 由于个体在翻译时的注意指向性和集中

性及稳定程度会有所差异! 而且把视觉刺激和脑中的

模板进行匹配需要必要的处理时间! 这种定义在进一

步的量化上有了进步并且可以不再局限于单个的词或

短语!统一以"注意力单位%指称!比语言学途径的定义

更为灵活!也更适合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从而更能客观

的反应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信息$

对翻译编码的研究!!" #$%%&提出了 "垂直翻译%

与"水平翻译%两种翻译编码程序'()

$ 理论上!言语处理

的大脑认知系统有四个组成部分&发音'听声系统(语

言机制(记忆系统和概念意旨系统)垂直翻译指原文先

被解码!经认知系统整合之后再重新编码*其编码过程

先经过语言机制! 接着到发音'听声系统! 然后在概

念'意旨系统中整合!最后再进行编码+水平翻译指原

文被解码之后! 接着对记忆系统中存储的相关译语模

板或原型进行匹配!其编码过程是,解码-记忆系统-

配对编码%* 也就是说!垂直翻译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有

一个概念整合的过程!但是水平翻译则不需要*水平翻

译体现了翻译加工形式上的平行!它的,桥梁%是记忆

系统!其翻译过程展现的是源语和译语通过该,桥梁%

进行匹配编码*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垂直翻译还是

水平翻译都伴随有语义编码的参与*

!二"翻译策略理论

翻译策略详细记录了译者问题解决的心理过程!

反映了译者解决翻译问题所采用的具体步骤'*)

* 但是

长期以来! 对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界定都不是十分

清晰!如直译和意译!简化策略和变通策略!语义翻译

和交际翻译等*要真正反映翻译策略的本质!就必须对

译者的认知心理活动进行实验分析* +%$,-."$对此的

贡献便是提出了翻译策略的三种结构策略&基本结构.

扩展结构和复杂结构!其中基本结构//0,1- ,&$2-&2$",0

有五种类型! 扩展结构是在基本结构上附加了一个或

者更多的扩展! 复杂结构由几个基本结构或扩展结构

组成'3)

*

翻译策略理论详细描述了译者信息加工过程中策

略的运用!同时能说明译者信息加工延时的原因!比较

真实地记录了译者翻译的心理过程*

!三"翻译过程的加工理论

45自下而上加工和自上而下加工

信息加工的观点早已流行! 但是对于知觉加工的

讨论却从未停止! 自下而上加工的观点长期占据了统

治地位!它强调刺激的输入和刺激的特征!又叫数据驱

动加工* 自上而下加工依赖于个体的知识经验.期望.

文化背景!并在言语理解中扮演重要角色!又叫概念驱

动加工* 有研究者认为翻译过程的加工是自下而上加

工和自上而下加工的交互过程'6)

* 在翻译过程中!对于

源语文本中的音素! 词素的刺激输入离不开自下而上

的加工! 对于句法的理解和已有经验的解码并重新编

码!离不开自上而下的加工*这两种方式通常在翻译过

程的各个层次同时发生*

75平行分布式加工!8!8"

很多人主张这一模型! 但是 !091: ;2<"=.0$& 和

>-?="==0@:对这一模型的建立贡献最大* 平行分布加

工假定&认知是通过神经网络被理解的+信息在神经

网络中是平行分布加工的+ 信息加工通过大量称之

为单元的简单加工元素的相互作用发生! 每个单元

发送激活的和抑制的信号给其它单元 'A)

* 在 B"== 的

平行分布式加工模型中!纵向地看!激活是在各层级

间由上而下传递的+横向来讲!各个层级内部的单元

或节点都是并行激活的* 在翻译过程中!这些单元或

节点代表着可能的字母或单词! 也可能代表着可能

的目标或行动*8B8模型被引入到翻译过程理论的建

构中! 研究者还指出该模型可以用来描述认知活动

中较大单元的内部结构!这些单元包括阅读.知觉.

句子加工等*

二#认知心理学方法为翻译过程的

研究带来了新契机

科学研究应该具有系统性!客观性!可验证性等特

点* 认知心理学工作者用精密的实验仪器研究被试的

心理过程! 这种科学化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对翻

译过程进行研究的学者的重视*最近有研究者认为&译

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如此重要! 因此厘清其中译者

的行为特征就是十分有意义的了'C)

*而对这种行为特征

的测量借助了认知科学的技术和神经科学的手段!这

种技术手段或设备的运用上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分野!

它们更多的是走向了研究方法的融合*

!一"研究方法的扩展

前期在翻译过程的实验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是有声

思维法!但是到今天!包括有声思维法在内可用的研究

方法已经大大扩展!其主要包括有声思维法.追溯性口

语报告法.按键记录法. 影像记录法.眼动研究.脑电

D6



图!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

!二"经典研究方法的局限

有声思维法和追溯性口语报告法较早运用到翻译

过程的研究#尽管这些方法存在着各种局限#但是它们

已经显著促进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 "有声思维法和追

溯性口语报告法# 要求译者在解决翻译问题时同时说

出大脑思考的内容# 这种方法类似于心理学中的 $内

省%#有助于研究者更好的认识和了解翻译过程中译者

信息加工的层次!步骤"但是#!"#$的生态效度得不到

有效保证#一般来讲#有声思维法包括同时内省和译后

再报告的转即回省#问题在于转即回省可能会有遗漏#

也可能对信息事后加工" 同时问卷法!访谈法!日志法

也被用于翻译过程的研究#但是这些方法难以避免$社

会赞许效应%和被试的$要求特征%"

!三"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

按键记录法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在 %&世纪 '&

年代后期被引入# 随着计算机技术越来越多地用于翻

译的研究# 按键记录法和有声思维法的结合开启了研

究翻译过程的新契机# 并且这种结合的方法较少干扰

译者正常的思维活动()&*

" 影像记录法详细记录了译者

翻译的过程# 这有助于直观全面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的一举一动和面部表情" 它具有$无形的%和$非侵入

性%两个优点#已经用于各种写作和翻译过程的研究())*

"

此外#脑电图!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和正电子发射断层

成像技术为翻译过程的研究提供了神经生理学上的证

据#并且这些技术定位较准#重复性也比较好"

以上这几种研究方法各有优劣# 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把两个或多个研究技术结合起来使用# 得到了不错

的反馈"

三#认知心理学模型假设

更加深入到翻译加工过程的本质

出于对翻译学学科地位的考虑# 认知心理学翻译

理论家对翻译的认知过程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索#并

提出了一些翻译过程的假设模型" 大致上可以分为两

类&信息加工范式下的以 +,-.和 /011为代表的翻译模

型'联结主义范式下的改进了的翻译神经网络模型"

!一"信息加工的翻译模型

2340506 76 +,-. 为现代翻译理论做出了重要贡

献"他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经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分

析*转换*重构%的翻译模型(8%*

#在分析阶段主要是词

汇识别#包括对词义的辨析#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

在转换阶段完成由 "语言到 /语言的转化#这也是翻

译的核心#$转换%包含词义的尽可能$等值%和句子结

构的调整'在重构阶段译者要考虑可用什么文体#文体

的基本特点以及重构文体的技巧" 从模型可以看出

+,-.引入了信息加工的观点#虽然这个模型十分简易#

而且未能反映出译者的心理过程# 但是他迈出了从表

层静态翻译到深层动态翻译的重要一步"

/011在结合语言学模式! 心理学模式和信息论模

式来描述翻译过程并反映译者应该掌握的翻译知识和

翻译方法层面上做出了尝试"在他看来#翻译人员事实

上是借用$书面的形式%进行着双语的交流'在译者的

认知过程中#被认知的对象是一个个$聚合体%#通过感

知觉通道进入译者的脑海# 接着被转换成携带信息的

$整体%#再被概念化为$系统%" 经过整合#/011提出了

一个详细的!动态的!综合的翻译过程模型 (89*

#这个模

型引入了信息加工的符号系统# 并把记忆系统纳入其

中#同时把自下而上加工和自上而下加工结合起来#利

用语言层进行了串联" 在视觉词汇识别系统和书写系

统中进行了注意的选择!词汇的识别!知觉!肌肉激活

等加工'在句法处理器!常用的词汇存储!语义处理器

和语用处理器中进行了言语理解! 短时记忆! 长时记

忆!知识表征!概念的形成等加工'在语义表达!观点组

织和计划器中进行了推理!决策!问题解决!语言产出

等加工" 整个模型假设统一!系统#大大加深了对翻译

过程的认识# 但是这种模型缺乏神经生物学上的证据

和实验研究上的证实"

我国翻译心理学界近年来在认知心理学框架下对

翻译过程的研究# 也基于信息加工范式提出了翻译的

符号加工系统模型假设(8:*

" 该模型以翻译过程的四个

环节 +源语输入***感知理解***译语生成***译语

输出,为横轴#以双语转换过程为核心#用记忆加工系

统原理来反映翻译过程中双语转换的信息加工过程"

这一模型以感知理解和译语生成在工作记忆系统中的

交互作用为特点"但目前该模型仅仅限于假设#其心理

现实性和对翻译过程训练的指导意义还有待验证"

!二"联结主义的翻译模型

神经网络是根据联结主义理论来模拟人脑神经系

统的模型#它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容错性!自学习!自适

应!自组织!自联想等功能特征的计算机程序'其模型

包括三层神经元群&输入层+感觉神经元,#隐含层+突

触联结,#输出层+突触联结的精加工," 我国翻译过程

研究者刘绍龙等借鉴了该模型# 从过程取向研究提出

:;



了翻译信息加工的神经网络模型!"#$

! 翻译信息加工的

神经网络模型包括"源语输入层#辨识字符串$%源语符

号层#符号!概念$和译语建构层#概念!符号$三个群

层& 源语输入层主要涉及感觉系统%知觉系统'源语符

号层涉及记忆%言语理解'译语建构层主要涉及记忆%

问题解决%推理%言语理解& 该模型从神经生物角度建

构%对于复杂问题有自学习程序同时和记忆(思维(言

语密切联系%可以说是对传统符号加工的补充和修正&

这一模型具有以下特点"

%&立体层次%隐含模块& 翻译信息加工的神经网络

模型是一个由)源语输入***符号转换***译语输出+

三个层次构成的立体网络% 而在此网络的连接线条里

还分布着若干知识模块& 各层单元通过神经联结中介

与知识模块发生作用%并因此被激活和使用&

'!动态单元%静态模块& 翻译信息加工的神经网络

各层单元具有动态的(可延伸活动空间%成为翻译过程

中的,来料加工场+'而其隐含的知识模块则储存了相

对静止稳定的知识信息% 根据翻译活动的需要随时提

供,加工场+所需的,原材料+&

(&各层分工明确%层际交互影响& 整个翻译神经网

络体现了翻译过程的加工流程% 并反映出各层的相对

独立性和层际间的紧密联系&

)&链接统一%权重不一& 通常神经网络模型中层内

单元是没有线链接的% 而翻译神经网络则在层单元之

间以统一的线链接%因为网络中知识信息的不等值(不

等量并且权重可调整% 模型中以虚线及不同宽度的实

线来反映各单元层之间联结的权重差异&

*&分布表征(并行加工和操作互补& 这一特点使该

网络模型具有了强大的容错性&

该模型是联结主义范式下翻译过程研究中信息加

工模型的一个大胆尝试% 但是这种网络模型不具有人

脑神经网络的合理性%与真实心理有一定距离%而且网

络模型的自学习和人类的学习不具可比性% 其心理现

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四!结 语

对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符合为翻译寻找实

验证据的学科意识&随着研究的深层发展%翻译过程的

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和研究手段都在不断地进步与完

善!%+$

%理论模型也不断创新和演进& 但是翻译过程的研

究方法需要整合'脑电图(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和正电

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提供给翻译过程的神经生物学证

据依然有限' 各种翻译过程的模型也缺乏实验上的证

实'符号加工和联结主义的理论融合悬而未决'翻译中

语言的提取机制( 转换效应和翻译决策心理这类深层

的研究相对缺乏& 未来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应该注意强

化理论上的建构和融合' 综合对翻译过程的神经机制

研究成果%提出新的实证翻译模型%提高翻译过程研究

的跨学科合作意识和兼容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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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社科建设"打造学报特色专栏

ME?#年 A月 ?@日!四川理工学院学报"中国盐文

化研究#专栏建设研讨会在自贡召开$来自全国相关高

校学报及学术杂志社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

议由四川理工学院副院长蔡乐才主持$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陈于后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本次会议是在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的大背景之下召开的!旨在促进高校学报向特色化%

专业化和品牌化方向发展! 从而更好地发挥高校学报

在学术专业研究中的作用$ 四川理工学院地域优势明

显!地方历史文化厚重!学术科研团队研究实力较强!

在以&盐文化#专栏建设拉动学报建设!促进学报建设

与学术建设互动发展中卓有成效! 形成了较好的品牌

效应$ 研讨会的召开是四川理工学院推进高等学校哲

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环节! 也是学院在学术科

研平台建设和传播方面实现&中国梦#的探索和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郭潇雅#吴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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