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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思维方式差异对翻译的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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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由于思维的民族个性, 语言在各自的表达上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

个重要原因。由于语言的使用体现思维的选择与创造; 翻译的过程, 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 而且是思维方式的变换。研究

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 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 排除英汉思维方式差

异对翻译的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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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活动离不开三要素,一是翻译客体 (原作 ),二是翻

译主体 (译者 ), 三是作用于主客体的翻译工具, 而唯一能作

用于翻译客体和翻译主体的,就是思维。思维是语言转换的

基础, 这就决定了语言的具体转换必然受到思维的限制, 而

另一方面, 思维的差异反过来又必然会影响两种语言的转

换。因此在翻译实践中, 我们一定要对不同民族思维上的差

异做到心中有数。

一  思维侧重点不同,造成表达形式各异,进而影响译文的

自然、流畅

由于英民族注重形式逻辑, 其句式结构呈主从扣接式,

而汉民族不太重视形式逻辑, 因而汉语的句式结构呈流散铺

排式。具体体现在语言上, 英语喜用长句而汉语则喜用短

句。翻译英语长句通常的做法是:运用逻辑思维透彻地解开

原句中的层层关系, 再运用模糊思维从整体上把握主题, 不

拘泥于原文的语序和句型, 拆译成若干短句, 以便组织出通

顺流畅的富有条理的译文。比如:

A lot o f the people w ho are ang ry w ith you because they

think you are unscathed w ou ld fee l d iffe rently if they knew how

close D ick inson came to kill you.

这个句子的主干很简单: peop le would fee l d ifferen tly。主

语 people后有定语 who are angry w ith you加以限定, 又有 if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来解释生气的原因,主句动词 fee l又有

if引导的条件从句来限制,真可谓滴水不漏。汉译时就只能

把他拆开, 用一个句群来翻译原文的一个句子。

很多人在生你的气,因为他们以为你没有受伤。如果知

道迪肯森差一点就打死你了,他们的感觉会不一样的。

由于汉语句子的句法构造和语义信息都是隐形的, 汉语

语句衔接方式靠的主要是意义上的衔接而不一定依赖连接

词语。因而汉语的段落或短文,句子或分句有时不分主从关

系,而是并列在一起, 通过意义连接起来, 功能词或连接词语

用得不多。以下段为例:

( 1)雨是最寻常的, (它 )一下就是三两天。 ( 2) (不过 )

(你 )可别恼, (你试向外边 )看, (它 ) (已正在下着 )像花针,

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 ( 3) (以至于人家的 )屋顶上全笼罩

着一层薄烟。这段话分为三层意思。第 ( 1)层隐去了指代

词,第 ( 2)层隐去了转折接应信息和表动词时态信息词, 第

( 3)层隐去了表领属关系的接应信息词。汉语这种松散疏

落的结构表达清晰完整的意义是凭借句际之间和谐统一的

关系来实现的。汉语句子强调表意的完整性, 只要意义完

整,重要的词项常常可以人详我略, 句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

靠直觉顿悟来体察的。在翻译中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有思

维差异而造成的句式特点,那么我们的译文很可能会使英译

句支离破碎。如:

学的有趣,效率就高 ;学的很苦, 效率就低。

这句汉语如顺着汉语的思维, 按照汉语原有的句式结构

套译, 就一定会译成: L earn w ith fun, effic iency w ill high;

lea rn very drudg ing ly, effic iency w ill low.

这样成了既不合英文词法, 又不合英语句法的残句。试

比较: L earn ing is m ore effic ient when it is fun, less e fficient

when it is drudgery.

二  思维习惯不同, 造成词义理解困难, 进而影响译文的准

确性



由于英民族注重抽象思维 ,因而抽象表达在英语里使用

得相当普遍, 尤其在社会科学论著、官方文章、报刊评论、法

律文书合商业信件等文体中。

例 1M ere ly to enum erate these fiv e outstanding character is-

tics if an urban community, nam e ly, chaotic stim ulation, m ech-

an ization, im personalization, comm ercia lization, and comp lex ity

o f organ ization, suggests m any imp lications for the city educa-

tion.

例 2 Fo r m ost Am er icans, irrespective o f pa rty affiliation

and pred isposition, iso lation ism is defunct and partic ipation and

coopera tion comm onsensed and essentia,l in internationa l rela-

tions.

英语中抽象名词的普遍使用,为我们的翻译活动造成了

巨大的障碍。这是因为汉语缺乏英语中抽象表达的手段, 其

词语没有形态变化。因此, 英文中大量的抽象名词, 往往难

以用汉语对应翻译, 相反, 汉语中许多表具体的词也难以在

英语中得以体现, 如果我们生拉硬套地进行翻译的话,势必

会使译文晦涩、费解。

翻译时, 我们理应遵循的原则是, 虚实转换。虚实转换

是指词汇抽象概念与具体意义的相互转换。抽象和具象两

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语言表达上往往导致两种不同的用词

习惯, 前者多用表示抽象概念的词来描述事物, 阐述事理, 后

者却常用表示具体概念的词语描写事物、述情道理。英汉翻

译过程中常需要进行词语虚实意义的相互转换, 但总的说

来, 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 因此翻译时

往往需要将英语中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转换成汉语的表示

具体概念的名词, 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如:

W isdom prepa res for the w orst; but folly leaves the worst

for the day it com es.

聪明人防范于未来,愚蠢者临渴掘井。

In line w ith latest trends in fash ion, a few dress designers

have been sacrific ing eleg ance to audac ity.

有些服装设计师为了赶时髦, 舍弃了优雅别致的式样,

而一味追求坦胸露体的奇装异服。

以上两例的抽象名词 w isdom, fo lly, elegance和 audac-i

ty,均表示具有共相概念的一类人、物或现象 ,这对于习惯抽

象思维的英美读者来说,词义明确、措辞简练;但对于习惯与

具象思维的中国读者来说, 则必须将这些抽象名词所表达的

抽象概念具体化, 才符合汉语读者的思维习惯和汉语遣词造

句的行文习惯。又如:

对于胜利了的人们, 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的不可以须

臾离开的东西。

L ike food and c lo th ing, th is powe r is some th ing a v ictor ious

peop le cannot do w ithout even for a mom ent.

原文中的布帛菽粟均为表示实指的具体事物名称, 在句

中主要起比喻的作用, 如逐词直译为 c lo th, silk, bean and

g ra in,这显得拖沓罗嗦,且弱化了比喻形象; 译文将其虚化概

括为 food and c lothing,简化了词语,突出了比喻形象。

三  思维风格不同, 句子重心各异, 影响翻译质量

英汉民族各自独特的思维风格造成了各自的句子重心,

如在翻译中不加以调整, 一定会影响译文的流畅。H a lliday

( 1985)、quirk( 1985)等英语语法家均指出, 说话人首先提供

的信息往往是已知信息, 最后提供的往往是新信息。在一句

句子中信息值逐渐增高, 信息核心往往安排在最后, 以期达

到句末中心的效果, 即句末中心或尾重, 也就是说句子的结

尾部分不宜太短,应有一定的长度。这种现象在英语中比比

皆是。例如我们不应说 g ive the in teresting book to h im, 因为

him太短, 压不住阵脚。如改成 g ive him the interesting book,

以长结构结尾,读上去便很顺畅了。

汉语的结构与英语很不相同。根据刘庇庆 ( 1992)的研

究,汉语句子的扩展方向与英语相反,主要是自右向左扩展。

如 /有条有理0可向左逐步扩展为 /干得有条有理 0, , /他

说他没想到他一切干得有条有理 0。如果向左扩展很多, 处

在结尾的核心部分虽然含有信息的核心, 但往往以短结构结

尾。在汉译英时,如机械照搬汉语的短结尾结构, 译文可能

会违反译入语的末端重量原则。如:

什么时候突出的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什么基础上提

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A When and on w hat basis we ra ise and settle this issue re-

qu ires de liberation.

BW e should study w hen to ra ise th is question and how to

se ttle it.

在原汉语中,以 /要研究0这短短的三个字来收尾, 完全

符合汉语习惯。A 译文照搬这一结构, 以 requ ires de libe r-

ation结尾,显得太短了一些。B 将 w e shou ld study移到句

首,让 w hen引导的长结构压轴,更符合英文行文习惯。如:

朱总理,中央及有关部委领导同志,在华外籍专家出席

了宴会。

P resent at the banquet w ere P rem ie r Zhu, leading figures of

the centra l governm ent and the re levan t m in isters and comm is-

sions, and fore ign experts w orking in Ch ina.

在汉语中, /出席了宴会0较短, 可置于句末, 但在英语

新闻报道中,常把短结构 P resen t at the banquet置于句首,然

后可给出一长串出席人员的名单。

再举两个英译中的例子:

What I saw tha t day in M adrid w as tam e compared to what

happened in Ita ly and B razil when the ir tw o favored team s w as

sham efully defeated in early rounds.

这句英文翻译时若不进行重心调整, 译为 /那天我在马

德里之所见可算是温和的了, 与在早些的比赛中, 意大利人

和巴西人喜爱的球队不光彩地踢败时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

的轰动相比。0我们会觉得很蹩脚。

A quarter of century ago the Genera lA ssemb ly and the Se-

cur ity Counc il symbo lized, espec ia lly for the sm a ll countries,

the suprem e guarantee o f a new internationa l o rder based on

peace and justice.

25年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曾象征着以和平与正义

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最高保证。对小国家来说, 尤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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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本句中, especia lly for the sm all countr ies是强调信息, 汉

译时置后, 这种短结构结尾句既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又能

起突出强调的作用。

四  思维重心不同, 语态误用, 造成误译

习惯于本体思维方式的中国人,在描述或记录动作或事

件发生或演变的过程时, 观察或叙述的视点往往落在动作的

发出者, 并以动作的发出者作为句子的主语, 因此汉语中主

动语态句使用频繁; 而习惯于客体思维方式的西方人却常把

观察或叙述的视点放在行为、动作的结果或承受者上,并以

此作为句子的主语, 因此英语中被动语态句的使用相当普

遍。汉民族的这种主体性思维方式, 过分强调主观感受, 将

理性、功能和交流目的融于直觉, 而忽视了对客观现实进行

符合逻辑的形式表现,以至于在翻译中, 体现不出语态变化

造成误译。翻译时, 必须根据语义逻辑改换或增添句子主

语, 相应调整句子语态,以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例如:

It has been m entioned that Rebecca, soon afte r her arrival

in Pa ris, took a ve ry sm art and leading pos ition in the soc ie ty o f

tha t cap ita,l and w asw e lcomed a t som e o 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houses of the restored F rench nobility.

我曾经说过, 利蓓加以到了法国首都巴黎, 便出入上流

社会, 追逐时髦,出尽风头, 连好些光复后的王亲国戚都和她

来往。

A fter six y ea rs o fm arried childlessness, the fatherwas sud-

den ly presented by h is w ife w ith a pair of tw ins.

(他们 )结婚六年没有子女, 然而妻子却出人意料的给

丈夫生了一对双胞胎。

再举几个汉译英的例子:

哈煤滩经济和政治上的封建势力是已经搞垮了;但庄稼

人精神上的封建思想 ,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冲洗尽哩!

W h ile feudal econom ic and po litica l concepts had been d is-

carded in F rog F lat, it wou ld still be som e tim e before all feudal

influence cou ld be e radicated from the peasants. m inds.

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诸事停妥, 贾琏方进京的。

L in Ruha i had been buried in the ancestra l graveyard and,

h is obsequies comp le ted, Jia L ian w as ab le to start for the cap-

ita .l

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The politica l consu ltative conference so eager ly awa ited by

the who le na tion is herew ith inaugurated.

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 定型化了的

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综合和统一。思维和语言

是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 语

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与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

具,是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

表现于某种语言形式之中。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思维表

达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民族,由于其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

理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 因而也形成

了各自的思维方式, 尽管思维的内容大体相同, 但在语言表

达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 正是造成语言差

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语言的使用体现思维的选择与创

造,翻译的过程, 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 而且是思维方式的

变换。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 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

系,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

所以对英汉思维方式差异对翻译的负干扰研究无疑对翻译

实践有着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 1]  Bas ilH atim & IanM ason. D iscourses and The T ransla to r

[M ] . L ongm an London and N ew York: 1999.

[ 2]  Wolfram W ilss. Know ledge and Sk ills in T ranslator Be-

hav ior[M ]. Longm 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7.

[ 3 ]  T ranslations as Intercu ltura l Communication [ M ]. John

Benjam in Publish ing Company: 1998.

[ 4]  Ann B ey lard & Jana K ra lova. T ranslators. Stra teg ies and

C rea tiv ity [ M ]. John Benjam ins Pub lishing Company:

1987.

[ 5]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 M ]. 北京: 中国对外翻

译出版公司, 2001.

[ 6]  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M ] .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 2000.

[ 7]  冯广艺. 语境适应论 [ M ]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8]  陈定安.汉比较与翻译 [ M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公司, 2000.

Negative E ffect on D ifferent Thought Patterns in Translation

LIU Y i- ju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There ex ists d istinctive d ifference in language expressions because of national cha racte ristics o f different thought. It

is the d ifference of thought pattern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of language realization. S ince language rea liza tion re flects the cho ice and

creation o f though t, translation practice, to certa in ex tend, is no t only transition of simp le language form but a lso that o f thought pa-t

tern. So a deep research on thought pattern and effec tivew ays against disturbance of thought pattern are inev itab le when w e com e to the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in such term s as features and transition o f the language and the re lationships betw een language and cu ltu re.

K ey words:  thought patte rn;  language structure;  nega 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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