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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语境作用研究涉及领域广泛，侧重点各异，研究范围包括语境因素对翻译
的作用、语境对语词和文本翻译的作用、语境对翻译过程、翻译教学、机器翻译、翻译批评、翻译标准等
翻译领域的作用，以及翻译语境的作用方式等。其中，翻译语境的作用方式研究不够深入，对翻译语境作
用机制关注不足，描写不全，解释不深。当前，应对翻译语境作用进行系统研究，深入描写、解释并应用
翻译语境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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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外对翻译语境作用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情景语

境”和“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此前人们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句子以下的搭配和句法层面，

是对“上下文”的无意识利用。马林诺夫斯基的翻译语境思想也没有迅速得到译界重视，直

到 20 世纪 60 年代，语境对翻译的作用才受到关注，开始进行各领域的研究，90 年代形成

研究热点。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语境作用的研究侧重点各异，但多集中于什么语境起作

用、起什么作用、作用于什么等问题，对如何起作用，即翻译语境作用机制探索刚刚起步。

本文尝试梳理翻译语境作用研究成果，总结前人研究得失，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2 翻译语境作用研究：多维视角 

翻译语境作用研究角度广泛，涉及语境因素对翻译的作用、语境对语词和不同文本翻译

的作用、语境对翻译过程的作用、翻译语境的作用方式，以及语境对翻译教学、机器翻译、

翻译批评、翻译标准等其他翻译领域的作用。 

2.1 语境因素对翻译的作用研究 

该视角实为翻译语境作用主体研究，侧重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认知语境

等单项语境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如上下文语境对词句理解和表达的影响，情景语境对译者

传达原作的交际意义、译出理想译文的作用，文化语境对广告、文学、科技、习语、商标等

翻译的作用，认知语境对于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余高峰（2011）强调，语言语境、情景语

境和文化语境等语境因素对翻译具有重要影响。杨雪、谢建平（2011）讨论了情景语境主导

型 ESP 语篇特点、翻译演化规律及翻译策略。阮玉慧（2009）分析了人物的社会地位与性

格特征、民族文化心态及宗法社会文化等非语言语境对翻译的影响。王金娟（2006）认为，

文化语境在翻译中是理解和表达的重要依据。陆荣荣（2005）提出，翻译时译者应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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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与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差异，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此外，

有学者从宏观角度探讨翻译语境的作用，论述语境整体对翻译的影响，或语境因素对翻译的

联合制约。巴尔胡达罗夫提出，在翻译过程中，不考虑狭义上下文、广义上下文和超语言情

境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就不能理解言语产物，因而也就不能进行翻译。（Л.С. Бархударов 

1975：173） 

2.2 语境对语词翻译的作用研究 

此为翻译语境作用客体研究之一。语境对语词翻译的作用涉及语境对语词语义的判断和

表达、对词义的生成和确立、对词义的提取和翻译、对选词等的影响。关秀娟强调语气词汉

译时语境的特殊作用，指出“语境确定语气词的语用意义，而语用意义是汉译方法选择的依

据”（关秀娟 2011a：85）。肖辉、王克明、胡美珠（2005）认为，只有借助不同语境、通过

对记忆里不同图式的回忆，找出所提取的词汇表征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分析、理解，翻译才

会变得更加完美。冯国华（2001）提出，词是语言中可以自由运用的最小单位，脱离具体语

境，词义无定，受具体语境制约，词义有定，要准确把握词义，必须通观语境，有效落实，

随便适会。王廷达（2000）认为，翻译实践中语义判别和具体表达时，语词的抉择必须依循

原文所展示的语言环境，对受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双重制约的原文语境还原程度是检验和

订正语符移译时所选对象是否精当的客观标准。俄罗斯学者涅加尔科夫（И.В. Недялков）

和梅尔库洛娃（Е.М. Меркулова）分别论述了语境在近义词翻译中的作用，语境与多义性之

间的关系。 

2.3 语境对不同文本翻译的作用研究 

该角度也属翻译语境作用客体研究，主要探讨语境对科技、新闻、文学、影片、典籍、

旅游、商务、政论、外交等不同文本翻译的作用，如语义取舍、翻译策略选择、翻译技巧运

用、翻译过程把握等。据费奥多罗夫分析，翻译材料的语体类型决定翻译的多样性，报刊信

息、专门科技文本、社会政治文献和演说词等不同语体类型的翻译各具特色。（А.В. Фёдоров 

1983：199—300）鲁晓南、郑德荣（2006）提出，语言语境制约下的翻译过程有一定的语言

规律可遵循，但在场景语境的牵制下必须辩证地遵守其规律，科技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技术交

流，目的的实用性决定翻译要突出现实性。王志娟（2002）强调语域理论对政论语篇翻译的

制约作用和再现政论语篇超正式体的特点，指出了解语域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制约和被制

约关系的必要性。 

2.4 语境对翻译过程的作用研究 

翻译语境作用客体研究还应包括翻译过程视角。翻译过程在语境的参与下进行，“语境

在文本理解和文本翻译中具有重要作用”（E.A. Nida 2001：125），应准确把握语境。只有结

合特定的语境来理解原文，借助语境选择适当的形式来表达，才能使译文更准确、流畅，富

有神韵。通过动态构建原语语篇语境和目的语语篇语境来实现从原语语篇理解到译语语篇表

达的生成转换过程。部分学者以理解和表达为视点，讨论了语境对宏观和微观翻译过程的作

用。陈小慰（1994）论述了语境在语篇理解和翻译中的制约作用，认为语境不仅有助于确定

理解原文语篇中字、词的意义及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逻辑联系和语义联系，还能帮助译者

在翻译中正确进行选择，并评判所用的字、词、句是否得体贴切，剔除译文中与原文语境不

匹配、不协调的语句。纽马克（P. Newmark）对翻译过程的论述采取“由下至上”的方法，

把译者的翻译过程概括为：从词语上升到词组、搭配、分句、句子等更大的语法单位，最后

再上升到整个文本以及作者的个人语言风格（P. Newmark 2001：142）。杨晓荣强调语境对

翻译产出（表达）的制约作用，指出：“控制译作产出的有译者从原作中发掘出来的原作者

的、译者本人的和译者心目中的读者的共三重语境”（杨晓荣 2005：161）。 

2.5  翻译语境作用方式研究 

翻译语境作用方式研究并不多见，翻译语境如何起作用的问题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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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利奇（G. Leech）认为，布隆菲尔德等语言学家以一种低调的形式承认了语境机制，在

此机制中上下文与意义间的关系较为间接，可表达为：“意义最终产生于可见到的上下文”

或“意义最终可以约化为可见到的上下文”（G. Leech 1990：64）。刘宓庆提出“语境调节机

制”（contextualization，亦称“语境化”）概念，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之间存在一个

多因素起作用的综合调节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都与语境有关。语境调节机制的功能

在于保证目的语表现形式的可读性及可接受性。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理解——语境化—

—表达”过程常常不是单向的一次性运动，而是双向的反复运动。译者应做到“译必适境”。

（刘宓庆 2003：370—372） 关秀娟（2011c）提出翻译语境平行、交叉和递进式作用机制

观点，认为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分别组合，以平行、交叉和递进等方式影响原

文理解、语际转换、译文表达。她还详细论述了全译上下文语境推进机制（2013b），此外，

还指出，语体作为情景语境因素，其重构过程应以语体特征为轴心来解构和建构，如科学语

体翻译的逻辑性重构（2013a），文学语体翻译的形象性重构（2013c）等。应该说，关秀娟

以教育部课题“全译语境作用机制及其应用研究”为核心正在开展翻译语境作用机制研究，

着力突出语境如何作用于翻译的视角。 

2.6 语境对其他翻译领域的作用研究 

翻译语境的作用客体研究还涉及翻译教学、机器翻译、翻译批评、翻译标准等翻译领域。

（1）语境影响翻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材料等翻译教学诸层面。关秀娟（2011b）提

出，翻译教学应打破传统的以教师答案为标准的教学模式，充分重视和发挥语境在翻译教学

中的作用，培养学生的翻译语境运用能力，强调提高上下文语境知识、构建情景语境空间、

加强文化语境意识，使翻译教学语境化。庞萍（2002）探讨翻译情境对翻译教学的启示，旨

在指导学生建立翻译情境意识，根据各种情境因素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2）基于语境的人

工智能和机器翻译的研究是个难题，学者们一直在探索。刘海军、黄河燕等（1998）基于全

句翻译的智能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IMT/E-863 构造了一个语言环境 IMTENV，用来处理组合

歧义、省略等语言现象，是机器翻译语境分析方面的重要尝试。G.米兰认为，“建构语言和

翻译模型的任务也就是形式化地给出上下文、语言环境和背景知识，使能被自动机所辨识”

（G. 米兰 2003：9）。此外，有学者运用计算机辅助英语翻译理论探讨语境因素在机器翻译

中的重要性；提出翻译软件中加入语境分析以提高机器翻译质量；利用上下文信息的统计机

器翻译领域自适应模式，提出包含领域信息的翻译概率计算模型。（3）语境是翻译批评的一

个参数，对翻译批评的客观性也有一定影响。胡德香（2004）描写了文化语境下文字校对式、

价值判断式和理论印证式等主要翻译批评方式，指出这些批评模式拘泥于文本和语言而不注

重翻译的外部作用和影响，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陈吉荣（2007）提出，语境的静态性与动

态性双重特征使得从语境角度介入文学翻译批评成为可能。李英垣（2010）将历史语境化、

译者主体性和接受语境视作翻译批评标准的具体参数，既有利于充实翻译批评的理据，又是

翻译批评标准建构的有效途径。（4）另有学者论及文化语境、认知语境、动态语境对翻译标

准的影响。李特夫（2003）试图提出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上的译学标准研究方式，

就传统文化对国内译学标准的影响进行了详析，并对蕴含于纷繁复杂具体标准中的“文化共

性”进行了探究。 

3 翻译语境作用研究：不足之处 

翻译语境作用研究涉及领域广泛，包括作用主体、作用客体、作用方式等多维视角，为

翻译语境研究和翻译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仍存在观察疏漏、描写片面、解释缺失等很多

问题。 

3.1 观察疏漏 

现有研究成果对于翻译语境作用的探讨只停留于表层的作用主体，即什么语境起作用，

即上文 2.1 中的翻译语境因素；作用客体，即作用于什么，如上文 2.2、2.3、2.4、2.6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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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各种文本、翻译过程，以及翻译教学、机器翻译、翻译批评、翻译标准等翻译领域。

其中语境对翻译过程的作用关注尤为不足，如有论述，或注重原文理解，或注重译文表达，

二者同时论述较少，如上文 2.4，对于二者之间思维转换的研究更为罕见；很少涉及作用方

式，即如何作用，如上述 2.5 中的翻译语境作用方式；几乎无人论及作用原因，即为何起作

用。 

3.2 描写片面 

研究只限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认知语境中某个语境因素对翻译整体、某

个翻译领域的作用，或某些语境因素对某一类文本的作用，综合研究不多见。描写不够全面，

描写对象只是其一、其二，相互关系关注少。描写过于宏观、抽象，悬在空中，或过于微观、

具体，停于平地，缺乏系统性。几乎无学者系统、深入研究翻译语境作用问题，翻译语境作

用机制体系尚待建立。 

3.3 解释缺失 

理论解释是规律描写科学性的重要依据。翻译语境作用原因，即翻译语境作用机制理据

几乎无人提及。虽有个别文献借助相关理论论及语境对翻译的制约原因，却只解释了语境对

某个翻译现象的制约根据，或某语境因素对个别翻译现象的影响原因，且数量极少，只言片

语，深度不够，角度单一，翻译语境作用机制理据尚需论证。 

4 翻译语境作用研究：前景展望 

据翻译语境作用研究现状可见，研究视角多而杂，应进行系统化研究。其中，作用方式

和作用原因研究还比较薄弱，而且二者是翻译语境作用研究中较难、较重要的问题，应该成

为当下研究的重点。另外，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也值得关注。 

4.1 翻译语境作用研究系统化 

应对现有的研究领域进行分类，系统化梳理，如翻译语境作用主体、客体、方式、结果

等，进而深入研究。对应有的研究领域进行开发，使翻译语境作用研究形成体系，如翻译语

境作用原因、时空等。把握现有和应有研究领域，进行轻重缓急划分，理性掌握研究趋势。 

4.2 翻译语境作用研究机制化 

翻译语境如何起作用应成为研究的重点，应抽象出翻译语境作用机制。翻译语境作用机

制是指语境对翻译过程产生影响的复杂运行系统，即语境对翻译的理解、转换与表达过程的

作用规律。如上下文语境的上下推进机制、情景语境的情景重构机制、文化语境的文化对话

机制等单项语境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还可进行翻译语境综合作用机制研究，最终推向三语

境因素作用机制结合的翻译语境作用机制系统研究。 

4.3 翻译语境作用机制认识深化 

翻译语境作用机制的描写应上下拉通、细致入微。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三

大语境因素的推进机制、重构机制和对话机制如何作用于微观翻译过程，这些规律的总结应

深化到它们下属的亚类语境因素，又要升华到它们的上位概念翻译语境，微观与宏观的结合

才能得到翻译语境运作的平行、递进、交叉、混合式等综合机制。 

4.4 翻译语境作用机制理论解释充分 

翻译语境作用机制是通过现象总结的规律，其科学性需要理论解释。翻译语境涉及众多

知识领域，应跨学科挖掘理论依据，揭开语境在翻译过程中制约作用的内在原因。翻译是语

符转换过程、情景重构过程、跨文化交际过程，译者的思维控制全过程，翻译语境影响译者

的翻译思维过程。解释语境作用机制离不开语境所关涉的功能语言学、文化学、语用学、跨

文化交际学、认知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借助多学科理论方能充分解释，解释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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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翻译语境作用研究成果的应用开发 

翻译语境作用的研究成果应指导实践，用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批评、机器翻译

等领域。为翻译实践、译才培养、机译编程提供译学支撑，编出真正实用的外汉双向翻译实

践教程，设计科学、合理的翻译实践课程，辅助开发高效的机译软件。将翻译语境作用研究

成果运用于本科及 MTI 的口、笔译教学实践，让学生通过大量实践，从无意识到有意识，

体会语境如何作用于翻译方法选择，在翻译过程中把握大、中、小语境的作用机制，从而增

强语境意识和翻译能力。翻译语境作用研究成果应用于教材编写，通过定量统计、分析选择

真实的语料，合理设计教材结构和内容。翻译语境作用研究成果可为机器翻译程序设计提供

借鉴，提高机器翻译质量。翻译语境作用研究成果为翻译批评提供新视角，使其更客观。 

5  结束语 

翻译语境作用研究暂局限于语境因素作用的作用主体研究，语境对语词和不同文本翻

译、对翻译过程、翻译教学、机器翻译、翻译批评、翻译标准等领域作用的作用客体研究，

对翻译语境作用方式研究涉及有限，至于作用原因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总体而言，翻译语境

作用研究现象描写多，本质挖掘少，个别现象描写多，系统观察少。翻译语境作用机制少人

论及，体系待建，理据尚缺。译界应系统、深入研究现有的各种翻译语境作用问题，积极填

补翻译语境作用机制研究空白，并运用多学科理论解释翻译语境作用机制的科学性。尝试将

翻译语境作用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实践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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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study on translation context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fields, 

emphasizes on different points and covers the effect of context factors in translation, the effect of context 

in word and text translation, the effect of context in the fields of translation process, translation teaching, 

machin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remark, translation standard, and the effect of translation context. At 

present, there is neither enough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context, nor enough attention,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in the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context. Now the effects of translation 

context should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in order that the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context can be 

described, explained and applied i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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