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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英汉互译中言语转换的认知研究
 吴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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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英汉互译的需求日益增大。语言的转换不仅是词汇和语法的简单替换，更是深
刻的认知过程。本文探讨了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英汉互译中言语转换的认知机制，分析了互联网对语言结构、文化差异及认知
过程的影响。通过对翻译过程中认知过程的深入剖析，揭示了语言转换中的隐性规律与影响因素，为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应
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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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全球化的背景
下，英汉互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随
着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语言的转换已不再局限
于简单的语法与词汇对照，而是涉及到更为复杂
的认知过程。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语言的表达
形式日益多样化，网络用语和新兴词汇的频繁涌
现，使得传统的翻译方法往往难以应对。翻译不
再是单纯的字面意义转换，而是需要考虑到文化
差异、语境依赖及翻译者认知能力的因素 [1]。本
文旨在探讨在这一背景下，英汉互译过程中言语
转换的认知机制，分析互联网对语言结构、文化
背景以及翻译策略的影响，进一步为翻译实践提
供理论支持与应用指导。通过对翻译认知过程的
深入研究，希望能够为翻译者提供更多操作性强、
针对性的策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日新月异的翻
译需求。

一、英汉互译中的认知理论框架

认 知 翻 译 学 派（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从心智活动的角度出发，将翻译行为视
为一个认知加工过程，强调翻译远非机械的语言
符号转换，而是个体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复杂心

理决策与信息处理。这一学派认为，翻译者在面
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时，不仅需要感知和理解外
部信息，还必须对信息进行组织、加工、再生产，
以达到准确、流畅的表达。翻译者在这一过程中
所展现出的认知能力，决定了他们如何理解、处
理并最终呈现文本的意义。认知翻译学派突出了
翻译者的认知系统对翻译结果的深刻影响，尤其
是翻译者如何在处理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时，
灵活运用他们的心智资源，以作出最合适的决策。
因此，翻译不再仅仅是字词的对应，而是一个涉
及信息重构与认知加工的动态过程。

在英汉互译的实际应用中，语言的认知差异
在两种语言的语法、词汇和语境上差异突出。
英语与汉语在句法结构、词汇选择以及表达方式
上存在显著的不同，这就使得翻译者在进行翻译
时，必须通过灵活的认知调整来适应这种差异。
例如，英语中可能依赖较为简洁的结构来传达信
息，而汉语往往需要更多的背景信息来使意思完
整表达。这种语言差异不仅要求翻译者具备对语
言形式的掌握，更需要他们深入理解背后的文化
背景和语境差异 [2]。翻译者的认知负担通常较大，
因为他们不仅要处理单纯的语言符号，还要考虑
文化差异、交际意图以及语境的具体要求。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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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翻译成为一个高度个性化、情境驱动的活动，
翻译者在此过程中不断调整其认知策略，以实现
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有效沟通。翻译者的思
维与判断力，往往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形成
其翻译的最终形式，且这种翻译行为在认知层面
是一个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过程。

二、互联网时代对英汉互译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英汉互译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语言结构、语境依赖性以及文化
差异等因素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变得愈发复杂，翻
译者必须在这些变革中调整认知策略，才能精准
传达信息。以下将详细探讨互联网时代对英汉互
译的具体影响。

（一）语言结构的变化
互联网时代对英汉互译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语

言结构的变化。随着全球网络的迅速发展，尤其
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英语中大量新词汇和短语层
出不穷。这些词汇和短语往往带有特定的语境或
情感色彩，翻译者在面对这些词汇时，无法仅凭
字面意义进行翻译。以“hashtag”为例，虽然这
一词汇的字面意思是“井号标签”，但其背后承
载的是一种社交媒体互动的文化符号。在中文环
境中，这一概念常常被译为“话题标签”或“标签”，
这种翻译策略不仅反映了其字面意义，还考虑了
其在网络语境中的功能和情感色彩。更进一步，
随着电子商务、即时通讯和在线媒体的蓬勃发展，
英语中许多新兴的网络用语，如“influencer”（影
响者）和“clickbait”（诱饵标题）等，都给英汉
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要求翻译者不断调整
自己的语言结构，使其既能反映源语言的语义，
又能契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形成灵活、顺畅
的翻译结果。

（二）语境的依赖性
互联网时代对英汉互译的影响体现在语境的

依赖性上。在信息传播越来越即时和多样的背景
下，翻译者不得不面对瞬息万变的语境。互联网
中的信息涵盖了各个领域，从日常交流到高度专
业的技术文献，翻译的挑战往往不仅仅局限于语
言本身，更多的是如何精准地捕捉和传递信息的
语境。语言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发生变
化，这要求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够灵活调整
自己的认知策略，做到既尊重原文的语境，也兼
顾目标语言的表达特点。比如，在口语化的网
络对话中，英语中的“lol”可能代表“laugh out 
loud”，它的含义是轻松幽默的语气，在汉语中
通常可译为“笑死我了”或直接使用“哈哈”。
然而，若在专业文章或正式报告中出现类似的缩
略语，翻译者可能就需要依靠更为正式的表达，
避免失去语境的严肃性和准确性。认知科学研究
表明，语境对翻译决策的影响不容小觑。翻译者
需要时刻调动自己的认知资源，准确把握每个词
汇和短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

（三）文化差异的挑战
文化差异的挑战在互联网时代对英汉互译的

影响中也愈加凸显。英汉两种语言背后承载着截
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互联网作为全球文化交流的
重要平台，不仅加速了信息的流动，也加剧了文
化差异的碰撞。在面对这些文化差异时，翻译者
不仅要具备语言能力，还需要有深刻的文化认知。
例如，英语中的“black Friday”在美国文化中是
一个涉及感恩节后的购物狂欢的节日，而在汉语
中并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或节日。因此，翻译时
往往需要对其进行适当的文化转换，可能会译为
“感恩节后的购物狂欢节”，或通过解释性翻译
向目标语言的读者传递这一概念。认知理论指出，
翻译者的文化认知背景会直接影响其翻译策略的
选择。在面对文化差异时，翻译者应具备敏锐的
文化意识，适时运用各种翻译技巧，确保译文既
能准确传递原文信息，又能尊重目标语言文化的
接受度和理解习惯。互联网时代使得跨文化交流
愈加频繁，翻译者需要通过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来
弥合两种语言之间的差距，使翻译作品更具文化
适应性和可读性。

三、英汉互译中言语转换的认知策略

在英汉互译过程中，翻译者常常采取不同的
认知策略，以达到准确传达原文信息的目的。以
下是几种常见的认知策略：

（一）等效翻译
等效翻译作为翻译策略之一，核心目的是在

不失原文意义的基础上，将信息尽可能忠实地转
化为目标语言，使得读者在理解过程中感受到与
源语言读者类似的效果。这一策略，尤其适用于
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文化背景相近、语言结构
相似的情况下，它能够通过简单的词汇替换或句
法调整，使得翻译尽量贴合原文，不需要过多的
加工或解释 [3]。例如，英文词汇“e-mail”在中
文中几乎没有其他翻译形式，其直接转换为“电
子邮件”便是典型的等效翻译。这样的翻译不仅
省去了多余的思考和转换，也大大减少了翻译过
程中的认知负担，尤其是在面对大量专业或日常
词汇时，可以使翻译工作更高效、流畅。然而，
等效翻译的使用必须建立在对原文语言特点和文
化内涵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翻译者若轻率地将
每个词汇直译，而忽略了文化语境中的细微差
别，可能会导致误译或不自然的译文。例如，虽
然“computer”翻译成“计算机”无可厚非，但
在一些特定语境下，如果使用“电脑”一词，
可能会让读者产生更亲切、更易接受的感觉。因
此，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应依据语言环境和受
众需求判断是否采用等效翻译。在互联网时代，
新的网络用语层出不穷，词汇更新速度极快，翻
译者需要特别注意是否有新的等效表达方式应运
而生，保持对这些新兴词汇的敏感性。例如，许
多从英语引入的社交媒体词汇，如“hashtag”在
中文中逐渐被翻译为“话题标签”，这类词汇在
语言的转化中并没有增加额外的认知负担，也能
让目标语言的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此，翻
译者在使用等效翻译时，不仅要兼顾原文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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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流畅性，还需关注目标语言的语言习惯、文
化背景以及读者的接受度。通过灵活运用等效翻
译，翻译者可以有效简化翻译难度，同时保留
信息的完整性和自然性。这种策略特别适合在
信息快速传播、语境常变的互联网语境中应用，
有助于提升翻译的精准度和传达效果。

（二）意译策略
意译策略的核心在于根据目标语言的文化

语境和语言习惯，灵活调整原文的表达方式，
而不是局限于逐字逐句的翻译。这一策略强调
传递信息的本质而非形式上的精确重现，因此，
它对语言的创造性要求较高，翻译者需要充分
理解原文的背景和语境，同时具备敏锐的语言
感觉。例如，在互联网时代，许多表达方式深
受网络文化影响，尤其是那些具有高度语境依
赖的术语或词组，若仅依靠直译，往往会导致
信息传达的偏差或语法上的不自然。例如，英
文中常见的“break the internet”若翻译为“打
破互联网”会显得过于生硬，失去原意的活
力，而通过意译策略，将其转换为“引爆网络”
或“掀起网络热潮”，不仅能更好地传递原文
的动感与情感，也更符合中文的语感和表达习
惯。意译策略之所以在互联网背景下尤为重要，
是因为现代网络语言往往充满了创新性和个性
化，其表达的意义往往是流动的，随时可能因
为使用者、平台或语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为
了避免死板的翻译，翻译者需要具备足够的语
言灵活性和文化敏感性，以便更好地理解信息
传达的真正意图，而不是拘泥于表面字句的准
确性。此外，意译策略也有助于解决语言结构
差异带来的翻译难题。英文中诸如“streaming 
services”一类短语，如果按照字面翻译为“流
媒体服务”，虽然能传达大致意思，但并不能
完全展现其在中文语境中的广泛认知度和自然
度，因此，更合适的翻译方式是“在线播放平台”。
在此过程中，翻译者不仅要考虑语言层面的传
递，更要关注目标语言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这要求翻译者具有较高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理
解力，并能够灵活调节自己的翻译策略以适应
不同的文本类型和受众需求。总的来说，意译
策略在互联网时代的翻译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
用，它不仅帮助翻译者突破语言和文化的屏障，
更为信息的准确传递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
因此，在实际翻译操作中，翻译者应当时刻保
持对语境的敏感，避免生搬硬套原文的字面意
义，力求以目标语言读者为中心，确保信息传
递的顺畅和自然。

（三）增译与减译
增译与减译作为翻译中常见的策略，实质

上是根据不同语言的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对信
息进行灵活调整的手段。英语通常偏向简洁直
白的表达方式，而汉语则常常需要通过补充细
节或背景信息来实现更清晰、完整的意思。特
别是在英汉互译过程中，英语的高效性和汉语
的表达冗余性之间常常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
异不仅仅体现在语法结构上，更源于两种语言

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因此，翻译
者的认知能力，尤其是对信息背景和细节的敏
感度，直接决定了增译与减译策略的实施效
果。增译的作用通常是为了弥补原文中缺失的
文化信息或语境背景。例如，英语中的“public 
transport”翻译成汉语时，若直接译为“公共交
通”，可能无法清楚传达出当地的具体交通系
统，这时可以适当增译为“公共交通系统”，
这样不仅使表达更为完整，也帮助读者更好地
理解。相对地，减译则是为了避免过多信息的
堆砌，确保译文简洁而不失要义。在一些表达
上，英语往往通过一个词汇便涵盖了多个概念，
而汉语的表达则可能需要长篇幅的句子来描绘
完整的画面。例如，“a six-year-old girl”在汉
语中可以简化为“六岁女孩”，删去了“a”这
一不必要的冠词，翻译中依然能够准确传达信
息，同时保持语言的简洁性与流畅性。在实践中，
翻译者要深刻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言结
构、文化差异和语境要求，在保证信息传递准
确性的基础上，灵活地选择何时增译，何时减
译。增译与减译并非随意的插补或删减，而是
基于语言与文化的特性、语境的需要来做出精
心的调整，这样才能使译文既符合目标语言的
表达习惯，又准确传递原文的核心思想。因此，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需要保持高度的敏
感性，时刻关注语境变化，避免机械地遵循源
语言的形式，而是要注重语言的流畅度、可读
性和信息的完整性。

四、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英汉互译不仅仅
是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更是认知、文化与语
境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过程。在翻译过程中，
翻译者需要具备敏锐的认知能力，能够在信息
丰富且不断变化的语境中做出最合适的翻译决
策。通过深入分析认知翻译机制和互联网对翻
译的影响，本文为理解和优化英汉互译提供了
新的视角，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策略
与方法。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技术
的不断进步，翻译的认知研究将更加注重机器
与人的协同翻译机制，探索智能化翻译中语言
转换的认知特点，进一步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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