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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陈科芳的《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一书出版之际，我很高兴能为此书写序。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以《红楼梦》及其两个英文译本为对象，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手法，在
分析整合语用学原理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机制，并且应用这个语用推理机制
来描述翻译现象、尤其是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现象，最后提出一个多元的描述性翻译过程框架。
这个框架能比较客观地解释翻译过程，回答译者主体地位的确定性、读者分析法的必要性、多元译本
存在的合理性等问题。
　　本书创新之处主要有：　　一、根据语用学的三大原则提出了基于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机制，指
出语用学原理整体体现为关联过程，该过程以合作原则为前提，并受制于礼貌等种种因素，从而将语
用学的三大原则整合起来，超越了以往用单个原则来解释会话含义的推导模式。
　　二、提出了基于语用推理机制的翻译过程框架，将翻译视为一种语境关联搜寻过程，从认知推理
的角度对翻译问题进行了精当的描述与解释，并对文化、诗学、译者、读者等诸种概念进行了糅合，
照顾到了文学翻译的艺术性、特殊性、变异性等特征的需要，从而构建了一个多元、动态的框架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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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以《红楼梦》及其两个英文译本为对象，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
手法，在分析整合语用学原理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机制，并且应用这个语用
推理机制来描述翻译现象、尤其是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现象，最后提出一个多元的描述性翻译过程框
架。
这个框架能比较客观地解释翻译过程，回答译者主体地位的确定性、读者分析法的必要性、多元译本
存在的合理性等问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

作者简介

　　陈科芳，女，浙江诸暨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浙江师范夫学外事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浙江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理事，全国翻译院
系联席会议常务理事。
主持校级教学团队、校级特色专专业校级重点建设教材等，主持浙江省哲社规划课题一项，省新世纪
教改项目一项，省精品课程一项。
在《中国翻译》、《外语界》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主编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一部，该教材被教育部评为2009年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担任一套本科翻译专业系列教程的总主编。
2008年入选浙江师范大学校级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09年获得浙江省教坛新秀称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

书籍目录

0 引言0.1 写作缘起0.2 文献综述0.3 论文布局0.4 创新之处0.5 研究方法0.6 研究目标0.7 术语使用0.8 研究
意义1 基于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机制1.1 语用学的解释力1.2 意义和语境1.2.1 意义1.2.1.1 区分语义学的意
义和语用学的意义1.2.1.2 区分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1.2.1.3 会话含义1.2.2 语境1.3 合作原则1.3.1 合作原则
的四准则1.3.2 合作原则的遵守与违反1.3.3 合作原则的不足1.4 礼貌原则1.4.1 礼貌原则的基本观点1.4.2 
礼貌原则的不足1.4.3 面子保全论1.4.4 汉英礼貌的不同1.5 关联理论1.5.1 关联理论的基本观点1.5.1.1 关联
的地位1.5.1.2 关联与语境1.5.1.3 强关联与弱关联1.5.1.4 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1.5.1.5 最大关联性和最佳关
联性1.5.2 关联理论与合作原则1.5.3 关联理论的不足1.6 基于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机制1.6.1 语用推理机
制的必要性1.6.2 语用学原理整体体现为关联1.6.2.1 关联理论的重要性举偶1.6.2.2 搜寻最佳关联的语用
推理机制2 语用与翻译的“关联”2.1 语用与翻译的“关联”2.1.1 都涉及语言的使用问题2.1.2 都是交际
活动2.1.3 都涉及认知问题2.1.4 翻译有个语用层次问题2.1.5 语用学可以解释翻译中的文化问题2.2 语用
·翻译·修辞格·《红楼梦》2.2.1 语用与翻译2.2.2 语用与修辞格2.2.2.1 具有渊源2.2.2.2 都是对含义的
研究2.2.2.3 都属句子和句子以上层面2.2.2.4 都具有趣味性2.2.3 翻译与《红楼梦》2.2.4 翻译与修辞
格2.2.5 修辞格与《红楼梦》2.2.6 歇后语、委婉语、仿词3 合作-歇后语的构造和翻译3.1 歇后语的定
义3.2 歇后语的英译名3.3 《红楼梦》的歇后语3.4 合作原则与歇后语的构造3.4.1 违反质的准则3.4.2 违反
量的原则3.4.3 违反方式准则3.5 合作原则与歇后语的翻译3.5.1 《红楼梦》歇后语数据分析3.5.2 合作原
则与歇后语的翻译3.5.2.1 不违反合作原则的歇后语的翻译3.5.2.2 违反质的准则的歇后语的翻译3.5.2.2.1 
误译3.5.2.2.2 意译3.5.2.2.3 套译3.5.2.2.4 改译3.5.2.3 违反量的准则的歇后语的翻译3.5.2.3.1 量少了的例
子3.5.2.3.2 量多了的例子3.5.2.4 违反方式准则的歇后语的翻译3.6 本章小结4 礼貌-委婉语的构造和翻
译4.1 委婉语的重要性4.2 《红楼梦》中的委婉语4.3 礼貌原则与委婉语的构造和使用4.3.1 委婉语与禁忌
语4.3.2 距离原则和相关原则4.3.3 委婉语是礼貌和合作的矛盾统一体4.3.3.1 委婉语与礼貌的关联4.3.3.2 
委婉语与合作的关联4.3.3.2.1 违反质的准则的委婉语4.3.3.2.2 违反量的准则的委婉语4.3.3.2.3 违反关联准
则的委婉语4.3.3.2.4 违反方式准则的委婉语4.4 礼貌原则与委婉语的翻译4.4.1 委婉语的理解4.4.2 《红楼
梦》十个单字死亡委婉语的翻译4.4.3 从礼貌的角度解析《红楼梦》十个死亡委婉语的翻译4.4.3.1 礼貌
需要的不同4.4.3.2 礼貌策略的不同4.4.4 礼貌原则对委婉语翻译的启示4.5 本章小结5 关联-仿词的构造和
翻译5.1 关联理论与仿词的构造5.1.1 仿词的定义5.1.2 仿词的分类5.1.2.1 严仿5.1.2.1.1 音仿5.1.2.1.2 类仿和
反仿5.1.2.1.3 合仿5.1.2.1.4 形仿5.1.2.2 宽仿5.1.3 仿词的反向关联5.1.4 仿词与语境5.1.5 关联理论与仿词的
构造示意图5.2 关联理论与仿词的翻译5.2.1 关联理论与仿词的翻译示意图5.2.2 语境与仿词的翻译5.2.3 
仿词的翻译与译者的策略5.2.4 仿词翻译中的最佳关联度5.2.5 《红楼梦》仿词翻译实例5.3 本章小结6 翻
译中影响语用策略选择的因素6.1 文化因素6.1.1 文化词语和文化语境6.1.1.1 文化负载词词义的确
定6.1.1.2 文化词汇的空缺6.1.1.3 文化不可译性的限度6.1.2 翻译中的文化研究6.1.2.1 翻译中的文化转
向6.1.2.2 文化的融合6.1.2.3 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6.2 诗学因素6.2.1 诗学=风格6.2.2 诗学=反常6.2.3 保持诗
学特征6.3 译者因素6.3.1 译者的作用6.3.2 译者的权力6.3.3 译者的目的6.3.4 译者本身因素6.3.4.1 译者的
理解能力6.3.4.2 译者的表达能力6.3.4.3 译者的工作条件、工作态度等6.4 读者因素6.5 翻译语用策略的选
择6.6 本章小结7 基于语用学原理的翻译过程框架7.1 基于语用学原理的翻译过程框架的提出7.2 基于语
用学原理的翻译过程框架的描述7.3 基于语用学原理的翻译过程框架的特征7.3.1 多元的系统7.3.2 描述
性的框架7.3.3 动态的平衡7.3.4 主体的译者7.3.5 整体性的翻译单位7.4 本章小结8 结语8.1 译者主体性地
位的确立8.2 多元译本存在的合理性8.3 读者分析法的必要性8.4 基于语用推理机制的翻译过程框架的局
限性附录1：《红楼梦》歇后语详表附录2：《红楼梦》十个单字死亡委婉语详表附录3：《红楼梦》中
仿词的分类和翻译参考文献专家评语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

章节摘录

　　其次是关联理论对人在推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强调不够，而人的主体性对关联理论中一个极度重要
的命题——最佳关联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关联理论从人的认知结构探讨了人的主体性对认知推理过程的影响，但是却忽略了人的其他因素
，如参与交际活动的人的目的、信仰体系、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等主观因素。
　　另外，关联理论有把语用学简单化的倾向。
虽然关联理论通过抽象化处理，从认知的高度上把语言交际活动定性为“作为主体的人在交际过程中
一定语境下意义的互显”，不仅非常具有解释力，而且囊括了人际会话中的所有重要特征，避免了很
多具体原则的“互相倾轧”，但是，“关联理论在提出抽象原则的同时，忽略了事物共性与特性之间
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张亚非，1992），把问题绝对化简单化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单一理论能具有无所不能的解释力。
故关联理论难免有漏洞缺陷，难免陷于被攻击被质疑和试图反攻击反质疑的“口水战”中。
　　1.6 基于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机制　　根据我们以上对于语用学至关重要的几大原则的探讨，笔者
试探性地然而又大胆地提出一个“基于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机制”。
我们认为，语用学原理整体体现为关联，其余的原则可以作为补充，共同帮助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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