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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口译思维过程所涉及的非线性概念化运作有助于语言范畴、交际范畴与经验范畴之间固有防线的
打通，口译在线认知中蕴含的复杂概念整合之所以产生强大的系统作用，实质上是意义协商所表征的
概念化协同力量。
《口译思维过程的意义协商模式》以系统科学的自组织运动机理为整体观照，以概念整合理论为出发
点，考察口译思维过程不易察觉的概念化认知。
在研究方法上践行多元定性理念，理论思辨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通过多方观察取证、变量赋值、范
畴分类和假设检验，充分揭示操纵口译思维认知的意义协商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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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谌莉文，博士，副教授，先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围
语大学英语学院，分别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为宁波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常任研究员、宁波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
语言文学以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硕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方向为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承担各级科研项目十余项，近年来在《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
语教学》、《处语电化教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商务英语教材一部、译著一部，
主编英文文集一部，参编出版英汉双语词典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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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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