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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联理论的影视字幕翻译研究：C语言编程案

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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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型在线公开课和学习平台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字幕

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像C语言这样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技文本。此外，科技文本的字

幕翻译既简洁又即时。这不仅与斯珀伯和威尔逊的联想理论不谋而合，该理论主张交流是一个 

“显性推理”的过程，也符合他们的最佳联想原则，即信息的接收者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就能

获得想要的语境。获得想要的语境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它。关联理论所倡导的交际原则是本文翻

译研究的基础，最佳关联原则限制了译文可以修改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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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large-scale online open courses and 
learning platforms are rapidly emerging nationwide, and subtitle transl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exts like C language, which are well-structured and logically tight. In 
addition, the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xts is both concise and instantaneous. This not 
only coincides with Sperber and Wilson's theory of association, which advocates that communication is an 
"explicit-reasoning" process, but also conforms to their principle of optimal association, i.e., the receiver of 
information does not need to exert much effort to obtain the desired context. The best way to obtain the desired 
context is to use it. Th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advocated by relevance theory is the basis of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is thesis, and the principle of optimal relevance limits the extent to which a translation can be 
m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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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文本研究与字幕翻译研究已十分普遍，研

究方法多样，研究主题多变且深入。

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字幕翻译主要集中于影

视剧，而科技翻译则主要集中于科技文本，两者之

间的交叉研究相对较少。另外，基于关联理论的翻

译实践研究也较多，主要集中在交际原则、译文的

最佳关联性等方面。

遗憾的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翻译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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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多，但二者的结合更适合于科技文本字幕的翻

译。本文将尝试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既能兼顾科技

文本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字幕表达的即时性，又能

基于联想理论为读者构建更好的语境感知。

2 文献综述 
1975 年，格赖斯在会话意义理论的基础上首次

提出了关联理论[1]，指出人们在说话时一般遵循合

作原则，并假定当合作原则被违背时，听话人就会

推断出话语的意义。1986 年，斯珀伯和威尔逊发表

《关联：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正式提出关联理论。随后，威尔逊

的学生古特发表了博士论文《翻译与关联：认知与

语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将联想理论运用到翻译中。根据该理论，

人类交际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一种明示-推理的交际

过程[2]。 
在交际中，人们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认知原

则和交往原则。认知原则指人类认知倾向于与最大

关联度相吻合。交往原则指每一句话或显性交际行

为都应被假定具有最佳关联性。根据该理论，说话

者应在自己的话语中提供具有最大关联度的信息，

向听话者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图；而听话者则应结

合说话者提供的信息和自己的语境信息，寻找对方

话语与自己语境的最佳联系，并通过推理推断出语

境意义，最终实现语境效果。并且，推理的力度越

小，语境效果就越好，关联性就越强。

2.1 先前理论研究

2.1.1 新闻翻译的既往研究 

不难看出，新闻翻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活动

之一。刘奇中曾对新闻翻译下过如下定义：“将甲语

新闻译成乙语新闻再播送出去，信息就被传递给乙

语读者，而这些读者几乎可以像甲语读者一样获得

信息、指导和启发”[3]。请注意“几乎一样”。由

于背景、教育、文化和认知环境的不同，原文读者

和译文读者的反应永远不会完全相同。

1986 年，刘新林提出新闻翻译的四个特点[4]：
①准确性。新闻内容丰富，翻译人员必须尽可能准

确地传达原文信息。②. 速度。新闻需要快速翻译，

否则新闻就不再新鲜。③. 多样性。新闻翻译应尽

可能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满足不同读者的

需求。④. 新词。新闻翻译中通常会引入许多新闻

词汇。

2.1.2 关联理论的既往研究 

1975 年，格赖斯提出了合作原则和会话准则理

论[1]。格赖斯原则的主要思想是，如果一种行为是

交际性的，那么必须假定交际者在努力满足某些标

准，格赖斯将这些标准称为准则：质量准则、数量

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在关联准则的基础上，

斯珀伯和威尔逊于 1979 年在他们的著作《关联：

交际与认知》中提出了关联理论[5]。 
在发展阶段，1981 年斯珀伯和威尔逊发表了

《论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一文[6]，指出关系理论

可以适用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以及合作原则下的所

有准则，并将合作原则中的各项准则与关系理论进

行了比较。

但是关联理论并不反对格赖斯的关联理论。与

格赖斯的关联理论相比，关联理论简洁明了，这也

是为什么斯珀伯和威尔逊使用了“包含”而不是“取

代”这个词。在这一时期，斯珀伯和威尔逊将关联

理论定义为“说话者以最小的努力实现了最大的关

联”[6]。 
然而，关系理论并不反对格莱斯理论。与格莱

斯理论相比，关系理论简洁明了，这就是为什么斯

珀伯和威尔逊使用了“归并”一词而不是替代。在

此期间，斯珀伯和威尔逊将关系理论定义为“说话

者付出最小的努力来实现最大程度的关系”[6]。 

3 案例分析 
作者根据翻译准备阶段、翻译阶段和翻译反思

阶段的总结与思考，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主要从词

汇和句子两个层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基于

这两个层面的思考来分析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构建

原文与译文的最佳衔接，以最大程度地顺应读者的

认知语境。

3.1 词汇层面

3.1.1 常用词汇术语 

对于常用词的终端化，难点在于如何识别这些

术语。这些日常用语在C语言中有着其独特的内涵，

但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却是未知的。而且网上搜索

到的主题术语词汇表一般都不全面，尤其是日常词

汇的终端化经常找不到。因此作者的解决方案是在

从术语宝库中提取术语时，尽量扩大提取范围，防

止遗漏术语。其次，当不确定词汇是否为术语时，

可以用术语在线查询，再用平行语料进行验证。

例如“scanf()函数调用中的地址可以使用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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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句子中，我们无法确定calling是不是一个术语，

通常想到的表达是 invoke 或 call。最后，我们通过

平行语料库搜索，确定在软件编程领域中，call 的

标准写法是 call。 

3.1.2 词汇意义的派生化 

在词汇层面，与联想理论最密切相关的翻译策

略是词义推导。在关联理论中，要为读者建立最佳

的关联语境，必须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因此第一

步就是了解句子的真实意图。在翻译策略中，采用

的是转换法。

例如，“这里的++（*p）是 p 指向单元的值自

增，b 的值等于 21，p 没有移动” 。 
初始翻译：+ + (* p) means that the value of 

storage unit pointed to by p adds 1, so the value of b 
changes to 21, and p does not move. 

修订翻译：++(*p) means that the value of storage 
unit pointed to by p adds 1, so the value of b changes 
to 21, the address of pointer p keeps unchanged. 

原版与修改版的区别在于“P 没有移动”的翻

译。第一个翻译采用了直白的手法，将“p 没有移

动”译为“p 不动”。但通过上下文分析，p 是一

个指针，p 不动的真正含义是 p 的内存地址值没

有改变。但通过上下文分析，p 是一个指针，p 不
动的真正含义是 p 的内存地址值没有改变。 

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p 不动”无法将其与 p
存储的地址值联系起来，因此最初的译文并没有建

立起原文与目标文本的最佳接触语境。这一点在后

续版本中“指针 p 的地址保持不变”的译文中有所

体现。

3.2 句子层面

3.2.1 逻辑性强、信息密集的句子 

例 1：“p 先与++结合，对指针后增 1，p 再与*
结合，间接引用 p 指向的单元得到 20，p 再指向 a” 。 

初始翻译：P combines with + + first, and then 
add 1 to the pointer. And P combines with * to 
directed reference the unit pointed to by P to get 20, 
and P points to a. 

修订版本：At first, P combines with ++, adding 1 
to the pointer P. And then P combines with * so we 
can use the pointer P to obtain the value 20. Finally, P 
points to a. 

分析：

第一个译本并没有真正抓住句子的本意，只是

表面地把句子切分了一次，增加了一些相关词语，

看上去好像句子的结构被改变了，如果从改善受众

认知语境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改变只是起到了敷衍

的作用。

这个句子并不长，但却包含了六个程序步骤和

三个层次的关系，单纯的句子结构的切割和连接词

的简单添加并不能解决听者的认知负担。初译本之

所以没有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找到有效的语境联系，

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句子的意图，而根据联

想理论，这是构建连通语境的关键步骤；另一方面

是没有考虑到受众在阅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

因此缺乏在原文语境和译文语境之间构建良好联

系的动力。不过，初译本考虑到了字幕翻译的时间

和空间限制，以及字幕翻译中句子过长可能造成的

认知障碍，也试图通过一定的方法建立逻辑。

在修改版中，我们首先在理解这句话意图的基

础上，理清这句话的逻辑：①p 与 ++ 组合，然后

指针后加 1，②p 与 * 组合，间接引用 p 指向的

单元得到 20，③p 然后点 a，共得到 3 层逻辑关系。

然后对每个逻辑层次进行分析，并假设可能给听话

人带来的认知障碍。第一个层次中，“结合”和“增

加”两个动词，“结合”用动词表示，“增加”用分

词结构表示，并且，一个句子中只有两个动作，不

会引起认知障碍。第二个层次“间接引用 p 指向的

单元”，名词前有一个长的定冠词，如果译为 P 和*
结合，间接引用 P 所指向的单元得到 20，则句子很

长，属于混合结构。因此，在理解这个句子意图的

基础上，我们将“间接引用 p 指向的单元”译为：

我们可以使用指针 P 来得到 20 的值。这里省略了

“p 指向的单元”，因为 P 本身就是一个指针，它一

定会指向唯一的单元。而且加上主语之后，被动语

态就变成主动语态，更加容易理解。

因此在修改版中，很好地运用了关联理论的方

法，在理解原句意图的基础上，假设受众在译文中

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并考虑到字幕翻译的时间和

空间限制，以及原文与译文的最佳关联性。

3.2.2 带有语义重复和冗余信息 

例 2：“可见，指针赋值时，必须配备相同类

型的指针”。

初始翻译：When a pointer variable is assigned a 
value, it must be assigned the same type of pointer. 

修订翻译：Pointer variables must be assigned the 

same type of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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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根据关联理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目

的是使听话人用较少的认知努力获得所需的语境，

因此，应删除原文中重复或多余的信息。例中“必

须赋予相同初始指针”已表明指针变量具有赋值功

能，因此“指针变量赋值时”是重复信息，重译时

采用省略译法删除“当指针变量被赋值时”这一短

语。

4 总结 

在全国各地线上公开课和学习平台迅速兴起

的今天，笔者试图解决科技字幕翻译中强逻辑性和

即时性的矛盾。本文以关联理论为研究基础，以 C
语言字幕翻译为例，分析关联理论在字幕与科技文

本结合领域的应用，以及译文的逻辑关联性和简洁

性。基于以上探讨，可以发现关联理论对科技文本

字幕翻译具有很大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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