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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侯敏编著的《认知视阈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尝试着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体验为基
础的翻译观，同时结合实例分析与翻译比较来说明认知的共性方面构成翻译的前提与基础，而认知的
差异则形成翻译中的诸多问题。
语言学与心理学相结合共同解释和分析翻译问题亦是本书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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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哈贝马斯首先着手研究语言问题，并建立了他独特的语言哲学理论——
普遍语用学。
哈贝马斯认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交往的基本前提”；重建普遍语用学的“出发点是
交往经验（理解）”，“理解则指向话语的意义”，“以理解意义为己任的译解者在与其他个体建立
起来的符号化主体间联系的基础上，基本上是作为交往过程的参考者从事经验的”既然理解经验所面
对的是一个由符号建立起来的世界，那么，理解主体和被理解对象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也就变成了建
立该世界的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关系。
哈贝马斯以“言语”作为普遍语用学的基础，同时也是普遍语用学研究的对象。
　　哈贝马斯以语言的可领会性为基础，通过明确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建立了一种以语言为中介
的交往模型。
言语是运用语言的行为，要保证人们交往沟通的有效与合理，必须遵循一定的条件。
这里所要求的规范和条件就是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
有效性要求包括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
哈贝马斯具体解释道：“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以领会的表达，以便言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可
领会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言说者的知识（真实性）；言
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信任他（真诚性）；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正确的
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
”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概念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
“行为者通过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通过
协商对共识的语境加以明确”。
言语者就一件事情和他者达成理解是一种交往行为，其中交流符号的意义和交往行为是互为规定的。
主体间在语言理解的基础上，承认并服从交往行为中共同的规则或规范以及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
交往行为理论既关注主体间交往中意义的变化性，又研究决定这些变化的规律性。
因此，这种研究导致把语言纳入广泛的生活背景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之中进行考察，从而更突出语言
的社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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