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译研究

编者按: 翻译学界大多关注具体语言现象的语际转换，着力于翻译技巧。本期刊出的文章则将焦点转移

到与翻译相联系的理论思考和建构，这是翻译成为学科的根本条件之一。黄忠廉反思翻译思维研究的

现状，对其未来的发展予以展望和规划。柴橚则比较不同的翻译诗学观。这些研究对翻译科学的发展

具有重要价值。

翻译思维研究进展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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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翻译思维是语际变化思维，迄今为止主要研究翻译中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而这三种思维形式

各单位之间的变化、语际变化中理解与表达的思维过程、全译的转化思维过程和变译的变通思维过程等应是未来着力研

究的对象和突破点，同时研究方法上应以归纳法和描写法为主，以演绎法和类比法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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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utlook and Progress of Translation Thinking Research
Huang Zhong-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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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thinking is a kind of bilingual thinking research mode which as yet mainly touches the abstract
thinking，image thinking and intuitive thinking． The object and breakthrough of this project in the future are supposed to be the
units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 three thinking forms，understanding and re-expression in the bilingu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ransformative thinking in the full translation and the adaptive thinking in the varied translation． Meanwhile，the methods em-
ployed in the research should be inductive and descriptive-oriented supplemented with the deductive and analogic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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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翻译思维
翻译本体探究，可坐实于思维和语言，其他研究均属

外围研究。毋庸讳言，思维研究既可归入应用翻译学的

关系论，也可归入旨在叩问翻译奥秘的译学本体研究。
翻译是一种实践活动，有主客体之分。按主体之别，

翻译可分为人译与机译。目前，机译取得部分成功，反而

人译研究不够，问题的关键是对翻译主体心智活动揭示

不够。研究翻译过程，不仅要关注客体的外形变化，更应

对主体的思维活动有所探讨。传统理论把语言当成思维

的外壳，只研究外壳而忽视思维，难以触及译学的实质。
董史良( 1988) 曾认为译学归属于思维科学，深入研究思

维活动将是译学研究的突破口，从思维科学角度研究翻

译应该是翻译研究极为重要的基本途径。

翻译思维基于又有别于单语思维，其基本特点是双

语思维，是一种转化型思维或变通型思维，既包括原语理

解思维过程，又包括译语表达思维过程，更以原语思维与

译语思维的互交、互渗、互化、互变为其显著特色，说到底

是一种变化思维。思维活动贯穿翻译的全过程。文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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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文学之交，文化之交，双语所承载的一切，都在转化和

变通之中。理解和表达为单语所有，其思维活动可借单

语实现，只有转化和变通才独存于双语之间，只有思维转

化和思维变通才为翻译所特有。转化思维和变通思维，

也只有这二者才是翻译思维应大力研究的。

2 研究进展
思维活动的共性是翻译成功的奥秘，其特性是摹拟、

转化和移植的依据。对翻译思维的关注主要见于非亲属

语言之间，西方因其所译双语同祖同宗，关注较少，主要研

究成果见于国内。80 年代，钱学森提倡思维科学，思维科

学研究进入热潮。我国翻译理论界，尤其是科学翻译理论

界，从实际出发，另辟蹊径，力图从信息科学、思维科学出

发，揭示翻译的本质，以解决翻译中语言无法解决的诸多

问题，如 80 年代董史良、舟晓航( 方梦之) 等关于思维问题

的研究，萌芽于 80 年代、形成于 90 年代的阎德胜逻辑翻译

理论，1991 年刘祖培提出的综合思维论，世纪之交黄忠廉

关于思维与翻译创造的研究，新世纪以来张光明、龚光明

等人翻译思维学的尝试建立与深入研究等。
2． 1 翻译抽象思维研究

思维活动是翻译最根本最隐蔽的深层活动。论及思

维，首指抽象思维。科学侧重于使用概念，抽象思维是科学

译者普遍关心的问题，80 年代因科技翻译兴盛，抽象思维

因此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刘宓庆( 1985) 认为，翻译思

维属于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手段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规

律，以获得对事物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的认识的抽象思

维。90 年代，抽象思维继续受到重视。方梦之( 1990) 等认

为抽象思维贯穿于科学翻译过程的始终: 理解、表达、校对

等。理解原文中的概念、判断和推理都离不开抽象思维，表

达中利用抽象思维可使译文更符合译语习惯等。许钧

( 1994) 从翻译思维活动出发探讨了翻译的实质，指出翻译

何以能够进行的原因，阐明了翻译的基点，即寻求概念系

统的一致。
在此领域成就最大的当推阎德胜。1990 年前后他发

表了系列文章，出版了 3 本译学专著，形成了逻辑翻译理

论，即以逻辑分析和逻辑综合为基础的翻译理论，涉及两

个方面: 以逻辑为基础、以语法和修辞为手段的翻译称为

逻辑 － 语法 － 修辞翻译，用以解决词语和句子的翻译问

题; 以逻辑为基础、以修辞为手段的翻译称为逻辑 － 修辞

翻译，用以解决句子 － 句群 － 段落 － 篇章的翻译问题。他

认为翻译科学离不开逻辑，翻译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

应把翻译学视做应用逻辑学的学科; 只有充分利用逻辑手

段，才能改善译作质量，提高翻译水平。尤为可贵的是，他

于 1999 年提出了“逻辑翻译学”，欲为几十年的研究作出

系统总结，建立学科体系。
2． 2 翻译非抽象思维研究

90 年代，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模糊思维等

逐渐成为研究对象，成为不断开掘的领域。黄忠廉( 1991，

1997) 集中论述了形象思维贯穿科技翻译的全过程及其形

象性、间接性、概括性、创造性等特点; 认为直觉思维是抽象

思维、形象思维交叉而又最具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沈素琴

( 1997) 简 论 了 翻 译 中 的 灵 感 思 维。毛 荣 贵 和 范 武 邱

( 2004) 认为灵感思维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百

科知识、汉语功底、形象思维等实现的。屠国元和陈凯军

( 2006) 认为灵感思维对科技翻译，尤其是科技术语的翻译

也有显著的作用。此外，模糊思维等问题也略有关注，如王

华琴和王清亭( 1997) 认为模糊性思维方法用于英汉翻译

有益于译文质量的提高。学者们认为，模糊性是语言的基

本属性，科学语言自然不能例外。科学翻译在语义、语用和

语形 3 个方面均存在模糊现象，模糊性思维具有灵活性、创
造性、概括性等特点。模糊思维的处理层次包括词的释义、
翻译技巧的运用和语篇层次的整体把握等。其他一些思

维方式也有所涉及，如吕志鲁( 1998) 认为逆向思维是非常

有效的思维方法，或许有助于找到既符合译语习惯又与原

语反向对应的表达方式; 吕航( 1999) 指出翻译是特殊的交

际活动，它应受交际思维规律的制约; 苗菊( 2005) 通过有

声思维法揭示了翻译的内在过程。
2． 3 翻译整体思维研究

更多的学者从整体上讨论翻译的思维问题。陈殿兴

( 1987) 研究了笔译中的思维问题，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

和灵感思维 3 个方面展开了论述，这在研究对象上较前有

所进步。臧仲伦( 1988) 着重论述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

指出概念是译者思维转换的基本单位，在翻译中具有重要

意义。阎德胜( 1989) 认为思维活动在翻译心理机制中占

有中心或主导地位，思维活动规律制约着翻译全过程。吴

晖( 1989) 研究了汉族语言思维定势及其影响极易导致中

国译者汉译英思维障碍。1991 年刘祖培提出了综合思维

论，认为它具有空间性、物质性和辩证性，其空间性确立了

翻译的可能性; 其物质性决定了翻译思维活动的过程; 其

辩证性着眼于协调翻译系统各要素间的关系，完善思维活

动的系统机制，要求思维导向着眼于系统总体功能的优

化。综合思维论旨在使译学探讨升至哲学的辩证综合高

度。1996 年王高生提出了翻译是译语再思维的观点。
新世纪的翻译思维研究日趋走向综合和应用，对诸多

翻译问题力求作出思维科学的解释。袁志广( 2000) 认为

理解时用原语思维，表达时用译语思维，二者呈“双轨”式

运行。2001 年，肖辉指出翻译过程就是特殊的思维过程，

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交错构成多维思维体系。王

军( 2001) 认为译者翻译时脑中逐步形成原作的宏观结构，

在其指导下，以逻辑素为思考单位，将原文转换为译文。张

思洁和张柏然( 2001) 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汉民

族的综合思维和模糊思维是汉语意合的理性根源，形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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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则是西方民族依照原子观和形式逻辑思维法则对其语

言的发展走向作出的自然选择。刘明东( 2002) 认为在对

原语进行解码时，译者应充分激活与文本相关的图式，同

时应充实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图式以保证有足够的图式可

供调用。章磊和胡卫平( 2004) 认为翻译体能反映其他民

族的语言表现形式以及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丰富本族

语言表达方式，拓宽本民族思维方式。王胜利( 2007) 认为

汉译英时必须进行几种思维转换: 由意合思维转变为形合

思维; 由螺旋型思维转变为直线型思维; 由主客体浑融转

变为严格区分主客体; 由形象思维转变为抽象思维。这一

时期翻译思维研究也开始走向译者和学生翻译思维方式

培养等问题的应用研究，如苗菊和朱琳( 2010) 把提高翻译

思维能力视做翻译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提出翻译教学须

要重点培养译者优化的思维习惯和思维监控能力。
新世纪有专著涉及或专论翻译思维。黄忠廉在《翻

译本质论》( 2000) 中从思维方式上着重研究了翻译创造

与思维的问题，认为抽象思维是翻译创造的根基; 形象思

维是翻译创造的翅膀，具有形象性、间接性、概括性; 直觉

思维是翻译创造的主体，它是翻译过程中对客观事物进

行迅速直接的综合判断的思维方式，介于抽象思维与形

象思维之间，而灵感则是翻译创造的集中体现，是直觉思

维的典范。2001 年，张光明著《英汉互译思维概论》欲建

立翻译思维学，为翻译思维研究设计了蓝图; 他将“翻译

思维”厘定为“运用思维科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多角度、
多层次灵活解释、解决双语转换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使译文在内容、风格、效果等方面最大限度地贴近原作”，

认定“翻译思维学研究是我国未来翻译理论研究的突破

口”，肯定“建立翻译思维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整部著

作的特点与贡献在于: 理出了翻译思维研究的历史发展

脉络; 初步涉及翻译思维转换的特质; 对翻译思维规律作

了阶段性的拓展; 提出了翻译思维学的构想，尝试着建立

翻译思维学的基本体系; 初步展现了翻译思维的研究前

景。2004 年，龚光明直接推出了《翻译思维学》，以思维学

为经，以翻译学为纬，以文体学为枢机，贯通中西译论，疏

解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的对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高度，博采各相关学科前沿理论成果，营构自己的理论大

厦: 形象思维翻译论、灵感思维翻译论、逻辑思维翻译论、
语义思维翻译论、语用思维翻译论、模糊思维翻译论、语
篇思维翻译论、文体思维翻译论、创新思维翻译论。作者

的努力难能可贵，所建的学科体系有待学界继续推进。

3 研究对象前瞻

翻译思维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涉及思维方式和翻译

过程两大类，前者包括翻译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

思维 3 种方式的研究，后者包括原语理解、语际变化、译

语表达 3 环节的思维研究。翻译思维有别于单语思维，

不能简单地借用单语思维的成果，上述 3 种方式各单位

之间的变化和上述 3 环节中的变化正是翻译思维可创新

之处。翻译思维研究若扩大研究视野，还可涉及 5 个层

面的研究: 现象层、规律层、原理层、学科层、教学层。
3． 1 翻译思维形式变化研究

思维形式的划分，目前学界多倾向于抽象思维、形象

思维和直觉思维 3 分法。翻译思维也主要涉及上述 3 种，

换言之，这 3 种思维形式活跃于一切翻译之中。
3． 11 翻译中的抽象思维各单位变化研究

翻译过程中意义以概念及其系统存储于译者脑海。
概念可分为简单概念和复杂概念，简单概念和复杂概念

可构成简单判断，简单判断又可构成复合判断和推理。
全译抽象思维一般以简单判断为中枢单位进行，变译抽

象思维一般以推理为中枢单位进行。上述各单位彼此之

间的变化应着力研究。
3． 12 翻译中的形象思维各单位变化研究

翻译过程中意义以意象及其系统存储于译者脑海。
意象可分为简单意象和复杂意象，简单意象和复杂意象

可构成简单组象，简单组象又可构成复合组象和意象群。
全译形象思维一般以简单组象为中枢单位进行，变译形

象思维一般以意象群为中枢单位进行。上述各单位彼此

之间的变化应着力研究。
3． 13 翻译中的直觉思维变化研究

直觉是基于实践经验因思维高度活动而形成的对事

物比较迅速直接的综合判断。直觉之迅速，成为灵光一

闪或顿时之悟时，便是“灵感”。直觉是抽象思维与形象

思维的相融，灵感是直觉思维的集中体现。译者大脑有

大量的概念模型和意象模型，直觉思维介于抽象思维和

形象思维之间，其活动离不开概念和形象。应着力研究

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迅速直接变化的思维过程。
3． 2 翻译变化中的思维过程

传统认为翻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理解和表达，其

实翻译过程最关键的环节是介于理解与表达之间的“变

化”环节，即全译之“化”和变译之“变”。翻译思维机制

能揭示翻译过程的奥秘，若能与心理科学、认知科学、神
经科学等结合，研究将会更加全面深入。

3． 21 原语理解思维过程

原语理解思维过程以自下而上式理解为主，自上而

下式理解为辅。自下而上式理解追寻由小到大、由部分

到整体的理解，其程序可能是: 简单概念 /意象→复杂概

念 /意象→简单判断 /组象→复合判断 /组象→推理 /意象

群。自下而上式理解不够时，再启动自上而下式理解，自

上而下式理解遵循由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到微

观，其程序可能是: 推理 /意象群→复合判断 /组象→简单

判断 /组象→复杂概念 /意象→简单概念 /意象。
3． 22 语际变化思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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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存有一种与生俱来或后天发育的能完成任何双

语之间思维变化的机制。语际变化思维过程是翻译思维

研究的重中之重，因中西方思维不同，翻译思维中的矛盾

有时须要化解，有时须要变通，所以翻译思维过程又可分

为全译转化思维过程和变译变通思维过程。
基于概念系统的抽象思维的单位包括简单概念、复杂

概念、简单判断、复合判断和推理，基于意象系统的形象思

维的单位包括简单意象、复杂意象、简单组象、复合组象和

组象群。全译的转化过程重在转移原作内容，替换形式，化

解原文内容与译语形式之间的微观矛盾。两大思维单位

系列之间对应、交叉与转换，就构成了语际思维转化的 3 种

机制，即对应机制、扩缩机制、转换机制，在全译中呈现为

对、增、减、分、合、转、换 7 种全译思维形式。变译的变通过

程重在摄取信息，抽汲其内容，改造其形式，释解原文内容

与译语读者之间的宏观矛盾。上述两大思维单位系列之

间的变通也形成了 3 种机制，即增减机制、重组机制、改仿

机制，在变译中呈现为增、减、编、述、缩、并、改、仿 8 种变译

思维形式。
3． 23 译语表达思维过程

译语表达思维过程与原语理解思维过程正相反，以

自上而下式表达为主，自下而上式表达为辅。自上而下

式表达不够时，再启动自下而上式表达。自上而下遵循

由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到微观; 自下而上与之

相反。

4 研究方法探索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各民族思维的共性与

个性使得翻译和多种翻译方法成为可能，翻译学就是研究

翻译中双语及其思维变化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学科，其研究

应有自己相应的方法。翻译思维学是交叉学科，既是思维

科学的分支( 研究思维在翻译中的运用) ，又是翻译科学的

分支( 研究双语转换中的思维问题) 。翻译思维学与思维

学大同小异，而小异正是翻译思维的特质，求异则主要靠

归纳法、描写法等，其次可采用演绎法、类比法等。
4． 1 归纳法

归纳法从个别事实中推演出一般原理的逻辑方法，

有助于发现问题。中外民族思维的异同点有待深入研

究，可归纳出更具体的思维特点，于翻译更有意义。而翻

译思维变化规律的发现有赖于大量的实例和实践，更是

有必要采用归纳法，发掘一定的规律，然后采用演绎法，

加以证实、证伪、补充、修正。请看归纳实例:

全译中原语推理可压缩为译语复合判断和简单判断
全译中原语复合判断可压缩为译语简单判断
全译中原语简单判断可压缩为译语复杂概念和简单

概念
全译中原语复杂概念可压缩为译语简单概念

∴ 1 全译中原语抽象思维单位可以压缩为译语抽象
思维单位

∴ 2 全译中原语思维单位可以压缩为译语思维单位
∴ 3 全译存在思维压缩机制
∴ 4 翻译存在思维压缩机制
整个归纳推理表明原语较大的抽象思维单位可压缩

为译语较小的思维单位，而结论则是由较低层次逐步提

升至较高层次。结论 1 从抽象思维角度得出; 结论 2 从整

个思维角度得出; 结论 3 从全译角度得出; 结论 4 从整个

翻译角度得出。4 个结论层次逐级上级，得出的认识也越

来越深入。
4． 2 描写法

描写与规范相对。如果把翻译学视为经验科学，就

少不了要对翻译过程及其成品进行描写，对翻译思维亦

是如此。
描写法旨在分析翻译过程及其成品中的种种现象，

主要采用语料库法、个案研究法、观察法和文献计量法研

究翻译作品; 采用访谈法、有声思维法等研究翻译过程。
比如 2003 年，苗菊著有《探索翻译过程与译者》，系统回

顾翻译过程研究之后，通过有声思维方法的实验，得出结

论: 受试趋向使用母语思维，所学翻译技巧无意识用于其

中，背景知识有重要的作用，有声思维实验方法是一个检

验译者翻译弱点的有效方法。
4． 3 演绎法

演绎法是从一般原理推出个别结论的逻辑方法，有

助于建立体系。演绎法在认识活动中有助于形成理论体

系，可检验理论，对解释已知理论、事实或作出科学预见

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从方法论上讲，如果上述归纳所得的

结论“翻译存在思维压缩机制”作为大前提正确，则可以

推而广之:

翻译存在思维压缩机制
笔译 /口译 /机译 /变译属于翻译
∴ 笔译 /口译 /机译 /变译存在思维压缩机制
据翻译知识，小前提中的“笔译、口译、机译、变译”均

是翻译的一种，既然大前提为真，结论也为真，就可以大

胆地推测并研究笔译、口译、机译、变译等翻译类型中的

思维压缩机制问题。
实际演绎研究中，有些学者容易将思维科学的理论

简单地挪入译学，与翻译实践和理论结合不够。比如前

述有些研究直接将思维学的结构套入翻译研究，甚至有

时没有分清抽象思维与逻辑的关系就机械地各建一章内

容; 又如翻译思维学的微观层面研究不够，较少关涉微观

实践层面，具体操作方法较少，偏重概念的追根究底和形

而上的理论思辨。
4． 4 类比法

类比法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之间在某方面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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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同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逻辑

方法。类比方法把对某一客体认识所获得的信息类推于

同它有某种相似性的另一客体上，以获得新的认识，变未

知为已知。类比法在结论上具有或然性。例如:

A类对象具有 a，b，c，d属性
B类对象具有 a，b，c属性
∴ B类对象可能也具有 d属性
假如归纳所得的结论“全译存在思维压缩机制”正

确，我们又进行了同类的研究得出结论“全译存在思维对

应机制”、“全译存在思维扩充机制”和“全译存在思维转

换机制”，由此可得“全译存在思维对应、扩缩和转换机

制”。同时又通过演绎法得出“变译存在思维压缩机制”，

于是可以进行类比推理:

全译存在思维对应、扩缩和转换机制
变译存在思维压缩机制
∴ 变译也存在思维对应、扩充和转换机制

5 结束语
翻译思维是语际变化思维，根据翻译过程可分为 3

个环节: 以原语为主的理解思维，双语并用或偏向译语的

变化思维，以译语为主的表达思维。3 环节中均运用抽象

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 3 种思维形式。迄今为止主

要研究了翻译中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而这

3 种思维形式各单位之间的变化、语际变化中理解与表达

的思维过程、全译的转化思维过程和变译的变通思维过

程等才是翻译思维有别于单语思维之处，应该成为未来

研究的主要方向，在此有所突破，才可能揭示翻译思维的

本质规律，因此有必要更多地采用归纳法和描写法，而慎

用演绎法和类比法，这样才能对翻译思维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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