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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宣文本翻译工作是我国向世界展现自身实力与文化，彰显大国形象，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

途径。本研究以《二十大报告》英文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预设理论来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遣词造

句。研究发现，依凭预设的合适性和共知性以及语用预设的隐喻性，译者可以更好地展示中国思想，提

出中国主张，并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突出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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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publicity texts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show its strength and culture to 
the world, to show the image of a great power a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ased on the presupposition theory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la-
tor’s choice of words and sentenc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appropriateness 
and common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metaphorical nature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ranslators can better display Chinese thoughts, put forward Chinese claims, and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make the voice of China heard internationally as well as give prominence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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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0 月 16 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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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

报告中特别强调外宣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由此，我

国提出的治国理政新思想与新主张亟须传递，裨益世界及时了解我国的大政方针及发展规划。 
近年来，中国逐渐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也为新时期国家形象的塑

造及其对外宣传工作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为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作为重要

外宣文本的《二十大报告》英文版，其得体英译文的枢要程度自不待言。《二十大报告》内容涉猎内政

外交各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宏伟蓝图和实践路径。本研究以《二十大报告》英译版为语料，依凭预设理论分析外宣文本英文翻译，

希冀丰富外宣文本英译研究，为外宣文本翻译分析提供互补性解读。 

2. 预设理论概述 

预设是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理论，包孕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语义预设发轫于德国哲学家、现代逻辑

奠基人弗雷格[2]的专著《论意义与指称》。语义预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词汇本身的字典意义[3]。魏在江

[4] (p. 82)言之谆谆，词语所指《辞海》、《英汉大词典》、《说文解字》中的意义充任“预设之源”。

预设可能会受到句中某些词语或结构的影响而引发出来，预设得以成立的词语或结构被称为“预设触发

语”，莱文森博众家之长，总结出 13 类预设触发语[5] (pp. 181-182)。 
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发现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研究预设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语用预设滥觞于

斯塔纳克[6]，他认为，预设不但与语境有关，而且与说话人有关，反映的是说话人与语段之间的关系。

语用预设即说话者的背景信念，指陈述的语境，也指说话者和他的听众的态度和意图。何自然[7]则言之

綦详指出这种态度和意图是“那些对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

的预设关系”。语用预设可被视为话语跟其使用语境之间的关系[8]。对于语用预设的推导需以语义预设

词汇内涵为原型，语用预设为语义预设提供话语环境。语用预设要求受众储备并激活基于原型词汇基础

上的有关社会百科知识[9] (p. 87)。语用预设主要特征包括合适性和共知性[5] (p. 204)，当信息并非为双方

共知时，预设调整是达成共知性的方式之一，说话人必须采用预设调整等适当手段调整话语内容，以避

免沟通失败，实现共识[10]。预设调整的措施包括增加预设信息[4] (p. 146)。斯塔纳克亦指出，预设调整

即话语所预设的，但之前并非双方共知的信息被添加到共同背景中[11]。语用预设还具有隐喻性特征，具

现为相似性和体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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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设理论下外宣文本英译研究举隅 

外宣文本就是对外宣传本国各方面事物的材料[12]。外宣即对外宣传，是指向海外受众表述中国的立

场观点，展示建设发展的成就，目的是“信息传播交流”或“思想阐释说服”。外宣文本的特殊性在于

“外宣”二字，因“宣”而“译”、以“译”促“宣”、“宣”“译”并重来进行传播，以更好地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13]。 
诸如《二十大报告》英文版的外宣文本中，任何语言符号皆具字典意义，这是语义预设的研究范畴；

说话者所持之态度、假设便为语用预设的研究畛域。言内言外都有预设可循。故曰语言表达皆有预设特

征，约束着言者的语言选择，同时分析劝导性很强的外宣文本必须考虑话语的交际情景、语用意图、语

用策略，在话语和语境假设之间找到最大关联。鉴于此，预设理论能恰当解析外宣文本翻译，继而重视

外宣翻译工作，以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3.1. 预设合适性 

预设的合适性是指预设与语境相适应，是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话语交际者在实施言语行为时，需

有语句所处语境提供的合适条件[9] (p. 44)。语用预设强调合适性是实施言语行为的恰当条件，是使话语

具有意义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为此需要依赖交际双方对共有背景知识的理解，依赖习惯用法及对所含意

义理解的基础之上。倘若交际双方在言外之力的准确理解和合理实施上出现分歧，则导致交际失败，预

设失灵的状况就会发生。 
在《二十大报告》英文版中，“文明”一词依据不同语境，译者分别译为 civility 和 civilization，这

两种译法均体现了合适性。第一种译法出现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中，此处的“文明”语境信息强

调公民的文明。civility 一词在《牛津词典》中意为“礼貌的品质”，侧重形容人；第二种译法出现在“增

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此处的语境信息为增强中华民族文明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civilization 一词意为“具有发达社会组织的人类社会，或某个社会或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

活方式”，更聚焦于国家或民族。为使话语具有意义，为保证句子的适宜性，译者依据不同语境，凭借

civility 和 civilization 不同的语义所指，匹配不同的语境信息，强调公民的文明程度用 civility 才合适；倚

重社会或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需用 civilization，civility 和 civilization 使预设和语境互相适

应，是语句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并且受众知晓 civility 和 civilization 的语义差别，方才使话语为人所理

解。 

3.2. 预设共知性 

预设的共知性指话语双方所共同知道的信息，即，存在着一种话语参与者双方共同理解并接受的预

设。当信息并非为双方共知时，预设调整是达成共知性的方式之一，说话人必须采用预设调整等适当手

段调整话语内容，以避免沟通失败，实现共识。《二十大报告》英文版中译者将“天人合一”译为 promot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天”指自然、世界万物，“合一”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

会共生共存，传达出的语用预设为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协调统一关系，重视人与宇宙的互动和谐。

当代特指人与自然天地万物共存、相济相融、相互依存、和谐共生，是中国特色生态哲学的价值参考。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出自道家的庄子，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其内涵与时代价值已为中国人所熟知，

但西方世界缺乏此类知识储备，难以理解其概念内涵，若交际双方不满足共同背景前提，则导致交际失

败，会发生预设失灵的状况。鉴于此，魏在江[4] (p. 146)申明，若交际双方认知语境没有相同点，语用预

设数量就只能降至最低，译者需补充预设信息，方使话语中语用预设的度达到一定的认知阈限，方可激

活预设。译者通过预设调整，补充预设数量，将“天”的“自然”意义和“合一”的“和谐”意义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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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使外国受众理解，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假设才可互相彰显，从而实现交际成功。这说明了语用预设

的数量在语境中是变化的。译者要针对不同的对象，要针对具体语境中的变量来设置语用预设的数量，

使其达到一定的度和量，达到听话人的认知阈限，从而使预设能在具体语境中得以激活，以体现语用预

设的语用功能。 
此外，译者还将“红色”一词译为 revolutionary。“红色”一词在中国革命文化中特指“斗志、革命”，

诸如“红色基因”、“红色文化”、“红色旧址”、“红色血脉”。“红色”作为“革命、进步、信仰”

的代名词，早已深入国人人心，并储备在国人大脑认知背景中。但“红色”在西方文化中更多用来表达

残酷、危险、狂热、暴力等[14]。由于西方受众头脑中并未储备“红色”一词的革命内涵，交际双方未做

到认知环境互明，易导致交际失败、预设失灵。鉴于此，译者通过预设调整，补充预设量，增加背景信

息，译出“红色”的革命意义(revolutionary)，以便让西方受众也能理解。 
在《二十大报告》英文版中，“刻舟求剑”译为 act blindly without assessing how conditions have evolved。

中国读者熟知“刻舟求剑”的本意和寓意，但外国受众缺乏相关背景知识，难以理解其概念内涵，发话

者与受话者并未做到认知环境互明。鉴于此，译者通过预设调整，依据语境补充预设信息，将“刻舟求

剑”中的预设信息即“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这一意思直接译出，方能使外国受众理解。译者针对不

同的对象，针对具体语境中的变量来设置语用预设的数量，受众可凭借共同背景知识或增补的预设量，

获取、理解译文信息，交际双方由此做到认知环境互明，成功实现交际。 

3.3. 语用预设隐喻性 

语用预设还具有隐喻性特征，具现为相似性和体验性。受众理解字典意义的语义预设后，会激活相

关背景信息，通过身体体验或认知加工寻找与发话者语用意图的相似关系，即凭借身体感知或隐喻、转

喻等认知方式体验到二者在外形、概念、内涵等方面相似或相仿。译者将“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直

译为 high winds，choppy waters，and even dangerous storms。受众通过身体体验或日常生活经验会感知到

航行之中必有风雨，传达出的语用预设为我们越向高处攀登，风险挑战越是错综复杂，应经受住风高浪

急的挑战和考验，必须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清醒和警觉，远见于未萌、避危于无形，在化解危机中育新

机。唐代诗人杜荷鹤也阐明：“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受众首先需有航行旅途充满风高

险阻的相关身体体验，并依仗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之间“崎岖性、危险性”的相关性判断，方可解析外

宣文本中的隐喻性表达。 

4. 结语 

譬如《二十大报告》英文版的外宣文本内嵌着中国天下为公、安邦济世价值观念，不仅可以唤起国

民情感、倡导核心价值观，而且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宣介的枢要领域，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起到津梁之功。本研究量凿正枘，凭借预设的合适性和共知性、语用预设隐喻性，探查外宣文本英文

翻译。以预设的角度看外宣文本英译，不仅丰富了外宣翻译的分析文本，更为预设理论下翻译的有关研

究拓展了新视角，为日后进一步的研究起抛砖引玉之效。本研究彰显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情怀和文化形

态，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和天下为公的情感追求，有裨于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理解中国人民的价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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