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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哈德曼（Hartmann，1980）指出，如果说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是对某种语言现象加以阐述的话，那
么可以说语言现象的阐述总是要涉及和包括对这一现象的各种表现的比较分析。
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转换，涉及到两种语言在表达某一文本的同一个内容时的各种表达方式。
这些表达方式，有的是相似的，有的是有差别的。
在翻译的双语转换过程中可以说时时处处都在进行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可以这样说，没有对比，就
没有翻译。
　　一般说来，翻译中的语言对比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时比较，是对两种语言现时状态的静态比较。
其目的是同中求异，异中枣同。
同中求异是指在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法中看出其差异所在；异中求同是找出相异中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共
同点，最终在这些相同和相异点中总结出翻译中双语转换的规律，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本书的目的是首先从理论上对汉、英语各层面的结构进行对比，然后运用大量的实例来分析它们
之间的转换规律。
在语言对比分析的过程中，参与学界对某些有争论的语言现象的研究和讨论，尝试作些既有深度也有
广度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章是关于思维与语言关系的讨论。
有的学者认为思维决定语言，有的学者认为语言决定思维。
我们认为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是以思维为起始点的双向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人类在没有语言之前就有了思维，思维是人类对客观现实世界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所以决定人
类思维的首先是客观现实，不是语言。
语言产生后，人类的思维开始由语言来承载，由语言来表达，思维模式由语言凝化。
在由语言凝化了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语言可以推动新的思维模式的形成，这一新的思维模式又可由
语言来凝化，这就是思维一语言一思维的发展过程。
在原有循环的基础上又会产生新一轮的循环，如此往复循环，人类的思维与语言就会得到不断的发展
。
　　第二章是关于汉、英语特点的讨论。
认为“人治”与“法治”、“柔性”与“刚性”、“隐性”与“显性”等等只是表征现象，真正本质
的差别是“意合”与“形合”，而造成这一本质差别的最起始因素是两种语言不同的语音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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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是作者在几十年英语教学经验和材料积累的基础上。
以中外语言学家，特别是翻译理论家的理论作为指导写作而成的。
它兼容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每一章都有恰到好处的理论分析和详实的例子。
《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共分十章。
第一章：导论；第二章：意合与形合；第三章：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及意合规律；第四章：汉英语语言
文化对比；第五章：话题(主题)与主语；第六章：谓语对比与翻译；第七章：汉语的特定句式；第八
章：动态与静态——动词优势与名词优势；第九章：主动与被动；第十章：文化与翻译。
《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适合于英语系、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和非英语专业研究生阅读。
也可供大学中文教师、英语教师以及翻译工作者作参考，还可以用作英语专业硕士生的教材或参考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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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英语语言文化对比　　“文化”这个词现代人用得相当频繁。
但究竟什么是文化，其概念有大有小，众说纷纭，有人统计，光定义就有250个之多。
但归纳起来，文化大约由三个部分组成：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物质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用于生产、生活、战争的具体的物品，如锄头、斧子、水桶、车辆、飞机等；
精神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及其思想的产品，如哲学、文学、艺术等；制度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各
种组织以及成文与不成文的法律、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承载者，是文化的一面镜子。
说语言是文化的承载者，是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积淀都由语言（包括文字和口语）
记载下来，代代相传。
说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是因为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思想都在语言中得到如实的反映。
文化是语言的根，文化发展，语言也发展。
反过来，语言的载体和镜子作用又可推动和促进文化的发展。
　　我们进行语言对比的研究，特别是服务于翻译目的的对比研究，只局限于微观层面、就语言与语
言进行对比已经不够。
我们要进行宏观的对比研究，那就是不局限于语言的对比，还要进行相关语言的文化对比。
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紧密相关的。
首先是词汇，它在承载和反映文化方面最敏感，它涵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某种程度
上预示着将来。
甲民族有的文化项，乙民族可能根本没有，在翻译时就会遇到词汇空缺（empty words）。
由于各民族观察和认识客观现实可能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重点，不同的情感，因此同样的事物，
可能会有不同的切分，不同的归类，赋予不同的意义。
于是同样的事物，同一个概念，在用词语来承载时，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其词义就可能有宽窄、深
浅和褒贬之分。
其次就是语言各层面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也就是表达方式也深受一个民族的思想、思维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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