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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意象、跨语映射与中国政治隐喻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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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隐喻是政治主体通过隐喻思维对政治现实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的重要手段。 隐喻翻译是关涉语言与语境、

经验与现实、文化与文本、生理与心理,基于“二次相似性”的复杂的认知推理加工和隐喻意象跨语转化过程。 在不同映

射关系和条件下,党的二十大报告运用“意象共享、认知等效的直译和回译”“意象兼容、认知近效的套译”“认知填白、意

象明示的直译(加注)”“意象归位、认知纠偏的释译”“语境启动、认知连贯的增译”“意象整合、认知减负的省译”等英译

方法,以实现中国政治隐喻认知意象的跨语精准转化,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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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隐喻意象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成分之一,是指人在某物不在场的情况下,依旧能够获得

其印象的一种认知能力,是头脑构思情景的不同方式。” (Langacker,1987:110;王寅,2006:
173;文旭,1999:36)人类利用这种先在体验的前语言结构,激发隐喻的跨域映射,从而实现

从熟悉的“能喻”到陌生的“所喻”之间的跨域桥接和认知推理,形形色色的隐喻意象构成

了我们对经验世界最基本的认知。 “政治的世界是复杂且充满价值观的,无论在认知上还

是在感知上都远离人们即刻的日常经验。” ( Thompson,1996:185)政治隐喻包含政治主体

对政治价值的判断,通过将政治概念与大众经验世界的先在知识联系在一起,帮助受喻者

进行信息筛选和现实重组,用特定的认知框架和概念结构去理解那些抽象复杂的政治议

题,从而为推动重大的政治议程奠定广泛的民意和舆论基础。 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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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治治病”“打虎、拍蝇、猎狐”等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政治隐喻,规避了生硬的政治说

教,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号召力、传播力,分别在红军长征、解放战争、改革开放、作风建设、
反腐倡廉等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 政治隐喻是政

治话语的利器,“帮助政治家们创建一个隐喻性的现实,成为政治行动的许可证” (贺梦依,
2021:49)。

1　 隐喻翻译与认知意象的跨语映射

隐喻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人类跨越不同语言社区进行认知推理的经验连贯性,使

得隐喻的翻译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隐喻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中,不同的文化总是以

不尽相同的方式组织概念和创造符号,隐喻的意义具有语境依存性和文化限定性特点。 隐

喻的翻译不单是不同语言社区的语符匹配,更是不同经验结构、不同概念系统间的跨语映

射,需要译者通过认知努力,分析源文认知空间中基于“相似性”的喻体(源喻)和本体(靶

喻)的映射关系和映射条件,结合认知语境的转换,将经过识解后的“译出语隐喻的喻体意

象”进行映射转述和概念重构,在译入语空间重新语境化、范畴化、概念化,进而生成“译入

语认知意象”。 “我们完全可以把跨语言的隐喻喻体的意象‘映射’作为检验隐喻翻译恰当

与否的衡量标准。”(刘法公,2007:48)
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mby,2001:212)指出:“研究隐喻翻译过程中的心理表征和认

知加工机制应首先考虑隐喻的分类。”达古特(Dagut,1976:29)根据不同文化对认知意象的

体验性,将隐喻分为“共享隐喻”和“非共享隐喻”两类,并指出“隐喻的可译性取决于译文

受喻者在多大程度上共享原文隐喻的文化经验和认知联想”。 夏弗纳( Schäffner,2004:
1223)依据不同文化间隐喻映射的重叠程度,将隐喻细分为普遍隐喻(universal

 

metaphor)、
文化重叠隐喻( cultural-overlapping

 

metaphor)、文化限定性隐喻( culture-specific
 

metaphor)
三类。

隐喻翻译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原文与译文之间认知意象的转换与再现。 曼德尔布利

(Mandelblit,1996:483-495)基于映射条件和认知意象的能动关系,提出“认知翻译假说”
(Cognitive

 

Translation
 

Hypothesis),指出当两种语言的隐喻意象存在 “ 相似映射条件”
(SMC),可以保留原喻或选择译入语等值的喻体进行套译;如果隐喻在原文与译入语存在

“不同映射条件”(DMC),则可以采取将隐喻转化非隐喻的翻译策略(如明喻、释义、加注、
删除等)。 肖家燕(2010:109)认为,“隐喻意象的转换方式应与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处

理模式相一致”,主要包括“文化移植”(通过直译和加注实现文化意象的显化和迁移)、“文

化归化”(即通过换喻法实现认知意象的本土化)、“文化虚化” (即通过省译或意译完成认

知意象的消减)三类。 图里(Toury,2012)则以喻体意象转化为规依,归纳出四种隐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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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译入语中译成“相同”隐喻(移植喻体)、“不同”隐喻(转化喻体)、非隐喻(舍弃

喻体)、零隐喻(在目标文本中彻底删除隐喻痕迹)。
隐喻是一种思维认知能力,文化传统、经验阅历、意识形态的差异等使得人们对同一隐

喻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 现有译论常将译文受众预设为合作的“普遍受众”,“理所当然地

认为这些普遍受众会自始至终地尽显‘善意’,将修辞者符合理性的论辩话语照单全收,尤
其在涉及意识形态的情况下” (陈小慰,2022:232)。 政治隐喻承载着施喻者的价值判断、
态度立场、利益诉求,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表态资源,政治隐喻的英译是概念映射的过程

 

,
更是态度映射的过程”(侯奕茜,2021:125)。 在研究政治隐喻的说服力时,马莱伊(Maalej,
2014:342)发现当受喻者遇到与自身认知框架相矛盾或冲突的隐喻意象时,会自动开启文

化过滤模式,导致隐喻的说服功能锐减。 因此,在政治隐喻英译的实证研究中,应综合考虑

语言变量(如隐喻类型、文本类型、上下文语境)以及非语言变量(如社会文化习俗、交际目

的、施喻者立场、受喻者的认知体验)等因素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022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向

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的报告(以下简称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继往开来,高屋建瓴,举旗定

向,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引全国各族人民迈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建设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使用的大量政治

隐喻,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思想,其准确英译对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

政治话语体系,让国际社会准确理解中国政治话语的核心价值理念意义深远。
本文以 China

 

Daily 官方平台发布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英全文版本为研究对象,通过

基于浏览器架构的专业语料对齐平台 Tmxmall 实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英文文本在句级

层面的语料对齐,采用 Pragglejaz
 

Group 的隐喻识别法(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MIP),依据跨域映射、语义张力等隐喻识别性特征,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隐喻关键词进

行了人工识别标记,结合原文语境排除非隐喻词项,共统计出党的二十大报告隐喻关键词

类符数为 273 个,形符数为 1138 个,利用语料库多语检索工具 CUC
 

Paraconc,加载经过标

记后的中英平行隐喻关键词语料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政治隐喻的认知意象跨语映射方式和译入语受喻者的认知效果,在达古特

“二分法”和 Schaffher“三分法”基础上,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政治隐喻分为四类———处

于交际双方“认知明区”、意象映射对等的“共享性隐喻” (即“我知你也知型隐喻”);处于

交际双方“认知互洽区”、意象映射相似的“兼容性隐喻” (即“喻指相同、喻体不同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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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由于译入语文化缺省,造成认知意象映射缺位,处于译入语受喻者“认知盲区”的“缺

省性隐喻”(即“我知你不知型隐喻”);由于交际双方修辞惯习、阅读偏好差异,处于原文施

喻者“修辞审美点”却处于译入语受众“认知疲劳区”的“同质叠加型隐喻”。 本文将结合党

的二十大报告四类政治隐喻的典型语例,探讨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下,中国特色政治隐喻

英译过程中认知意象跨语映射的不同对应关系,分析在不同的映射关系和映射条件下,原

文隐喻在译本中的英译方法及认知意象再现。

3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政治隐喻的英译

通过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不同跨语映射类型隐喻的英译方法和意象转化的实证分析

发现,对于认知意象共享、跨语映射对等的“共享性隐喻”,党的二十大报告翻译主要采用

直译和回译法,完成原文认知意象的等价迁移和追本溯源,从而实现认知等效;对于跨语映

射相似、认知意象兼容的“兼容性隐喻”,党的二十大报告翻译主要采用套译法进行换喻处

理,以实现原文隐喻认知意象的本土化和认知近效;对于映射缺位的“缺省性隐喻”,党的

二十大报告翻译创造性地采用了多样化的翻译策略以实现认知起效,包括认知填白、意象

明示的直译(加注),防止认知意象偏移甚至冲突的释译,语境启动以重构认知连贯的增

译;对于反复映射造成译入语受喻者认知疲劳的“同质叠加性隐喻”,党的二十大报告翻译

采用省译法对认知意象的同类项进行合并,以实现认知减负。
表 1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政治隐喻类型及英译方法和跨语意象转化

隐喻类型 跨语映射
模式

翻译
方法 翻译示例 英译中的

意象转化

共享性隐喻
对等映射

直译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Bluerskies,greener
 

mountains
 

and
 

cleaner
 

waters
意象保留
认知等效

回译
“黑天鹅”、“灰犀牛”事件:

“black
 

swan”
 

and
 

“gray
 

rhino”
 

events
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

意象溯源
认知等效

兼容性隐喻 相似映射 套译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corruption
 

that
 

occur
 

at
 

people’s
 

doorsteps
事业发展新天地:new

 

horizons
 

for
 

our
 

cause

意象归化
认知近效

缺省性隐喻 映射缺位

直译
(加注)

关键少数:leading
 

officials,
 

or
 

the
 

“key
 

few”
蝇贪:“ flies”

 

or
 

corrupt
 

low-ranking
 

officials
意象明示
认知填白

增译
保持历史耐心:

stay
 

patient
 

in
 

advanc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语境启动
认知连贯

释译
硬骨头要啃:tough

 

issues
 

to
 

be
 

addressed
不正之风:misconduct

意象归位
认知纠偏

同质叠加性
隐喻

重复映射 省译
凝心铸魂:forge

 

the
 

soul
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an

 

open
 

mind
意象整合
认知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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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映射对等、意象共享———认知等效的直译和回译

“人类享有相同或大致相同的现实世界,且人类的人体构造及身体功能相同。” (胡安

江
 

等,2022:299)人类共时性的认知语境和历时性的生活经验的某种普适性,使得不同文

化谱系的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情能力和认知趋同,成为不同隐喻间互译的认知基础。 人

们利用喻体去理解本体,不同文化的受喻者对喻体的共知性越高,其喻指本体、揭示喻底的

功能就能够更好地发挥。
“隐喻使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得亲密程度,隐喻性语言只有在对相互之间的知识、信

仰、意图等都非常熟悉的人们之间才能被理解。”(孙厌舒,2004:112)共享性隐喻是指两种

语言间的语域范畴匹配、认知意象重叠、处于交际双方“认知明区”的隐喻,如英语中“ rain
 

of
 

bullets”“sea
 

of
 

flame”在汉语中同样存在“弹雨”“火海”几乎完全对应匹配的语域范畴和

认知意象,体现出共享隐喻的跨语言思维共性。 针对中英两个语言系统中的“共享隐喻”,
保留原文“喻体”进行直译,可以“不流失其语用———修辞标记值” (侯国金,2020:233),以
最省力的方式激活译文受众大致相同的认知框架,实现概念意义的对等,获得相同语效。

以旅程隐喻为例,从起点出发,经过一段行程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到达目的地,属于

人类的集体经验认知,英语国家同样具有用“巨轮启航”来理解“国家运行”的认知机制。
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英国首相丘吉尔寄诗,鼓励英国对抗纳粹———“ Thou,

 

too,
 

sail
 

on,
 

O
 

Ship
 

of
 

State!
 

Sail
 

on,
 

O
 

union,
 

strong
 

and
 

great!”(国家之船啊,你也继续航行吧!
继续扬帆吧,联合,强大而伟大!)

例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译文: The

 

great
 

ship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tches
 

the
 

wind,
 

cuts
 

through
 

the
 

waves,
 

and
 

sails
 

steadily
 

into
 

the
 

future.
例 2　 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译文:stand

 

firmly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例 3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译文:Working

 

actively
 

and
 

prudently
 

toward
 

the
 

goals
 

of
 

reaching
 

peak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在例 1 中,译文保留了原隐喻共享喻体“巨轮” 的形式特征和认知意象,对旅行工

具———“巨轮”(great
 

ship)、路况信息———“风” “浪” ( wind
 

and
 

wave)、行驶状态———“行

稳”(sail
 

steadily)、目的地———“致远”(into
 

the
 

future)等旅行隐喻进行直译,在翻译交通工

具时,原文隐喻的本体“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和喻体“great
 

ship”被完整转移

到译文中,实现了在译入语的对等映射,再现了“中国号”巨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道上

劈波斩浪、平稳行驶、扬帆远航的认知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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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例 2 通过拟人隐喻中的行为次喻“坚定站在……一边”来诠释国

家立场,英语文化中同样用“站姿”来体认“立场”的认知视角和相应的语义关联,例如用

“stand
 

aside”(站在边上)来表示置身事外;用“stand
 

alone” (自个儿站着)反映孤立无援;
用“stand

 

with”(挨着站)来映射支持;用“stand
 

against”(对着站)来表示反对。 译文采用了

相同的喻体视角“stand
 

on
 

the
 

right
 

side
 

of”来表示“站队支持”的概念,实现了映射对等。
当今人类面临诸如人口、资源、环境、贫困、气候等全球性挑战,需要人们从世界整体

性、全球普遍性的高度去审视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概念,全球性政治议题必然会产生跨越国

界、种族、民族的全球性治理理念。 通过外来词译介引进我国的政治隐喻,对于译入语受众

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应采用回译的方法,以实现认知意象的文化溯源和语言复盘。 在能

源危机与全球变暖的趋势下, 构建清洁美丽的新世界已成为全人类共识, “ carbon
 

neutrality”是 2015 年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正式提出的节能减排全球性理念,人们利用对

“酸碱中和生成盐和水使 PH 值为中性”的化学常识,去认识可以通过正负相抵的方式,采
取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补偿性手段抵消人类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相对“零排

放”的概念。 “碳中和”已成为我国进行绿色低碳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举措,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碳中和”
 

(carbon
 

neutrality)本就存在于译入语的

认知经验之中,属于双方共享性隐喻,例 3 采用“名从主人”的方法进行回译。 回译是把译

文译回源文的过程,本质上是零翻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 “ 长臂管辖” ( long-arm
 

jurisdiction)、“灰犀牛”事件(“gray
 

rhino”events)等外来隐喻都均采用了回译的方法。
3. 2

 

映射相似、意象兼容———认知近效的换喻翻译

不同文化的认知框架和概念系统既具有一般共性,更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完全对等的

“完美”映射是可遇不可求的,“政治隐喻是透视不同政治文化独特性的棱镜”(孙淑芳
 

等,
2019:56)。 同样讲合作共赢的道理,中国人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泰国人说

“水涨荷花高”,马来西亚人说“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印尼人说“甘蔗同穴生,香茅成

丛长”,埃塞俄比亚人说“蜘蛛协力结网,能困住一只狮子”,体现出不同文化对同一概念域

认知视角的差异以及同一概念域在不同译入语空间认知意象的兼容。
由于生存环境、历史进程、民俗风貌的差异,“使得文化各具特点,出现许多相互区别的

文化特征,不同语言文化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表达”(文旭
 

等,2019:35)。 不

同的民族常会选择各自文化特色的喻体来言说自身的经验世界,兼容性隐喻是指处于不同

文化间“认知兼容区”的那些喻指相同、喻体不同的隐喻。 隐喻是话题和能喻之间,通过喻

体和本体相似度大小的张力撰取喻值,当直译源文喻体无法激活译入语文化受众相应的认

知联想,为便于他们的理解与接受,译者可优先考虑在译入语文化中去寻找现成的、与源隐

喻范畴对应且意象兼容的喻体替代原文喻体,从而帮助译入语受喻者利用自身熟悉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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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经验,积极参与对源喻的意义建构,实现认知近效。
例 4　 用好问责利器。
译文: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have
 

real
 

teeth.
例 5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

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
译文:There

 

has
 

never
 

been
 

an
 

instruction
 

manual
 

or
 

ready-made
 

solution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nation
 

to
 

turn
 

to.
在例 4 中,译者通过换喻法将源文喻体“利器”进行了入乡随俗的意象归化处理,“have

 

teeth”(长牙)这一身体隐喻是英语文化中喜闻乐见的文化象征符号,“ have
 

teeth”龇牙咧

嘴、牙尖利齿的意象带来强大的心理威慑和忌惮,在英文中表示“(法律、机构)具有惩治犯

罪、强制服从的权力和权威”,比起语义中性的物品隐喻“利器”(powerful
 

tool),更符合译入

语受喻者的阅读习惯,让他们可以更好地体认到问责机制的杀伤性和威慑力,构建出与原

文喻体近似的认知意象。 例 5 中的“教科书”“答案”属考试隐喻,译文如果保留喻体形象,
译入语受喻者无法通过溯因推理机制产生“textbook”与“教条主义”“answers”与“直接借助

外力以解决麻烦”的认知关联。 “ Instruction
 

manual” (操作指南)与“ ready-made
 

solution”
(故障解决方案)是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用户手册》中的核心条款,在英语文化中具有广

泛的认知基础,喻体的转换“为受喻者提供认知线索并锁定了认知焦点,实现了隐喻意义的

协同承接和体认顺应”(张庆瑞,2017:120),完成了原文施喻者与目的语受喻者有关“照本

宣科的本本主义”以及“坐享其成的拿来主义”认知视点的完美对接和认知意象的跨域再

现,凸显出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是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喻指作用

得以充分发挥。
3. 3

 

映射缺位、意象缺省———认知起效的创译

由于历史渊源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语言要素、思维范式存在巨大差异,隐喻

的文化依赖性越强,其喻体的共知性就越低,当源文概念域在译入语文化中不存在类似或

兼容的文化意象,受喻者无法仅依靠自身的“文化内存”和“先在知识”识解出原文能喻与

所喻之间相似性的对应关联,无法产生心照不宣的“文化默契”,造成映射缺位。
朱莉安·豪斯(House,2015)提出“文化过滤”概念,指出译者必须考虑不同语言社区

潜在的认知期待和社会文化差异,从译入语文化成员的角度看待译出语文本,进行一定形

式的文化过滤。 根据苏姗·巴斯奈特等“文化派”学者的观点,“文本的翻译就像‘丢卒保

车’,假如形式是‘卒,意义就是‘车’,此乃‘得意忘形’;若说字面意义是‘卒’,那么寓意就

是‘车’;假设意义是‘卒’,那么意图就是‘车’;假如这一切不利于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

有效推广,那么它们都成了‘卒’,而符合译入语文化的那些原语文化则成了‘车’” (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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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蔷　 认知意象、跨语映射与中国政治隐喻的英译———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例　

金,2020:126)。 对由于跨语映射缺位、处于译入语“认知盲区”的缺省性隐喻,应分析译出

语与译入语认知语境的差异所造成的认知障碍,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进行创译,将“认知盲

区”改造为“认知显区”,以确保原文隐喻的喻旨、喻义在译入语的有效传达。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处于受喻者“认知盲区”的缺省型政治隐喻主要包括“用典类隐

喻”“创新隐喻”两类。 党的二十大报告运用成语类(如居安思危)、经史子集类(如革故鼎

新)、名人名言类(如富贵不能淫)、寓言类(如刻舟求剑)、诗赋类(如咬定青山不放松)等

多种类型的典故型隐喻,这些用典引古喻今、辞简旨丰,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

滋养”,耐人寻味,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主张。 “人们通过创

造新的相似性,因而也就创造了一种新经验、新现实、新意义” (戴登云,2020:124),继而改

变原有的概念系统,“这种推知新知识的能力是意象所特有的”(白洁,2014:117)。 政治生

活中出现的各种新观念、新举措、新趋势是新的政治隐喻产生的动因。 “总开关”原为电器

用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引导大众利

用对“开关短路时会跳闸、断路会断电,在电路运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经验认知,来理

解“三观”问题是决定共产党人思想与行动的根本问题,体现出施喻者在当下社会语境中

看待“三观问题”的崭新视角。 “扑下身子干实事” “撸起袖子加油干”等创新隐喻,将“共

产党人扎身基层、躬身实干”的认知意象引入到我们已然熟知的人体具象行为之中,为受喻

者带来崭新的认知体验。
3. 3. 1

 

认知填白、意象明示的直译(加注)
“话语传播的实践证明,异质化、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话语往往更受人青睐,特色鲜明的

话语通常具有更强的传播放大效应。” (黄炬,2023) “隐喻越新颖,译者删除或改动喻体的

权力就越小”(Newmark,2001:76)。 对于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时代性、标识性特征的中国

特色政治隐喻的外译,应优先考虑保留原汁原味中国特色的“喻体”外壳,创新和丰富译入

语隐喻的表达形式,给受喻者带来崭新的认知体验。 对由于文化缺省不能被受喻者识解

“喻体”深层抽象义的隐喻,译者可通过保留原文喻体并注解喻底的翻译策略,以实现原文

隐喻意象的明示和认知填白。
例 6　 打铁必须自身硬。
译文:　 It

 

takes
 

a
 

good
 

blacksmith
 

to
 

forge
 

good
 

steel.
例 7　 撸起袖子加油干。
译文:Roll

 

up
 

our
 

sleeves
 

and
 

get
 

down
 

to
 

work.
例 8　 “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
译文:We

 

have
 

used
 

a
 

combination
 

of
 

measures
 

to
 

“take
 

out
 

tigers”,“swat
 

flies”
 

and
 

“hunt
 

down
 

foxes”,
 

punishing
 

corrupt
 

officials
 

of
 

all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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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打铁必须自身硬”及例 7“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译文通过完整保留原文喻体意象,
激发受喻者通过对自身既有的身体体验和日常生活经验去理解被人格化的政治概念,深化

了他们的认知感受,帮助他们完成了“共产党人作风过硬、真抓实干”的意义组织和形象构

建,实现了“形”(喻体)“神”(喻义)兼备、以喻取效的目的。
“打虎”“拍蝇”“猎狐”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反腐热词,位高权重的“虎王”、啃食群众的

“蝇贪”、出逃海外的“狐狸”是不同级别和类型贪腐官员的喻指,动作隐喻“打” “拍” “猎”
映射出党中央从严治党、铁腕反腐的高压态势,这些隐喻于本族语受喻者有着不言而喻的

喻义。 但对于译入语文化而言,却属于意象缺省类隐喻,直译喻体形象“ take
 

out
 

tigers”(擒

拿老虎)、“swat
 

flies”(重拍苍蝇)、“hunt
 

down
 

foxes”(捕获狐狸)只会造成“动物狩猎行为”
的认知错觉,无法形成受喻者从“动物狩猎”到“打击腐败分子”的认知关联。 例 8 中,译文

通过保留源文喻体独有的文化意象彰显中国特色,丰富了译入语隐喻的表达形式,为译入

语文化带来不一样的认知冲击,并通过加注阐释喻底“对各种类型腐败官员的惩戒”,以帮

助受喻者深化对认知意象的理解,实现了预期的交际目的。
3. 3. 2

 

意象归位、认知纠偏的释译

“从语体风格和话语特征方面来看,政治隐喻具有政治敏锐性、语义隐含性、表达意象

性和民族特色性等突出特征。” (杨明星
 

等,2020:158)由于文化根脉、基本国情、文明的生

存和演进的差异,异质文化的受喻者对于不属于自身文化谱系的非共享性政治隐喻,本能

地依赖经验世界的文化预设和价值取向进行解码。 “汉语表达的形象思维使得我们的政论

文里常常出现极富感染力的‘兵器隐喻’和‘战争隐喻’,如改革要‘大刀阔斧’,干事要‘真

刀真枪’,为大局要‘壮士断腕’,为朋友要‘两肋插刀’,为理想要‘赴汤蹈火’,为主义要

‘粉身碎骨’。”(王晓辉,2021:8)如果一味考虑如何“原汁原味”地输出
 

“中国理念”,而不

考虑这些“中国理念”进入译入语后,被少部分存在意识形态认知偏见的受众硬性碰瓷、故
意误读、赋予歧义的可能,势必造成交际双方的认知意象偏移或冲突,形成“认知误区”甚

至是“认知雷区”,导致中国形象陷入新的话语陷阱和传播困境。
例 9　 传承红色基因

译文:
 

carry
 

forward
 

our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例 10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译文:

 

See
 

that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play
 

a
 

key
 

role
 

in
 

ensuring
 

the
 

exercise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例 11　 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译文:

 

We
 

must
 

select
 

officials
 

on
 

the
 

basis
 

of
 

merit
 

regardless
 

of
 

background.
2020 年 12 月,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公开声称,中国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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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0 万人的军队进行基因编辑,以此制造“超级生化战士”,他这样说的依据是源于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一句口号,即“继承红色基因,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黄友义,2021)。 认知冲

突意象的产生可能来自于译入语受喻者主观的刻板印象和认知偏见,抑或是认知水平的客

观局限。 生物基因本身是没有颜色的,“红色基因”并非生物学概念。 红色作为中国共产

党人最鲜亮的底色,具有激情、革命、斗志等引申义,与“红色资源”“红色旅游”“红色营养”
一样,“红色基因”是

 

“红色”词缀模因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所衍生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红色隐喻”,这些“红色隐喻”植根于中国这块“红色的大地”,反映了共产党人在长期革

命斗争和持续积淀中所缔造并传承的先进文化。 有关红色的隐喻在英语国家却有不一样

的认知意象和叙事逻辑,如 red
 

tape(官样文章)、red
 

battle(血战)。 在例 9 中,译者舍弃了

“red
 

gene”这种由于跨语映射错位、极易造成误读的喻体形象,直接译出喻义“revolutionary
 

tradition”,体现出“红色基因”是刻在共产党人骨子里的、代代相传的精神内核,有利于译入

语受众的理解和接受。
例 10 通过战争隐喻进行“战时动员”,喻指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承上启

下、凝聚人心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由于战争隐喻具有敌我双方二元对立的叙事潜势,如
果对原文喻体“战斗堡垒”生搬硬套进行“硬译”,势必产生“坚不可摧的军事掩体”的认知

歧义,激活译文受众全民皆兵、备战打仗的战争叙事场景。 为避免认知歧义,译者去“伪”
存“真”,舍弃了战争喻体意象,识别隐喻的交际意图重新措辞进行阐释———“ play

 

a
 

key
 

role”。 例 11 的“五湖四海”语出唐朝吕岩《绝句》 “斗笠为帆扇作舟,五湖四海任遨游”,与
“四面八方”“大江南北”等成语一样,喻指来自不同的地方,于本土受喻者有着一目了然、
心照不宣的意义,若简单直译保留原隐喻的映射关系,并不能顺理成章地促成目的语受喻

者的认知共识和映射连贯,他们更可能依赖自身的文化内存望文生义,产生诸如“选拔人才

有地域限制”的认知误解,进而形成文化休克。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译文中,译者舍弃可能引

起歧义的喻体形象,直接揭示出喻底———“唯才是举、选拔官员不问出身背景”。
3. 3. 3

 

语境启动、映射连贯的增译

“隐喻是一种以词为焦点,以语境为框架的语用现象。” (武柏珍
 

等,2010:82) “隐喻通

过嵌入文本结构、介入现实,参与意义生产。”(李红涛,2014:88)科威塞斯(Kövecses,2015)
将语境因素纳入隐喻研究范畴,将影响隐喻表达的语境因素分为情景语境、话语语境、概
念—认知语境、具身语境四类,并提出了“语境启动”的概念,认为语境启动是隐喻产生和

理解的直接触发机制。 言不孤立,托境方生,政治隐喻是特定语境下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
以不同的方式植根于不同民族各自的文化土壤之中,进入译入语后,认知意象的传递伴随

其所厚植的文化土壤的消失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需要“对影响连贯重构的文化缺

省信息进行必要的补充,弥补语境间的互文意义”(黄蔷,201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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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

而不相悖

译文: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the
 

way
 

forward
 

for
 

all
 

the
 

world’s
 

peoples.
 

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observed
 

that
 

“all
 

living
 

things
 

may
 

grow
 

side
 

by
 

side
 

without
 

harming
 

one
 

another,
 

and
 

different
 

roads
 

may
 

run
 

in
 

parallel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one
 

another” .
例 13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译文:. . . We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rom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
例 1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万物

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语出《礼记·中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识性概念,
属于交际双方的非共享知识。 原文通过引用中国经典来阐释中国道路,译文完整再现原文

的喻体形象,并增补了语境依存信息“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observed
 

that”作为衔

接手段,建立了引文用典与交际语境的认知关联,弥补了施喻者意图与受喻者识解之间的

认知距离,积极引导译入语受喻者感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当代阐发以及“万物

并育、道行不悖”这一充满先贤哲学思想的中国古人智慧。
政治隐喻是政治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施喻者意图和喻旨需要放置在其生成和联系的

社会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上下文语境中进行识解。 群众路线是党的三大革命法宝之一,例
13 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利用“起始点” “落脚点”等旅程隐喻的核心次喻,勾勒出

广大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代表群众反映民意的认知意象。 其前后

文通过“坚持……”“树牢……” “贯彻……” “尊重……” “始终保持……”等动宾结构围绕

“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和实践要求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 汉语是一种意合性语言,强
调以意摄形;英语是一种形和型语言,注重以形统意,原文和译文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修辞

语境,译文中通过增译交际意图———“follow
 

the
 

principle
 

of” (遵循原则),实现了与前后文

的映射连贯,为译入语受喻者提供了必要的语境启动线索。
3. 4

 

意象整合、认知减负的省译

偶语易安,奇字难识。 “叠词是中文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之一,兼具形式与意义,类型

亦多种多样,而英文则缺乏对应的编码方式,使得语码重构更难。” (刘晓东
 

等,2023:148-
149)

“中国政论文文风肃正,措辞谨严,讲究音、形、义、美的和谐统一,在遣字用词中常采用

复沓叠加的形式,文采浓郁。”(黄蔷,2017:12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不少叠词类隐喻,
 

通

过同质叠加、近义复沓的认知意象来增强语势,深化受众对特定政治理念的感受,如“一心

一意”(whole-heartedly)、“凝心铸魂” ( forge
 

the
 

soul)中,译文采用了语用学的“省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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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of
 

Lest
 

Effort),将认知意象进行同类项合并化繁为简,让译入语受喻者付出最小

的认知努力就可以获得最大的交际效果,减少了受众的认知负荷且不影响他们对喻义和喻

旨的理解。
例 14　 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译文:with

 

an
 

open
 

mind
例 15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译文:We

 

must
 

therefore
 

be
 

more
 

mindful
 

of
 

potential
 

dangers,
 

be
 

prepared
 

to
 

deal
 

with
 

worst-case
 

scenarios. . .
“在正式文体中,汉语基于固有的形象思维习惯和以人为本的出发点,更注重通过积极

修辞进行感染动员;而英文更注重利用严格的逻辑思辨进行引导说理。” (曾剑平,2018:
38)。 例 14 的“海纳百川”出自《三国名臣序赞》的“形器不存,方寸海纳”,李周翰注“方寸

之心,如海纳百川也,言其包含广也”,是中华文化的典型诗学意象。 “胸襟”原为胸部的衣

襟,后引申为格局、境界之义,如《封神演义》中的“此人名为闲士,腹内必有胸襟”。 对这两

种充满东方诗学意象的隐喻进行审美再现,并不符合译入语政治文本的修辞惯习和受喻者

的阅读习惯。 译者根据施喻者意图,挣脱文本的藩篱,对原文信息空间的隐喻进行了意象

整合和认知重构,译文“with
 

an
 

open
 

mind”直截了当地反映出“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求知

态度”,原隐喻的语义内核并未受到损减,省译是译者深思熟虑后的翻译决策。
在例 15 中容器隐喻“底线”指事物发生质变的临界点和分界线,“居安思危”出自《左

传·襄公十一年》,意为“虽然身处平安的环境,也要想到危险可能随时出现”;“未雨绸缪”
出自《诗经·豳风·鸱鸮》,喻指“没下雨就要提前修补好门窗”。 原文喻体众多、信息庞

杂,本质上都是要求共产党人具备见微知著的预判力,凡事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而前文的

“be
 

more
 

mindful
 

of
 

potential
 

dangers,
 

be
 

prepared
 

to
 

deal
 

with
 

worst-case
 

scenarios”已然对该

施喻意图进行了明示,即“具备有备无患的风险意识,做好最坏局面的应对预案”。 若对所

有这些隐喻意象在译入语全面复盘,势必造成意象过载和信息冗余,为保证译文流畅通顺,
“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的意象被删除,省译让喻旨更明确。

4　 结语

隐喻翻译是关涉语言与语境、经验与现实、文化与文本、生理与心理,基于“二次相似

性”的复杂的认知推理加工和隐喻意象跨语转化过程。 “对外话语是一个国家面向世界的

自我陈述以及采取的话语实践活动”(曾祥敏
 

等,2021),“译本传播,究其根本,是通过译本

获得译入语读者对源语作者、价值形态甚至文化背景和国家观念等的接受与认同” (李克
 

等,2022:109)。 政治敏锐性是政论文翻译的压舱石,政治隐喻的对外译介一定要“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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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在政治隐喻对外译介的过程中,译者应把握阐释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自主权,坚
持底线思维,对喻体进入译入语特定文化语境后由于“离境化”被“再语境化”,受喻者可能

产生的心理意象变化以及可能产生的认知偏差做出精准预判,处理好“以我为准”与“内外

有别”、喻体外壳与喻底内涵、核心价值观传递与文明交流思想互鉴、原文语境的认知意象

与译文语境的认知联想的关系,从而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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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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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tical
 

metaphor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political
 

subjects
 

to
 

conceptualize
 

and
 

categorize
 

the
 

political
 

reality
 

through
 

metaphorical
 

mentality.
 

Metaphor
 

transla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
 

complex
 

process
 

of
 

cognitive
 

inference
 

and
 

cross-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of
 

metaphorical
 

imagery
 

based
 

on
 

“secondary
 

similarity”,
 

involving
 

language
 

and
 

context,
 

experience
 

and
 

reality,
 

culture
 

and
 

text,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Under
 

different
 

mapping
 

conditions,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ses
 

different
 

English
 

translation
 

methods
 

to
 

translate
 

Chinese
 

political
 

metaphors,
 

including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back
 

translation
 

for
 

metaphors
 

with
 

cross-lingual
 

co-shared
 

imagery
 

and
 

cognitive
 

equivalence,correponding
 

translation
 

for
 

metaphors
 

with
 

cross-lingual
 

compatible
 

imagery
 

and
 

cognitive
 

proximity, direct
 

translation
 

( with
 

annotation)
 

to
 

realize
 

cognitive
 

compensation
 

and
 

explicit
 

imagery,paraphrasing
 

to
 

correct
 

the
 

target
 

readers’
 

imagery
 

displacement
 

and
 

cognitive
 

misconception,additional
 

translation
 

to
 

realize
 

contextual
 

priming
 

and
 

cognitive
 

coherence,
 

and
 

omission
 

translation
 

to
 

realize
 

image
 

integration
 

and
 

reduce
 

cognitive
 

burden
 

of
 

target
 

reade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recise
 

cross-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ical
 

imageries
 

and
 

construct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isctics
 

which
 

merg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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