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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思维过程的意义协商模式》

内容概要

谌莉文的《口译思维过程的意义协商模式》的主题是剖析口译思维过程的认知构建，主要内容关涉口
译思维理解、思维推进和思维重构的认知原则和认知机制，研究方法上采用理论思辨与实证分析相结
合的多元定性研究路径，旨在揭示口译发生时的思维运作玄机，为优化口译培训与社会服务提供客观
依据。
    口译思维过程指口译发生时的后台认知，聚焦正式会议交替传译(以下统称口译)所涉及译员大脑思
维过程的心智运作；意义协商亦称概念化协同运作，指口译心智运作的特殊意义构建，表征为涉及一
系列复杂输入维度的概念整合思维。《口译思维过程的意义协商模式》试图说明，通过意义协商机制
运作，译员将动态感知的语言信息和交际信息与长时记忆中的经验信息不断进行在线整合，获得一连
串思维顿悟。
    截至目前，大多数针对口译思维过程的研究(如信息加工、脑神经、认知心理等)都是围绕口译程序
的串行加工进行反复论证，而对于语言信息处理、记忆分析以及意图实现之间的概念接口与概念化方
式尚缺乏系统描写，口译思维过程所蕴涵的认知本质扑朔迷离。本研究以系统科学的自组织运动机理
为整体观照，以福柯尼耶(Fauconnier，1997)、福柯尼耶和特纳(Fauconnier&Turner，1996，2002)提出的
概念整合理论为视点，结合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及认知科学中描写言语交际的基本原理，采用理
论模式探讨与实据论证相结合的办法，考察口译思维过程中不易察觉的概念化表征，并在此基础上力
图构建围绕意义协商机制运作的口译思维过程认知模式。
    本书旨在揭示系统与要素以及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具有解释性和可操作性的口译认知运作
模式，从概念层面把握口译思维过程的意义构建。基本理论假设是，口译思维过程通过体现人类高度
复杂经验认知的概念化系统得到表征，其心智运作绝不是简单和笼统的输入一输出机制，而是以动态
、开放、立体的思维主体意义协商运作为核心机制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意义构建，体现为独特的概念
整合思维流程，且通过三阶合成运作得到表征。口译思维流程以心智空间为基本认知单位，涉及源语
空间、感知空间、关联空间、语境空间、理解空间、记忆空间和译人语空间的概念合成运作，输入维
度涵盖语言、交际和经验三类相互关联的范畴层级，通过意义协商，不断进行合成运作，在合成空间
出现一系列概念突显。三个互为关联的理论假说可以用来说明这一认知框架，它们分别是：前知识突
显假说、双重语境连通假说和言效契合假说。本书试图说明，意义协商作为口译思维过程的基本运作
机制，贯穿思维理解、思维推进和思维重构等一系列认知程序，在双重语境连通的持续运作下，前知
识结构得到不断更新发展，最终实现言效契合的认知目标。
    第一，前知识突显假说。前知识突显指长时记忆中程序化的知识结构，在口译现场条件下被瞬间激
活并迅速融人工作记忆，通过跨空间映射和合成运作，形成概念压缩。前知识突显是意义协商的基本
概念化方式，作为不同级阶概念整合的动因与成果，贯穿口译思维过程。核心论点是：首先，前知识
并非仅是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存在于口译思维的任何阶段并活跃于口译思维网络的动态意义单位。
其次，前知识突显与主体性运作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和相互激活的关系。最后，前知识运作主要通过文
化视角、语言结构与话语风格的激活与相关合成运作，促成新的概念突显。由于意义协商运作，贯穿
口译认知过程的知识结构具有动态发展的概念特性。
    第二，双重语境连通假说。双重语境连通指调出各类相关社会脚本参与口译在线认知的概念化过程
，其中在场概念(主要包括语言、技术与情景框架)与不在场概念(主要包括社会文化、情感与趋势框
架)的激活连通是产生系统整体效应的理据。口译语境认知构建的认知理据是双重语境连通，其运作方
式形成口译意义协商机制运作的重要概念化表征，说明口译语境既不是外在的物质现实，也并不是内
在的心理反映，而是通过双重语境连通得到表征的系统构建。因此，口译语境随着口译认知发展而不
断变化，通过概念化运作，成为推动口译思维进程的动态意义构建。
    第三，言效契合假说。口译交际的目标是致力于不同认知主体的视阈融合，即言效契合。言效契合
突显了口译言语行为认知中的主体间性意识。强调不同口译主体间的交流互动是形成空间关联的重要
理据。口译言语行为是非线性的、非静态的、超语言的意义协商概念合成，言效契合得益于源语发言
意图在译员思维产生的言后效果(概念突显)和主体间性运作的成果(概念突显)之间的跨空间映射以及
连续性合成运作。主体间性体现了口译概念整合过程中意义协商机制运作的理据，其概念化方式不仅
提高口译概念整合的效率，而且对实现言效契合的口译目标产生积极影响。
    为完成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的双重任务，本书基于帕奇哈克(Pochhacker，2004)所提倡的多元定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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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路线，遵循“确定目标一提出方案一建立模型一分析结果一综合评价”的系统论证过程。
    通过演绎推理，确认“口译思维过程是不同心理现实进行意义协商的概念整合，其认知路径遵循口
译思维流程意义协商原则”这一基本假设，并将围绕该假设的一系列论证作为具体研究目标。
    研究方案包括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在理论探讨部分，主要以近年国际会议口译的音视频材料为观
察语料，以当代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为视点，结合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以及系统科学的整体
思维方式，进行自下而上式探讨，从口译思维过程的语言观、心智观和整合观三方面论证口译思维过
程的概念体系。
    理论模型建立在对口译思维过程概念体系进行论证的基础上，并以认知语言学有关心智空间和概念
整合的核心论说为立论框架，提出口译思维过程的意义协商原则，进而推导口译思维过程的三阶合成
意义协商模式的结构性架构。
    为完成模式构建并检验其效度，本书从第六章开始，围绕意义协商原则，设计实证研究方案，对先
前提出的研究预测进行深度检验，通过仿真实验，建立可行l生实证数据库，比较相关概念化方式对口
译意义构建过程的影响。
    数据分析主要围绕模式检验展开，首先采用变量赋值的办法，科学量化关涉语言与思维操作的相关
变量，然后开展实验、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多元数据分析，针对职业译员、受训口译人员和非职业受
训人员等被试组别的所有口译现场样本，进行意义协商范畴分类。为便于验证，赋予影响口译思维过
程认知结构的要素权重，并将变量代入结构模式，通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假设检
验。
    最后对所获得的结果进行评价，讨论各变量在口译概念整合不同阶段的作用、相互关系和不同变化
，综合评价模式建构的优化与变量确定的合理性，补充和完善理论假设，推论本研究的结论。
    总体而言，本书主要针对口译心智运作的概念化本质，将口译思维过程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构建纳入
意义协商框架进行考察。通过一系列努力，口译思维过程中一些长久没有明确解答的关键问题在一个
系统的概念化框架下得以明晰，针对不同范畴群体的思维轮廓得以勾勒，隐匿于口译思维过程背后的
复杂意义构建逐步被揭示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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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假设第四节 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第五节 本研究的框架布局第二章 口译思维过程研究概况第一节 引
言第二节 国内外口译思维过程研究回顾一 国外相关研究二 国内相关研究三 小结第三节 口译思维过程
模式研究一 翻译过程描写模式二 多任务处理模式三 多元运作模式四 小结第四节 口译思维过程研究方
法论一 目前尚存在的问题二 本研究的解决办法第五节 结语第三章 口译思维过程的概念体系第一节 引
言第二节 口译思维过程的语言观一 开放系统视角的语言游戏二 口译思维过程参与规则第三节 口译思
维过程的心智观一 心智与概念二 口译思维过程的主体间性三 关联与口译第四节 口译思维过程的整合
观一 渗透于人类心智体验的概念整合二 概念整合理论对解释口译思维过程的不足三 口译概念整合思
维第五节 结语第四章 口译思维过程的操纵表征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口译概念整合中的意义协商一 概念
整合：组构、压缩、优化二 意义协商原则第三节 口译思维过程的认知单位一 源语空间及其成分表征
二 感知空间及其成分表征三 关联空间及其成分表征四 语境空间及其成分表征五 理解空间及其成分表
征六 记忆空间及其成分表征七译入语空间及其成分表征第四节 口译概念化网络的输入维度一 语言维
度二 交际维度三 经验维度第五节 结语第五章 模式推导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口译思维过程的系统运动机
理一 整体性、相关性和目的性二 口译概念整合自组织运动第三节 口译认知运作的模式表征一 系统指
导原则二 三阶合成运作第四节 基本理论假说一 前知识突显假说二 双重语境连通假说三 言效契合假说
第五节 研究问题与初步预测第六节 结语第六章 考察设计及变量赋值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研究样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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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第四节 假设、数据处理及变量描写一 假设形成二 数据处理三 变量描述第五节 变量赋值及假设检
验一 变量赋值二 假设检验第六节 结语第七章 意义协商对口译能力和绩效的影响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赋
值结果以及样本的概念化分类一 对数据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二 描述性特征与范畴类型第三节 前知识突
显对口译能力和绩效的影响一 信息实现值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二 对假设1和假设2的讨论第四节 语境
构建对口译能力和绩效的影响一 环境值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二 对假设3和假设4的讨论第五节 主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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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小结第八章 结果阐释：架构、方式与类型取向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口译思维过程的意义构建一 对
总体架构的论证二 口译思维过程的制约原则第三节 考察结果对口译概念整合思维的解释力一 结构要
素与概念化运作二 功能要素与概念化运作第四节 认知分类：讨论与启示第五节 结语第九章 总结第一
节 本书的主要内涵陈述及研究结论第二节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一 理论意义二 实践意义第三
节 本研究的局限性第四节 对后续研究的建议附录一 口译实验中部分源语文本附录二 口译实验中部分
录音转写样本附录三 环境访谈结果录人表例附录四 主体性策略调查表附录五 国内口译研究文献数据
统计参考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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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能力--因变量，能力变量描述译员的后台认知中关涉口译认知思维的各类影响因素，从中获得对
其进行概念整合思维的意义协商综合能力。在口译思维过程中，口译能力与思维主体长时记忆中的前
知识及其在口译概念整合认知中的突显运作有关，并受口译双重语境连通的持续影响，且在不同思维
主体间的互动对话的介入下得到加强。在以上概念化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口译思维网络中丰富的输入
要素（结构的、语言的、交际的）进行跨空间合成运作，持续发生意义协商。　　口译概念能力与表
征三阶合成运作流程的意义协商机制运作有关，涉及思维理解、记忆推进和重构产出。每个阶段所表
征的认知能力均以意义协商机制运作为核心。其中，思维理解从源语感知范畴的前知识概念突显到理
解范畴出现新生意义结构，再经过多次合成，不断形成新的意义结构，一直到译入语思维表征，涉及
一系列前知识结构的认知发展。记忆推进则指经过口译语境的在场概念与不在场概念的在线连通，后
者不断融人前者的框架组织，连接理解、记忆和重构等口译程序，这使得思维运作得到不断推进。重
构产出指译员主体、源语发言方以及译入语听众在认知互明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交流取得认知共识的
能力，并使源语意图在译人语听众产生一个接近源语对象的言后效果。那么，口译能力就是该认知流
程中意义协商机制的概念化表征能力，主要包括理解记忆和重构产出两个认知模块。涉及感知、理解
、记忆和重构产出等一系列认知目标，是语篇、环境和认知主体性的互动介入不断进行概念合成的成
果。　　绩效--因变量，描述口译思维中意义协商的执行效果，通过口译成功或失败来衡量。宏观上
说，绩效是口译思维理解、口译思维推进和口译思维重构三阶合成认知运作的集中反映，评估内容以
口译认知输入维度为参照标准。口译的成败划分为以下几个范畴：经验内容，即口译在时空关系、情
感、历史文化、话语风格等方面的传递效果；语言表达，即口译在用词、句型、语篇、语流等符号层
面的表达效果；交际意图，即口译在言语行为实施、源语意图传承、译入语听众接收与反应等方面所
达到的交际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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