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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习者掌握目标语并运用该语言进行

交际。成功的交际除了依靠良好的语言结构知识外，隐含在该语言

结构里的文化因素及其有关文化背景知识不可忽视。语言交际不仅

受语言结构知识的限制，还要受到文化规则的制约。而跨文化交际

能力包括三个部分：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性；

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首先必须引导学

生学习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方面的知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学习

目标语所反映的文化；②比较目标语与母语所反映文化的差异。本

书在内容结构 设 计 上 满 足 了 上 述 需 要，主 要 内 容 包 括 文 化 的 核 心

———价值观，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思维方法，静态的比较———

语言的语音、词形、句法和篇章，动态的比较———言语交际和非言

语交际，跨文化语用失误现象等。

本书将就中、西语言文化做一简单比较，以帮助学生拓宽学习

知识面，理解中、西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其中的差异，使学生

能够从语言差异角度来思索外语学习，加深大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认

识。书中还对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由于中、西方文化或语言差异造成

的错误 进 行 整 理 和 分 析，以 有 效 地 提 高 学 生 的 语 言 能 力 和 语 用

能力。

在当前西方文化 “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化正面临着失语

与失声的困境，许多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之差让人惊讶。以目标语

文化为中心、全然抛弃母语文化的英语文化教学观，不利于学生形

成正确的、平等的文化价值观，有可能因为过分依顺对方的文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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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交际失败。只有 “学贯中西”，才能做到 “知己知彼”，在跨文化

交际中显现出应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以批判的眼

光审视所接收的文化信息，使新的异族文化信息和已知的文化图式

相融合，成为自己的精神财富，成为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可缺少的部

分。推而广之，对民族文化而言，才能保持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

促进文化的发展。

由于时间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７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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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语言与文化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文化

的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而且文化的积累也是通过语言保存的。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依相存、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文化是语言的

基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字则是载体的载体。
文化是语言的基座，任何语言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

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发展与完

善，影响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和表达能力。汉语有“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一语，生活在沿海一带的人们，他们的语言也多与水、海上航行

及捕捞 生 活 相 关，如：“ａｓｃｌｏｓｅａｓａｎｏｙｓｔｅｒ”，“ｃａｓｔａｎａｎｃｈｏｒｔｏ
ｗｉｎｄｗａｒｄ”，“Ａｌｌｉｓ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ｃｏｍｅｓｔｏｏｎｅ’ｓｎｅｔ”；而阿拉伯这样的

游牧民族则与沙漠和骆驼密不可分，据说，阿拉伯语言有４００多个词

表示骆驼。可以说语言只有能反映文化才有其生命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虽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但反过来

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语言像一面镜子一样反

映着民族的全部文化，又像一个窗口一样揭示着该文化的一切内容。
如“天地”在汉语中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威：历朝皇帝要“祭天地”、新婚

夫妇要“拜天地”、诅咒要“苍天在上”，这些词语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

的天道观。而欧美人多信基督教，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

的一切也都是按上帝的意旨安排的，因此 Ｇｏｄ一词 常 挂 在 嘴 边，英

美人惊讶 时，会 发 出：“Ｇｏｄ！”“ＭｙＧｏｄ！”“Ｏｈ！ＭｙＧｏｄ！”（我 的 上

帝）的感叹，一场危险过后，英美人发出：ＴｈａｎｋＧｏｄ！”（感谢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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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英美人在表示希望获得成功时会说“ＭａｙＧｏｄｂｌｅｓｓｍｅ！”（愿

上帝保佑我）。
既然语言保存着文化的主要信息，凝聚了文化的主要成果，那么

通过语言学习了解、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

式。例如，对待宗教，犹太民族和希腊民族就大不相同。犹太民族把

上帝视为终极原因和万能的神，上帝支配着宇宙、万物和人类。尽管

人类有无穷无尽的智慧，也不可能摆脱神威，故有“谋事在人，成事在

天”（Ｍａ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Ｇｏｄｄｉｓｐｏｓｅｓ）之说。这种对神的绝对 服 从，从

一开始就占据了犹太民族的思想，而变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希

腊文化则不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追求着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即

个体的人与理想神的自然和谐统一。如果我们把《圣经》和希腊神话

对照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犹太民族唯基督之意是从，人类现世的物质

的利已欲望必须克制，否则就逃脱不了上帝安排的诸如洪水、饥饿、
灾荒、战争、疾病等无穷无尽的惩罚；而希腊民族则追求着一种现世

的享乐精神，因为人的爱就是神的爱、人的精神就是神的精神。这种

不同的文化心理表现在民族性格上则是犹太人的孤立、孤独和希腊

人的活泼、健美。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在西方悲剧性的文学作品中

时常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同东方文化加以

比照，将会发现东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更为显著，这种差异性往往造

成文化交流之间的误解和冲突。
对于大学生的语言学习，尤其是英语学习而言，学习和运用英语

必须了解与之有 密 切 关 系 的 文 化，学 习 语 言 同 学 习 文 化 密 不 可 分。
一个民族的语言和这个民族的文化彼此血肉相连。美国语言学家萨

丕尔曾经这样论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语言是有背景的，语言

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任何语言都是用以表达文化的，其背后都潜

藏着文化。不同的语言要素反映着不同的文化属性，寓示着不同民

族文化心理和不同的文化世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

映像。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学习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

解文化必将有助于理解和运用语言。对于广大外语学习者来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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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理解和交际能力，
掌握语法知识只能保证句子结构正确，只有熟悉有关文化知识才能

保证得 体 的 使 用 语 言，因 此，对 于 文 化 差 异 的 学 习 有 助 于 语 言

的学习。
看下面的例子：
有一个中国教授给他一个学生写留学推荐信，他想说这个女学

生如蝴蝶般美丽多姿，于是写到 Ｔｈｅｇｉｒｌｉｓａ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ａｓａｂｕｔｔｅｒ
ｆｌｙ．在汉语文化里蝴蝶是美丽的化身，而且带有浪漫的色彩，历史上

有庄周化蝶，还有 梁 祝 的 爱 情 故 事，但 在 英 美 人 眼 里，蝴 蝶 却 是“轻

浮”的别名，看了这句话后学校方面有何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对同一种动物，在各自的语言中有不同理解呢？这就是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了。

二、文化的定义与分类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对于什么是文化，有很多定义和划分方

法，在这里先从这个词的来源谈起。
英语和法语中文 化（ｃｕｌｔｕｒｅ）一 词，来 源 于 拉 丁 文ｃｕｌｔｕｒａ，原 义

是“耕作、培养、教育”的意思。ｃｕｌｔｕｒｅ在物质活动方面的含 义 意 味

着耕作，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宗教崇拜，这是西方文化概念的基本

含义。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

革的推动，对形形色色文化的区分以及对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研究，引

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文化”开始被赋以新的内涵，成为被专门探讨的

一门学问。
在汉语中，“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

纹理，有纹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这是

指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交易、
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

化、培育等。文与 化 并 联 使 用，最 早 似 出 于《周 易·负 势》：“观 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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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是指自然天体

的构成及其规律；“人文”当指人类社会的构成及其规律，包括文明礼

仪、人伦道德在 内。而“人 文”与“化 成 天 下”相 结 合，实 际 已 具 备 了

“以文教化”的“文化”一词的基本含义，即通过人伦教化使人们自觉

行动。
汉代以后，“文”与“化”方结合生成“文化”整词。当时刘向在《说

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

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这里，文化是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
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又与之相联

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先施以文德教化，如不奏

效，再加以武力。这种政治主张构成古代的“文治主义”，对中国政治

文化影响深远。在这些用 法 中，“文 化”往 往 同“武 力”、“武 功”、“野

蛮”相对应，包 含 着 一 种 正 面 的 理 想 主 义 色 彩，体 现 了 治 国 方 略 中

“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即以诗书礼乐，道

德秩序教化世人。由此引申为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教化的总和，这

种理解一直保持到１９世纪末。随着社会的进化发展，文化才逐渐由

动词演变成为名词，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
现代的文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谈。广义的文化，又

称之为“大文化”，主要着眼于人与自然的本质区分，认为凡人类有意

识地作用于自然 界 和 人 类 社 会 的 一 切 活 动 及 其 结 果，都 属 于 文 化。
换而言之，文化也就是“人化自然”，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把人

的智慧、创造性、感 情 注 入 自 然 使 自 然 成 为 被 人 所 理 解 和 利 用 的 对

象。人化自然的开始即意味着人类已卓然自立于自然之上，超越自

然而进入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文化就是人类独特的生活

方式。人的一切活动本质上都具有文化的性质。简言之，文化即是

“人化”，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得华·泰勒（Ｅ ．Ｂ．Ｔｙｌｏｒ）在其１８７１年出

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并且将它

的含义系统地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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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后来，其他社

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把泰勒的定义修正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包

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

力与习惯”。由此看来，文化的辐射范围甚广，包罗万象，凡人类所创

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知识、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财产制度、教育、语言

等都是文化现象；大则如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小则如衣

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切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

方式、等级观念、道德规范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这个定义强调精

神方面的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文化除了精神方面的，还有物质方面

的，即物质文化。

三、文化的构成要素

不同的文化有各自的特色，表现出了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

在人们行为方式、处事方式的不同上，但其根源却是不同民族认识世

界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各自文化中许多重要观念的不同，如价值观、时

间和空间观等，因此，要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必须追根溯源，
理解中、西方思维特征的不同。

为了清楚地分析文化的内容，我们还要了解文化的结构要素以

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在文化这座琳琅满目的大殿堂中不为

现 象 所 迷 惑。文 化 的 要 素 包 括 价 值 观、意 义 体 系、习 俗 规 范 和 物

质文化。
先看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美国人一起

来到一个大瀑布 面 前，三 个 人 同 时 感 到 惊 讶，但 却 发 出 了 不 同 的 感

慨。中国人感叹说：“多么壮观的景色呀！”印度人面对从天而降的瀑

布不禁肃然起敬，说：“神的力量真大呀！”美国人则另有一番感想，他

说：“多么可惜的能源呀！这里本可以建立一座大型发电站的。”
这里对同一事物发出的不同感慨正反映了这三个来自不同社会

的人们的价值观。无神论的传统使中国人倾向于从自然美的角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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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这一瀑布；印度的宗教神学传统使那位印度人首先想到的是强

无比的神的力量；而来自商业王国的美国人则是从经济的实用主义

观点去看待事物，他看到的似乎不是那流逝的水源，而是白花花的银

元，反映了其商业社会的价值观特征。
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的人们所共有的对于区分事物的好

与坏、对与错、符合或违背人的愿望、可行与不可行的观念。它是决

定该社会或群体的理想和目标的一般的和抽象的观念。上面的例子

表明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差异。但在同一社会或群体中，价值观的基

本倾向是一致的。
价值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日常所见的文化现象大多表现

为规范。社会学家把对人们的特定情况下应该怎样行动，思想和感

受的期待叫做规范。规范是具体化、外在化的价值观，是标准化的行

为模式。
规范和价值观是两个既紧密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规范是特殊

的、具体的、受特定条件限制的，价值观是一般的、抽象的，而且常常

是判断规范的尺度。比如，集体主义是我们社会中一个重要的价值

观，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我们的学校就规定学生从小要服从集体的

意志，参加集体劳动，一起上操，按时熄灯等。老师也常用“没有集体

观念”这样的评语批评那些爱独自行动的学生。美国是一个注重个

人价值的国家，美国人很少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幼儿园里去，学生迟到

早退，上课睡觉、吃东西、来回走动也是可以允许的行为，学校很少有

硬性规定的集体一致化的活动。
各种规范有不同的社会重要性。有些规范被触犯后不会有严重

的后果。比如，有人深更半夜在公共楼里大吵大闹或放音乐跳舞，这

种行为违犯了人们约定俗成的深夜保持宁静的规范，但这种规范没

有很强的约束力，违犯者不能受到强有力的制裁。社会学家把这类

规范叫做“社会习俗”或“社会性习惯”。
在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主人翁罗密欧和

朱丽叶按爱情至上的价值观进行行为选择，而双方的家人则是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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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利益应高于爱情的幻想的价值观行事。最后，各方没有达成妥

协和让步，使故事结局成为悲剧。但悲剧总不能成为生活的主流，尽

管它直到今天还可能发生。围绕婚姻事件而形成的大多是各方价值

观力量互相妥协的“喜剧”。我们在电影或生活中常可以看到这样的

场面。在一个婚禧的场合，尽管新娘或新郎在悲伤，在哭泣，但仍不

损伤整个场面的气氛，人们仍在举杯庆贺，庆贺他们喜结良缘。判断

一桩婚姻是否是“良缘”的标准往往不是两人之间有没有感情，而是

它是否符合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原则。
除了像婚丧嫁娶这样围绕着人生重要事件形成的社会习俗外，

还有一些主要的社会习俗是围绕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四季循环的转折

时期的节日文化。如我国的春节、中秋节、端午节和清明节等，这种

以明确的日期为标志的节日规范表现了人们对时间的不同认识。处

于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民族根据自己的生产实践过程把时间划分为

不同的阶段。我国人民把春节看做一年之始，而在西方，新旧之交在

元旦。
传统节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自然价值观，即对自然循环的认识。

古埃及人根据 尼 罗 河 泛 滥 的 周 期 确 定 他 们 的 生 产 周 期。在 中 国 农

村，有二十四节气，人们正是借助于节日才在这无限的时间之中感觉

到光阴的流逝。另外，有些传统节日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观念。
在具有宗教传统的西方社会和阿拉伯国家，许多节日的确定都带有

宗教的意义。在中国，无神论传统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使我们的

节日文化表现为自然的崇尚。
总而言之，社会习俗是集中体现的群体规范，它最能反映文化的

核心———价值观。还有一类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叫“道德态度”。
在大多数文明社会或群体中，涉及道德态度的行为一般都与人

的生命，物质财产和婚姻关系有关。几乎所有的文明社会都对在非

战争条件下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的行为实行严厉的制裁，因为这类

行为是以极端的行为损害他人生命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保护其成员

的人身安全是一个社会和群体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正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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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关天”，因此，“不许杀人”几乎成了所有文明社会最起码的道德

准则。
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财富被当做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

崇敬。私有财产被神圣化，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由此而产生

的道德态度成了保护私有财产的规范，侵犯他人财产安全的行为要

受到严厉制裁。小偷在大多数社会中都被看做不道德的人，而不问

其行窃原因如何。在伊斯兰教义中，对盗劫罪要处以切断窃物者之

手的刑罚。
除了人的生命和财产之外，涉及道德态度更敏感的是有关男、女

两性关系的处理方式，敛取财富的合法形式，抚养老人的义务和责任

以及朋友之间的忠诚和信任等。
法律是由国家 或 其 他 具 有 绝 对 权 力 的 机 构 颁 发 的 人 类 行 为 规

范。法律通常也是道德态度，因为二者都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守的、限

制人们侵犯他 人 或 公 共 利 益 的 行 为 的 准 则。触 犯 了 法 律 和 道 德 态

度，同样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不同的是，法律是具体的具有特

殊性的，而道德态度则是抽象的和一般的。
总之，社会规范 是 根 据 人 们 不 同 的 行 为 范 畴 分 为 不 同 的 层 次。

角色规范指导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行为选择；社会习俗指导着

人的群体行为，促使人们形成群体的认同感和团结感；道德态度指导

着人们在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的行为选择；而法律则严

格限制着人与人在冲突关系中的过激行为。正是通过这种多样化的

规范体系，社会才使其成员多数行为限制在一个有利于整体发展的

范围之中。
人们对每一种事物几乎都形成了模式化的认识或判断标准，这

个标准体系就是人类的文化。当你走在街上，目击到几乎一切都是

指导我们行动的选择符号，如红绿灯、人行道、斑马线、自行车道、机

动车道的标示都在告诉我们该怎样行动，甚至所有商店的招牌和广

告都在召唤着我们。久而久之，没有了这些文化符号我们反倒觉得

无法行动，不知所措。城里人来到农村，想上厕所但不敢进去，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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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墙上并没标明男、女。当地人自有他们的一套文化符号。要上

厕所，老远就把脚步放重，或故意干咳两声，然后倾听里面的信息反

馈。若没有声响，便径直进去无妨，如若偶尔碰上没来及发出信号的

异性，也只当无事，反身退出即可，里面的人也不会大呼“流氓”怪之

无礼。
人的价值观是不能直接保存下来的，它必须附着于某种物质形

态上才能超越时间，长期地再现自己。对文化的表达和记录必须依

赖一定的符号。语言就是一种最普通、最重要的符号，成了文化的凝

聚体。一切文化的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而且文化的积累也是

通过语言保存的。它储存了一个民族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
记录着民族的历 史，反 映 出 民 族 的 习 惯 传 统，透 视 出 民 族 的 文 化 心

态，蕴涵着民族的思维方式。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

各方面的民族心理、审美和价值观念必定会反映到民族语言中来。

１ 阅读下列文字，谈谈有你的感受。
“别人种了九千年的桃子，他不跟主人打一声招呼摘来便吃，当

人家制止时，他不但不听劝阻，而且还大打出手毁了人家的桃园。别

人辛辛苦苦炼好的丹丸，他拿来就吃，还把主人打得头破血流，临走

还毁了人家的制作车间———像这样一个野蛮顽劣的猴子，竟然被许

大同在电子游戏中描绘成英雄……”———在电影《刮痧》中，控方雇佣

的美国律师在法庭上这样描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用以证明移民

美国的许大同有暴力倾向。

２ 分析下列交际现象，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１）一次，一个外国学生拜访他的中国老师，老师想请他吃饭，就

说：“你下星期六来我家吃饭，好吗？”学生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并约

好了具体时间。过 了 两 天，到 了 星 期 六，学 生 来 了。老 师 感 到 很 意

外。由于毫无准备，老师很尴尬。幸好跟这个学生很熟，于是就说：
“前天我说的是下星期六请你。你看，今天我什么也没准备……”学

生说：“前天你说下星期六请我吃饭，不就是今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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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秋秋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外国人，于是走上前去，说，“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ｎａｍｅ？ＭｙｎａｍｅｉｓＱｉｕ．”

３）打电话时，秋秋说道：“Ｈｅｌｌｏ，ｗｈｏａｒｅｙｏｕｐｌｅａｓｅ？”

ａｄｏｇ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ｇｅｒ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

Ａｄｏｇ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ｇｅｒ出自《伊索 寓 言》（Ａｅｓｏｐ’ｓＦａｂｌｅｓ），有 一

篇狗占马槽的故事，说的是一只狗躺在堆满稻草的马槽里，狗是不吃

草的动物，而当马或牛一走进稻草时，这只狗却朝着马，牛狂哮，不准

食草动物享用，因此，“狗占马槽”就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而进入

英语中，常 用 来 比 喻ａ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ｏｔ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ｅｎｊｏｙｉｎｇ
ｓｔｈ．ｔｈａｔｉｓｕｓｅｌｅｓｓｔｏ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ｃｈｕｒｌｉｓｈｆｅｌｌｏｗｗｈｏｗｉｌｌｎｅｉｔｈｅｒ
ｕｓｅａｔｈｉｎｇｈｉｍｓｅｌｆｎｏｒｌｅｔｏｔｈｅｒｓｕｓｅｉｔ，讽刺那些占据职位或某些

物质却不做事的人。

ｅｇ：１Ｈｅ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ａｌｏｔｏｆｂｏｏ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ｕｔｈｅｄｉｄｎ’ｔ
ｒｅａｄａｂｏｏｋ．Ｈｅｗａｓｒｅａｌｌｙａｄｏｇ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ｇｅｒ．

２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ｄｏｇｓ ｉｎ
ｔｈｅｍａｎｇｅｒ．

３Ｓｍｉｔｈｗａｓａｄｏｇ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ｇｅｒｏｖｅｒｔｈａｔｒｏｌｌｏｆｗｉｒｅ；ｉｔｗａｓ
ｎｏｕｓｅ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ｔｏｈｉｍ，ｂｕｔｈｅｗｏｕｌｄｎ’ｔｌｅｔｕｓｈａｖｅｉｔ．

ｂｅｌｌｔｈｅｃａｔ自告奋勇去冒险；老虎头上拍苍蝇

Ｂｅｌｌｔｈｅｃａｔ是成语ｔｏｈａｎｇｔｈｅｂｅｌｌ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ａｔ’ｓｎｅｃｋ的简

略，原意是“给猫的脖子上挂铃铛”。它出自《伊索寓言》中的《老鼠会

议》（ＴｈｅＭｉｃｅｉｎＣｏｕｎｃｉｌ）。这篇寓言讲的是：一群老鼠在鼠洞里举

行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凶狠的猫。白胡须老鼠提出：“我有个方法，在

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这样，猫一走动铃铛就会响，我们就可以闻

铃声而逃了。”群鼠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欢呼：“Ｔｈａｔ’ｓａ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ｄｅａ．
Ｗｅｗｉｌｌｂｅｌｌｔｈｅｃａｔ！Ｎｏｍｏｒｅｆｅａｒｏｆｔｈｅｃａｔ！”但是，谁去给猫挂铃

铛呢？没有一只老鼠敢去，一个个都溜掉了。老鼠会议毫无结果，它

们不安全的境况当然也无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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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所寄托的意思很明白：遇到困难的问题时候，既需要有出谋

献策的人，更需要有挺身而出的实干家。ｂｅｌｌｔｈｅｃａｔ常用来比喻ｔｏ
ｄｏｓｔｈ．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ａｖｅｏｔｈｅｒｓ；ｔｏｓｔｅｐｆｏｒｗａｒｄｂｒａｖｅｌｙ
ｔｏｆａｃｅ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ｔｏｔａｋｅａｒｉｓｋｆｏｒｔｈｅｇｏｏｄｏｆｏｔｈｅｒｓ．
ｅｇ：１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ｍａｄ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ｂｕｔｎｏｏｎｅ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ｏｆｆｅｒｅｄｔｏ

ｂｅｌｌｔｈｅｃａｔ．
２Ｗｅｄｉｄｎ’ｔｋｎｏｗ ｗｈｏｗｏｕｌｄｐｕｔｈｉｍｔｈｉｓ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ｍｙ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ｆｅｒｅｄｔｏｂｅｌｌｔｈｅｃａｔ．
ｃｒｙｗｏｌｆ虚发警报；慌报险情；危言耸听

Ｃｒｙｗｏｌｆ来自《伊索寓言》———《牧童 和 狼》（Ｔｈｅ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ｂｏｙ
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ｌｆ）。有个牧童在离村子不远的山坡上放羊，有一次，他

为了开心作乐，突然大喊：“Ｈｅｌｐ！Ｈｅｌｐ！Ｔｈｅｗｏｌｆ！”当全村的人都

闻声跑来援助他时，才知道这只是开个笑。如此恶作剧搞了两三次。
后来，狼真的来了，那个牧童再呼号求救时，谁也不理会他了。于是，
狼把他的羊全吃了。

这篇寓言的意义很清楚：爱说谎话的人，即使在他说真话时，也

没人相信他。由此，人们用ｔｏｃｒｙｗｏｌｆ来概括这篇寓言的基本情节

及其教 诫 意 义，用 以 比 喻ｔｏｇｉｖｅｆａｌｓｅａｌａｒｍｓ；ｔｏｗａｒｎｏｆｄａｎｇｅｒ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ｎｅ之意。按 其 比 喻 意 义，这 个 成 语 相 当 与 汉 语 中

出自《东周列国志》的典故：烽火戏诸侯。周幽王为博得宠妃褒姒一

笑，竟然把军国大事当儿戏，烽火报警戏诸侯，使各路诸侯仓促发兵，
驰援京师，结果受到嘲笑。后来犬戎进犯，幽王再举烽火调兵时，谁

也不来了，结果周幽王遭到杀身亡国之祸。这两个典故的情节虽不

同，寓意却完全一致，都是表示“一朝说假话，一世无人信。”

ｅｇ：１Ｎｏｂｏｄｙｗｉｌｌｂｅｌｉｅｖｅｈｅｉｓ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ｈａｓｃｒｉｅｄ
ｗｏｌｆｓｏｍａｎｙｔｉｍｅｓ．

２Ｉｓｓｈｅｒｅａｌｌｙｓｉｃｋｏｒｉｓｓｈｅｊｕｓｔｃｒｙｉｎｇｗｏｌｆ？

３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ｐｌａｃａｒｄｓｔｈａｔｈａｄｃｒｉｅｄ“ｗｏｌｆ”ｓｏｏｆｔｅｎ，ｃｒｉｅｄ
“ｗｏｌｆ”ｎｏｗｉｎｖ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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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交际中英汉观念比较

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交际行为

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 思 维 方 法、价 值 观、时 间 和 空 间 观 念 等 方 面 的 差

异。本讲就针对这４方面的问题展开讲解。

一、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对英汉语言的影响

所谓思维方式就是人们的思维习惯，也称思维定式或思维模式。
不同的自然和社会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对客观世界有着

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

方式的不同又必然造成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形式的不同。英、汉两

种语言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两种语言的语音、语法、结构等方面的

差异上，而且还表现在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上，因此，为了从宏观上

把握两种语言的特点，微观上增强处理语言的能力，有必要了解一下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影响。

（一）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直接反映在句子词汇的使用层面上。表

现为：英语常用大量的抽象名词来表达实的概念。例如：

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Ｎｏｎｅｗｓｉｓｇｏｏｄｎｅｗｓ．）没 有 消 息 就 是 好

消息。
上面例子中的抽象名词ａｂｓ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使习惯于形象思维的汉语读者感到困惑，给人一种“虚”、“暗”、“泛”、
“隐”、“曲”的感觉，但对习惯于抽象思维的英美读者来说，这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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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明确，措词简练。汉语则习惯于使用具体形象的词语来表达虚

的概念，给人一种“实”、“明”、“直”、“显”、“象”的感觉。如成语“画饼

充饥”、“望梅止渴”（指借空想来安慰自己）中的“饼”与“饥”，“梅”与

“渴”。抽象表达法在英语里非常普遍，尤其在科技、法律、报刊及商

业文体中非常突出。这使得英语有一种“虚”、“泛”、“暗”、“曲”、“隐”
的魅力（而汉语起源于象形文字，文字的图形表示某种意义，引起意

义上的联想，象形文字的运用发展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汉语习惯

用具体、形象的词语表达“虚”的概念，如“画饼充饥”，给人一种“实”、
“直”、“显”、“形”、“象”的感觉这一差别在英汉对比中十分明显。先

看一组例子：

ｆａｒｓｉｇｈｔｅｄｎｅｓｓ　　　　　远见卓识

ｃａｒｅｆｕ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深思熟虑

ｐｅｒｆｅｃｔｈａｒｍｏｎｙ 水乳交融

ｆｅｅｄｏｎｆａｎｃｉｅｓ 画饼充饥

ｗｉｔｈｇｒｅａｔｅａｇｅｒｎｅｓｓ 如饥似渴

显而易见，汉语的四字成语，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二）分析型思维与综合型思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惯于采用综合思维，同样源于东方哲

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
人视为统一的 整 体。中 国 人 历 来 相 信“天 地 与 我 同 根，万 物 与 我 一

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这样的哲学思想致使汉民族惯于从

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从全局的观点进行综合研究。
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尤其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时，常常以听

天由命、顺其自然来安慰自己。其实“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反映了

一种处世哲学和一种思维模式，即“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
是中国哲学的宇宙观，主张把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个体

与群体看作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而且在

这个整体中，身心 合 一，形 神 合 一，精 神 与 物 质 合 一，主 体 与 客 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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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这种思维的影响，汉语也走中庸之道，即不拘于形式，以意合

为主，意合指不借助语言形式手段而借助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

辑关系和语境的存在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连接，追求语言表现的和谐

统一，具体特征有：
注重词句对仗，讲究对称，音、义、词、语、句成双成对，用词重叠

反复，语句多采用对立并联和对偶排比。例如，双声词（美满）、叠韵

词（从容）、叠音词（渐渐）、四字词语（甜言蜜语）等的使用，体现了音

节和字义的协调、和谐及匀称。汉语词汇多同类归并：冰天雪地、禽

兽、桌椅、学习、头脑等；多对立统一：多少、迟早、彼此、是非等；多虚

实相应：木头、屋里、桌子、凳子等；先整体后局部：先有树，后有树枝、
树皮、树根等；汉语复合词组词顺序体现尊卑观念：君臣、父子、兄弟、
长幼、男女、夫妇，而不是臣君、子父、弟兄、幼长、女男、妇夫。这些特

点也是受中国传统宇宙自然观和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汉语是一种突出话题的语言，注重前后联系，以短句为主，常用

对称的形式和规律韵律，在行文上有迂回含蓄的修辞特点。例如柳

宗元在《小石潭记》里描述大自然美景时这样写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

去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砥，为

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

动，叔而远逝，往来翕动，似与游者相乐。
这两小段由７个小句组成，每个小句包含２～５个短句，用逗号

隔开，多动宾结构，充满动感。描写顺序由远及近，由景及人，人景互

动。选用字词与作者心情极为和谐，注重前后呼应，开头和结尾都出

现“乐”，开始时听到水流声心里高兴，最后看见潭水里的鱼与人嬉

戏，更是乐趣无穷。正如古代学者刘勰所总结的，汉语的特征是“积

字成句，积句成章”，体现了我们所说的“意合”倾向，即围绕中心议题

以多个短句由逗号连接构成，短句与短句之间靠整个话题维系，有人

称之为“流水句”、“散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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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认为，自然宇宙始终是人类的认识对象，征服自然是人

类的根本任务，人和自然是处于永恒的矛盾对立之中。概括地说，西

方人的哲学是“神凡两分”。季羡林先生曾提出把“天人相分”看做西

方文化的源头，是有一定的哲学依据的。受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１６
世纪到１８世纪欧洲许多自然科学家主张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或过

程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具体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出来，然后一个部分一

个部分地去研究，从而形成了从整体到个体的分析思维模式。
英语重形合，形合指词语和句子是通过语言形态变化和语言形

式手段连接来表示结构关系和表达思想的，注重语言形式上的接应，
而意合注重行文意义上的连贯，英语是形态语言，主要依靠各种有形

的连接手段以达到语法结构的完整性，并使用表现逻辑关系的连接

词（如 ａｎｄ，ｂｕｔ，ｓｏ，ｈｏｗｅｖｅｒ），关 系 词 （如 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ｗｈａｔ，

ｈｏｗ，ｗｈｅｒｅ），介词（如ｏｆ，ｉｎ，ｏｎ，ａｂｏｕｔ）等，特别强调句子成分之

间的从属、修饰、平行、对比等关系。而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多用意合

手段，语法关系主要通过词序体现，注重运用词义达到连贯。汉语的

文字结构没有形态变化的条件，没有关系词，句子成分之间的辅助词

要少得多，主要靠实词的本身意义和语序连接起来，因而语言直接与

意义挂钩。英汉互译时，英语译文须补充代词、连接词和介词等；而

汉语译文，只要不影响意义的表达，经常出现这些词语的省略。例如：
我们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Ｗｅｈａｖ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ｎ
Ｔａｉｗａｎ．（增加连词）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Ｙｏｕｃａｎｆｉｇｈｔ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ｂａｔｔｌ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ｅｆｅａｔｉｆｙｏｕｋｎｏｗ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ｙｏｕｒｓｅｌｆ．（增加代词、连词）
显然，英语句子中的下画线部分不能省去，因为英语表达的语意

不是按自然语序排列的，它只能靠连词等来表示各种复杂的语义关

系，而汉语则可以通过语义的自然关系来表达。
与汉语散点式、流水句不同，复合句是英语行文的主要特色。复

·５１·

第 二 讲 　 交 际 中 中 西 观 念 比 较



合句强调空间搭架，以主谓结构为主干，以谓语动词为中心，通过大

量反映形式关系 的 介 词、关 联 词、不 定 式 短 语、动 词 短 语、形 容 词 短

语、副词短语和独立主格结构等句子要素层层搭架，呈现出由中心向

外扩展的空间图示。

（三）主客对立与主客合一

英语注重客观事物对人的作用和影响，对主、客体有着严格的区

分，而汉语往往以“人”为中心，认为只有人才能做出有意识的动作，
一般对思维的 主 体 和 客 体 不 加 区 分。汉 语 常 以 有 生 命 的 名 词 作 主

语，句子的语态呈隐含式，而英语则多用无生命名词作主语，主动和

被动两个范畴始终泾渭分明。比如，汉语中可以说 “任务终于及时

完成 ”，用英语则必须说：“Ｔｈｅｔａｓｋｗａ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ｉｍｅ．”
正是由于英语重“物称”，汉语重“人称”而导致了英语被动语态

的大量使用以及汉语主动语态的大量使用，可以说这也是思维主体

性与客体性差异的结果。例如：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Ｗｈａ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ｔｏｂｅｓｈｒｕｎｋ，ｍｕｓｔｆｉｒｓｔｂｅ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

Ｗｈａｔｉｓｔｏｂｅｗｅａｋｅｎｅｄ，ｍｕｓｔｂｅｇｉｎｂｙｂｅｉｎｇｍａｄｅｓｔｒｏｎｇ；

Ｗｈａｔｉｓｔｏｂｅｏｖｅｒｔｈｒｏｗｎ，ｍｕｓｔｂｅｇｉｎｂｙｂｅｉｎｇｓｅｔｕｐ．
汉语原文中主语位置空缺，但可以填补上隐含人称，句式均为主

动态。而英译文中，主语物化了，语态也相应地变成了被动态。
为了追求文章的 整 体 效 果，汉 语 经 常 省 略 主 语，以 无 主 语 句 行

文。例如：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

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贴；三万

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处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

的越唱越高，忽 然 拔 了 一 个 尖 儿，像 一 线 钢 丝 抛 入 天 际，不 禁 暗 暗

叫绝。 （刘鄂：《老残游记》）
这一段主要描 写 王 小 玉 唱 戏，自 始 至 终 只 出 现 一 次 主 语“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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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其他句子 的 主 语“王 小 玉”均 省 略。而 且 最 后 一 句 中，“越 唱 越

高”的主语是王小玉，“暗暗叫绝”的主语应是听众，可是，作者既没提

王小玉，也没提听众。在同一句话中两个主语都省，却没有句意含糊

之感，这是因为汉 语 是 高 度 重 视 上 下 文 的 语 言，根 据 上 下 文 省 略 主

语，不但行文简洁，对仗工整，而且突出主题。

（四）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

不同的民族，在观察某些事物现象时，所取的角度及思维方向有

时是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表现在语言上也是一样的。如中国人

出于礼貌请对方先走、先吃、先做某事时常说“您（先）请”，而英语的

习惯说法却是“Ａｆｔｅｒｙｏｕ！”就 是 说，同 一 举 动，同 一 意 思，英 汉 的 表

达方式完全相反，汉语中用“先”表达的意思，英语中却用“后”表示。
在时间的先后概念上，英美人和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截然

不同的。英语中分别用ｂａｃｋ和ｆｏｒｗａｒｄ指称过去和未来的时间，中

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唐诗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下”。诗 中“前”是 指“过 去”，“后”指“未 来”。
简而言之，中国人是面对着过去来区分时间的先后的，而英美人是面

向着未来来区分时间先后的，英汉民族对于时间坐标不同的思维方

式，不加注意就会造成误译。此外，英汉民族思维顺序的差异也往往

反映在观察事物时所取的不同视角倾向。如汉语中的“九五折”英语

常说成“ａｆ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ｄｉｓｃｏｕｎｔ”，汉 语 着 眼 于 打 折 后 的 实 际 付 款 比

例，英语着眼于折扣的比例，两者视角完全相反；汉语中的“自学”，英

语是“ｓｅｌｆｔａｕｇｈｔ”，汉 语 的 视 点 落 在“学”上，英 语 的 视 点 落 在“教”
上；在地理方位的表达上，中国人习惯于先说横向方位，再说纵向方

位，英美人却与 此 相 反，汉 语 中 的“东 北”、“西 南”，在 英 语 中 分 别 是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和“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还有一些类似表达模式，汉语说“钢铁工

业”，在英语中却说成“ｉｒ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汉语说“水火不容”，
英语则说“ａｓ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ａｓｆｉｒ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汉语说“不管晴雨”，英

语是“ｒａｉｎｏｒｓｈｉｎｅ”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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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价值观比较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

想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了达成“和

谐”，中国人形成了自制、内省、道德本位、依赖性以及集体主义等价

值观念，如尊卑贵贱、君臣父子、论资排辈、仁义博爱、在家靠父母，出

门靠朋友等等。而西方传统文化强调主客两分的思想，西方人认为

人与自然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应该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去支

配并改造自然，实现自我。因此西方人注重奋斗，崇尚成功，强调自

由、自立、平等、民主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
“集体主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与“个人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是体现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对价值观念影响的两个基本概念，又称 “我们文

化”（Ｗｅｃｕｌｔｕｒｅ）和“我文化”（Ｉｃｕｌｔｕｒｅ）。集体主义表现为个人利益

服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必须与集体、国家利益一致。长久以来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注重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认为集体利益

至高无上，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个人利益。这种集体主义

价值观本质特征要求集体发展与个体发展相统一，并树立起了中国

人对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和使命感，自觉担

负起各种社会 职 责。譬 如 中 国 人 提 倡“家 事、国 事、天 下 事，事 事 关

心”，而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行为多数人则持否

定态度。
这些特点在中国人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体现，让我们看几则

广告词：
朋友情谊，贵乎至诚相处，互相支持帮助，互相激励。啊，滴滴香

浓，意犹未尽！麦氏咖啡，情浓味更浓。———麦氏咖啡广告

温暖亲情，金龙鱼的大家庭。——— 金龙鱼

方太，让家的感觉更好。———方太抽油烟机

上述广告中体现了中国人重情、重义、重礼的传统美德。浓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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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味使商品亲切、真诚、可信赖的形象跃然眼前，消费者心中暖暖

之情油然而生。其实，在我们身边，在报刊杂志、网络等各种大众传

媒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宣扬的美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诸如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尊 老 爱 幼、为 朋 友 两 肋 插 刀、大 公 无 私、舍 己 为

人、舍死忘生、舍生 取 义 等 等 都 充 分 体 现 了 中 国 人 集 体 主 义 的 价 值

观。然而，集体主义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惰性的滋生；一味的

论资排辈只会挫伤个人的积极性并阻碍个人的发展，从而也会影响

到社会整体的进步；舍己为人难免也会忘记量力而行，从而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由此，在今天人们不断追求经济利益、实现经济目标的现

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在倡导集体主义的同时也绝对不应该忽视个人

价值的实现，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内正确的理解集体主义，协调好个人

与集体的关系，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才会真正的表现出闪亮、持

久的一面。
西方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个人主义，它是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

实质，并渗透在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翻开最具权威的《简明不

列颠百科全书》：“个人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一 种 政 治 和 社 会 哲 学，
高度重视社会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

个人或自我……”可见，在西方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中，个人主义是一

个褒义词，是和 民 主、平 等、自 由、人 权 等 相 对 等 的。西 方 人 崇 拜 财

富，注重奋斗，追求成功和实现个人价值。
同样让我们看西方的几则广告语，来比较一下与中国的广告有

什么区别：

Ｏｕ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ｉｌｌａｐｐｅａｌｔｏｙｏｕ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ｔａｓｔｅ．
— ＬｕｆｔｈａｎｓａＡｉｒｌｉｎｅ

Ｏｂｅｙｙｏｕｒｔｈｉｒｓｔ． —Ｓｐｒｉｔ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ａｄ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 Ｃａｎｏｎｐｒｉｎｔｅｒ
Ｎ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ｏｓｍａｌｌ，ｎ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ｏｏｂｉｇ． —ＩＢＭ
Ｉ’ｍｌｏｖｉｎ’ｉｔ． —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这些英文广告语中体现出对“我”的重视以及宣扬个人自由、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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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奋斗和自我实现。美国可谓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一个典范，上述广

告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英语中，“Ｉ”（我）永远都大写着，美国人坚信：
“Ｅｖｅｒｙｍａｎｉｓ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ｏｆｈｉｓｏｗｎｆｏｒｔｕｎｅ．”（每个人都是自己

成功的设计师）。大量的英语词汇验证了个人主义这一价值观：ｓｅｌ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ｅｌｆ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ｓｅｌｆ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等等。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艾历克斯·托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首先把“个人主义”这个词条从法语引入美国）曾这样描

述美国人的自立 精 神：他 们 不 欠 任 何 人，不 想 从 任 何 人 那 里 索 取 什

么，他们形成这样一种习惯———依靠自己，他们总是认为他们自己的

尊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好莱坞制作的大片中，史泰龙（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
Ｓｔａｌｌｏｎｅ）、施 瓦 辛 格 （Ａｒｎｏｌｄ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李 维 斯 （Ｋｅａｎｕ
Ｒｅｅｖｅｓ）、马奎尔（ＴｏｂｅｙＭａｇｕｉｒｅ）等巨星无疑成为了西方社会民众

心目中英雄形象 的 代 言 人，比 较 充 分 地 表 现 出 了 美 国 文 化 的 特 点。
在《第一滴血》（ＦｉｒｓｔＢｌｏｏｄ）、《真实的谎言》（ＴｒｕｅＬｉｅｓ）、《终结者》
（Ｔｈ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黑 客 帝 国》（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蜘 蛛 侠》（Ｓｐｉｄｅｒ
Ｍａｎ）等影片 中，他 们 所 塑 造 的 英 雄 形 象 具 有 一 些 共 同 特 点：独 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勇敢（Ｂｒａｖｅｒｙ）、坚 韧（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诚 实（ｈｏｎｅｓ
ｔｙ）、奋进（ｅｎｄｅａｖｏｒ）、自 由（ｆｒｅｅｄｏｍ）、关 心 民 众（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等，这诸多品质淋漓尽致的体现告诉我们，即 便 是 这 些 虚 构

的英雄形象也能最真切地反映出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中，人们

信奉的是个人意识的价值观。此外，战争英雄华盛顿、林肯，工业天

才福特，软件娇子比尔·盖茨，篮球飞人乔丹，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

梦”缔造者施瓦辛格，等等，美国社会无不载满着成功的例子。在美

国人眼中，个人主义近乎完美，这种美国精神也在最大程度上代表了

西方精神。
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同样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诸

如亲情的淡漠，过分强调自我权利的实现而导致的自由主义，表现为

我行我素，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ｓｅｌ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ｎｅｓｓ）等。但是我们也

可以看到，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个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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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离 不 开 与 团 队 的 合 作。强 烈 的 环 保 意 识、团 队 精 神（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等充分体现在西方社会中。

综上所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在中西两种不同历史和文化

背景下的产物，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点，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的

两面性也使它们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求，
它们也必将期待被更进一步的完善。

三、中西时间观比较

当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相互接触并相互交流时，常常会在与时间

相关的问题上发生误会，这种误会有时会导致信息沟通的障碍。为

什么会在时间问题上产生误会呢？原因就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时间的含义是不同的，因此，为了减少和避免跨文化交流中的误会，
有必要对不同文化的时间观进行初步的了解。

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在探讨文化和社会现象时，认为存在

着三种时间心理：过去观、现在观和未来观。过去观的文化（或社会）
注重旧式生活，喜欢回顾历史；在社会伦理方面，表现出对父母和长

者的尊重。譬如，英国人与美国人虽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英国

人更注重古老的传统和过去。美国人之所以和英国人不同，多半是

因为美国是一个缺乏古代史的国家。中国人对传统的重视，体现为

对祖先的尊敬和对家庭的重视，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毁谤祖先和

破坏家庭，是最大的羞耻。“成家立业”和“光宗耀祖”是旧时代中国

人的人生大事。
现在观的文化注重眼前及时行乐，认为生活是自然的，对过去的

留恋或者对未来的幻想都缺乏意义。应该把握好今生今世，不必对

未来考虑太多。西班牙裔美国人、菲律宾人和拉美人多数持有这种

时间观。现在观的行为方式给人的印象是洒脱自由，但有时也显得

过于懒散、缺乏远见。
最后是未来观。美国人是这种时间观的代表。他们常常把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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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未来，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为了明天的幸福而在今天刻苦地工作

和节省。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人浪费时间的行

为感到难以理解。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大量地使用各种省时机器：洗

衣机、洗碗机、计算机、微波炉等等。由于他们总是朝前看，所以不可

避免地经常想到死亡的问题。他们慨叹生命短促，人生时间有限，表

现出对时间价值的高度重视。
提前计划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国际会议常常几年

之前已预作计划，几个月以后会议的详细议程已经准备完毕，通常会

议严格按照议程进行。一些政界领袖、社会活动家、富商大贾都提前

很久就安排计划。西方国家的人使用的专用日记本主要是用做提前

计划。举办会议、约会、社交活动等，都需事先通知，以便对方能早作

安排。临时通知对方参加某项活动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如果请人

吃饭，须在一周甚至更早的时间发出邀请，临时邀请会使人感到缺乏

诚意，往往会遭到拒绝。
“准时”似乎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预定７时开始的活 动 在７

时到达是“准时”，这似乎不应有任何问题。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在

不同的文化中，对于“准时”的理解不同；即使在同一文化中，由于活

动内容不同理解也有所变化。在英国和北美，正式的约会必须准时

到达，最多不能超过预定时间５分钟，而在阿拉伯国家迟到１５分钟

仍属正常范围。如果是家庭宴请活动，在美国比规定时间晚到５分

钟是合乎礼仪的，在英国可以晚到５～１５分钟，在意大利可以晚到一

两小时，在埃塞俄比亚甚至可以更晚。在英语国家晚间宴请虽然可

以允许客人迟到１０分钟左右，但绝对不能提前到达，提早会被认为

是不礼貌的。有一些聚会（ｐａｒｔｙ）并没有严格的开始时间，客人可以

在规定时间之后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到达。
对于一项活动需要多长时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规矩。一般

地说，在英美的公事访问不超过１小时，晚宴大约三四小时，有些年

轻人的聚会（ｐａｒｔｙ）甚至超过三四小时。社交活动时间过短，会使人

感到气氛冷淡，与此相反，一些正式的外交活动场合对于时间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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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通常在邀请信上已经写明活动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因公的

约会通常也是由秘书事前定好起始和结束时间。访问者与被访者在

简单寒暄后立即转入正题，访问者必须注意在规定的时间内谈完公

事，然后告别。有时在规定结束时间等待，这也是向访问者暗示应该

结束谈话，准备告别。在阿拉伯国家和拉丁美洲，晚宴社交活动时间

比英美等国家长，时间短了会使人们感到主人不好客、不够热情。在

西班牙、葡萄牙宴请活动延续到夜间１２时之后也屡见不鲜。在我国

正式宴请活动通常是两个多小时，很少超过３小时。至于在家中请

亲戚、朋友吃饭，在时间长短上并没有一定的规矩，地区与地区间、城

市与乡村间存在不小的差别。

四、中西空间观比较

人们知道动物通常都有领域性，无论是猫、狗、老虎、狮子或是其

他动物都有自己的领地。狗把主人的房子和院落当做自己的领地，
如果有其他的狗或生人接近房子，狗就会吠起来。如果人侵入了老

虎的领地，它会自动地向后退，但在它无法再后退时就会反击。人也

有自己的领地，虽然常常是不自觉的。例如，在一个家里，每个人都

有自己习惯坐的椅子或者习惯呆的位置，这就是他（她）的领地。２０
多年前，我国的餐饮业尚不发达，人们到饭馆去吃饭，常常两三家人

挤在一桌，并没有 领 地 的 概 念，但 是，近 年 来，通 常 是 一 家 人 坐 在 一

桌，很少再有两家人挤在一起的情形。人们很自然地把自己坐的桌

子当做暂时的领地。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有人要坐在同一桌，一般需

要征求原来坐在那里的人的同意。
界域行为是有文化差异的。对社会空间的理解，西方国家比中

国要大。教室里桌椅的摆放就是明证。我们的桌椅，一般是两个一

排，所以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同桌的你》。而西方却没有同桌，都是一

个一个独立摆放的，他们不习惯两个人离得很近。还有像儿童从出

生就有自己的卧室、自己的床等等客观因素，都形成了他们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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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比较大的习惯。在东方国家，日本人的近体度比较大，其次是中

国，再次是韩国。
德国人的界域观念比较强。许多德国人认为，一个人在屋子里

面看到了外面的人，就是侵扰了别人。对这些德国人来说，不一定要

进到一所房子里面才算侵犯，就是对别人看上一眼，不管那个人站得

多么远，都算是侵犯。德国人很在乎门的作用，他们的门又重又厚，
而且总是关着的。他们认为，让门开着是粗心、乱糟糟，而关上门，就

保持了房间的完整，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保护界线。同样，不少德国

人认为把家具搬来搬去，尤其是两人说话时把椅子挪近些，也是对个

人空间的侵犯。譬如，有一位移居美国的德国报纸编辑，对美国人随

意调整家具的习惯深恶痛绝，他把客人坐的椅子用带子拴在他认为

距离合适的地方，不让客人挪动。
英国人的界域观念也很强。他们习惯保留一个很大的身体缓冲

带。即便是同很亲密的人谈话，也想站得远于９０厘米。英国人想自

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他都不会去接。在英国打电话，常

常没有人接听，除非是事先约好了的急事或谈买卖的事。没什么事

打电话，被认为是粗鲁、没教养。
总之，近体度较大的有英、德、美、澳、日等地区，近体度较小的是

阿拉伯、南美、非洲、东欧、中欧等地区。当我们同外国朋友交谈的时

候，我们要有近体度的意识，不能用我们习惯的距离同对方交谈。如

果无从了解对方的习惯，我们可以观察试探：如果对方向前靠，说明

距离应再近一些；向后退，表示需要远些；不动时说明合适。
北京申奥成功后，市长刘淇指出北京人的１２种小毛病，其中的

一种加塞儿，就属于不礼貌的界域行为。银行和地铁的排队现象，人

和人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即使这样，也还有人加塞儿。西方人排队

的间距大约１米，并没有人会挤进去。日本、韩国的留学生在校园里

碰见老师，大老远就鞠躬，而中国学生却无视老师的存在，横冲直撞

地就过去了，老师还要躲避他们。在教学楼的楼道里，留学生都是远

远地在老师后面走，从不会超越。而中国学生却多会从老师身边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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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处于陌生环境中，当主人不在场时，未经许可不要私自动用其领

域内的物品，一般 不 要 翻 动 亲 友 的，哪 怕 是 子 女 的 抽 屉、书 包、信 件

等，因为这种揭人隐私的行为，会伤害对方的自尊。主人在场时，不

要随意侵入其领域。在进入他人领域之前，一定要征得同意。比如

到朋友家做客，进门先按铃或敲门，经主人允许后方得进入。不经主

人邀请或没有获得主人同意，不得要求参观主人卧室，即使是较熟悉

的朋友也不要去触动他的个人物品和室内陈设。在公众场合，要尽

量避免侵犯他人的空间。有些人往往不注重自己的界域行为，在无

意之中伤害了他人，也损害了自己的形象。

１．对比下列两首诗，谈谈它们体现了什么样的思想？

饮　酒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息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ＴｈｅＣｌｏｕｄ
Ｉｂｒｉｎｇｆｒｅｓｈｓｈｏｗ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ｓｔｉｎｇｆｌｏｗｅｒ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ｓ；

Ｉｂｅａｒｌｉｇｈｔｓｈａｄ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ｅａｖｅｓｗｈｅｎｌａｉｄ
　　Ｉｎｔｈｅｉｒｎｏｏｎｄａｙｄｒｅａｍｓ．
Ｆｒｏｍｍｙｗｉｎｇｓａｒｅｓｈａｋｅｎｔｈｅｄｅｗｓｔｈａｔｗａｋｅｎ
　　Ｔｈｅｓｗｅｅｔｂｕｄｓ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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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ｎｒｏｃｋｅｄｔｏｒｅｓｔｏｎｔｈｅｉｒｍｏｔｈｅｒ’ｓｂｒｅａｓｔ，

　　Ａｓｓｈｅｄａｎｃｅ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ｕｎ．
Ｉｗｉｅｌｄｔｈｅｆｌａｉｌ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ｈｉｎｇｈａｉｌ，

　　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ｎ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ｐｌａｉｎｓｕｎｄ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ａｇａｉｎＩ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ｉｔｉｎｒａｉｎ，

　　ＡｎｄｌａｕｇｈａｓＩｐａｓｓｉｎｔｈｕｎｄｅｒ．
云

我为焦渴的鲜花，从河川，从海洋

带来清新的甘霖；
我为绿叶披上淡淡的凉荫，当他们

从我的翅膀上摇落露珠，去唤醒

每一朵香甜的蓓蕾，
当她们的母亲绕太阳旋舞时摇晃着

使她们在怀里入睡。
我挥动冰雹的连枷，把绿色的原野

捶打得有如银装素裹，
再用雨水把冰雪消容，我轰然大笑，
当我在雷声中走过。

ｆｉｓｈ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ｓ浑水摸鱼；趁火打劫；陷于混乱

Ｆｉｓｈ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ｓ直译是：“浑水摸鱼”，出自《伊索寓言·
渔夫》。这篇寓言讲的是：有个渔夫在河里张网捕鱼，他把鱼网横拦

在河道里，然后拿了一条缚着石块的绳子，不停地拍击河水，使泥沙

泛起，河水浑浊，鱼儿在慌乱中纷纷自投罗网，渔夫用这个方法捕得

了好多鱼。但住在附近的人指责渔夫说：“我们饮水全靠这条河，你

把水搞得这么浑，叫我们到哪里去找清水饮用呢？”渔夫回答说：“可

是，我若不把水搞浑，那就非饿死不可了。”因此，人们常用ｔｏｆｉｓｈｉ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ｓ比喻ｔｏｔｒｙｔｏｗｉｎ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ｆｏｒｏｎｅｓｅｌｆｆｒｏｍａｄ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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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ｂ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ｏｍａｋｅｕｓｅｏｆｓｂ．’ｓ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ｔｏｓｅｒｖｅ
ｏｎｅ’ｓｏｗｎｅｎｄｓ．并 因 此 产 生 了 谚 语ｉｔ’ｓｇｏｏ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浑水好摸鱼）。

在英语中，ｔｏｆｉｓｈ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ｓ 也 可 写 成ｔｏ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
ｍｕｄｄｙｗａｔｅｒｓ，而且 ｗａｔｅｒ必须为 ｗａｔｅｒｓ。

ｅｇ：１Ｔｈｅｍａｎｗｈｏ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ｓｆ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ｓ．

２Ｉｒｅｆｕｓｅｄｔｏｌｅｔｔｈｅｍｃｏｍｅｈｅｒ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ｋｎｅｗｔｈｅｙｏｎｌｙ
ｗａｎｔｅｄｔｏｆｉｓｈ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ｓ．

３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ｍａｄｅｌａｒｇｅｐｒｏｆｉｔｓｏｕｔｏｆｉｌｌｅｇａｌｌｙｓｅｌｌ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ｄ
ｇｏｏ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ＷａｒⅡ ｗｅｒ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ｓ．

ｃａｔ’ｓｐａｗ 被他人利用的人；受人愚弄者

Ｃａｔ’ｓｐａｗ 也作ｃａｔ’ｓｐａｗ或ｃａｔｓｐａｗ，字面意思是“猫爪子”，出

自１７世纪法国著名的寓言作家拉·封丹的《猴子与猫》。讲的是狡

猾的猴子哄骗头 脑 简 单 的 猫 儿，替 它 从 炉 火 中 取 出 烤 熟 的 栗 子 来。
猫儿应命去做，结果猫爪子被火烧伤了，而取出的栗子却被猴子吃光

了。追根溯源，远在公元前３世纪的《伊索寓言》中就有这个故事，不

过没有题目。

Ｃａｔ’ｓｐａｗ常用来比喻ａｐｅｒｓｏｎｕｓｅｄａｓａｔｏｏｌｂｙａｎｏｔｈｅｒ；ｏｎｅ
ｗｈｏｉｓｕｓｅｄｍｅｒｅｌｙ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ｏｆａｃｌｅｖｅｒｅｒｏｒ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之意。按其内涵，这个成语与汉语成语“为虎作伥”所比喻的

意义相似，仅是动物的形象不同。

Ｃａｔ’ｓｐａｗ除了单独做复合名词使用外，还构成ｔｏｍａｋｅａｃａｔ’ｓ
ｐａｗｏｆｓｂ．（利用某人作为工具或爪牙）。

ｅｇ：１Ｉｔｉｓｅａｓｙｆｏｒｈｉｍｔｏ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ｃａｔ’ｓｐａｗｏｆｅｖｉｌｄｏｉｎｇ．
２Ｉａｍａｆｒａｉｄｔｈａｔｈｅｉｓｍａｋｉｎｇａｃａｔ’ｓｐａｗｏｆｙｏｕ．

ｐｕｌｌｔｈｅｃｈｅｓｔｎｕｔ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ｅ火中取栗；替别人冒险

Ｃａｔ’ｓｐａｗ与ｐｕｌｌｔｈｅｃｈｅｓｔｎｕｔ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ｅ是同源成语，但

两个成语无论在结构上或意义上都不相同，前者比喻充当别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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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或爪牙，后者常用来表示ｔｏｄｏｓｔｈ．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ｓ的意思。
这个成 语 也 作ｔｏｐｕｌｌｓｂ．’ｓｃｈｅｓｔｎｕｔｓ，或 者ｔｏｐｕｔｔｈｅｃｈｅｓｔ

ｎｕｔｓｆｏｒｓｂ．。

ｅｇ：１Ｉｈａｄｐｕｌｌｅｄｔｈｅｃｈｅｓｔｎｕｔ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ｅｆｏｒｈｉｍ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ｗａｓ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ｄｏｉｔａｇａｉｎ．

２Ｔｈｅｙａｒｅｐｕｌｌｉｎｇｃｈｅｓｔｎｕｔ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ｋｎｏｗｉｎｇｉｔ．

３Ｙｏｕｃａｎ’ｔｍａｋｅｍｅｙｏｕｒｃａｔｓｐａｗｔｏｐｕｌｌｙｏｕｒｃｈｅｓｔｎｕｔｓｏｕｔ
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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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英汉语言差异比较

一、英汉语言的发展历史

汉语和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两种语言。由于历史

发展的不同轨迹，两种语言按各自社会的需要而发展，这样，汉语发

展成为今天的表意文字，而英语发展成为今天的表音文字。全世界

的语言可分为７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
英语属印欧语 系 日 耳 曼 语 族 西 日 耳 曼 语 言，与 德 语 最 为 接 近。

英语的历史起源于５世纪，至７世纪已有文字记载，英语的发展经历

了三 个 时 期：古 英 语 时 期（４４９—１１００ 年），中 古 英 语 时 期（１１００—

１５００年），现代英语时期（１５００—现在）。
早在公元５世纪中叶，由于英国接连遭到盎格鲁、撒克逊和米特

三个日耳曼部族的入侵，之后又被斯堪的纳维亚人和丹麦人征服，英

国政治制度开始动摇，一个以西日耳曼语为主体，多个部族语言相互

交融的早期语言开始在英国萌生。这就是语言学家所称的古英语时

期。古英语又叫盎格鲁撒克逊语，它主要包括盎格里亚方言、肯特方

言和西撒克逊方言。
在公元１０００年之后的２００年间，英国在丹麦人的统治下，社会

的动荡给语言带来了自由发展的空间。英语在结构上发生了一系列

的变化，古英语时期开始了向中古英语时期的过渡。当时，英语已形

成了比较稳定的文字形式。在英语的各种方言中伦敦方言渐渐成为

被人们广泛认可的英语标准语言和文学语言。到１６世纪中叶欧洲

的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宗教和科学运动大大促进了英语的发展。尤

其人文主义运动加速了中古英语向早期现代英语的过渡。英国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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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在他的诗歌与剧作中富有创

意地大量运用英语本族语的词汇，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英语的结构

形式和表现力，对英语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现代英语始于１５００年。在这一时期英国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

的文化活动，先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然后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殖民主义、工业革 命、帝 国 主 义、现 实 主 义，它 们 均 给 英 语 留 下 了 痕

迹。１７世纪开始，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冲破了原有生产关系的

束缚，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也带来了英

语新的繁荣和发展局面。在这以后的１００多年里，早期现代英语已

成为堪与希腊语和拉丁语相媲美的欧洲主要语言之一。英语世界性

的扩张开始于１９世纪，随着英国经济、军事、商贸文化及综合国力的

增强，其在海外的侵略和扩张也就成了必然，英语也就随之传入了很

多地区和国家，主要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非、东西非、南亚、新加

坡、马来西亚、香港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加拿大。
在英语语言群系中，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是影响最大也通常被

认为是最标准的英语。现代英语有许多变体，其中最主要的有美国

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加拿大英语、夏威夷英语、印度英

语、巴基斯坦英语以及非洲英语。无论是标准英语还是非标准英语，
亦或各种各样的英语变体，共同组成了英语世界的大家族，它们在当

今国际事务和各个领域的交流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任何其他语

种不可比拟的。
英语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交际语言，全世界６０％以上的

广播节目、７０％以上的邮件、８０％以上的科技出版物都使用英语。英

语同汉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被指定为联合国大会的

正式语言，英语和法语是工作语言。据统计，当今世界２２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中，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国家达８５个之多，人

口达到２３亿。
汉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代表文字之一，它是唯一发源于公元前并

且至今还在使用的文字，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算起，已经有６０００多

·０３·

英 汉 语 言 文 化 比 较



年的历史了，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历史变迁。
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由单纯表意向部分表音方向发展。汉语

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康熙字典》收录了４．９万个汉字，《汉

语大词典》收录了５．６万个汉字。
汉字是汉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现行汉字形体是从古汉字发展而来的，汉

字形体的演变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①古文字阶段，这一阶段汉字的

形体有甲骨文、金文、篆文（大篆、小篆），其中小篆代表了古文字形体

的成熟。②向现行文字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汉字以隶书和楷书为代

表，隶书产生于秦，楷书形成于汉。隶变是汉字史上最重要的变革，
它通过大量地省略笔画和大量地合并笔画等方式，彻底破除了文字

的图画部分，间架均匀，笔画平直，轮廓方正，对汉字施行了结构性的

改造。③现行汉字阶段，现行汉字的印刷体以楷书为范式，手写体常

用行书。
现行汉字有独体字和合体字两种结构形式，独体字由笔画构成，

如：日、月、人等；合体字由笔画组成的部件构成，如：报、保、达等；从总

体上说，汉字的书写单位包括笔画、部件和整字；从书写的角度说，汉

字与拼音文字的区别是：拼音文字是线形排列，而汉字则是平面组合。
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

语词汇多是双音词，词义辨析细微，表意准确精当，色彩形象鲜明，构

词方式灵活多样。正因为如此，汉语不仅能够表达博大精深的思想，
纷繁复杂的事物，而且就是对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也能表现得惟妙

惟肖，入木三分。

二、汉英语言的基本差异

（一）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

汉字具有象形性。如“人”酷似一个分腿站立、顶天立地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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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日”和“月”像天上的太阳和月亮的形状。“从”字非常生动地

描写出 一 个 人 跟 着 另 一 个 人 走 路 的 情 景。“山”则 很 像 一 座 山 的

样子。
汉语象形字源自文字画，即描摹实物形象的一种造字方法，一般

表示常见事物，如：“雨、火”等。例如：《说文解字》对“日”、“月”的解

释充分展示了其造字理据：“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月，阙也，大

阴之精，象形”；“日”显圆形，“月”显半圆形，因“月有阴晴圆缺”之变

化，而缺多圆少。象形性是以字形高度概括和突显为主要特征。
“六书”是后人根据已有的汉字结构，分析归纳出来的汉字构造

理论。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种造字法，转注和假借两种用

字法。象形字是描绘事物形状的造字法，如：“牛、羊、田”等，它在汉

字中占的数量不多，但却是构成汉字的基础，大部分会意字和形声字

都是以象形字为构字部件组成的，所以识别少量的象形字有助于理

解大部分汉字的字义。指事字，是用象征性符号或者在象形字上加

指示性符号来表示意义的造字方法，所表示的一般是抽象概念。例

如“本”字，在象形 字“木”字 的 下 面 打 一 小 横 来 指 出 树 根 的 所 在，再

如：“上、下、三”等。这种结构的字是在象形的基础上，由两个形素构

成，可分析性强。会意字，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合在一起，表

示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方法。如“森”字，是三个“木”字组合在一起，
表示树木多，再如：“从、益、休”等。会意字数量不多，字义分析包含

着想象和推理，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综合。以上三者都没有表

音成分，都是纯表意字。
在汉字的几种造字方法中，以形声最为重要。形声字是用表示

意义的符号和表示读音的符号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义的造

字方法，在象形符号基础上增加声符，创造新字。如：“讽”字，“讠”为

意符，“风”为 声 符。形 旁 的 主 要 作 用 是 表 示 字 的 意 义 类 属，帮 助 了

解、提示和区别字的意义。如：“松、柏、桃、李、树、林”等都有“木”旁，
一看就知和树木有关；“江、河、湖、泊、海、洋、深、浅”等都有“水”旁，
一望便知与水有关。当然，由于事物和人们观念的发展变化，有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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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意的汉字现在已不能表示原来的意思了，如：“奸、娇”等字用的

是“女”字旁，表示跟女性有关，显示对女性的歧视，但现在的字义已

发生了变化。形声造字功能最强，据有关统计，在甲骨文字里，形声

字只占２０％，到 东 汉 许 慎 的《说 文 解 字》里，形 声 字 所 占 比 例 达 到

８２％，而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康熙字典》形声字占９０％。
因为大部分汉字可以直接或间接表意，所以汉字被认为是表意

文字。其实表意并非汉字的特点，因为拼音文字也有表意功能，以英

语为例，如ｔｉｏｎ，ｍｅｎｔ等词缀都是表意的。汉字长期停留在表意文

字阶段，同汉语的特点和我国的社会条件有关，古代汉语中单音节占

优势，同音词多，又缺乏形态变化，而表意的汉字字形能够用来区别

同音词，正适合记录汉语的需要。汉族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方言分

歧很大，表意的汉字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方言之间起到交际

工具的作用。
英语的全部词 汇 估 计 有 一 百 多 万 个，由 本 族 词 和 外 来 词 组 成。

本族词是其基本（核心）词汇。英语词的构成方式有：

１ 词缀法（ａｆ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某些词汇加上前缀（ｐｒｅｆｉｘ）或后缀（ｓｕｆｆｉｘ）来构成新词。如：ｅｎ

ｌａｒｇｅ，ｕｎｈａｐｐｙ，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ｒｅ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ｓｌｏｗｌｙ，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ｔｅａｃｈｅｒ。

２ 转化法（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由一种词类转化成另一种词类，它无须借助词缀就可实现词类

的转换。例如：名词和动词词转类（ｗａｔｅｒ，ｈａｎｄ）；形 容 词 转 化 为 名

词：ｈｅａｖｙ — ｈｅａｖｉｅｓ（有 影 响 的 要 人），ｔｈｅｔｒｕｅ（真 实 的 事），ｔｈｅ
ｓｉｃｋ（病人）。

３ 合词法（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复合名词。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月光）；ｔｏｏｔｈａｃｈｅ（牙痛）；ｄｅａｄｌｉｎｅ（最

后期限）；ｏｕｔｂｒｅａｋ（爆发）。
（２）复合形容词。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ｌｏｃｋ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连续２４小时的讨

论会）；ａｓｅｅｔｈｏｕｇｈｓｈｉｒｔ（薄得透明的衬衫）；ｄｉｖｉｄｅａｎｄｒｕｌｅ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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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就跑的战术）；ａｎｅａｓｙｔｏｐａｉｎｔｐｏｒｔｒａｉｔ（一幅容易绘画的像）。

４ 拼缀法（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对原有的两个词进行剪裁，取舍其中的首部或尾部，然后连成一

个新词即拼缀法。如ｓｍｏｇ由ｓｍｏｋｅ和ｆｏｇ拼缀而成。

５ 逆成法（ｂａｃｋ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将某些词误作派生词而去其词缀构成，经长期使用，已被人们接

受，如Ｂｅｇｇａｒ— Ｂｅｇ，ｅｄｉｔｏｒ—ｅｄｉｔ，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ｅｎｔｈｕｓｅ。

６ 缩略法（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此方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原来完整的词进行加工，缩略其

中一部分字 母，构 成 新 词，此 词 叫 缩 短 词，如：ｐｈｏｎｅ＝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电

话，ａｄ＝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广告，二是将词组中主要词的开 首 字 母 联 成

一个 词，这 种 词 叫 首 字 母 缩 略 词，如：ＶＯＡ＝Ｖｏｉｃ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ＡＴＯ＝ 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英语构词法的特点表现在一个事物、一个名称，没有从整体来命

名的习惯。如：ｐｉｎｅ，ｃｙｐｒｅｓｓ，ｐｅａｃｈ，ｐｌｕｍ，ｔｒｅｅ，ｆｏｒｅｓｔ和ｒｉｖｅｒ，ｌａｋｅ，

ｓｅａ，ｏｃｅａｎ，ｄｅｅｐ，ｓｈａｌｌｏｗ，两组词的成员之间从词形上很难看出有什

么联系。英语构词法以“词干＋词缀”法为主。词干位于词的中心位

置，其作用就像是原子核，词缀（分前缀和后缀）位于词的边缘位置，
就像核外电子。这种重视个体的方法被潘文国称为“原子主义”。拼

音文字以音写义的方法，恰恰反映出西方人的抽象的思维方式，语言

的逻辑化更便于上升到逻辑思维。
英语构词只能靠 增 加 语 素 来 建 立：词 根＋词 缀／词 缀＋自 由 词

根／黏着词根／词基，词的语素越多，词的音节也就 越 多。英 语 词 的

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分明，语义理据一般指通过比喻、联想等构词，
如“ｄａｎｄｅｌｉｏｎ”源于法语“ｄｅｎｔｄｅｌｉｏｎ”，即“ｔｏｏｔｈｏｆｌｉｏｎ”因其叶子与狮

子牙相像而命名。而汉字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难以分清，一个字往

往两者兼有。
汉语四种造字都建立在象形的基础上，展示联想与抽象。一个

汉字可包含两个或更多 形 素（相 当 于 英 文 的 语 素），如：“好”、“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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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文不存在象形字，因此没有类似的理据。英文字很多也可分析，
不过每个语素都要通过音节表示，所构成的可能是派生词或复合词。
词根 和 词 缀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起 到“偏 旁／形 旁”的 作 用，如 ａｑｕ表 示

“ｗａｔｅｒ”（ａｑｕａｒｉｕｍ，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但不如汉字那样一目了然。
汉语词语的直观性也很强，如“百褶裙”（ｍａｎｙｐｌｅａｔｓｓｋｉｒｔ），高

跟鞋（ｓｔｉｌｅｔｔｏｓ），长 筒 袜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回 形 针 （ｐａｐｅｒｃｌｉｐ），鹅 卵 石

（ｃｏｂｂｌｅ）等，形象鲜明、生动，而相应的英文多数只说明功能，极少具

备汉语的形象性。
英语字母最初是象形的，“Ｑ”象征“ａｍｏｎｋｅｙｗｉｔｈｉｔｓｔａｉｌ”。英

文字母是借源文字，其象征性早已消失，已演变成表音字母。通过研

究汉字与西方字母文字的造字取向，我们发现汉字取向于物，字母文

字取向于语音。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直接从原始图画发展而来，从

最初就具有直观性，其意义以字型与物象的相似为理据。汉字进化

至今其直观性已成为内在的东西，但仍然存在。西方字母文字，包括

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的文字所使用的字母，都是从腓尼基字母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拉丁语几经演变产生了诸如意大利语、法语、西

班牙语和英语等书写变体。英语字母文字的字型与字的读音具有一

致性，与所指的事 物 之 间 没 有 形 似 的 关 系，因 而 相 对 于 所 指 事 物 而

言，具有很大的抽象性。这说明汉字适合形象思维，西方文字适合逻

辑思维。由此可看出中、西方文字的差异与中、西方语言及思维方式

的差异具有一致性。

（二）英汉语音比较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特有的语音系统，特有的一套发音规律，英语

和汉语是两种差 异 很 大 的 语 言，从 语 音 层 面 来 看，英 语 属 于 语 调 语

言，汉语则为声调语言。
英语的语调在口语中作用很大，表示说话人的感情色彩和意图，

是书面语所做不到的，如：Ｔｈｉｓｉｓａｐｅｎｃｉｌ．（降调，表示说话人很肯

定。）Ｔｈｉｓｉｓａｐｅｎｃｉｌ．（升调，表示说话人持怀疑态度，不肯定。）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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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ａｐｅｎｃｉｌ．（降升调，表示说话人强调ｐｅｎｃｉｌ，进行比较。）
汉语属于声调语言（ｔｏｎ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在汉语中，语调虽然也有

修辞作用，表示说话人的感情或意图，但汉语的词义主要靠声调来区

分，声调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种。语调和声调是英汉语音系

统的主要区别之一，如果对英语语调缺乏了解，在朗读时，就会语调

平平，缺乏明快的节奏感。
英语语调的变 化 主 要 在 超 音 节 范 围 内 整 体 音 域 的 高 低 升 降 变

化，通常按句中重读音节出现的顺序，依次下降，直到最后一个重读

音节升或降来决定句末的语调。汉语中，句中的每个字都有固定的

声调，句子的语调只在句末最后一个音节的声调上进行调节，整个句

子的调子起伏升降幅度不大，音高变化的音域不宽。
分析声音还可以从音高、音长等方面进行。汉语的音高与英语

的音高相比显得更重要。汉语的声调和语调主要由音高变化而成。
在音强方面，英语的重音一般指力的重音———重读音节，而汉语的轻

音字就是由音强变化形成的。如：“橙子”中的“子”字。在音长方面，
英语的音可分长、短元音，而汉语的音长没有明显区别意义的作用。
又如汉语里送气、不送气一般能区别词义，而在英语里一般则不能。
英语里清、浊音一般可以区别词义，而在汉语里则通常不能。另外汉

语的声调一般也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声调与语调方面的语义特征是：英语的音调是句子或短语的特

征，而汉语的音调可以区别字义，是音节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音节

音调变了，其所代表的字义也会改变。英语中音调随句子或短语的

需要而变化，单词的音调变了，其意义不会发生，这种音调称为ｉｎ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语调）。音调模式是英语句子或短语结构的一部分，不是词

的结构的一部分。英 语 的 降 调 意 味 着 明 确、肯 定、坚 持、终 结、直 率

等，有时也表示严肃、无礼或唐突。
从英汉重音方面来看，一是英语词的重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

作用。如ｒｅｃｏｒｄ［ｒｉｋ：ｄ］ｖ．（记录），ｒｅｃｏｒｄ［ｒｅｋ：ｄ］ｎ．（记录），ｃｏｍ
ｍｕｎｅ［ｋｍｊｕ：ｎ］ｎ．（公社），ｃｏｍｍｕｎｅ［ｋｍｊｕ：ｎ］ｖ．（交谈），Ｅｎｇｌｉ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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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ｃｈｅｒ英国教师／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ａｃｈｅｒ英 语 教 师，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黑 色 的 板

子／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黑板（复合名词音重多 半 落 在 第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上），
而汉语的词重音一般不起主要作用，只有少数轻声字除外，如：爸爸、
窗子、好吧等。在这类词里，后一个字读轻声，如果将两字的轻重音

互换，会引起误解。
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都有某种或某些成对而相反的特点，这些

特点相互对比或相互交替地出现就形成了节奏。英语和汉语的语音

都有节奏，但各有特点。英汉节奏的不同首先表现在节奏单位上，汉

语的节奏单位由很少的语义上相对独立完整的几个音节构成，最普

遍的节奏形式由两个或三个音节组成，但无论多少个音节构成一个

节奏单位，汉语的 节 奏 单 位 的 确 定 总 是 与 最 小 的 语 义 单 位 相 一 致。
而英语的节奏单位的确定与汉语大不相同，它由分布均匀的重音构

成，各个重音之间的轻音数目比较一致，一般讲是两个。英语节奏单

位的确定，不是像汉语那样要求同语义相适应，而是应当相对地维护

节奏的原则。英汉节奏的另一个不同，表现在计算节奏的节拍的标

准各不相同。汉语的音节数作为节奏的单位，除了一些虚词读成轻

声外，其他词都应读得一清二楚。英语中情况大不一样，英语以一定

间隔时间出现的重音作为节奏的基本模式，即以重音计时。以汉语

为本族语的学生说英语时，因在节奏方面普遍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从

而影响与外国人交流。要认清重音节拍型节奏在英语语音教学中的

重要地位，应尽早帮助学习者认识到英汉两种语言在节律方面的异

同，并在实践中有意识地进行相应的训练。
汉语语音的另一特点是音节匀称、成双成对。双音节在现代汉

语里是一种常见的修辞现象。单音节词相配，双音节词宜与双音节

词相配，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写起来顺手，能给人以匀称，整齐

而又平稳的感觉。如：“此处禁止停放车”就不如“此处禁止停车”或

“此处禁止停放车辆”来得整齐、匀称；“脸发烧，心慌，不知所措”就不

如：“脸发烧，心发慌，不知所措”这样来得对仗和谐，更加顺畅。除此

之外，汉语中还有一种常见表达形式就是对偶。对偶就是把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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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内容相关或相对的短语、句子或句群对称

地排列在一起的修辞方式，中国文化中的对联就是汉字音韵美的体

现之一。
根据汉语的语音特点，还有所谓双声、叠韵和叠音等修辞现象。

双声，指的是声母相同的两个音节连缀而成词；而所谓叠韵，指的是

把韵母相同的两个音节连缀而成词。前者如“新鲜”，后者如“徘徊”。
叠韵如“两玉相叩，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取其婉转”，双声叠韵词所

谓叠音，就是把同一个字或单音词接二连三地用在一起。运用叠音

词，不但能增添声音美感，调整音节，而且还能表达不同的语气、程度

和感情色彩，加强语言的形象性。如：“饥肠辘辘”、“杨柳依依”皆属

此列，前者写饥饿难耐、腹中作响的听觉形象淋漓尽致，而后者则将

杨柳树枝柔弱、随风飘摆之视觉形象穷尽无遗。
汉语的四声构成了发音的抑扬顿挫，产生了一种音乐的特征，难

怪 外 国 人 说 学 汉 语 好 比 学 唱 歌。同 时，汉 语 基 本 上 是 单 音 节，在

１３００多个单字音节中，除去四声调特征以后，只有４２９个音节，它们

可以组成数十万条词组。而英语是重音语言（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英语单词多是多音节，英语中约有１２００个音节，有重音，但没有四

声。由于语音的特性，汉语诗歌的格律为“平仄律”，英语诗歌的格律

为“轻重律”。利用发音的特点形成的语言游戏很难英汉互译。
例如乾隆题在鼓浪屿的上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而能对

出下联“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的，也只有才子纪晓岚了。同样，
英文里也有绕口令，如：“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ｓｉｃｋｓｈｅｉｋ’ｓｓｉｘｔｈｓｈｅｅｐ’ｓｓｉｃｋ”
和“Ｍａｄａｍ，Ｉ’ｍＡｄａｍ”，自数量和趣味性远远比不上汉语。此外，
汉语利用单音的特点常用叠韵或双声，如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

清清，凄凄 惨 惨 戚 戚”，林 语 堂 曾 将 之 译 作“ｓｏｄａｒｋ，ｓｏｄｅｎｓｅ，ｓｏ
ｄｕｌｌ，ｓｏｄａｍｐ，ｓｏｄａｎｋ，ｓｏｄｅａｄ．”他也只用了１２个单词，其中６个

押“ｄ”的头韵，应 该 说 是 绝 配 了，可 是 比 起 原 文 来，总 归 还 是 缺 了 那

么一点点韵味。所 以 有 学 者 认 为，诗 歌 的 不 可 译 性 主 要 体 现 在“音

美”的传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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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李白的《静夜思》的两个英语翻译版本，谈谈你对它们翻译

的看法。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１）ＡｒｔｈｕｒＣｏｏｐｅｒ译：

Ｂｅｆｏｒｅｍｙｂｅｄ
Ｔｈｅｒｅｉｓｂｒｉｇｈｔ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

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ｓｅｅｍｓ
Ｌｉｋｅｆｒｏｓｔ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
Ｌｉｆｔｍｙｈｅａｄ，

Ｉｗａｔｃｈ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ｍｏｏｎ，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ｍｙｈｅａｄ，

ＩｄｒｅａｍｔｈａｔＩ’ｍｈｏｍｅ．
２）许渊冲译

Ａｂｅｄ，Ｉｓｅｅａｓｉｌｖｅｒｙｌｉｇｈｔ，

Ｉｗｏｎｄｅｒｉｆｉｔ’ｓｆｒｏｓｔａｇｒｏｕｎｄ．
Ｌｏｏｋｉｎｇｕｐ，Ｉｆｉｎｄｔｈｅｍｏｏｎｂｒｉｇｈｔ；

Ｂｏｗｉｎｇ，ｉｎ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ｍｄｒｏｗｎｅｄ．

Ａｔｔｉｃｓａｌｔ优雅的俏皮话；妙语

Ａｔｔｉｃｓａｌｔ的字面意思是“阿蒂卡的盐”。阿蒂卡州（Ａｔｔｉｃａ）是希

腊东南部的一 个 州，其 首 府 是 雅 典。阿 蒂 卡 州 是 个 半 岛，工 商 业 发

达，特别盛产海盐，相传，阿蒂卡州的盐比希腊其他地方出产的盐精

·９３·

第 三 讲 　 英 汉 语 言 差 异 比 较



细有味，深受欢迎。阿蒂卡人机智风趣，善于说俏皮话，以幽雅的诙

谐著称于世。
这个成语出自古罗马著名的作家和演说家西塞罗（ＭａｒｃｕｓＴｕｌ

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前４３年）。他的论 文 和 演 讲 词，都 是 文 体

和标准拉丁语的典范，在其作品中论述了古希腊人精心研究的雄辩

术理论，特别提到以口齿锋利著称的阿蒂卡人。公元前５５年，西塞

罗以文艺对话形式写的主要著作《辩论》（ＤｅＯｒａｔｏｒｅ），探讨了演讲

艺术中的诙谐问题。他说，妙语应当含有“盐味”，像“阿蒂卡的盐”那

样有味。
在现代英语中，ｓａｌｔ一词含有“风趣”、“兴味”等转义。成语ａｔｔｉｃ

ｓａｌｔ常用来表示ｐｏｉｇｎａｎｔ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ｗｉｔ；ｗｉｔｏｆａｒｅｆｉｎｅｄｑｕａｌｉｔｙ。因此

也可写ａｔｔｉｃｗｉｔ。

ｅｇ：１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Ｍｒ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ｇａｖｅａｔａｌｋｔｏｔｈｅＷｏｍｅ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ｏｎｈｅｒｔｒａｖｅｌｓｉｎＡｓｉａ．ＩｔｗａｓｆｕｌｌｏｆＡｔｔｉｃｓａｌｔ．

２Ａｔａｌｋｆｕｌｌｏｆａｔｔｉｃｓａｌ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ｔｏ．
３Ｔｈｅｙ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ｏｆ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ｔｔｉｃｗｉｔ．
ｏｎｅ’ｓｐｏｕｎｄｏｆｆｌｅｓｈ残酷榨取；割肉还债

Ｏｎｅ’ｓｐｏｕｎｄｏｆｆｌｅｓｈ出 自 莎 士 比 亚 的《威 尼 斯 商 人》，比 喻ｔｏ
ｉｎｓｉｓｔｃｒｕｅｌｌｙｏｎ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ｏｆｗｈａｔｗａｓｂｏｒｒｏｗｅｄ，常 用 在 ｈａｖｅ，

ｄｅｍａｎｄ，ｅｘａｃｔ，ｗａｎｔ，ａｓｋｆｏｒ等之后。

ｅｇ：１Ｉｆｙｏｕｂｏｒｒｏ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ｃｏｕｎｄｒｅｌ，ｙｏｕｍａｙｂｅｓｕｒｅｈｅ’ｌｌｄｅ
ｍａｎｄｈｉｓｐｏｕｎｄｏｆｆｌｅｓｈ．

２Ｔｈｅｉｒｂｏｓｓｐａｙ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ｗａｇｅｓ，ｂｕｔｈｅｗａｎｔｓｈｉｓｐｏｕｎｄ
ｏｆｆｌｅｓｈｉｎｒｅｔｕｒｎ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ｍｗｏｒｋｖｅｒｙｈａｒｄ．

ＪｏｈｎＢｕｌｌ（ｓ）约翰牛；英国佬

“约翰牛”是 英 国 人 的 绰 号，意 义 是 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ｅｎ。这个绰号是英国人自己取的，出自１６世纪英国著名作

家兼宫廷御医约翰·阿布斯诺特（Ｊｏｈｎ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１６６７—１７３５年）
的政治讽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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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斯诺特在１７１２年写了一本讽刺小说，名叫《约翰牛的生平》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ｏｈｎＢｕｌｌ），该书的主人公约翰牛就是英国的人格

化、形象化。作者笔下的约翰牛，是个英国“自由民”，为人粗暴冷酷，
桀骜不逊，颇有些牛劲。他盛气凌人、欺辱弱者，如果谁流露出对他

稍微表示不满的反抗情绪，他立即摆出一副格斗的架势。作者通过

这个赳赳武夫的形象，暗喻当年英国的专横跋扈，抨击“民权党”（英

国自由党的前身）的好战策略。显然，这个绰号最初含贬斥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牛”的形象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由最

初那个身强力壮、满脸横肉的中年船长形象，变成了一个年过半百、
五短身材的矮胖子。于是漫画上出现的“约翰牛”，是个头戴宽边礼

帽，足蹬翻口皮鞋，身穿茄克衫的绅士摸样。当年那种杀气滕滕的气

概收敛不少，其原来的贬义似乎变成了褒义。“约翰牛”逐渐变成了

一位饱经世故的 实 干 家 形 象，他 的 行 为 成 了 英 国 的 人 的 标 准 行 为。
这样一来，ＪｏｈｎＢｕｌｌ这个成语就成了英国人或者英国的代名词了，
而与之相关的ＪｏｈｎＢｕｌｌｉｓｍ 就指“英国精神”，“英国习气”或“英国的

典型性格”，ＪｏｈｎＢｕｌｌｉｓｔ则常指“英国迷”。

ｅｇ：Ｂｙｓｏｍｅｈｅｉｓｃａｌｌｅｄ ．．．“ａ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ｂｒｅ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ｎ”，ｂｙ
ｓｏｍｅ，“ａｇｅｎｕｉｎｅＪｏｈｎＢｕ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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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中西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比较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因而，不同的文化造就

不同的语言，从语言的结构看，语言中大量的成语、俚语、俗语、谚语、
格言等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
通过语言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的自然环境、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宗教

信仰、成语典故、思维方式。英汉语言丰富多彩，中西文化更是博大

精深，中西文化的差异对英汉语言产生很大的影响，本讲就中西文

化对各自语言的影响加以对比，以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两种语言。

一、历史文化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其社会发展的如实记载，其中收藏着丰富的

文化遗产，反映在语言上尤为明显。
历史典故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凝聚着璀璨的艺术光彩。

人们常常在不自觉间运用出于各自民族文化遗产的典故，比如中国

人会说，“真是马后炮”、“原来是个空城计啊！”西方人则会讲 Ｔｈａｔ’ｓ
ａｌｌＧｒｅｅｋｔｏｍｅ．（我对此一窍不通。）Ｈｅ’ｓａＳｈｙｌｏｃｋ．（他是个守财

奴。）一谈典故，对对方文化了解不多的外国人大多感到相当费解，这

是因为各民族文化遗产不同的缘故。中国人的典故多源于《红楼梦》
等古代四大名著、民间传说神话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娱乐项目，如象

棋、戏剧等。前两个例子一个来自中国象棋，一个来自《三国演义》。
而西方人的典故则多出于莎士比亚戏剧和以后英美文学中的许多其

他人物或名称，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圣经》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传

统的体育项目，如美国的棒球、橄榄球等。后两个例子便来自莎士比

亚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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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与汉语的典故成语各有自己的民族渊源，可以说相同之处

很少。但 我 们 仍 然 可 以 找 到 一 些 近 似 的 典 故 成 语 进 行 比 较。如

ｏｎｅ’ｓｈａｉｒｓｔａｎｄｓｏｎｅｎｄ与“怒发冲冠”相对应，前者来自描写一个

犯人的表情。１８２５年英国一个名叫普罗波特（Ｐｒｏｂｅｒｔ）的偷马贼被

判死刑，目击他上绞刑架的人说，犯人由于恐惧而毛发竖立，因此，这

个英语习语指的是恐惧，还可以说 ｍａｋｅｓｂ’ｓｈａｉｒｓｔａｎｄｓｏｎｅｎｄ相

当于“令人毛骨悚然”。例如：ＷｈｅｎＩｓａｗ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ｉｎｈｉｓｈａｎｄ，ｍｙ
ｈａｉｒｓｔｏｏｄｏｎｅｎｄ．（我见到他手里拿着刀，害怕极了。）而汉语“怒发

冲冠”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国大臣蔺相如，带和氏璧去

秦国换１５座城，献璧时秦王拒不给城，“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

上冲冠。”由于这个典故，汉语里头发竖立常表示非常愤怒，除“怒发

冲冠”外还有“令人发指”之意。同样的头发直立，英语表“惧”而汉语

表“怒”，可见典故来源不同给予词汇意义也不同，同时也表明了民族

文化的差别。
再比如夏日夜空中呈现的亮晶晶的白色带状繁星群，汉语称之

为“银河”、“天河”等，英语则称之ｔｈｅＭｉｌｋｙＷａｙ。由“银河”我们联

想到民间故事中牛郎织女七夕相会，这是条水深浪急，无法逾越的天

堑；而ｔｈｅＭｉｌｋｙＷａｙ则出自希腊神话，既可指天后 Ｈｅｒａ给 Ｈｅｒｃｕ
ｌｅｓ喂奶时滴下的奶汁凝成的一条路，又可指人间通往宇宙宫殿的一

条乳白色大道。这个繁星群带给双方的联想竟有天壤之别。
中国历史上战 乱 纷 争，因 此 语 言 中 存 在 大 量 源 于 军 事 的 习 语，

如：背水一战、破釜沉舟、运筹帷幄、步步为营、临阵脱逃、重整旗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进退维谷、逼上梁山、暗渡陈仓等等。欧洲历史

上也曾战乱频繁，资产阶级崛起后又不断对外军事扩张，因而不乏源

于军事的成语，ｍｅｅｔｓｏｎｅ’ｓＷａｔｅｒｌｏｏ出于拿破仑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之战，是

一败涂地的意思。下面这些成语也与战争有关：

ｍａｓｋｏｎｅ’ｓ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掩盖敌意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ｗａｒｓ　　吃过苦头

ｓｔｉｃｋｔｏｏｎｅ’ｓｇｕｎｓ　　坚持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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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Ｒｕｂｉｃｏｎａｎｄｂｕｒｎｏｎｅ’ｓｂｏａｔｓ　　背水一战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ｍｅｅｔｉｎｇ　　圆桌会议

ａｒｍ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ｅｅｔｈ　　武装到牙齿

二、地理环境的影响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属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天最明显的特

征便是骄阳似 火，炎 热 难 熬。而 英 国 位 于 北 欧 北 温 带，属 海 洋 性 气

候，夏天明媚温和，令人惬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赤日炎炎”、“酷

暑难熬”、“挥汗如雨”等才是对夏天最恰当的描绘，所以中国人很难

理解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夏夜的温婉美丽，尤其不能理解他的

十四行诗第１８首将心爱的人比喻成“夏日”：ＳｈａｌｌＩ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ｅ
ｔｏａｓｕｍｍｅｒ’ｓｄａｙ？Ｔｈｏｕａｒｔｍｏｒｅｌｏｖｅｌｙａｎｄｍｏｒ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我

能不能拿夏天同你相比？你啊比夏天来得可爱和煦。）诗人把情人比

作夏天，可爱而温煦。英国的夏日明媚温和，是最宜人的季节，所以

莎翁才会有如此的描述与比喻。由此看来，“夏天”给中国人和英国

人的联想竟是完全不同的。
汉语中，“东风”使人想到温暖和煦，杂花生树。唐彦谦的“吹绿

东风又一年”是 例 证。而“西 风”则 正 好 相 反，有 一 种 砭 人 肌 骨 的 味

道。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黄巢的“飒飒西风满院栽”便是例证。
然而英语的情况却与汉语不同。我们会读到ＳａｍｕｅｌＢｕｔｌｅｒ的 ｂｉｔ
ｉｎｇｅａｓｔｗｉｎｄｓ（刺 骨 东 风），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 的 Ｈｏｗ ｍａｎｙｗｉｎｔｅｒ
ｄａｙｓｈａｖｅＩｓｅｅｎｈｉｍ，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ｌｕｅｎ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ｎｏｗａｎｄｅａｓｔ
ｗｉｎｄ！（在许多冬日我都看到他，鼻子冻得发紫，站在风雪和东风之

中！）等 等。关 于 西 风，则 有Ｊｏｈｎ Ｍｉｌｔｏｎ的 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ｉｎｄｓｗｉｔｈ
ｍｕｓｋｙｗｉｎｇ（带有芳香翅膀的西风），ＪｏｈｎＭａｓｅｆｉｅｌｄ的Ｉｔ’ｓａｗａｒｍ
ｗｉ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ｗｉｎｄ，ｆｕｌｌｏｆｂｉｒｄｓ’ｃｒｉｅｓ．（那是一种温暖的风，西风

吹时，万鸟争鸣。）等等。两种风在两种语言中的味道截然不同。原

因是中国西部高山，东临大海，东风吹来，无比舒心。来自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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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北风则凛凛 然 刺 人 肌 骨；英 国 是 个 岛 国，东 风 来 自 欧 洲 大 陆 北

部，故而寒冷，而西风则由大西洋徐徐吹来，温暖宜人。
在英国，人们见面时总喜欢说，Ｌｏｖｅｌｙ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ｓｎ’ｔｉｔ？之类

谈论天气的话语，而在中国见面时总少不了问句“吃饭了吗？”这是因

为英国天气变化无常，阴雨天多，这样人们便对天气产生一种特殊的

感觉，常常谈论它也是意料中的事。而在中国，吃饭问题长期以来都

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因而成了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也正由于

此，汉语中与“吃饭”相 关 的 词 语 非 常 丰 富，如“饭 桶”、“吃 香 喝 辣”、
“吃不消”等等。

中国自古以来以 农 立 国，农 业 人 口 众 多，因 此 有 许 多 用 语 是 农

谚，如：骨瘦如柴，对 牛 弹 琴，众 人 拾 柴 火 焰 高，竹 篮 打 水 一 场 空 等。
英伦三岛四周环水，水产捕捞业和航海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

地位，故而英语中与水产、航船有关的词语非常多。例如：

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ａｉｒ　　　　　　　缘木求鱼

ａｎｏｄｄｆｉｓｈ　　 怪人

ｍｉｓｓｔｈｅｂｏａｔ　　 错过机会

ａｓｃｌｏｓｅａｓａｎｏｙｓｔｅｒ　　 守口如瓶

ｃａｓｔａｎａｎｃｈｏｒｔｏｗｉｎｄｗａｒｄ　　未雨绸缪

ｔｒｉｍｔｈｅｓａｉｌｓｔｏｔｈｅｗｉｎｄ　　顺势前进

ｃｌｅａｎｔｈｅｄｅｃｋ　　 扫除障碍

Ａｌｌｉｓｆｉｓｈｔｈａｔｃｏｍｅｓｔｏｏｎｅ’ｓｎｅｔ．　　抓到篮子里便是菜。

Ｈｏｉｓｔｙｏｕｒｓａｉｌｗｈｅ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ｉｓｆａｉｒ．　　好风快扬帆。

Ｉｎａｃａｌｍｓｅａ，ｅｖｅｒｙｍａｎｉｓａｐｉｌｏｔ．海面平静人人都可当舵手。

Ａｓｍａｌｌｌｅａｋｗｉｌｌｓｉｎｋａｇｒｅａｔｓｈｉｐ．　　小洞不补要沉大船。

Ｆｉｓｈ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ｓ．　　 浑水摸鱼。
而在中国只有沿海地区才有渔民结网捕鱼，所以该类词语相当

有限。中国东、南面临大海，内陆人对浩瀚的海洋有神秘莫测的敬畏

之感，故有海角天涯、海枯石烂、海阔天空、海底捞针、海誓山盟、海市

蜃楼、海水不可斗量等与海有关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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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信仰的影响

宗教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我们在学习英语过程

中所遇到的外来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我

国影响极为深远的佛教文化。宗教为英汉语言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

液，增添了生命力，丰富了语言文字宝藏。探讨宗教文化在语言中留

下的印迹，能加深我们对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英汉语言中所起

作用的认识。
基督教是英美国家的主要宗教信仰，基督教文化在英语中留下

了浓重的痕迹，由此产生了许多与基督教有关或直接来自《圣经》的

英语谚语。基督教于公元５９７年传入英国，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许

多与该宗教有关的词语陆续汇入英语行列。如：ａｎｇｅｌ（天使）、ｍｏｎｋ
（僧侣）、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宗 教）、ｌｅｓｓｏｎ（日 课）。《圣 经》为 基 督 教 的 基 本 教

义，书中有诗歌、哲理，可称是在西方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本书。而英

语中来自于《圣经》的词语更是不胜枚举。如：Ｎｏａｈ’ｓＡｒｋ（诺 亚 方

舟），据《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降洪水灭世时，义人诺亚遵上帝旨

意，制造此船，并带全家和留种的一切动物避入。西方文学常以方舟

作为避难处所的象征。ｄｏｖｅｏｆｐｅａｃｅ（和平鸽），《圣经·创 世 纪》所

记载故事称：大地曾被洪水淹没，留在方舟里保全生命的诺亚，一天

放出鸽子去探测洪水是否已经退去，当鸽子回来时，嘴里衔着一个新

拧下来的橄榄叶子，诺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后来人们就把鸽子

和橄榄枝当做和平的象征。另有不少来自圣经和基督教的成语和格

言。例如：

ｂｅａｒｏｎｅ’ｓｃｒｏｓｓ　　　背十子架

ａ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ｏｆｓａｌｔ　　 不可背弃的盟约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ｆｒｕｉｔ　　 禁果

ｗｉｓｅａｓＳｏｌｏｍｏｎ　　 像所罗门一样智慧过人

ＤｏｖｏｕｔａｓＡｂｒａｈａｍ　　像亚佰拉罕一样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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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ｔ’ｓｗｉｆｅ　　 喻指好奇心过重的女子

Ｇｏｄｂｌｅｓｓｍｅ！　　上帝保佑！

ＮｏｃｏｍｉｎｇｔｏＨｅａｖｅｎｗｉｔｈｄｒｙｅｙｅｓ．　　眼无泪水，难进天堂。

Ｍａ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ｂｕｔＧｏｄｄｉｓｐｏｓｅｓ．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在西方人眼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统治人间一切，因此有许多这

方面的谚语：

Ｇｏｄｓｅｎｄｓｃｏｌ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ｌｏｔｈｅｓ．上帝依照衣服的 多 少、厚

薄，送来严寒。

Ｇｏｄｓｈａｐｅｓｔｈｅｂａｃｋｆｏｒ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上 帝 根 据 负 担 来 设 计

肩膀。

Ｇｏｄｉｓｗｈｅｒｅｈｅｗａｓ．上帝永在其位。

Ｇｏｄｄｏｗｈａｔｈｅｗｉｌｌ．上帝愿意做什么，他就能够办到。
英语中还有许多与神职人员有关的谚语。如：

ＷｈｙａｓｋｔｈｅＢｉｓｈｏｐ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ｏｐｅ’ｓａｒｏｕｎｄ．教皇就在眼前，
何必去求主教。

Ｔｈｅ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ｐｅ，ｔｈｅｌ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ｌｆ．国王教皇，狮子

豺狼。

Ｄｏｎ’ｔｔａｌｋＬａｔｉ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Ｃｏｒｄｅｌｉｅｒｓ．不要在方济各会修士面

前讲拉丁语。（拉丁语是中世纪西欧各国宗教的共同书面语，方

济各会修士对拉丁语都很精通。此句的意思是在行家面前讲话

要谨慎。）

Ａｆｒｉａｒｐｒｅａｃｈ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ｔｅ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ｄａｇｏｏｓｅｉｎｈｉｓｓｌｅｅｖｅ．
托钵僧劝人勿偷盗，自己袖子里却藏着一只鹅（喻口是心非，言

行相悖）。
信奉基督教的人们常见的建筑物是教堂（ｃｈｕｒｃｈ），谚语：

Ｈｅｗｈｏｉ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ｃｈｕｒｃｈｉｓｏｆｔｅｎｆａｒｆｒｏｍＧｏｄ．离教堂近的

人离上帝往往远。
指搞宗教事务的人最不可能真诚信教，因为他们不是志在善行

而是对教堂更感兴趣。此外ｄｅｖｉｌ（魔鬼），ｍａｍｍｏｎ（财神），ｃｒｏｓ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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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等都是英语中常出现的宗教词汇。英语中有许多与它们有关

的谚语。例如：

Ｔｈｅｄｅｖｉｌｄ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ｎｅｍｐｔｙｐｏｃｋｅｔ．空空的口袋，魔鬼兴妖作

怪（意指贫穷使人受诱惑或犯罪）。

Ｅｖｅｒｙｍａｎｍｕｓｔｂｅａｒｈｉｓｏｗｎｃｒｏｓｓ．人人都得背自己的十字架

（喻指人人都得肩负生活重担，忍受生活中的苦难）。

ＹｏｕｃａｎｎｏｔｓｅｒｖｅＧｏｄａｎｄＭａｍｍｏｎ．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财

神 （意 思 是 说 信 神 者 不 能 贪 财，必 须 在 虔 诚 与 世 俗 之 间 作

出抉择）。
在隋唐以前，儒道两教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汉语中涉及了与此

有关的词语，如：道、太极、八卦、符、听天由命等。随着佛教由古印度

传入中国，大量佛教词汇也由此而生，如：五体投地，原是佛教中最恭

敬的礼拜方式。“五体”亦名“五轮”，即“二肘、二膝及顶，名为五轮。
后凡言对某人或某事心悦诚服，倾倒备至，多谓之“五体投地”；“心心

相印”出于《祖庭事苑》卷八谓：“心印者，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

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据此，则“心心”前一心指“佛心”，后一心指

“人心”，意即以佛心印证众生之心，契合无间，后来形容彼此之间情

投意合即为“心心相印”；自由自在，佛教大涅有“常乐我净”四德，即

“永恒、恬静、自在和清静的境界”，彻底摆脱各种束缚而能充分主宰

之“我”，谓之“自在”，也就是 四 德 中 的“我 德”。“自 由”与“自 在”义

近，后泛指闲适而无拘束。除此还有三生有幸；普渡众生；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回头是岸；临时抱佛脚等。

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字自然就成了影响最深远、最广泛的一个

词汇，与“佛”有关的谚语大量涌现。例如：源自佛教的谚语“放下屠

刀，立地成佛”后来则比喻坏人停止作恶，也会变成好人；“平时不烧

香，临时抱佛脚”用 来 比 喻 平 时 不 积 极 准 备，事 到 临 头 才 急 忙 应 付；
“不受磨练不成佛”现比喻不经过艰苦成不了才；“佛要金装，人要衣

装”比喻人的衣饰打扮对人的仪表美作用很大；等等。在佛教中出家

修行的男性佛教徒称为“和尚”，与“和尚”有关的谚语也不少。例如：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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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日常生活中比喻不知究竟弄不懂底细或缘

由；“做一世和尚，吃坏一餐狗肉”则比喻由于偶然干了一件错事或坏

事，损害了一个人一生的名誉。中国老百姓常见的建筑物是庙宇，全

国各地的寺庙比比皆是，香火旺盛，因此，相关谚语也俯拾皆是。例

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比喻总归逃不脱，躲不过；“庙小装不下大菩

萨”比喻小地方容不下大人物。佛教的盛行，也丰富了中国民间的鬼

神观念，含有鬼、神、阎王的谚语也很多。例如：“有钱能使鬼推磨”喻

指钱之神通广大；“神仙也有三个错”喻指有经验之老行家有时也不

免失误；“阎王面前没有放回的鬼”比喻贪婪的人，不可能放弃到手的

财物。类似含有佛教和道教色彩的词汇还有：临时抱佛脚；不看僧面

看佛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做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三个和尚没水吃；灵丹妙药；点石成金；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不看僧面看佛面等。
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源出于宗教的典故成语，以通俗、生动的

语言，蕴含着幽默、深刻的喻义，丰富了英汉语词汇的表现力。此类

习语的长期使用，其含义已远远超出宗教词语本身。

四、英汉语言的相互影响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世界各国的语言都或多或少一直在变

化发展，英语和汉语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种语言也不例外。特别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多端，科学技

术飞速发展，新事物、新思想、新经验的出现要求人们创造新的词语

或给原有词增添新义来满足交流思想的需要。因此，二战后的四五

十年内英语和汉语在词汇方面出现了空前的迅速发展。英语和汉语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受到相互间的影响，从而在各自的语言上产生

变化。
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必然会引起

语言的变化。汉语受英语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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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词汇的变异。而词汇的变异在外来词汇中得

到最好的表现。汉语中的外来词（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ｗｏｒｄｓ）成千上万，有的

词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像“刹那”、“唢呐”等词语，人们早已忘记它

们来自外国。在所有的外来词中，来自英语的词汇不少，英语词汇的

“引进”通常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音译

大多外来词是采用音译法得来的。采用音译，主要有两个原因：
汉语中没有对应词能确切传达英语原意，如：休克（ｓｈｏｃｋ）、黑客

（ｈａｃｋｅｒ）、沙发（ｓｏｆａ）、吉普（ｊｅｅｐ）、幽默（ｈｕｍｏｒ）、基因（ｇｅｎｅ）、咖啡

（ｃｏｆｆｅｅ）、桑拿（ｓａｕｎａ）以及一些商标名，如可口可乐（ＣｏｃａＣｏｌａ）、柯

达（Ｋｏｄａｋ）、雪碧（Ｓｐｉｒｉｔ）、托福（ＴＯＥＦＬ），这类词语将长存下去。
英语词语原意 暂 时 不 明，如：镭 射（ｌａｓｅｒ，现 译 为“激 光”）、卡 通

（ｃａｒｔｏｏｎ现译为“动画片”）、德律风（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现译为“电话”）、凡阿

林（ｖｉｏｌｉｎ，现译为“小提琴”）、维他命（ｖｉｔａｍｉｎ，现译为“维生素”）等，
这类词语虽能风光一时，但往往“夭折”。我国出版的外来语词典有

很多种，对各词的由来也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

出现的两个时髦词汇“酷”和“秀”，它们是从英语ｃｏｏｌ和ｓｈｏｗ 音译

过来的，属于口头用语，年轻人常把它们挂在嘴上。就“秀”来说，有

“个人秀”、“脱口秀”（ｔａｌｋｓｈｏｗ）、“内衣秀”、“时装秀”等；“秀”还可以

用做动词，如：“你 是 不 是 很 想 秀 一 下 自 己”。至 于 它 们 的 生 命 力 如

何，很难预料。
有些外来词语完全照搬原文字面含义，有时听起来颇为费解，但

往往 很 快 被 世 人 所 接 受。例 如：不 明 飞 行 物 （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ｆｌｙ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白宫（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白厅（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供开展各种活动

用的）开放性教 室（ｏｐｅ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及 格、不 及 格 记 分 制（ｐａｓｓ／ｆａｉｌ
ｇｒａｄｉｎｇ），快 餐（ｆａｓｔｆｏｏｄ）等。汉 语 不 仅 从 英 语 中 引 进 了 “蓝 领”
（ｂｌｕｅｃｏｌｌａｒ）、“白领”（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粉 领”（ｐｉｎｋｃｏｌｌａｒ）和“灰 领”
（ｇｒｅｙｃｏｌｌａｒ），近年来还把“金领”（ｇｏｌｄｅｎｃｏｌｌａｒ）也带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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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译和直译结合

例如：迷你裙（ｍｉｎｉｓｋｉｒｔ）、唐 宁 街（ＤｏｗｎｉｎｇＳｔｒｅｅｔ）、百 老 汇 大

街（Ｂｒｏａｄｗａｙ）、丁克族（Ｄｉｎｋｓ：ｄｏｕ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ｎｏｋｉｄｓ）等。

（三 ）直接引用

例如：Ｐ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个人电脑）、ＤＩＹ（ｄｏｉｔｙｏｕｒｓｅｌｆ自

己动手做）、ＤＮＡ（ｄｅｏｘｙ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脱 氧 核 糖 核 酸）、ＶＩＰ（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ｅｒｓｏｎ大人物）、Ｉ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信息技术）、

ＤＪ（ｄｉｓｃｊｏｃｋｅｙ流行音乐唱片节目主持人）、ＣＡＩ（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电脑辅助教学）等。有些词甚至流行于平常百姓之口，因

为它们简 洁，易 于 记 忆，但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人 都 能 理 解 它 们 的 确 切

意思。
汉语对英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但这种影响明显地

比英语对汉语的影响来得小，主要是因为就语言在全世界范围的使

用广度而言，英语是“强势语言”，而汉语是“弱势语言”。在英语语言

的发展过程中，它吸收了许多外来语，从而使自身的词汇更加丰富。
这些外来语主要来自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

语、汉语等。源 于 汉 语 的 英 语 词 汇 有：ｗｏｋ（中 国 式 的 锅）、ｔｏｆｕ（豆

腐）、ｊｉａｏｚｉ（饺 子）、ｔａｉｊｉ（太 极 拳）、ｃｈｏｗｍｅｉｎ（炒 面）、ｋｕｎｇｆｕ（工 夫）、

ｄｉｍｓｕｍ（点 心）、ｌｉｔｃｈｉ（荔 枝）、Ｃａｎｔｏｎ（广 东）、ｏｏｌｏｎｇ（ｔｅａ）（乌 龙

茶）等。
音译词早期的音译词主要通过广东话传入英语，拼写变异形式

较多。如：ｔｅａ／ｃｈａ／ｃｈｉａ／ｔａｙ（茶）、ＴａｉＣｈｉ／ＴａｉＣｈｉＣｈｕａｎ（太 极

拳）、ｆｅｎｇｓｈｕｉ（风水）、ｋｏｗｔｏｗ／ｋｏｔｏｗ（叩头）、ｇｏｎｇｆｕ（工夫）。
另外 一 些 音 译 词 被 借 译 词 或 意 译 词 取 代。如：ｆ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ｐｈｏｅｎｉｘ 凤 凰）、ｃｈｉｎｇｔｕ （ｐｕｒｅｌａｎｄ净 土）、Ｌｕｎｙｕ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论语）、ｊｉａｏｚｉ（ｄｕｍｐｌｉｎｇ饺 子）、Ｙｉｎｙａｎｇ（Ｆ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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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译词借译是从外语中引进复合词或短语的一种方法。借译词

的语法和语义是借入的，但是各组成部分用本族语的语音和词素来

代替。借译词不只是存在于英语中，其他任何语言中也大量存在，是

一种非常活跃的构词法。英语中的汉语借译词种类繁多，不胜枚举。
食品用语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馒头），ＮｅｗＹｅａｒＰｕｄｄｉｎｇ（年糕），ｓｐｒｉｎｇ
ｒｏｌｌ（春卷），ｂｅａｎｃｕｒｄ（豆腐）；政治用语如：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四

个现 代 化），Ｏｎ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ｗｏｓｙｓｔｅｍ （一 国 两 制）；生 活 用 语 如：

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ｎｏｓｅｅ（好久不见），ｌｏｓｅｆａｃｅ（丢脸）；文化用语如：ｄｒａｇ
ｏｎｂｏａｔ（龙 舟），ｌｏｎｇｇｒｏｗｎ（长 衫），ＧｒｅａｔＨｅａｔ（大 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中草药），ｌａｎｔｅｒｎＦｅｓｔｉｖａｌ（元宵节），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ｒｉｔ
ｉｎｇｂｒｕｓｈ／ｈａｉｒｐｅｎｃｉｌ（毛笔）等。

英汉词汇相互影响的历史由来已久，英语中的汉语借词主要是

通过音译和借译等手段，作为全新的意义进入英语，并成为规范英语

的一部分。它们的特点在于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汉语中的英语借

词不仅在发音、词义上影响汉语语言，而且在词形上影响汉语语言。
致使汉语语言的音、形、义等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影响的

广度与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综观英汉和英汉词汇的相互

影响，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汉语词汇对英语词汇的影响主要以中国

的传统文化为主，而 英 语 则 相 反，带 给 汉 语 的 主 要 是 一 些 反 映 新 事

物，新发明及高科技的词汇。而且，汉语词汇对英语词汇的影响小于

英语词汇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ｈａｖｅａｎａｘｅｔｏｇｒｉｎｄ别有用心；另有企图；怀有私心

Ｈａｖｅａｎａｘｅｔｏｇｒｉｎｄ是个源自美国的成语，字面意思是“让斧

头磨一磨”，寓意是ｔｏｈａｖ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ｏｓｅｒｖｅ；ｔｏｈａｖｅｓｔｈ．ｔｏ
ｇａｉｎｆｏｒｏｎｅｓｅｌｆ；ｔｏｈａｖｅａｓｅｌｆｉｓｈｒｅａｓｏｎ之意。

这个成语出 自 美 国 著 名 的 政 治 家、科 学 家 本 杰 明·富 兰 克 林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７０６—１７９０年）所写的一则故事。富兰克林幼

年时，在院子里遇到一个带有斧头的陌生人，那人称赞院子里那个磨

·２５·

英 汉 语 言 文 化 比 较



石（ｇｒｉｎｄｓｔｏｎｅ）很好，想看看它好不好使，便花言巧语的让他转动磨

石，而那人就在上面磨利自己的斧头。又据“美国之音”英语广播节

目《词汇掌故》说，这个成语出自１８１０年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Ｐｅｎｎｓｙｌ
ｖａｎｉａ）一家报纸上首次刊登的一则故事。故事说的是有个陌生人手

持一把斧头，想找磨石来磨利他的斧头。他在街上遇到一个男孩，就

问道：“好孩子，你爸爸有磨石吗？”那男孩就带他到家里来，帮他转动

磨石磨斧头。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件艰苦的活，男孩把手都磨破了，
累个半死才把斧头磨得闪闪发光。那个人见目的达到，不仅没向小

孩道谢，反而教训孩子快点去上学，以免迟到。
这个故事的寓意很清楚：“持斧待磨者”用恭维的话来达到个人

目的，人们不要上当受骗。

ｅｇ：１Ｈｅｍａｙｏｆｆｅｒｙｏｕａｐｏｓｔｉｎｈｉｓｆｉｒｍ，ｂｕｔｈｅｈａｓａｎａｘｅｔｏ
ｇｒｉｎｄ，ｈｅｗａｎｔｓｔｏｓｔａｎｄｗｅｌｌｗｉｔｈｙｏｕｒｆａｔｈｅｒ．

２Ｈ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ｏｕｒ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ｓｉｎｃｅｒ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ｋｎｅｗ
ｈｅｈａｓａｎａｘｅｔｏｇｒｉｎｄ．

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ｌａｃｅ，ｌｅｔｍｅａｓｓｕｒｅｙｏｕ，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ｔｈａｔＩｈａｖｅ
ｎｏｔａｎａｘｅｔｏｇｒｉｎｄ．

ａｓｔｏｒｍｉｎａｔｅａｃｕｐ杯水风波；小题大做；大惊小怪

Ａｓｔｏｒｍｉｎａｔｅａｃｕｐ字面意思是“茶杯里的风暴”；美 国 英 语 为

“ａｔｅｍｐｅｓｔｉｎａｔｅａｐｏｔ／ｂａｒｒｅｌ”，也作ｔｅａｐｏｔｔｅｍｐｅｓｔ。
此句出自１８世纪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言。有一

次，他听说圣马力诺发生了政治动乱，就用“茶杯里的风暴”来评论。
因为圣马力诺是欧洲最小的共和国，只有一万人口，孟德斯鸠认为那

里的动乱对整个欧洲局势无足轻重，相当于汉语的小题大做或大惊

小怪。

ｅｇ：１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ｎｅｘｔｄｏｏｒａ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ｑｕａｒｒｅｌｉｎｇ，ｂｕｔｉｔ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ａｓｔｏｒｍｉｎａｔｅａｃｕｐ．

２Ｗｈａｔｉｓ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ｕｔ？Ｎｏｔｈｉｎｇｓｅｒｉｏｕｓ，ｊｕｓｔａｔｅｍｐｅｓｔｉｎａ
ｔｅａｐ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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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英汉词汇文化内涵比较（上）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

问，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能够在词汇中反映出来。当学习一门外语

时，我们不仅只学习单词的字面意思，还要了解它的深层含义。本讲

将系统地讲解英汉词汇文化内涵的差异。

一、英汉词汇文化内涵的分类

为了对英汉词汇文化内涵作一个全面系统的比较，我们把承载

了文化内涵的词汇分为三种：对等词，半对等词，缺项词。以下将对

这三类词逐个作一个全面的文化比较。

（一）对等词

首先要指出，两种语言在选择词汇时，不可能出现绝对的一致，
因为人们的生活经验往往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语言里，人们对生

活也有着不同体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尽一致，因此彼此用词、理

解词义的方式、角 度 也 不 一 样。然 而，我 们 都 生 活 在 同 一 物 质 世 界

里，自然生活条件基本相似，因此，各自的语言中就存在着不少选词、
用词上的相同、相近之处。按词汇数量的比例来说，这种偶合现象在

描写客观事物时似 乎 最 为 明 显。例 如 汉 语 和 英 语 里“手”和“脚”与

ｈａｎｄ和ｆｏｏｔ所表示的一样，彼此含义偶合。有的词不仅本义相同，
而且在各自语言中的引申义中也很吻合。试举“ｈｅａｄ”与“头”为例说

明。例如：

ａｄｏｇ’ｓｈｅａｄ　　　　　　狗头

ｔｈｅｈｅａｄｏｆａｎａｉｌ　　 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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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ｈｅａｄｏｆａｈａｍｍｅｒ　　 槌头

ｆｒｏｍｈｅａｄｔｏｆｏｏｔ　　 从头至脚

ｏｖｅｒｔｈｅｈｅａｄｏｆｏｔｈｅｒｓ　　出人头地

英汉的这种语义偶合，还可以通过“ｈｅａｒｔ”与“心”的比较加以说

明。英语的“ｈｅａｒｔ”与汉语的“心”的指称意义都是指胸 膛 内 推 动 血

液进入血管，控制血液循环的器官，同时它们还有着许多语义相同或

相当的语言表达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ｈｅａｒｔ”与“心”的 语 义 是

基本偶合的。例如：

ｔｏｇｉｖｅｏｎｅ’ｓｈｅａｒｔｔｏ　　　　　　　倾心

ｔｏｓｅｔｏｎｅ’ｓｈｅａｒｔａｔｅａｓｅ 放心

ｔｏｌｏｓｅｈｅａｒ 灰心

ｔｏｈａｖｅｓｔｈａｔｈｅａｒｔ 关心

ｔｏｂｒｅａｋｏｎｅ’ｓｈｅａｒｔ 伤心

ｔｏｂ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ｅｄ 心软

ｈｅａｒｔｓｂ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ｕｎｉｓｏｎ 心连心

ｋｉｎｄｈｅａｒｔｅｄ 善心的

ｂｌａｃｋｈｅａｒｔｅｄ 黑心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ｏｎｅ’ｓｈｅａｒｔ 从心底里

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ｓｏｕｌ 全心全意

ｈｅａｒｔｏｆｓｔｏｎｅ 铁石心肠

ｓｗｅａｔｈｅａｒｔ 爱人

ｔｏｇｉｖｅｏｎｅ’ｓｈｅａｒｔｔｏ 爱上

ｗｉｔｈａｈｅａｖｙｈｅａｒｔ 心情沉重

ｔｏｈａｖｅｏｎｅ’ｓｈｅａｒｔｉｎｏｎｅ’ｓｍｏｕｔｈ 提心吊胆

ｈｅａｒｔｔｏｈｅａｒｔ 心对心

然而，严格地说，英汉语义的偶合现象是少见的，通常是相互并

行的。也就是说，对同一客观事物或思想，两种语言可能使用不同的

方式来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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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对等词

当描述一个人的“瘦”时，英国人 会 说“Ｈｅｉｓａｓｔｈｉｎａｓａｓｈａｄ
ｏｗ．”（他瘦得像影子），而 中 国 人 会 说“他 瘦 得 像 猴 子”。（Ｈｅｉｓａｓ
ｔｈｉｎａｓａｍｏｎｋｅｙ）。ｓｈａｄｏｗ （影子）与猴子（ｍｏｎｋｅｙ）的指称意义是

不同的，但内涵 意 义 却 相 同。在 描 写 一 个 人 的“贫 困”时，英 国 人 说

“Ｈｅｉｓａｓｐｏｏｒａｓａｃｈｕｒｃｈｍｏｕｓｅ．”（他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然

而，中国人却说“他穷得像叫花子”（Ｈｅｉｓａｓｐｏｏｒａｓａｂｅｇｇｅｒ）。
“ｒｏｓｅ”与“玫 瑰”在 英 汉 文 化 中 都 是 爱 情 的 象 征。然 而，“ｒｏｓｅ”

在英语成语“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ｓｅ”里象征 了 保 密 与 沉 默。这 反 映 了 一 个

古老的习惯：悬挂 在 会 议 桌 上 的 玫 瑰 表 示 所 有 参 会 者 都 必 须 保 密。
然而，在中国文化里，“带刺的玫瑰”通常用来比喻美丽而难以接近的

女孩。

（三）缺项词

缺项词有时称作词汇鸿沟，指某一语言里的一些词语或术语在

另一语言里找不到对等词。中国与英语国家在自然环境、生活经历、
风俗习惯、政治体制与宗教环境等等方面存在差异。我们可以引用

许多在某 一 文 化 中 存 在 而 在 另 一 文 化 中 并 不 存 在 的 事 物 或 观 念

为例。
首先，语言往往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一种社会现象。如果某一

事物在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里不存在，那么语言中就可能出现空缺。
例如：在中国有尊 虎 为 百 兽 之 王 的 传 统，故 汉 语 中 以 虎 称 雄 的 词 很

多。如：虎口拔牙、英雄虎胆、虎背熊腰。而西方并不产虎。英美人

尊狮子为百兽之王，故有了“ａｌｉｏｎｈｅａｒｔｅｄｍａｎ”（勇敢的人），“ｂｅａｒｄ
ｔｈｅ１ｉｏｎｉｎｈｉｓｄｅｎ”（太岁头上动土），“ａｌ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ａｙ”（可怕的障

碍、拦路虎）等习语。
中国文化中关于宇宙力量与宇宙的术语，“阳”和“阴”在英语中

是找 不 到 对 应 词 的。“阳”与 “阴”被 解 释 为 “ｔｗｏｆｏｒｃ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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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ｓ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ａｏｉｓｔ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ｗ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ｃｏｓｍｉｃｈａｒｍｏｎｙｉｓ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Ｙｉｎｉｓｄａｒｋ，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Ｙａｎｇｉｓｌｉｇｈｔ，ｍａｌｅ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汉语中有“盘

古开天辟地”之说，其中“盘古”这个名字所具有的含义，是独一无二

的现象，只存在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中，而不存在于英语之中。
汉语中“精神文明”一词也很难找到英语对等词。若译为“ｓｐｉｒ

ｉｔｕ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似乎是对等的，但英国人无法理解到底是何意思。
类似于此的例子还有“客气”、“关系”、“气功”、“大字报”、“下岗”、“下

海”、“天”以及“中庸”等等。
英国没有竹子，因此语言中就缺乏这方面的原始词汇。汉语中

的“笋”字只能译成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即“竹芽”），甚至连ｂａｍｂｏｏ这个

词也是从外来语借过来的。又如ｓａｌａｄ（色拉）这种凉拌生菜源于法

国，英国人确实没有这道菜，语言中也不存在这个词，因此只好从法

语中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汉语也是如此。
一些地名用在 语 言 中 时，常 常 带 有 浓 厚 的 语 言 特 色。比 如，在

ｔｏｃａｒｒｙｃｏａｌｔｏ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这个常见的英语表示法中，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是

一个地方，以盛产 煤 著 称，用 在 这 个 习 语 中 它 就 有 了 一 层 特 殊 的 含

义。这个含义只适用于英语，如果不加任何注释地译成汉语，其喻义

就空缺了。

二、英汉色彩词汇文化差异

英汉颜色词汇的运用也受到文化方面的影响，它涉及特定的社

会文化背景赋予词汇的附加意义或引申意义，以及特定的文化群体

对该词所指事物所怀的感情和所抱的态度。如黑色在汉语文化里往

往表示“坏”、“邪恶”，英语里也可以找到一些对应的涵义：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
黑名单，ｂｌａｃｋｍａｒｋｅｔ黑市。但下面这句话对中国学生 来 说 就 不 一

定好理解了：Ｔｈｉｓｙｅａｒｍａｎｙ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ｇｒｅａｔｆｏｒｔｕｎ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ｒｕｎｂｙｍ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ａｒｅｗｅｌｌ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ｔｏ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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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讲的是“公司盈利”。故该句应理解为：今年许多公

司发了大财，我邻居办的公司也大有赢余。由此可见，不同文化间对

色彩有着不 同 的 文 化 内 涵，以 下 是 中 英 文 化 对 于 色 彩 内 涵 的 大 致

比较：

Ｒｅｄ（红色）
无论是英语国家还是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

关。在西方一般指圣诞节或其他节日，因为这些日子在日历上是用

红色印刷的，所以ｒｅｄｌｅｔｔｅｒ的转义就是“可纪念的”、“喜庆的”。铺

起红地毯来 表 示 对 客 人 的 尊 敬 和 欢 迎 似 乎 是 一 种 传 统，因 此，ｒｏｌｌ
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ｄｃａｒｐｅｔ（铺 展 红 地 毯）便 是 准 备 隆 重 地 欢 迎 的 意 思。Ｔｏ
ｐａｉｎｔｔｈｅｔｏｗｎｒｅｄ表示“狂欢”、“痛饮”、“胡闹”，多指夜生活中的狂

欢作乐、饮酒胡闹，不是“把全城染红”。
汉语的“红”象征吉祥喜庆、兴旺富裕，这方面的红大多不能直译

为ｒｅｄ。例如：

ｈｏｎｏｒｒｏｌｌ　　　　　　　　　　　　红榜

ｇｏｏｄｌｕｃｋ 红运

ｂｏｎｕｓ；ｅｘｔｒａ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红利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红火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ｒ 红得发紫

ｍａｔｃｈｍａｋｅｒ；ｇｏｂｅｔｗｅｅｎ 红媒／红娘

ａ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ｉｎｐｏｗｅｒ 红人

ｇａｉｌｙｄｒｅｓｓｅｄｙｏｕｎｇ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 红男绿女

红色也表达“愤怒”、“羞愧”等情感。英语中的ｂｅｃｏｍｅｒｅｄｆａｃｅｄ
或 Ｈｅｒｆａｃｅｔｕｒｎｅｄｒｅｄ同汉语中的“脸红”一样，表示“难为情”、“困

窘”。英语中有些包含“红色”字样的说法就不那么为中国人所理解。
如ｔｏｓｅｅｒｅｄ和 ｗａｖｉｎｇａｒｅｄｆｌａｇ，前者的意思是“使人生气”，后者

指“做惹别人生气的事”。仿佛汉语里“气得涨红了脸”、“吵得脸红脖

子粗”中“红”的意 思。红 色 还 象 征 革 命 和 社 会 主 义。如 英 语 中ｒｅｄ
ｇｕａｒｄ（红卫兵），ｒｅｄ一词本身常用做“共产主义”或“共产党员”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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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词，但有贬义。汉语中有“红军”、“红小鬼”、“红旗招展”、“生在新

中国，长在红旗下”等。
红色词在英 语 中 的 含 义 有 些 在 汉 语 中 是 找 不 到 的。例 如：ｒｅｄ

ｔａｐｅ（繁文缛节），ｒｅｄｒａｇ（激励因素）（源自斗牛时激牛发怒的红布），

ｒｅｄｃａｐ（宪兵［英］）（搬运工［美］），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红灯区，指妓院

色情区），ｔｏｇｅ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ｄ（摆 脱 关 系，偿 清 债 务），ｔｏｐｕｔｔｈｅ
ｔｏｗｎｒｅｄ（酗酒狂欢，大肆铺张），ｔｏｃａｔｃｈ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ｒｅｄｈａｎｄｅｄ（当

场抓住某人），等等。
中国人以红为贵，源于古代的对日神崇拜。在中国有“穿红可以

避邪”之 说。但 英 语 中ｒｅｄ还 可 引 申 为 残 忍，灾 难，气 愤，潜 在 的 危

险，战争，死亡等，其引申义贬多褒少。Ｒｅｄ也使人联想暴力和流血。
例如：ｈａｖｅｒｅｄｈａｎｄｓ（杀人犯），ｒｅｄｒｕｉｎ（火灾），ａｒｅｄｂａｔｔｌｅ（血战），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红十字），ＲｅｄＡｌｅｒｔ（空袭警报）。Ｒｅｄ还可以表示警告，
如：ｒｅｄｌｉｇｈｔ（红 灯），ｒｅｄｃａｒｄ（红 牌）。英 语 中 的ｒｅｄ汉 译 时 还 有 与

“红”不对等的情况，例如：ｒｅｄｈｅｒｒｉｎｇ（不相干的事），ｉｎｔｈｅｒｅｄ（超

支，负债），ｒｅｄｃｅｎｔ（铜币），ｒｅｄｍｅａｔ（瘦肉）。
中国古代常用“红颜”、“红粉”指代面容娇好的女子，用“红闺”、

“红楼”指富贵人家女儿的闺阁。而在英语中，颜色“ｒｅｄ”没有与“女

子”相 关 的 引 申 义，翻 译 时 不 能 直 译 而 要 意 译。“红 颜”可 译 为“ａ
ｂｅａｕｔｆｕｌｇｉｒｌ”或 “ａｐｒｅｔｔｙｆａｃｅ”，“红 粉”可 译 为 “ａｇａｉｌｙｄｒｅｓｓｅｄ
ｇｉｒｌ”，“红闺”、“红楼”可译成“ａｌａｄｙ’ｓｒｏｏｍ”或“ａｂｏｕｄｏｉｒ”。汉语中

的“红糖”在英语中为“ｂｒｏｗｎｓｕｇａｒ”，红茶为“ｂｌａｃｋｔｅａ”，“红 豆”为

“ｌｏｖｅｐｅａ”，等，其中的“红”与“ｒｅｄ”没有任何关系。

Ｗｈｉｔｅ（白色）
在中国文化中，白色与红色相反，是一个基本禁忌词，体现了中

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在中国古代的五方说中，西方

为白虎，西方是刑天杀神，主萧杀之秋，古代常在秋季征伐不义、处死

犯人。所以白色是 枯 竭 而 无 血 色、无 生 命 的 表 现，象 征 死 亡、凶 兆。
如自古以来亲人死后家属要披麻戴孝（穿白色孝服）办“白事”，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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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灵堂，出殡时要打白幡，旧时还把白虎视为凶神，所以称带给男

人厄运的女人为“白虎星”。白色的心理功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

到政治功能的影响；又象征腐朽、反动、落后，如视为“白专道路”；它

也象征失败、愚蠢、无 利 可 得，如 在 战 争 中 失 败 的 一 方 总 是 打 着“白

旗”表示投降，称智力低下的人为“白痴”，把出力而得不到好处或没

有效果叫做“白 忙”、“白 费 力”、“白 干”等；它 还 象 征 奸 邪、阴 险，如：
“唱白脸”、“白 脸”；它 还 象 征 知 识 浅 薄、没 有 功 名，如 称 平 民 百 姓 为

“白丁”、“白衣”、“白身”，把缺乏锻炼、阅历不深的文人称作“白面书

生”等。
西方文化中的白色象征意义主要着眼于其本身色彩，如新下的

雪、新鲜牛奶及百合花的颜色。西方人认为白色高雅纯洁，所以它是

西方文化 中 的 崇 尚 色。它 象 征 纯 真 无 邪，ａｗｈｉｔｅｓｏｕｌ（纯 洁 的 心

灵），ｗｈｉｔｅｗｅｄｄｉｎｇ（新娘穿白礼服的婚礼），ｗｈｉｔｅｔｉｅｄｉｎｎｅｒ（要求男

士着燕尾服或西装，打白领结的宴会；它又象征正直、诚实），ａｗｈｉｔｅ
ｓｐｉｒｉｔ（正直的精神），ｗｈｉｔｅｍｅｎ（高尚、有教养的人），ｗｈｉｔｅｈａｎｄ（廉

洁、诚实；它也象征幸运、吉利），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ｄａｙｏｆｓｂ’ｓｌｉｆｅ（某

人生活中的吉日之 一），ｗｈｉｔｅｍａｇｉｃ（有 天 使 相 助 的 法 术；它 还 有 合

法、无恶意的意思），ｗｈｉｔｅｍａｒｋｅｔ（合 法 市 场），ｗｈｉｔｅｌｉｓｔ（经 过 批 准

的合法明单）。
白色在英汉文化里都有“一事无成、没有价值”的含义，如英语中

的 ｗｈｉｔｅｅｌｅｐｈａｎｔ指“大 而 无 用 的 东 西”，ｗｈｉｔｅｈｏｐｅ则 用 来 讽 刺 人

们渴望带来巨大成功的人。出于礼貌，或为了达到一个不伤害别人，
有为善目的的谎言，在英语中称为 ｗｈｉｔｅｔｉｅ，相反，ｂｌａｃｋｔｉｅ为“恶毒

的谎言”。由 ｗｈｉｔｅ一词构成的一些英语合成词可用来表示西方社

会人们熟悉的某类事物的代称，此时，其内涵是汉语对应词无法表达

的，如：ｗｈｉｔｅｇｏｏｄｓ指 白 布 做 成 的 生 活 用 品 或 白 色 的 厨 房 用 具、家

电；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ｃｒｉｍｅ指白领阶层即文职人员或律师、医生、教师等

专业人员的犯罪，如：贪污、诈骗；ｗｈｉｔｅｔｒａｓｈ（是美式英语中的贬义

词，指没有文化、穷困潦倒的白人），还 有ｔｏｓｈｏｗ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ｆｅａ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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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胆怯），ｗｈｉｔｅｓａｌｅ（大减价），ｗｈｉｔｅｃｏｆｆｅｅ（加牛奶的咖啡），都不

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白色”在中国还曾经指“反动势力”，如：“白

色恐怖”、“白色政权”、“白区”在汉文化中的独特内涵是英语文化中

所没有的。

Ｂｌａｃｋ（黑色）
在中国古代，最初黑色也是五大正色之一。从文献资料的记载

来看，秦汉时期“黑”不具备“坏，反动，秘密”等贬义。后来可能受了

佛教的影响产生了“恶”义。到现在黑色多象征黑暗、死亡、阴险、恐

怖、非法、欺骗等 意 义。如：黑 社 会、黑 货、黑 店、黑 信、黑 话、背 黑 锅

等。但是在汉语中“黑脸”这个词却有刚正不阿之意，源于宋代清官

“包青天”，因而我们对在日常生活中敢于坚持原则、办事不怕得罪人

的行为就叫做“唱黑脸”。而字面意义相同的英文“ｂｌａｃｋｆａｃｅ”却只是

指扮演黑人的白人演员或唱黑人歌曲的演员。英文中的“ｂｌａｃｋ”常

与黑 人 有 关，如：ｂｌａｃｋｂｏｙ 指 黑 人 男 孩，ｂｌａｃｋｐｏｗｅｒ指 黑 人 人 权

运动。
黑色在两种文化中都有违法、黑暗的含义。通过违法手段得来

的不义之财是黑钱（ｂｌａｃｋｍｏｎｅｙ），黑市（ｂｌａｃｋｍａｒｋｅｔ）指违法经营的

地下市场。还有黑帮，黑社会等都与违法乱纪有关。而西方社会有

黑手党（ＢｌａｃｋＨａｎｄ），黑 名 单（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黑 色 在 东 西 方 文 化 中 都

还有庄重之意。正 式 场 合 穿 黑 色 衣 服 表 示 庄 重，ｂｌａｃｋｓｕｉｔｓ就 指 礼

服。同时，黑色也都可用于丧葬场合。在英美国家，人们参加葬礼时

一般都是穿黑色的衣服，而中国人则会戴黑色袖章，表示对死者的哀

悼。黑色也都与凶恶狠毒有联系，如：ｂｌａｃｋｈｅａｒｔｅｄ指人心肠狠毒，
而汉语中也有说某人黑心肠的说法。

在中西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ｂｌａｃｋ用来 指 特

定的事 物、人 物 或 概 念。英 语 中，一 般 和 “黑 人”有 关。如：ｂｌａｃｋ
ｐｏｗｅｒ黑人人权运动；ＢｌａｃｋＰａｎｔｈｅｒｓ黑豹党，该党于六七十年代支

持黑人获得合法权力，进一步得到社会善待。而汉语中的“黑”则与

政治上反动的人或帮派联系在一起。如：“黑五类”指６０年代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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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历史环 境 下，五 种 非 劳 动 人 民 出 身 的 人 被 污 蔑 为“黑 五 类”。
汉语中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英语却用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ｂｌｕｅ。在商业

英语中，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表 示“经 营 一 项 企 业 盈 利”，其 反 义 词 是 ｂｅｉｎ
ｔｈｅｒｅｄ（亏损、负债），这两个术语都来自记账时所用墨水的颜色。Ｉｎ
ｔｈｅｒｅｄ已被汉 语 借 用，即“赤 字”。然 而，ｂｌａｃｋｔｅａ指 的 却 是 红 茶，

ｂｌａｃｋｃｏｆｆｅｅ指的却是浓咖啡。

Ｙｅｌｌｏｗ（黄色）
黄色是万事不易的大地的自然之色，故被誉为“尊色”（非帝王不

能用的颜色）。这就是黄色在含义上与英语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它

在中国古代是 皇 权 的 象 征。自 古 有 天 子 穿“黄 袍”，“庶 人 不 得 服 赭

黄”的规矩。帝王乘的马车称“黄屋”，黄帝发告称“发黄榜”，汉时为

天子供职的官署称“黄门”。此义在英语中是个空缺。
在汉语中“黄”颜色词的贬抑现象比较普遍，归结起来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１）枯萎；凋谢。如“明日黄花”；《杂诗》中的“柔条旦夕劲，绿叶

日夜黄。”《诗·小雅》中的“何草不黄，何日不行。”
（２）事情落空；计划失败。如“这笔生意眼看黄了”。
（３）充 满 性 描 述 的，腐 化 堕 落 的，色 情 的，猥 亵 的。 如 “扫

黄打非”。
除了以上贬义项外，当“黄”字与其他字词搭配时也会使组成的

词语具有贬义，使其衬托出惆怅、凄凉、伤感、失落、衰老的含义，这在

古诗中尤为普遍。如“悲风吼，临洛泽口，黄叶中原走”；“白苇烧残，
黄榆吹落，也算相思树。”

另外，与“黄”搭配的词的贬抑现象在口语和俗语中也有所表现，
通常具有病 态、令 人 厌 恶 等 寓 意。如：口 语 中，“黄 泉”，“黄 牌”，“黄

账”（收不回的账），“面黄肌瘦”，“黄毛丫头”。俗语中，“黄狗变不了

麒麟（比喻不堪造就）”；“黄梅不落青梅落”（比喻年轻人夭折）。英语

中“黄”也同样存在许多贬抑现象。例如：
（１）胆 怯；懦 弱。如“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ｓｈｅｂｅｇａｎ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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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ｎｙｅｌｌｏｗ”（害怕起来，胆怯起来）。
（２）卑鄙的；可 耻 的。如“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ａｉｎｏｆｔｒｅａｓｏｎ”（小

的背信弃义的可鄙污点）。
（３）（报纸等）采用皆人听闻的手法，做低级渲染且夸张歪曲普通

新闻，以便引起注意。如：ｙｅｌｌｏ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黄色办报作风。
（４）嫉妒的；猜疑的。如ｙｅｌｌｏｗｗｉｔｈｅｎｖｙ．
（５）（因病或年久而）枯黄。如：Ｔｈｅｌｅａｖｅｙｅｌ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ｆａｌｌ．
除了以上诸义项以外，当“ｙｅｌｌｏｗ”与其他单词搭配时，也同样会

使组合成的词赋以贬抑色彩。贬抑成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１）廉价的。如：ｙｅｌｌｏｗｂａｃｋ黄皮小说，一种廉价且往往轰动一

时的小说。
（２）衰老的。如：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的“Ｍｙｗａ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ｓ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ｔｈｅ

ｓｅｒｅ，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ｌｉｆｅ．”
（３）疾病、病态的。如：ｙｅｌｌｏｗｆｅｖｅｒ黄热病。
（４）搞破坏活动的。如：ｙｅｌｌｏｗｄｏｇ反对工会的。
（５）（隐含歧视和贬义的）黄肤色人种的。如：ａｙｅｌｌｏｗｅｇｒｏ一个

混血黑人。
在汉语中，黄色 象 征 腐 化、堕 落，特 指 色 情，如“黄 色 书 刊”、“扫

黄”。英语中的ｙｅｌｌｏ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并 不 是“黄 色 新 闻”，而 指 不 择 手

段地夸张、渲染以 招 揽 或 影 响 读 者 的 新 闻 编 辑 作 风，如 突 出 社 会 丑

闻，把普通新闻写得耸人听闻，甚至歪曲事实以引起轰动。许多美国

商店和家里都有一本厚厚的ｙｅｌｌｏｗｐａｇｅｓ（黄 页 电 话 查 号 薄），这 是

按不同商店、企业、事业、机关分类的电话薄，全书用黄纸印刷，所以

称ｙｅｌｌｏｗｐａｇｅｓ，不同于汉语中的“黄色书刊”（ｆｉｌｔｈｙｂｏｏｋｓ）。

Ｇｒｅｅｎ（绿色）
绿色是令大自然充满生机的色彩。在英文中，绿色会与生气勃

勃的含义连在一起。例如：

Ｔｈｅｂｅａｔｌｏｏｋｉｎｇｇｒａｓｓｌｙｏ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ｉｓｎｏｔ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ｍａｋｅ
ｇｈｅｉｒｌｉｖｅｓｇｒｅｅｎ．四周的 草 坪 毫 无 生 气，不 足 以 为 他 们 的 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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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活力。

ＤａｖｉｄＨａｗｋｅｓ在译《红楼梦》时，将汉语中表示喜庆、活力的“红

色”归 化 为 英 语 的 ｇｒｅｅｎ。他 将 “怡 红 院”、“怡 红 公 子”分 别 译 为

ｇｒｅｅｎｄｅｌｉｇｈｔｓ和ｇｒｅｅｎｂｏｙ由 此 可 见 绿 色 在 英 美 人 士 心 目 中 的 感

觉。绿色给人的感觉是新鲜、嫩绿，因此，在词义上还可以引申为表

示人或物的未成熟、没经验、缺乏训练、知识浅薄等。例如：

Ｙｏｕａｒｅｅｘ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ｏｏｍｕｃｈｏｆｈｉｍ．Ｈｅ’ｓｓｔｉｌｌｇｒｅｅｎ，ｙｏｕ
ｋｎｏｗ．你对他要求太高，他还没经验嘛。

Ｇｒｅｅｎｈｏｒｎ表示“没有经验的人”或“新到一个地方不太了解当

地习惯的人”，常用指移民并带有轻微的贬义色彩。此外，人们还认

为心里嫉妒，脸 色 会 发 绿。在 这 种 情 况 下，ｇｒｅｅｎ又 可 引 申 为“羡 慕

极了”或“嫉妒”的意思。例如：

Ｓｈｅｉｓｓｏｊｏｌｌｙｇｒｅｅｎ．她实在幼稚可笑。

ＷｅｗｅｒｅａｌｌｇｒｅｅｎｗｉｔｈｅｎｖｙｗｈｅｎｗｅｌｅａｒｎｅｄｔｈａｔＴｏｍｈａｓ
ｇｏｔａｄ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ｓｔ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ｇｉｒｌｏｎｃａｍｐｕｓ．当我们知道

汤姆跟大学的校花约会后，全都羡慕极了。

Ｇｒｅｅｎｅｙｅｄ或ｂｅｇｒｅｅｎｗｉｔｈｅｎｖｙ表 示“嫉 妒 的”。在 汉 语 里

“绿色”和“嫉 妒”却 毫 不 相 干，反 而 用“红 色”表 示“嫉 妒”，例 如“眼

红”、“害了红眼病”等。
在英汉文化中，“绿灯”被用来表示“许可”，“红灯”则表示“禁止、

不同意”。汉语 中 有“开 绿 灯”、“亮 起 红 灯”，英 语 中 有ａｓｋｆｏｒ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等。绿色还有一些其他用法，与其具体的来源有关。如：ｇｒｅｅｎ
ｂａｃｋ美钞（源于美 元 背 后 为 绿 色）；ｇｒｅｅｎｆｉｎｇｅｒｓ［英］园 艺 技 工（意

味着有培养花木、蔬菜等植物的才能）。

Ｂｌｕｅ（蓝色）
一看到蓝色就情不自禁的想起辽阔的天空、蔚蓝的大海。蓝色

是广阔的象征。在 西 方，天 使 和 圣 母 身 穿 蓝 袍 象 征 忠 诚、信 义 和 谦

虚，而英文ｂｌｕｅｇｏｗｎ（蓝袍）却指妓女，实在令人费解。西方的表达

中，对ｂｌｕｅ有褒有 贬。ｂｌｕｅｂｌｏｏｄ为 贵 族 血 统，ｂｌｕｅｒｉｂｂｏｎ为 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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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ｂｌｕｅｂｏｏｋ为名人录。汉语中用黄色来表达的贬义，在英语中

却用蓝色。如ｂｌｕｅｆｉｌｍ（色 情 影 片），ｂｌｕｅｊｏｋｅｓ（猥 亵 的 笑 话），ｂｌｕｅ
ｒｕｉｎ（大丑闻）。相对于 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ｂｌｕｅｃｏｌｌａｒ指从事体力劳动的

人。蓝色表示“伤心”、“沮丧”，ｉｎａｂｌｕｅｍｏｏｄ（情绪低落），ｆｅｅｌｂｌｕｅ
（沮丧）。在 汉 语 中 是 用 灰 色 比 喻“颓 废、失 望”的，如“心 灰 意 冷”。

Ｂｌｕｅ的一些常用表达如：ｂｌｕｅｂｅａｒｄ（凶残的丈夫），ｂ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ｃｅ
（精疲力竭），ａｂｏｌ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ｂｌｕｅ（晴天霹雳），ｔｉｌｌａｌｌｉｓｂｌｕｅ（酩酊

大醉）等，都是我们熟悉的。西方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如ｂｌｕｅｓ（布

鲁斯音乐）是一种忧伤的黑人歌曲。

Ｇｒｅｙ（灰色）
灰色在英汉语言里都可表示暗淡、不明了。英语中如：ｇｒｅｙａｒｅａ

未知的知识 领 域；汉 语 中 如：“灰 不 溜 秋”、“前 途 灰 暗”等。英 语 中，

Ｈｅｉｓａｔｅａｃｈｅｒｗｉｔｈｇｒｅ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ｇｒｅｙ”在这里的意思是“老练

的、成熟的”。灰 色 在 汉 语 中 可 用 来 形 容“消 沉、灰 溜 溜 的（地）”，如

“他灰溜溜地走了”；“灰心”；“心灰意冷”。

Ｐｕｒｐｌｅ（紫色）
紫色在两种文化中都有高贵的含义。在中国古代，朱紫是两种

相近的颜色，它们是古代贵官衣服的颜色。春秋时齐国的君服是紫

衣。唐代朝廷命官三品以上服紫服。汉语中就有“朱紫尽公侯”，“满

朝朱紫贵”之说。而英文中也有成语ｂｅ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出生在

富贵之家），ｒａｉｓｅｓｂ．ｔｏ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立 某 人 为 王 或 升 某 人 为 主 教），

ｍａｒ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嫁入名门望族）。除了高贵之意，紫色还都有

与伤病相关的含义。如打伤了某人在汉语中可以说“把某人打得浑

身青紫”，治皮肉之伤的还有“紫药水”，心血管病人的皮肤常发紫我

们称之为“紫疳”。而在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谚语ｌａｙｓｂ．ｏｕｔｉｎｌａｖｅｎ
ｄｅｒ，也表示把人打得不省人事或打死。镇静剂可以用ｐｕｒｐｌｅｈｅａｒｔ
表示。另外，紫色在英汉语言中都有生气的意思。我们常说气得发

紫（ｔｕｒｎｐｕｒｐｌｅｗｉｔｈｒ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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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ｒｏｗｎ（棕色）

Ｂｒｏｗｎ，常喻 为 不 满、讨 厌，如：Ｈｅｉｓｂｒｏｗｎｅｄｏｆｆ．（他 极 为 讨

厌。）但是糙米说成是ｂｒｏｗｎｒｉｃｅ，红糖说成是ｂｒｏｗｎｓｕｇａｒ，牛皮纸

说成是ｂｒｏｗｎｐａｐｅｒ，等等。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汉语和英语中，相同的颜色隐喻，往往

与各民族相同的生理机制和视觉神经系统有关；而颜色的不同隐喻，
则与语言运用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习俗有关。由于英汉语言习惯

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社会文化和风俗的差异，导致了对同一颜色词

的理解与使用也有差异。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于他们的语

言深层处积淀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含有鲜明的民俗语义。汉英语中

一些颜色词汇忠实记录了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的历史，透视了特定

的社会、时代的文化精神风貌，从而打下了鲜明的文化烙印。由于不

同民族生活环境、心理因素、宗教信仰、认知方式、思维定势和文化背

景的不同，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尺度赋予颜色词的

文化内涵，因此，中西方产生的颜色隐喻也就存在着较大差异。辨析

研究中西方颜色用语的异同，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翻译实践及语言

学习，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ａｔｏｗｅｒｏｆｉｖｏｒｙ或ａｎｉｖｏｒｙｔｏｗｅｒ象牙之塔；世外桃源

Ａｔｏｗｅｒｏｆｉｖｏｒｙ常用来比喻一种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即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ｏｆ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ｒｒｅｔｒｅａｔｆｒｏｍ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ｅｓｏｆｌｉｆｅ．

ｅｇ：１Ｓｈｅｌｉｖｅｓｉｎａｔｏｗｅｒｏｆｉｖｏｒｙａｐａｒｔｆｒｏｍｈｅｒｆｒｉｅｎｄｓ．
２Ｔｈｅｙｖｉｅｗ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ｓａｎｉｖｏｒｙｔｏｗｅｒ．

ａｎａｐｐｌｅｏｆｄｉｓｃｏｒｄ争斗之源；不和之因；祸根

Ａｎａｐｐｌｅｏｆｄｉｓｃｏｒｄ直译为“纠纷的 苹 果”，出 自 荷 马 史 诗Ｉｌｉａｄ
中的希腊神话故事。传说希腊阿耳戈英雄（Ａｒｇｏｎａｕｔ）珀琉斯（Ｐｅｌｅ
ｕｓ）和爱琴海海神涅柔斯的女儿西蒂斯（Ｔｈｅｔｉｓ）在珀利翁山举行 婚

礼，大摆宴席。他们邀请了奥林匹斯上（Ｏｌｙｍｐｕｓ）的诸神参加喜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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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惟独没有邀请掌管争执的女神厄里斯（Ｅｒｉｓ）。
这位女神恼羞 成 怒，决 定 在 这 次 喜 筵 上 制 造 不 和。于 是，她 不 请 自

来，并悄悄在筵席上放了一个金苹果，上面镌刻着“属于最美者”几个

字。天后赫拉（Ｈｅｒａ），智慧女神雅典娜（Ａｔｈｅｎａ）、爱 与 美 之 神 阿 芙

罗狄蒂（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都 自 以 为 最 美，应 得 金 苹 果，获 得“最 美 者”称

号。她们争执不下，闹到众神之父宙斯（Ｚｅｕｓ）那里，但宙斯不愿偏袒

任何一方，就要她们去找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Ｐａｒｉｓ）评判。三位女

神为了获得金苹果，都各自私许帕里斯以某种好处：赫拉许给他以广

袤国土和掌握富饶财宝的权利，雅典娜许以文武全才和胜利的荣誉，
阿芙罗狄蒂则许他成为世界上最美丽女子的丈夫。年轻的帕里斯在

富贵、荣誉和美女之间选择了后者，便把金苹果判给爱与美之神。为

此，赫拉和雅典娜怀恨帕里斯，连带也憎恨整个特洛伊人。后来阿芙

罗狄蒂为了履行诺言，帮助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国王墨涅俄斯的王

后———绝世美女 海 伦（Ｈｅｌｅｎ），从 而 引 起 了 历 时１０年 的 特 洛 伊 战

争。不和女神厄里斯丢下的那个苹果，不仅成了天上３位女神之间

不和的根源，而且也成为了人间两个民族之间战争的起因。因此，在

英语中产生了ａｎａｐｐｌｅｏｆｄｉｓｃｏｒｄ这个成语，常用来比喻ａｎｙ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ｏｏ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ｉｓｐｕｔｅ等

意义。

ｅｇ：１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ａｂｏｕｔ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ｅ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ａｐｐｌｅｏｆｄｉｓ
ｃｏｒ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

２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ｅｅｍｓｔｏｂｅａｎａｐｐｌｅｏｆｄｉｓｃｏｒ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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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英汉词汇文化内涵比较（下）

一、英汉动物词汇的文化差异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动物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

相关，它们曾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食物来源，同时也是人

类最亲密的朋 友。既 然 动 物 在 人 类 社 会 生 活 中 占 有 如 此 重 要 的 地

位，那么，有关动物的词汇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中必然要成为基本词

汇的成员，有关动物的种种神奇色彩，必然要在各自语言的词汇系统

中有所反映。动物词汇在英汉语言中有时是相对应的，但是大多时

候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是不同的，因为这些动物词汇涉及到民族文化、
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等。只有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各

自文化取向，尽量避免文化方面的误解。

Ｄｏｇ狗

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养狗的习惯，但看法不同。在汉语文化中，
狗是一种卑微 的 动 物，虽 然 在 古 代，说 狗 是 忠 臣，饿 死 不 离 开 主 人

（家）；猫是奸 臣，哪 里 有 好 吃 的 就 往 哪 里 去。但 用 狗 的 形 象 比 喻 人

时，都是贬义，如狗东西、狐朋狗友、狼心狗肺、狐群狗党、狗仗人势、
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等。由于受到民族心理的影响，中国人讲英语时

很少会用到与ｄｏｇ有关的语句。
而在西方人看来，狗是家中的宠物，可享受较高的待遇，是人类

最好的朋友（ｍａｎ’ｓｂｅｓｔｆｒｉｅｎｄ），狗 也 因 忠 实 主 人 的 特 性 而 成 为 人

们寄托感情的对象。狗的成语也很多。例如：

Ｄｏｇ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ａｔｄｏｇ．　　　　　　　同类不相残。

Ｏｌｄｄｏｇｗｉｌｌｎｏｔｌｅａｒｎｎｅｗｔｒｉｃｋｓ．　　老人学不了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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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ｅｒｙｄｏｇｈａｓｈｉｓｄａｙ．　　凡人皆有得意时。

Ｌｏｖｅｍｅ，ｌｏｖｅｍｙｄｏｇ．　　爱屋及乌。

ｓｉｃｋａｓｄｏｇ　　 病得厉害

ｌｕｃｋｙｄｏｇ　　 幸运儿

ｔｏｐｄｏｇ　　 最重要的人物

ａｓ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ａｓａｄｏｇ　　 像狗一样忠诚

如果在中国也用 Ｙｏｕａｒｅａｌｕｃｋｙｄｏｇ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情

绪。当汉语的“走狗”译成ｒｕｎｎｉｎｇｄｏｇ，西方人感觉这狗很好，很可

爱。Ａｎｏｌｄｄｏｇｌｉｋｅｓｈｉｍｎｅｖｅｒｂａｒｋｓｉｎｖａｉｎ．Ｗｈｅｎｅｖｅｒｈｅｂａｒｋｓ，

ｈｅａｌｗａｙｓｈａｓｓｏｍｅｗｉｓｅｃｏｕｒｓｅ．句中的“ａｎｏｌｄｄｏｇ”汉语为“老狗”，
汉语中是骂人的词，而英语中却指“年事已高，却经验丰富的人”，故

为“行家老手”之意，这就像汉语中的“老马识途”中的“老马”。故这

句英语译成“像他这样的行家老手，从来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一旦发

表，总有高见”。

Ｔｉｇｅｒ，Ｌｉｏｎ老虎，狮子

如果说在中国文化中，“林中之王”是老虎，那么在英美等西方文

化中，这顶桂冠就要送给狮子。狮子隐喻勇敢的人，剽悍的人。西方

人对狮子的高贵地位和孔武有力推崇备至，ａｓｍａｊｅｓｔｉｃａｓａｌｉｏｎ（勇

猛威严）；英语中，ａｌｉｏｎ亦用来指“名流、社交场合的宠儿”；狮子还

是英国的象征，乃 高 贵 之 物，作 为 英 国 国 徽 的 狮 子 纹 章：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ｏｎ不列颠之狮（指英国）；ｔｗｉｓｔｔｈｅｌｉｏｎ’ｓｔａｉｌ（冒犯当局；蔑视英

国）；Ｂｅｔｔｅｒｂｅｔｈｅｈｅａｄｏｆａｄｏｇ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ａｉｌｏｆａｌｉｏｎ．（宁为狗头，
不 为 狮 后）。另 外，由 于 狮 子 凶 猛 残 忍，冷 酷 无 情，因 此 有ｌｉｏｎ’ｓ
ｓｈａｒｅ（最大最好的一份）；ｔｈｅｌｉｏｎ’ｓｍｏｕｔｈ（虎穴，极其危险之处）；

ｔｈｒｏｗｆｅ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ｉｏｎｓ（送 入 虎 口）；ａｌ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ａｙ（拦 路 虎）；

ｂｅａｒｄｔｈｅｌｉｏｎｉｎｈｉｓｄｅｎ（桴虎须，太岁头上动土）；ｉｎｌｉｋｅａｌｉｏｎ，ｏｕｔ
ｌｉｋｅａｌａｍｂ（虎头蛇尾）。

然而，在中国语言文化中，人们似乎更钟情于老虎。“虎”一方面

表示勇猛威武，强 壮 有 力，果 敢 之 意，如：“龙 盘 虎 踞”；“龙 腾 虎 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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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虎添翼”；“猛虎下山”；“虎将”；“虎父无犬子”；“人为万物之灵，虎

为百兽之王”；“人凭志气虎凭威”；“虎不失威，人不失志”；“虎瘦雄心

在”；“藏龙卧虎”；“虎虎生成”；“虎胆英雄”；“狐假虎威”等。另一方

面，由于老虎生性凶猛残忍，冷酷无情，因此有“拦路虎”；“母老虎”；
“如狼似虎”；“骑虎难下”；“谈虎色变”；“养虎伤身”；“养虎遗患”；“虎

视眈眈”；“老虎屁股摸不得”；“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逃出龙潭，又

入虎口”；“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为虎所食，其鬼为伥”；“二虎

相斗，必有一伤”等 词 语。狮 虎 在 英 汉 语 言 文 化 中 具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都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两种森林中凶猛威严的动物本性。

Ｃｏｗ母牛，Ｂｕｌｌ公牛，Ｈｏｒｓｅ马

中国人以牛比喻强壮、勤劳。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人们常把那

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具有老黄牛的精神。鲁迅先生曾有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牛勤

劳忠厚，得到了中国人的赞誉。汉语里还有：气壮如牛、像老黄牛一

样地干活、牛劲、牛饮、九牛二虎之力、多如牛毛、牛脾气、孺子牛等。
而在英国马曾经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牛则很少干活，故马在英美文

化中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所以汉语说“力大如牛”，英语民族的

文化则用 ｗｏｒｋｌｉｋｅａｈｏｒｓｅ；汉 语 说“快 乐 得 像 只 鸟”，英 语 则 说ａｓ
ｈａｐｐｙａｓａｃｏｗ；汉语说有股子“牛劲”，英语说ｓｔｒｏｎｇｗｉｌｌｅｄ；汉语的

“女人发 怒”，在 英 语 中 可 这 样 表 达：Ｍｙｍｏｔｈｅｒ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ａｃｏｗ
ｗｈｅｎＩｔｅｌｌｈｅｒ（妈妈听说后一定会发怒的）；ｂｅａｔａｄｅａｄｈｏｒｓｅ不能

直译为“打死马”，而译为“做无用功，徒劳”；ｃｈａｎｇｅｈｏｒｓ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
ｓｔｒｅａｍ 不能直译为“中流换马”，而 译 为“临 阵 换 将”。汉 语 的“指 鹿

为马”是一个典故，说的是秦二世的丞相赵高为试验大臣们敢不敢违

背他说的话，故把献给二世的鹿说成马，当然说实话的人就被杀了。
要保留汉语民族的文化色彩，有的译成ｃａｌｌａｓｔａｇａｈｏｒｓｅ，但让讲英

语的英美人理解，就失去了我们原语“故意颠倒黑白”的文化含义了。
这样，要么添加解释ｃａｌｌａｓｔａｇａｈｏｒｓｅｗｉｌｌｆｕｌ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要

么套用英语习惯ｔａｌｋｂｌａｃｋｉｎｔｏｗｈ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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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ｅｐ／Ｇｏａｔ羊

中国的生肖文化中，属羊的人高贵迷人，热爱自然，有艺术气质，
善心仁慈，外 柔 而 内 刚。而 在 英 语 中，ｓｈｅｅｐ（绵 羊），ｇｏａｔ（山 羊），

ｒａｍ（公羊）都 多 用 于 贬 义。Ｓｈｅｅｐ喻 指“害 羞 忸 怩 的 胆 小 鬼”、甚 至

“愚蠢的人”，如：ａｂｌａｃｋｓｈｅｅｐ“害群之马”；ａｌｏｓｔｓｈｅｅｐ“误入歧途的

人”；ｃａｓｔ／ｍａｋｅｓｈｅｅｐ’ｓｅｙｅｓａｔ“向……愚 蠢 地 送 秋 波”；ｇｏａｔ可 指

色鬼，淫荡的人，也可指替罪羊，牺牲品；ｐｌａｙ／ａｃｔｔｈｅｇｉｄｄｙｇｏａｔ行

为如小丑；ｒａｍ 指 骚 男 人、色 鬼。有 时ｓｈｅｅｐ也 可 用 褒 义，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ｓｈｅｅｐ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ｏａｔｓ分辨善人与恶人；ａｗｏｌｆｉｎｓｈｅｅｐ’ｓｃｌｏｔｈ
ｉｎｇ假装善人的坏人（同汉语表达“披着羊皮的狼”）。

Ｃａｔ猫

猫在中国人眼 里 温 顺 可 爱，中 国 人 喜 欢 猫，用“馋 猫”比 喻 人 贪

嘴，且带有亲昵的成分，有的父母会称呼自己的“ｂａｂｙ”为“小猫咪”，
有时，年轻的恋人或情人之间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昵称。而在西方语

言文化中，“ｃａｔ”在传说中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是中世纪巫婆的守

护神。尤其是黑猫，更让西方人深恶痛绝，惟恐避之不及。中国人和

西方人（尤其是英语国家的人）再看到英文句子“ｓｈｅｉｓａｃａｔ”时，可

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心理联想意义。中国人可能会理解为“她是个

很可爱的人”，而英美等国家的人的心理联想是：“她是个包藏祸心的

人（ａｓｐｉｔｅｆｕｌｏｒｕｎ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ｗｏｍａｎ）”因为“ｃａｔ”在英语中喻指“可鄙

的女人，恶妇”。
与ｃａｔ有关 的 成 语 有：ｌｉｋｅａｃａｔｏｎａｈｏｔｒｏｏｆ＝ａｃａｔｏｎｈｏｔ

ｂｒｉｃｋ（坐立不安），Ｉｔｒａｉｎｓｃａｔｓａｎｄｄｏｇｓ（下着倾盆大雨），ｓｅｅｗｈｉｃｈ
ｗａｙｔｈｅｃａｔｓｊｕｍｐｓ＝ｗａｉ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ｔｔｏｊｕｍｐ（观望形式），ｌｅｔｔｈｅｃａｔ
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ｂａｇ（泄露机密），ｆｉｇｈｔｌｉｋｅｃａｔａｎｄｄｏｇ（吵吵闹闹），Ｔｈｅｙ
ａｒｅｌｉｋｅｃａｔｓａｎｄｄｏｇｓ（他 们 彼 此 水 火 不 相 容），Ｓｈｅｗａｓｈａｖｉｎｇ
ｋｉｔｔｅｎｓ（她狂怒了）。另 外ｏｌｄｃａｔ（老 猫）喻 指“脾 气 坏 的 老 太 婆”，

ｂａｒｂｅｒ’ｓｃａｔ（理发师的猫）喻指“面有病容饥色的人”，ａｓｓｉｃｋａｓａｃａｔ
（病得像猫），ａｉｎｇｌｏｖｅｓｃａｔｃｈｓｎｏｍｉｃｅ（带手套的猫捉不到耗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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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ｏｎｈｏｔｂｒｉｃｋｓ（热锅上的蚂蚁）等。

Ｒａｂｂｉｔ，Ｈａｒｅ兔

兔子在中国人心中可谓形象复杂：有好的一面，生性温顺老实，
所以汉语的生肖文化中，属兔的人高贵大方、兼备巧妙的口才，深受

别人爱戴；也有差的一面，如“狡兔三窟”，“兔子尾巴长不了”。后者

用来形容人时则分别暗示“狡猾”与“难以持久”之意。还有“兔子吹

笛———嘴不严”，“兔崽子”，“兔孙子”等。
在英语中，ｈａｒｅ和ｒａｂｂｉｔ代表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ｒａ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ｐｌａｙｓ

ａｇａｍｅｂａｄｌｙ（不可靠或耍弄花招之人），因此常用于贬义，例如 ｍａｄ
ａｓａｍａｒｃｈｈａｒｅ（十分疯狂的、野性大发的），ｈａｒｅｂｒａｉｎｅｄ（轻率的、
愚蠢的、卤莽的），ｍａｋｅｈａｒｅｏｆｓｏｍｅｂｏｄｙ（愚弄某人），ｈａｒｅ在英语

俚语中指坐车不买票的人，ｒａｂｂｉｔ在口语中指拙劣的运动员（ａｐｅｒ
ｓｏｎｗｈｏｐｌａｙｓａｇａｍｅｂａｄｌｙ尤指网球运动员）或作动词用于骂人，

ｏｄｄｒａｂｂｉｔ（真该死）。

Ｈａｒｅ野兔，但有时变成了“野鸡”。而汉语中的“野鸡”又与“野

妓”谐音，结果成了俗语中的“娼妓”。在《罗米欧与朱丽叶》（莎士比

亚戏剧）中，Ｍｅｒｃｕｔｉｏ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的对话：

Ｒｏｍｅｏ：Ｗｈａｔｈａｖｅｙｏｕｆｏｕｎｄ？　罗：你发现了什么？

Ｍｅｒｃｕｔｉｏ：Ｎｏｈａｒｅ，ｓｉｒ． 墨：倒不是野鸡，先生。

Ｆｉｓｈ鱼

在中国，谈到鱼就会让人想起“鱼越龙门”，“年年有鱼（余）”等吉

祥的字眼。捕鱼业在英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英语中也有

不少习语与渔业有关。如：ｂｉｇｆｉｓｈ（大亨），ｃｏｏｌｆｉｓｈ（厚脸皮的人），

ｃｏｌｄｆｉｓｈ（孤僻 的 人），ｆｒｅｓｈｆｉｓｈ（新 囚 犯），ｄｕｌｌｆｉｓｈ（枯 燥 无 味 的

人），ｌｏｏｓｅｆｉｓｈ（放荡的人），ｐｏｏｒｆｉｓｈ（愚蠢易欺的人），ｄｒｉｎｋｌｉｋｅａ
ｆｉｓｈ（牛饮），ｍｕｔｅａｓａｆｉｓｈ（噤若寒蝉），ｎｅｉｔｈｅｒｆｉｓｈｎｏｒｆｏｗｌ（非驴非

马），ｆｉｓｈｂｅｇｉｎｓｔｏｓｔｉｎｋａｔｔｈｅｈｅａｄ（鱼臭先臭头），ｌｉｋｅａｆｉｓｈｏｕｔｏｆ
ｗａｔｅｒ（处在陌生的环境中，不自在），ａｆｉｎｅｋｅｔｔｌｅｏｆｆｉｓｈ（一团糟），

ａｎｏｔｈｅｒｋｅｔｔｌｅｏｆｆｉｓｈ或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ｅｔｔｌｅｏｆｆｉｓｈ（不是一回事），ｃ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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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ｉｎｋｉｎｇｆｉｓｈ（叫卖臭鱼，暴露自己的缺点，拆自己的台）等等。

Ｊｏｈｎｃａｎｂｅｒｅｌｉｅｄｏｎ．Ｈｅｅａｔｎｏｆｉｓｈａｎｄｐｌａｙｔｈｅｇａｍｅ．如译

为约翰不但可靠，不吃鱼，还玩游戏是误译。其文化内涵是：英国历

史上宗教斗争激烈。旧教斋日（星期五）只许吃鱼，新教则这天拒绝

吃鱼，表示忠于新教，“不吃鱼”就成为了“忠诚”之意，“玩游戏”变成

了“遵守规则”。

Ｍｏｕｓｅ，Ｒａｔ鼠

汉语中的“胆小如鼠”，“鼠 目 寸 光”，“鼠 肚 鸡 肠”及“鼠 辈”等 词

语，皆有“畏琐、卑微”及“心胸狭窄”等含义，可见鼠在汉语中简直一

无是处。
作为俚 语，英 语 的ｒａｔ指 人 时 喻 意 与 汉 语 稍 有 出 入，但 也 含 贬

义：ａｒａｔ即ａ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ｂｅｈａｖｅｓｓｅｌｆｉｓｈｌｙ（自 私 的 人）或ａ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ｉｓｄｉｓｌｏｙａｌ（不 忠 的 人）。ａｓｍｕｔｅ／ｑｕｉｅｔ／ｓｉｌｅｎｔ／ｓｔｉｌｌａｓａｍｏｕｓｅ
（悄没声儿）；ａｓｔｉｍｉｄａｓａｍｏｕｓｅ（胆小如鼠）；Ｄｏｎ’ｔｍａｋｅ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ａｍｏｕｓｅ，ｏｒｔｈｅｃａｔｗｉｌｌｅａｔｙｏｕ．（不要把自己当做鼠，否则肯定被

猫吃）；Ａｒａｔ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ｉｓｃｈａｓｅｄｂｙａｌｌ．（过街老鼠，人人喊

打）；ｓｍｅｌｌａｒａｔ嗅到鼠味，意为对……觉得可疑／感到事情不妙／怀

疑……中有诈。汉 语“鼠”———胆 小，偷 吃，小 家 子 气：“抱 头 鼠 窜”，
“鼠窃狗盗”，“鼠目寸光”，“鼠肚鸡肠”，“无名鼠辈”等。

Ａｓｓ驴

汉语有“笨驴”之说，用来指人，则表达“愚、笨”之意。英语同汉

语在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ａｎａｓｓ意为ａｆｏｏｌｉｓｈｐｅｒｓｏｎ（傻瓜），同义

语还有ｄｏｎｋｅｙ，但常用来指小孩。

Ｂｅａｒ熊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熊的形象一般是“行为缓慢”，因而具有“呆

傻”之态；指人时常有“熊样”之说；目前形容股市不景气乃称“熊市”。
但 英 语 用 ｂｅａｒ 指 人 时，则 为 ａｂａｄｔｅｍｐｅｒｅｄｏｒｂａｄｍａｎｎｅｒ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粗鄙 之 人、鲁 莽 之 人）；另 一 习 惯 用 语 ｂｅｌｉｋｅａｂｅａｒｗｉｔｈａ
ｓｏｒｅｈｅａｄ则表示“脾气暴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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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ｗｌ猫头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猫头鹰是不吉祥的象征，但英语中却说，ａｓ
ｗｉｓｅａｓａｎｏｗｌ，把猫头鹰当做智慧的象征。

Ｐｅａｃｏｃｋ孔雀

孔雀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吉祥好运，人们认为孔雀开屏是大吉大

利的事。看到孔雀开屏的人会交好运。在英语中，“ｐｅａｃｏｃｋ”含有骄

傲、炫耀、洋 洋 得 意 的 意 思，它 的 内 涵 意 义 通 常 是 贬 义。例 如 “ａｓ
ｐｒｏｕｄａｓａｐｅａｃｏｃｋ”（像孔雀那样骄傲）。

Ｂａｔ蝙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蝠”与“福”同音，蝙蝠被视为吉祥、健

康、幸福的象征。如果把“蝙蝠”和“鹿”画在一起，会让人想起“福禄”
一词来，红色蝙蝠尤其受到钟爱，因为它谐音“洪福”。在西方，蝙蝠

是一种邪恶的动物，总是和罪恶黑暗势力联系在一起，特别是ｖａｍ
ｐｉｒｅｂａｔ（吸血蝙蝠）令人恐惧。以下这些习语也说明西方人对蝙蝠

的讨厌：ａｓｂｌｉｎｄａｓａｂａｔ（有眼无珠），ａｓｃｒａｚｙａｓａｂａｔ（非常疯狂），

ｈｅｉｓａｂｉｔｂａｔｔｙ（他 有 点 反 常），ｈａｖｅｂａ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ｅｌｆｒｙ（异 想 天

开）等。

Ｐｉｇ，Ｓｗｉｎｅ，Ｓｏｗ，Ｈｏｇ猪

自私、贪婪、贪吃、迟 钝、懒 惰、固 执、粗 鄙 或 肮 脏 的 人：ｐｉｇｉｔ（像

猪一 般 地 生 活；在 肮 脏 的 环 境 中 生 活）；Ｄｏｎｏｔｃａｓｔｙｏｕｒｐｅａｒ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ｓｗｉｎｅ．（别 在 猪 前 扔 珍 珠。）Ｙｏｕｃａｎｎｏｔｍａｋｅａｓｉｌｋｐｕｒｓｅ
ｏｕｔｏｆａｓｏｗ’ｓｅａｒ．（用猪耳朵做不出丝线包。）Ｗｈａｔｃａｎｙｏｕｅｘｐｅｃｔ
ｆｒｏｍａｈｏｇｂｕｔａｇｒｕｎｔ？（猪除了咕噜还能指望什么？）ｔｅａｃｈａｐｉｇ
ｔｏｐｌａｙｏｎａｆｌｕｔｅ像中国的“赶着鸭子上架”；ｂｕｙａｐｉｇｉｎａｐｏｋｅ，不

能直译为“买一只装于口袋的小猪”，而译为“乱买东西，盲目赞同”。
汉语“猪”———贪吃、迟钝、懒惰、肮脏的人：“猪狗不如”；“猪黑不要笑

老鸦”；“死猪不怕开水烫”。

Ｆｏｘ狐狸

诡计多端，狡猾的人：ａｓｓｌｙａｓａｆｏｘ（像狐狸一样狡猾）；ｃｒａｚ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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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ｋｅａｆｏｘ（非常狡猾；十分精明）；ｐｌａｙｔｈｅｆｏｘ（行为狡猾）；Ａｎｏｌｄ
ｆｏｘｉｓｎｏｔｅａｓｉｌｙｓｎａｒｅｄ．（老狐狸不会轻易被捉住。）汉语“狐狸”———
奸诈狡猾，生性多疑：“狐假虎威”，“狐疑不决”，“满腹狐疑”，“露出狐

狸尾巴”，“虎狼当路，不治狐狸”等。

Ｐｈｏｅｎｉｘ凤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是一种神异的动物，是百鸟之王，人们用

凤凰比喻皇后。所以在汉语中凤凰象征“吉祥”。人们常常把“龙凤”
相提并论，把男女双胞胎称为“龙凤胎”。同时中国人还常用“凤毛麟

角”比喻珍贵而不可多得的人或事物。然而英语中ｐｈｏｅｎｉｘ寓意“纯

洁”，还 有“再 生、复 活”的 涵 义。如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ｌｉｋｅａｐｈｏｅｎｉｘ，ｈａｓ
ｂｅｅｎ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ｒ．（宗教就像凤凰一样，在

战争的灰烬中又复活了。）

Ｃｒａｎｅ鹤

鹤在我国被视为神仙的坐骑之鸟，又称为“仙鹤”。鹤在中国人

心目中象征长寿，如《淮南子·说林训》中的“鹤寿千岁，以极其游”。
在汉语中有关鹤的词语有“鹤发童颜”，“鹤骨松姿”，“鹤立鸡群”等。
而英语国家的人却认为长寿的动物是大象，与鹤没有什么关系，他们

认为仙鹤是一种丑陋的鸟。

Ｄｒａｇｏｎ龙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其传统的文化思想自然

反映到语言上。龙是中西方文化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中文里吉祥尊

贵的“龙”与英文中邪恶凶残的ｄｒａｇｏ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龙

是集蛇、鸟、马、鹿、鱼、鹰等８种动物于一身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
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汉语里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

则灵”的名句。有“龙的传人”、“真龙天子”、“东方巨龙”之说，有“虎

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康”的诗句。大量的关于龙的成语，诸

如龙腾虎跃、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乘龙快婿、生龙活虎、车水马龙都

展现了龙在汉文化中的文化内涵。在英美等西方国家，ｄｒａｇｏｎ是硕

大、恐怖的古怪野兽，满嘴喷火，凶狠残暴，《圣经》上把ｄｒａｇｏｎ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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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罪恶的象征，与 上 帝 作 对 的 恶 魔 撒 旦 被 称 为“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ｒａｇｏｎ”，
在一些描写圣徒和英雄的传说中讲到和ｄｒａｇｏｎ作斗争的事迹，多以

ｄｒａｇｏｎ被杀为结局。因为以上的差异，有学者建议将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ａｇ
ｏｎ改为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ｎｇ。

从以上实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英语和汉语中有些动物词语还保

留着原来自身的词义对等之意。这说明人类语言，虽然存在着语言

差异、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但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然而，由于英

汉不同的语言文化、地理环境、认知情感和思维方式导致大多数英汉

动物词语的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不同，这些动物词语只能从其动物

习性、特征以及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同一动物的不同观念、
情感认知方面去理解分析，从其内在蕴藏的深层文化喻义去领悟和

认识。所以，我们对比研究英汉动物词语，探究其内在的文化喻义，
旨在揭示英汉文化的共性和差异，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

掌握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消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障碍。

二、英汉数字语言的文化差异

数字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它的初始的数字意义在英汉两种

语言中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使用数字的民

族不同，并受不同 的 宗 教、历 史、社 会 习 俗 等 因 素 影 响，部 分 数 字 虚

化，产生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并组成大量的数字词语和数字习语，形

成了一种独特的“数字文化”现象。

（一）数字文化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关系

有些数字迷信，与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刻的

渊源。华夏文化自古崇信阴阳二元学说，《易经·系辞上》中讲“易有

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国人的这种宇宙观和

方法论体现在审美心态中，便是崇尚偶数为美为吉。由于对偶数的

偏爱，再加上中国原始宗教和道教都尊崇偶数，便形成了汉民族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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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数的习俗。汉语中偶数及其倍数几乎都含褒义，预示吉兆。
在中国文化中，“六”是一个时空谐和数，我们常说的“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中，六路又称六合，即前、后、左、右、上、下，或天地四方，即

三维空间的六个方向，《庄子·齐物论》中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

论”，庄子这句话中似乎已考虑到可能存在四维空间或多维空间的问

题。中国人对“六”情有独钟，把它看作最为吉祥的数字，俗语“六六

大顺”就是最好的印证。我国古代有“六经”（六部儒家经典）；诗经学

有“六艺”；周代兵书现存有六卷，称为“六韬”；明代有“六子全书”；古

代农牧社会以“六畜”、“六谷”为本；周代政区分为“六乡”，官制设“六

府”、“六官”；汉代官职有“六曹”；隋唐政府中有“六部”，军队统称“六

军”；周礼有“六典”、“六行”、“六德”，在道德规范中把主要亲属归纳

为“六亲”，等等。在挑选电话号码或汽车牌照时，人们尤其喜欢尾数

是“６６，６６６，６６６６”这几组数字，因为它们象征着大顺大利，万事如意。
农历初六、十六、二十六被视为举行婚礼的吉日。

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人们不喜欢“六”。美国前总统里根

离任前在贝莱尔市克劳德大街买了幢别墅，当获悉该别墅门牌号是

６６６号时大惊失色，因为三个连写的“６”在《圣经》里是个可怕的“野

兽数字”，是魔鬼的代号。这使得里根想起了肯尼迪总统是在１１月

２２日被刺身亡的，这几个数字之和正好是６，那天又是星期五———英

语里星期五“Ｆｒｉｄａｙ”恰好由６个字母组成，凶手又是在六层楼上向

肯尼迪开枪的，这三项“６”组合在一起正是６６６，由于这些原因，深信

迷信的里根不惜动用总统权力为其新别墅更改门牌号。
再如“十”，中国人审美心理追求十全十美，视“十”为完整、圆满、

吉祥的象征，因而从生日祝寿到国庆都以“十”为大庆成了我国的传

统习惯，并成为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我国古代贤人有

“十圣”（文圣孔子、武圣关羽、医圣张仲景、书圣王羲之、史圣司马迁、
草圣张旭、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茶圣陆羽、酒圣杜康）；花有“十大

名花”；北京有“十里长街”、南京有“十里秦淮”、上海有“十里洋场”；
现在每年要评选“十 大 新 闻”、“十 大 杰 出 青 年”、“十 大 体 育、影 视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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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等。我国汉 语 成 语 中 还 有“十 拿 九 稳”、“十 年 树 木，百 年 树 人”、
“十全十美”等。然而，西方人与我们不同。视偶数为不吉祥，奇数为

大吉（十三除外）。他们认为偶数隐含分裂。如英国人给母鸡孵小鸡

时拿的鸡蛋总数 是 奇 数，若 拿 偶 数，据 说 鸡 蛋 都 会 变 坏 或 养 不 好 小

鸡。俄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更迷信，他们相信单数体现信念，双数兆示

灾难，所以俄国教徒划十字必须用三根手指划；婚礼赠花要单数，丧

礼献花宜双数。
其实，奇数兆示吉祥的习俗在东方民族也有，在我国，人们之所

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彩的数字，是

因为“九”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在我国可以说历

时最久，涉及面也最广。“九”不同于一般数字，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

一种神秘的数字，它起初是龙形（或蛇形）图腾化之文字，继而演化出

“神圣”之意，于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为了表示自己神圣的权力为天

赐神赋，便竭力把自己同“九”联系在一起。如天分九层，极言其高，
天证／诞日为正月初九，天子祭天一年九次。中国古代认为个位数为

阳数，而九又是阳数中最大的，所以又称“天数”。当人们表达极高之

意时，说“九霄云外”、“九重天”；表达宽广之意时说“九州方圆”；表达

极冷之意时说“数九寒天”。在汉语中，“九”与“久”同义，因而“九”字

又受到封建帝王的青睐，常借“九”字象征他们统治的地久天长。如

故宫内三大殿高度都是九尺九，宫殿和城门上的金黄色门钉都是横

九排、竖九排，各殿的台阶都是九级或九的倍数。汉语词汇中也常用

“九”来形容帝王将相的称谓，如“九五之尊”（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ｔｈｒｏｎｅ）；称官

位仅次于皇帝的王爷为“九千岁”等。《词源》中说：“九：虚指多数。”
“九”作虚数 解 时，是 数 的 一 种 语 义 模 糊 现 象。《现 代 汉 语 词 典》中，
“九”的意思有三个：①数目，八加一后所得；②从冬至起每九天是一

个“九”，从一“九”数起，二“九”、三“九”，一直数到九“九”为止。冬

练三九，夏练三伏；③表示多数或多次：九泉，三弯九转等。因此，汉

语中有不少和“九”有关的成语。如：“九牛一毛”、“九死一生”、“九牛

二虎之力”、“九流宾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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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ｎｉｎｅ”没 有 神 圣、尊 贵 的 涵 义，但 同 样 也 可 表 示“多”、
“深”。如，ａｎｉｎｅｄａｙｓ’ｗｏｎｄｅｒ（轰 动 一 时、过 后 即 忘 的 事 情），Ａ
ｓｔｉｔｃｈｉｎｔｉｍｅｓａｖｅｓｎｉｎｅ．（及 时 医 治 一 针 省 九 针、及 时 处 理 事 半 功

倍），ｂｅｄｒｅｓｓｅｄｕｐｔｏｔｈｅｎｉｎｅｓ（特殊场合穿着、打扮得很华丽、穿着

讲究），ｃｒａｃｋｕｐ（ｆｌａｔｔｅｒ／ｈｏｎｏｕｒ／ｐｒａｉｓｅ）ｔｏｔｈｅｎｉｎｅ（十 全 十 美），Ａ
ｃａｔｈａｓｎｉｎｅｌｉｖｅｓ（猫有九条命）等。

（二）数字文化与神话、宗教的关系密切

语言中的数字本无所谓吉凶禁忌，但由于中西方各自文化传统

的不同，而赋予各自文化中的数字词以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数字

禁忌本质上是一种迷信。数字作为语言文字的一种，本是用来区别

事物量度关系的一种符号。然而，出于恐惧和迷信，古人把原本一点

也不具有任何超人力量的数字符号神秘化了，像迷信宗教神魔一样

崇拜或畏惧。不同 或 相 同 的 数 字，在 不 同 民 族、不 同 时 代 和 不 同 地

域，可以成为或神圣、完美、幸福或罪孽、丑恶、不幸的象征。数字禁

忌，各种文化中都有，古今中外相通，虽是迷信，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

化现象，渗入了从政治权力到世俗生活的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包含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人们看重“七”，认为它吉祥有力，因

为上帝在七天内完成了创造世界万物的壮举，圣母玛丽亚有七件快

乐的事，七件悲伤的事，主祷文分为七部分，等等。佛教和伊斯兰教

中也很尊崇“七”。据说释迦牟尼面壁七天而修成正果；佛教认为万

事是由地、水、火、风、空、识、根七种本原生成；佛寺由七种厅组成；人

死后要祭奠七 七 四 十 九 天 等。伊 斯 兰 教 认 为 安 拉 创 造 世 界 用 了 六

天，第七天休息。阿拉伯人说天有七重，地有七层，一周有七天，因此

常用数字“七”表示数量或次数之多。由于世界三大教派尊崇“七”，
所以，人们发现它被用来广泛表述各种事物，人有七情，面有七窍；音

乐有七个音 符；西 方 童 话 中 有 白 雪 公 主 和 七 个 小 矮 人。英 语 带 有

“ｓｅｖｅｎ”的习语很多，如：Ｋｅｅｐａｔｈｉｎｇｓｅｖ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ｙｏｕｗｉｌｌｆ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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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ｓｅｆｏｒｉｔ．（东 西 保 存 时 间 长，终 会 派 上 好 用 场）。Ｓｅｖｅｎｈｏｕｒｓ’

ｓｌｅｅｐｗｉｌｌｍａｋｅａｃｌｏｗｎｆｏｒｇｅｔｈｉｓｄｅｓｉｇｎ．（睡七小时的觉，小丑把花

样都忘掉。）Ａｍａｎｍａｙｌｏｓｅｍｏｒｅｉｎａｎｈｏｕｒｔｈａｎｈｅｃａｎｇｅｔｉｎｓｅｖ
ｅｎ．（得之艰难，失之易。）ｔｏｂ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ｈｅａｖｅｎ（极其快乐）等。

“七”在中国文化中有“七日来复”、“正月初七为人日”、“山中方

七日，世上已千 年”之 说。但“七”在 汉 语 中 却 是 人 们 常 常 忌 讳 的 数

字。给人送礼时忌七件或七样，饭桌上的菜决不能是七盘。人们在

挑选吉日良辰时不挑７，１７，２７，一是与中国人崇尚偶数的心理有关，
二是与中国祭奠死者的传统有关。中国神话中有七仙女；牛郎织女

在七月七相会等说法。在我国某些地区，农历的七月七日为凶日，绝

对禁止嫁娶，因此有“七月七日，迎新嫁女避节”之说。这种习俗与这

个传说有关，传说一年之中，牛郎与织女只能在七月七日相逢一次。
在有些地区描绘 得 更 神，若 七 月 七 日 下 雨，那 雨 就 是 牛 郎 织 女 的 眼

泪。所以，忌七月七日婚嫁，自是情理之中。汉语以“七”组成的习语

也大多带有贬义，如：七零八落、七手八脚、七嘴八舌、七拼八凑、七上

八下、七扭八歪等。
数字“十三”成为西方头号忌讳，是因为它有神话和《圣经》两大

源头。希腊神话有这样一则故事：一次，天国为了追悼阵亡将士的亡

灵举行宴会，赴宴者共十二位神，席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凶神罗基，
给众神带来了灾难，使宴会上众神之首奥丁之子———光神巴尔德丧

生。此后众神也在战事中处处失利，一蹶不振。“十三”遂被视做不

祥之数。还有一来源就是《圣经》。基督教的《圣经》记载，耶稣和弟

子共进晚餐时，十三人中有一叛徒———犹大出卖了耶稣，使耶稣被钉

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五。还有，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

而被逐出伊甸园也是十三日星期五这一天。于是“十三”成了不吉利

的数字，十三日和星期五都成了不吉利的日子。如果十三日又遇上

星期五，就更加不吉利。因此西方人千方百计避开十三，以免触犯大

忌，请客避免十三人同坐一桌；门牌、楼房、房间号避免编１３号；运动

员不要１３这一编号；学生考试拒绝坐１３号座位；海员厌恶１３号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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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然而，中国人却对１３情有独钟。《儿女英雄传》里有“侠女十三

妹”；北方的戏曲和 曲 艺 的 压 韵 都 定 为“十 三 辙”；儒 家 经 典 有《十 三

经》；北京 人 爱 养 鸟，最 多 的 叫 口 为“十 三 套”；明 皇 室 陵 墓 有“十 三

陵”；晚清时，十三位著名的京剧和昆曲演员被称为“同光十三绝”；北

京同仁堂有十三味最有名的中成药，号称“十三太保”。

（三）数字文化与谐音、谐义也有关系

由于任何语言的语音结构都是有限的，而客观对象是无限的，用

有限的语音结构去表现无限的客观对象，便有了同音词，故谐音现象

普遍存在于各 种 语 言 之 中。数 字 文 化 在 汉 语 中 的 谐 音 现 象 就 很 常

见。中国人大多对数字“四”特别忌讳，因为它与“死”谐音；日本人也

是由于“四”与“死”谐音而非常忌讳，在日本许多医院都不标“四楼、
四室、四床”；中国人大都不愿意要“１７４”和“１５４”为尾数的车牌或电

话号码，因为这些数字听起来像“要妻死或要气死”和“要我死”。而

由于“八”在汉语中与“发”谐音，“六”与“路”谐音，所以很多商人喜欢

“８８８（发发发），１６８（一路发），９１８（就要发）”这些数字。数字词的谐

义现象在中西方文化中都存在。以“八”为例，由于该数字在汉字中

写为“捌”，有“别”在内，所以，许慎将之解释为与分别有关的意义。
这种对离别之忌至今仍保留在一些地方的民俗中：河南有“七不出，
八不归”之说，湖北送礼要避讳跟“八”数相关，湖南、福建有些地方还

有逢“八”不回家的习惯。有趣的是，西方人对“８”的谐义象征却是褒

义的，认为“８”由两个“０”连接，从而被广泛视为不止，对两性具有特

殊意义，而且是稳定、和谐的神秘符号。因而１９８８年８月８日是德

国人举行婚礼人数最多的一天，市政厅甚至提前办公以便能让佳侣

在８时零８分完婚，人们向新人抛投８８马克表示祝贺。在这一天，
埃及也是办婚事的吉日。美国更有一个以“８８”为名的小城，８月８
日是该城的法定假日，这天庆祝活动的高潮是切开一块长８英尺、宽

８英寸的蛋糕。“８”在英国也是吉祥数字，最难得的是，１９８８年８月

８日下午８时１８分，安德鲁王子的妻子生下一女婴，英王子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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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中只有这一次在集中了那么多“８”的时辰喜得千金，成为举国

美谈。

（四）虚指差异

在众多的英汉数字习语中，数字并不只限于计数，而是承载着许

多的文化信息，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数字文

化现象。数量的虚拟，在习语中已失去数字的计数意义，而转化为表

现时间、空间、物状和心态的形容词，时间之久暂、空间之广狭、物状

之大小、心态之忧乐，有时用数量来形容，比起一般的程度定语和状

语，更能收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如：用“五分钟热度”来比喻因一

时冲动而产生的短暂热情，用ｎｏｔｉｎ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来 表 示“决 不、
永不”的意思。

英汉数字习语中虚指“多”、“少”或“程度的高、低”等，往往借助

于夸张或比喻的手法，生动、形象地描述、渲染、铺饰客观事物，表达

深刻感受，给人以较深的印象或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但由于英汉

民族文化的差异，英汉习语中所喜用的具体数字并不完全相同，且英

语习语中数词这种虚指的情况要比汉语的少。汉语习语中的数字虚

指多借助“一至十”，“百、千、万”等数字。例如：用“九回肠”表示心中

的愁闷、痛苦到了极点；用“三令五申”指再三告戒；“十步芳草”比喻

处处都有人才等等。
英语中的数字虚指则多借助于较大数目的数字，如“ｈｕｎｄｒｅｄ”等

所构成的 数 字 短 语 或 将 其 用 做 复 数，“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等。例 如：（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ｏｎｅ（许 许 多 多、数 以 百 计、大 批 大 批 的），ｎｏｔｈｕｎｄｒｅｄ
ｍｉｌｅｓａｗａｙ（不远、近在咫尺、就在附近，本习语常用于说话人不愿说

出准确位置），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ｔｏｏｎｅ（千对一、几乎绝对的），ａｃｈａｎｃｅｉｎａ
ｍｉｌｌｉｏｎ（没什么机会、非常 侥 幸），ａｍｉｌｌｉｏｎｔｏｏｎｅ（百 万 分 之 一 的 机

会、可能性极小的）等。
东西方语言文字、习 语 表 达、风 俗 习 惯 等 方 面 都 含 有 许 多 数 字

词，以及与数字有关的知识。了解东西方的数字文化观，对于我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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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东西方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有

句俗话说：“入乡随俗，入境问禁”，如果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了解

东西方数字文化 观 的 差 异，就 会 不 可 避 免 地 产 生 许 多 问 题，包 括 误

解、不快、关系紧张，以致于产生严重的后果。数字文化中，不少数字

都与文化禁忌、宗教禁忌、社交禁忌有关，所以，我们应该对东西方的

数字文化观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

在外语语言的使用和跨文化交际中，不触犯对方的禁忌，恰当得体、
成功地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

ｔｈｅｈｅｅｌｏｆＡｃｈｉｌｌｅｓ亦作ｔｈｅ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ｈｅｅｌ唯一弱点；薄弱环节；
要害

ＴｈｅｈｅｅｌｏｆＡｃｈｉｌｌｅｓ直译是“阿喀琉斯的脚踵”，是个在欧洲广

泛流行的国际性成语。它源自荷马史诗Ｉｌｉａｄ中的希腊神话故事。
阿喀琉斯是希腊联军里最英勇善战的骁将，也是荷马史诗Ｉｌｉａｄ

里的主要人物之一。传说他是希腊密耳弥多涅斯人的国王珀琉斯和

海神的女儿西蒂斯所生的儿子。阿喀琉斯出生以后，母亲想使儿子

健壮永生，把他放在火里锻炼，又捏着他的脚踵倒浸在冥河（Ｓｔｙｘ）圣

水里浸泡。因此阿喀琉斯浑身像钢筋铁骨，刀枪不入，只有脚踵部位

被母亲的手捏住，没有沾到冥河圣水，成为他的唯一要害。在特洛伊

战争中，阿喀琉斯骁勇无敌，所向披靡，杀死了特洛伊主将，著名英雄

赫克托耳（Ｈｅｃｔｏｒ）。后来，太阳神阿波罗（Ａｐｏｌｌｏ）把阿喀琉斯的弱

点告诉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阿喀琉斯终于被帕里斯诱到城门口，用

暗箭射中他的脚踵，负伤而死。
因此，ｔｈｅｈｅｅｌｏｆＡｃｈｉｌｌｅｓ，也称ｔｈｅ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ｈｅｅｌ，常用以表示

ａｗｅａｋｐｏｉｎｔｉｎ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ｓ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ａｕｌｔ；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ｓｔｓｐｏｔ等意思。

ｅｇ：１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ｏｆｆｏｒｔｉｔｕｄｅｉｓｈｉｓｈｅｅｌｏｆＡｃｈｉｌｌｅｓ．
２Ｈｉｓ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ｈｅｅｌｗａｓｈｉｓｐｒｉｄｅ—ｈｅｗｏｕｌｄｇｅｔｖｅｒｙａｎｇ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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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ａｎｙｏｎ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ｈｉｓｗｏｒｋ．
ＨｅｌｅｎｏｆＴｒｏｙ
ＨｅｌｅｎｏｆＴｒｏｙ直译为“特洛伊的海伦”，源自源自荷马史诗Ｉｌｉａｄ

中的希腊神话故事。Ｈｅｌｅｎ是希腊的绝世佳人，美艳无比，嫁给希腊

南部邦城斯巴达国王墨涅俄斯（Ｍｅｎｅｌａｕｓ）为妻。后来，特洛伊王子

帕里斯奉命出使希腊，在斯巴达国王那里做客，他在爱与美之神阿芙

罗狄蒂的帮助下，趁着墨涅俄斯外出之际，诱走海伦，还带走了很多

财宝，此事激起了希腊各部族的公愤，墨涅俄斯发誓说，宁死也要夺

回海轮，报仇雪恨。为此，在希腊各城邦英雄的赞助下，调集１０万大

军和１１８０条战船，组成了希腊联军，公推墨涅俄斯的哥哥阿枷门农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为联军统帅，浩浩荡荡，跨海东征，攻打特 洛 伊 城，企

图用武力夺回海伦。双方大战１０年，死伤无数，许多英雄战死在沙

场。甚至连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也分成２个阵营，有些支持希腊人，有

些帮助特洛伊人，彼此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恶斗。最后希腊联军采用

了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Ｏｄｕｓｓｅｕｓ）的“木马计”，里应外合才攻陷了

特洛伊。希腊人进城后，大肆杀戮，帕里斯王子也被杀死，特洛伊的

妇女、儿童全部沦为奴隶。特洛伊城被掠夺一空，烧成了一片灰烬。
战争结束后，希腊将士带着大量战利品回到希腊，墨涅俄斯抢回了美

貌的海伦重返故土。这就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和结局。正是由于海

伦，使特洛伊遭到毁灭的悲剧，真所谓“倾国倾城”，由此产生了 Ｈｅｌ
ｅｎｏｆＴｒｏｙ这个成语。

在现代英语中，ＨｅｌｅｎｏｆＴｒｏｙ这个成语，除了表示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ｇｉｒｌ
ｏｒｗｏｍａｎ；ａｂｅａｕｔｙｗｈｏｒｕｉｎｓ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ｙ等意义外，还可以用来表示ａ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ｕｇｈｔｂｙｓｂ．ｏｒｓｔｈ．ｙｏｕｌｉｋｅｂｅｓｔ的意思。

ｅｇ：１Ｉｔｉｓｕｎｆａｉｒｔｈａ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ａｌｗａｙ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ｋｉｎｇ
ｄｏｍｓｔｏＨｅｌｅｎｏｆＴｒｏｙ．

２Ｓｈｅｄｉｄｎ’ｔｔｈｉｎｋ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ｕｍｂｒｅｌｌａｂ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ｄａｙ
ｂｅｆｏｒ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ｍｅａＨｅｌｅｎｏｆＴｒｏｙｉｎｈｅｒｆａｍｉｌｙ．Ｂｅ
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ｉｓｓｈｅａｎｄｈｅｒｈｕｓｂａｎｄｑｕａｒｒｅｌｅｄ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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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英汉语言中句法结构比较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对于造句的感触一定很深，很多同学

总对造句或翻译没有信心，写出来的句子总会有许多问题，对于如

何提高造句水平也感到不知所措，这也制约了英语水平和交流能力

的进一步提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笑话：内容是一个外国人去一家中国公司

办事与前台接待员的英语对话，下面是原文：
接待员：Ｈｅｌｌｏ．
外宾：Ｈｉ．
接待员：Ｙｏｕｈａｖｅｗｈａｔｔｈｉｎｇ？

外宾：Ｃａｎｙｏｕｓｐｅａ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接待员：ＩｆＩｎｏｔｓｐｅａｋ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ａｍ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ｗｈａｔ？

外宾：Ｃａｎａｎｙｂｏｄｙｅｌｓｅｓｐｅａ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接待员：Ｙｏｕ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ｌｏｏｋ．Ａｌｌ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ｐｌａｙｉｎｇ，ｎｏ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ｔｉｍｅ．

外宾：Ａｎｙｂｏｄｙｈｅｒｅｃａｎｓｐｅａ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接待员：Ｓｈｏｕｔｗｈａｔｓｈｏｕｔ，ｑｕｉｅｔａｌｉｔｔｌｅ，ｙｏｕｏｎｅａｒｔｈｈａｖｅ
ｗｈａｔｔｈｉｎｇ？

外宾：Ｉｗａｎｔｔｏｓｐｅａｋｔｏｙｏｕｒｈｅａｄ．
接待员：Ｈｅａｄｎｏｔｚａｉ．Ｙｏｕ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ｃｏｍｅ．
发现问题了吗？这位前台接待员用汉语的句式加上英语的词汇

与老外交流！这种现象在同学的英语学习中也并不少见。
句子是语法结构层次中最高一级的语法结构单位，是人们进行

交际、表达思想的基本语言单位，英汉句子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各自文

化的特点。语言中句子无穷无尽，千变万化，但分析起来可以归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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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和结构固定的句型。英汉语各有自己的句型系统，不少句

型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似性或存在对应关系，对它们进行对比可

以发现它们在结构特点、造句规律和语用功能上的异同。句型对比

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可以对基本句型进行对比。英语有７个基本

句型，汉语除了有类似的７个基本句型以外，还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基

本句型。基本句型是句子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句子转换与扩大的

基础。除开基本句型，英汉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句型，如“存现句”、
“比较句”、“被动句”、“使动句”等，它们都值得认真对比。下面我们

就看一下蒋坚松教授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一、形合和意合———英汉句法最基本的差别

许多中外学者认为，英汉句法最基本的差别是形合（ｈｙｐｏｔａｘｉｓ）
和意合（ｐａｒａｔａｘｉｓ）的对比。重形合的语言注重以形显意，句子各成

分（包括单词、短语、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靠关联词等显性连接手段

来直接标示，句子结构比较严谨但缺少弹性；重意合的语言注重以意

役形，句子各成分之间靠隐性连贯、逻辑关系和叙述的事理顺序来间

接显示，不用或少用关联词，句子结构比较松散但富有弹性。
英语是重形合的语言，“造句注重形式接应要求结构完整，句子

以形寓意，以法摄神，因而严密规范，采用的是焦点句法”。形合的特

点是句中的连接 手 段 和 形 式 十 分 丰 富，这 种 连 接 手 段 包 括 介 词、连

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代词、连接副词。仅以介词而论，英语

中的介词（包括短语介词）多达２８６个。下面的英语句子就有各种关

联词来表示多种关系。而相应的汉语句子在大多数情况下部没有类

似的词语。例如：

Ｉ’ｍｇｌａｄｙｏｕｓｈｏｗｅｄｕｐｗｈｅｎｙｏｕｄｉｄ．
你来的正是时候。

Ｈｉ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ａｓｒａｇｇｅｄａｎｄｗｉｌｄａｓｉｆｔｈｅｙｂｅｌｏｎｇｅｄｔｏｎｏ
ｂｏ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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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几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粗野不堪，没爹娘似的。

Ｔｈｅｒｏｏｍｓｗｈｅｒｅｉｎｄｏｚｅｎｓｏｆｉｎｆａｎｔｓｈａｄｗａｉｌｅｄａｔｔｈｅｉｒｎｕｒｓ
ｉｎｇｎｏｗｒｅｓｏｕｎ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ｎａｓｃｅｎｔｃｈｉｃｋｓ．
这些屋子里，从前有许多吃奶的孩子哇哇哭叫，如今却回响着小

鸡啄食的声音。
与英语的形合 形 成 对 照 的 是 汉 语 的 意 合，即“造 句 注 重 意 念 连

贯，不求结构齐整、句子以意役形，以神统法、因而流泻铺排，采用的

是散点句法”。长期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女学者叶嘉莹认为：“中国语

言的结合在文法上乃是较为自由的，没有过去时和未来时态的区分，
没有主动与被动的语气，也没有阳性与阴性及单数与复数的区分，而

且对一切结合字句的词语如前置词、连接词、关系代名词也部不加重

视，一切都有绝大的自由”。可见汉语少用显性连接手段，句子各成

分之间的逻辑关系靠上下文和事理顺序来间接显示。下面的汉语句

子各成分之间不用或少用关联词，而相应的英语句子则往往需要补

上这种词。例如：
上梁不正下梁歪。

Ｉｆ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ｂｅａｍ ｉｓ ｎｏｔ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ｔｈｅｌｏｗｅｒ ｏｎｅｓ ｗｉｌｌ
ｇｏａｓｌａｎｔ．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Ｔｈｅｍｏｎｋｍａｙｒｕｎａｗａｙ，ｂｕｔｎｅｖｅｒｈｉｓｔｅｍｐｌｅ．
如果说作为重形合的语言，英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介词丰富，其

数量和使用频率远远超过汉语，那么重意合的汉语则是动词丰富，其

使用频率远远超过英语。究其原因，一是汉语中的介词相对贫乏，二

是汉语缺少词形变化，动词无谓语形式和非谓语形式之分。英语中

使用介词和分词、不定式的地方，汉语中往往使用动词。例如：

Ｐａｒｔｙ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ｗｏｒｋｅｄｌｏｎｇｈｏｕｒｓｏｎ ｍｅａｇｅｒｆｏｏｄ，ｉｎｃｏｌｄ
ｃａｖｅｓ，ｂｙｄｉｍｌａｍｐｓ．
党的干部吃着粗茶淡饭，住着寒冷的窑洞，点着昏暗的油灯，长

时间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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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语中直接使用动词的地方，在英语中往往变成介词（或介词

短语）和分词、不定式等动词的非谓语形式。例如：
小辣椒见是书记，一愣，松开手，跟着就瘫了下来，滚地皮，大哭

大闹。

Ｄｕｍｂｆｏｕｎｄｅｄａｔｓｅｅ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ＬｉｔｔｌｅＰｅｐｐｅｒｒｅｌａｘｅｄ
ｈｅｒｈａｎｄｓ，ｔｈｅｎ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ｗｉｔｈｃｒｉｅｓ
ａｎｄｓｃｒｅａｍｓ．
有些语言学者用植物来作比，把英语句子的结构称为“葡萄型”

结构，意为在短短的主干上派生出长长的枝蔓和丰硕的果实；汉语句

子因为很少叠床架屋，节外生枝，而是一个短句接一个短句地往下延

伸，因此被称为“竹竿型”结构。也有人指出英语造句着重用关联词

语将句子的主干与上下左右勾连，进行空间搭架，因此可称为“营造

学手法”；而汉语造句偏重从动词着手，将各部分根据时间顺序一一

予以安排，因此可称为“编年史手法”。
英汉语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进而反映了

哲学观和文化心理的差异。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有许多精辟的见

解。如季羡林先生说：“西方哲学思维是见木不见林；只重细节的穷

极分析，缺乏对细节之间关系的宏观概括。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

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而西方则是 分 析 的（ａｎａｌｙ
ｔｉｃａｌ）。”基辛格博士认为：“东方人的思维习惯是‘异’中求‘同’，西方

人则是‘同’中求‘异’”。穆雷先生也认为：“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想

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

分析，细微曲折、挖 掘 唯 恐 不 尽，描 写 唯 恐 不 周。”杨 振 宁 博 士 认 为：
“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文化是向准确

而具体的方向走”；“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

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概言之，中国传统哲学强调

“天人合一，主客统一”。西方哲学强调“人物分立，主客对立”。反映

在思维习惯上，中国人重综合，重整体抽象，重心理时空和时间顺序；
西方人重分析，重形式论证，重天然时空相空间天然真实性。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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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上，汉语重意合，重隐含，导致语言的简约和模糊，虽然语流中时

有跳脱，却文气连贯，意义相连，形散神聚，流泻自如；英语重形合，重

明示，导致语言的严谨和清晰，虽然结构繁复，却各种关系清楚，秩序

井然，达意准确，决不含混。从根本上了解英汉语言和思维习惯的基

本差异，对提高英汉互译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二、英汉句法差异

英语属印欧语系，汉语属汉藏语系，两种语言相距甚远，英语结

构紧凑，汉语结构松散。英语句子看上去纷繁庞杂，但仔细观察后，
我们发现英语的基本句型结构和汉语大体一样，按照“主谓结构”这

条主线，不外乎７个基本句式。这７个基本句式可以演变出多种复

杂的英语句子。换言之，绝大多数英语句子都是由这７个基本句式

生成的。这７个基本句式如下：

Ｓ＋Ｖ 主语＋谓语动词

Ｓ＋Ｖ＋Ｐ主语＋谓语动词＋表语

Ｓ＋Ｖ＋Ａ 主语＋谓语动词＋状语

Ｓ＋Ｖ＋Ｏ主语＋谓语动词＋宾语

Ｓ＋Ｖ＋Ｏ＋Ａ 主语＋谓语动词＋宾语＋状语

Ｓ＋Ｖ＋Ｏ１＋Ｏ２主语＋谓语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Ｓ＋Ｖ＋Ｏ＋Ｃ 主语＋谓语动词＋宾语＋宾语补足语

（Ｓ＝主语，Ｖ＝谓语，Ｐ＝表 语，Ｏ＝宾 语，Ｏ１＝间 接 宾 语，Ｏ２＝
直接宾语，Ｃ＝宾语补足语）

汉语的基本句型比英语复杂。原因是汉语的句子既有动词性谓

语，又有形容词 性 谓 语、名 词 性 谓 语 和 主 谓 性 谓 语。按 照 谓 语 的 特

性，汉语句子分别称作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和主

谓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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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词、名词与介词

从语言形态来看，汉语完全依靠词序或字、词以外的虚词手段来

组织句子，而不像一些欧洲语言那样靠词性的变化来表现语义，与英

语比较起来，主要 问 题 是 这 两 种 语 言 的 动 词 使 用 存 在 较 大 的 区 别。
汉语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大量地使用动词。例如：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Ａｖｅｎｕ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ｔｈｅｉｒｐａｉｌｓｔｏ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ｎｔ
ａｔｔｈｅｃｕｒｂ．
英语句子中只有一个动词，但翻译成汉语之后就成了：
住 在 麦 克 唐 纳 街 的 家 家 户 户 都 得 提 着 小 桶 到 街 边 水 龙 头 去

取水。
这句话中，共有４个动词：住、提、去、取。甚至“得”和“到”也可

以算作动词。
可见，汉语往往通过动词的频频出现来展开事件发生的逻辑层

次，而英语，由于谓语动词要受人称和数的限制，使用相对较少。所

以英语句子中的语义关系主要是靠介词穿针引线，把名词关联到一

起。也就是说，英语句子中名词和介词的使用是与汉语区别较大的

地方，来看一些例子：
他手臂疼痛，脱衣服都很不方便。
译文１：Ｈｉｓａｒｍｓｗｅｒｅｐａｉｎｆｕｌ，ｗｈｉｃｈｍａｄｅｉ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ｆｏｒｈｉｍ
ｔｏｔａｋｅｏｆｆｈｉｓｃｌｏｔｈｅｓ．
译文２：Ｔｈｅｐａｉｎｉｎｈｉｓａｒｍｓｍａｄｅｉ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ｆｏｒｈｉｍｔｏｕｎｄｏ
ｈｉｓｃｌｏｔｈｅｓ．
第二天早上，教授热情友好地跟我打招呼，使我放下了心。
译文１：Ｔｈｅｎｅｘｔｍｏ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ｇｒｅｅｔｅｄｍｅｉｎａｗａｒｍ
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ｗａｙ，ｗｈｉｃｈｍａｄｅｍｅｆｅｅｌａｔｅａｓｅ．
译文２：Ｔｈ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ｇｒｅｅ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ｔｈｅｎｅｘｔｍｏｒｎ
ｉｎｇｗａｓｒｅａｓｓｕｒｉｎｇ．
大家可以看出，译 文１比 较 多 地 使 用 了 动 词，使 句 子 结 构 不 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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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而译文２则显得简练、紧凑，就是因为名词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英语中，介词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来看几个例子：
我进去时，他正在读书，没有抬头看看。
译文１：ＷｈｅｎＩｗｅｎｔｉｎ，ｈｅｗａ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ｂｏｏｋａｎｄｄｉｄｎ’ｔｒａｉｓｅ
ｈｉｓｈｅａｄｔｏｈａｖｅａｌｏｏｋ．
译文２：ＷｈｅｎＩｗｅｎｔｉｎ，ｈｅｗａ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ｂｏｏｋａｎｄｄｉｄｎ’ｔｌｏｏｋ
ｕｐｆｒｏｍｈｉｓｂｏｏｋ．
因为生词太多，这文件我理解不了。
译文１：Ａ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ｏｏｍａｎｙｎｅｗｗｏｒｄｓｉｎｉｔ，ｔｈ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ｓｂｅｙｏｎｄｍｅ．
译文２：Ｗｉｔｈｔｏｏｍａｎｙｎｅｗｗｏｒｄｓｉｎｉｔ，ｔｈ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ｓｂｅ
ｙｏｎｄｍｅ．
比较一下译文１和译文２，我们就会发现第二种译文比较精练，

而且表达得很生 动，主 要 的 原 因 就 是 那 几 个 小 小 的 介 词 起 的 作 用。
介词在英语中数量很少，但作用很大，也是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时很感

头痛的问题，尤其是介词和动词搭配，因此，大家对于介词在英语中

的作用要认真对待。

（二）句子连接

语言学家以“竹节句法”来比喻英语句子，即英语句子是由各种

连接词衔接而成，宛如节节相连的竹子；而汉语句子则被比喻为“流

水句法”，所谓的流水指少用乃至不用连接词仍行文流畅。英语句子

的各个成分要由各种连词、关系词等连接起来，以强调各句之间的从

属、修饰、平行、对比等逻辑关系；而汉语句子是重“意合”，即汉语句

子前后连接主要是通过上下文的逻辑意义来实现的，连接词的使用

远少于英语句 子。正 是 由 于 英 语 中 各 种 连 接 词 与 替 代 词 的 广 泛 使

用，使得英语中“多枝共干”式的长句，复合句比较多；汉语则常用短

句，简单句。
英语重形合，因此从属结构是现代英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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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从句和短语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要成分和从属成分。从句可以层

层环扣，短语往往不短，书面语句子常常显得冗长，有的句子可长达

１００～２００个单词，甚至长至整个大段。现代英语虽较不常用特长的

句子，但包孕式的复合句仍很常见，因而句子仍然具有一定的长度。
下面举一个例句来说明：

Ｍａｎｙｍａｎｍａｄ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ｒｅ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ｃｅｒｔａ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ｅｉｔｈｅｒ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ａｎｎｏｔｍｅｅｔ
ｏｕｒｅｖ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ｒ，ｍｏｒｅｏｆｔｅ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
ｎａｍｅｆｏｒｍａｎｍａ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ｈｏｓｅｎ，ａｎｄｅｖｅｎｅｍｐｈａ
ｓｉｚｅｄ，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ｕｓ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ｗｈｉｃｈ
ｉｔｉｓｔｏ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

由于汉语重意合，散句、松句、紧缩句、省略句、流水句或并列形

式的复句是其特色。尤其以中、短句居多，最佳长度为７～１２字。书

面语虽也用长句，字数较多，结构较复杂，但常用标点把句子切开，与

英语相比，还属短句。因此，汉语句子多数显得结构简化，无拖沓、盘

错之感。如：
原文：原来悟空手疾眼快，正在那混乱之时，他拔下一根毫毛，叫

声“变！”就变做他的本相。（吴承恩：《西游记》）
译文：ＡｓＳｕｎＷｕｋｏｎｇｗａｓｄｅｆｔｏｆｈａｎｄａｎｄｑｕｉｃｋｏｆｅｙｅ，ｈｅ

ｐｌｕｃｋｅｄ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ｒｓｆｒｏｍｈｉｓｂｏｄｙ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ｓｔｏｆｔｈｅｆｒａｙａｎｄ
ｓｈｏｕｔ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ｔ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ｎｔｏｈｉｓｏｗｎｄｏｕｂｌｅ．

从语言上讲，英语是形合语言，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将句子

连接起来，它使用的是显性连接手段。因此，它要求语法手段，复合

句中的关联词不可或缺。汉语是意合语言，靠意义的衔接，它使用的

是隐性连接手段，语法手段没有或很少。从文化上讲，西方人注重形

式逻辑、抽象思维，而中国人重视感悟、轻视分析。我们看一个例句：
作业写完了，这下可以看电视了。
此汉语句子的 衔 接 是 很 自 然 的，是 隐 性 衔 接：（因 为）作 业 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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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这下可以看电视了。此句如果译成下面的英语句子就不

好，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感到生硬、不舒服：

Ｉｈａｖｅ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ｍｙ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ＩｃａｎｗａｔｃｈＴＶｎｏｗ．
地道的、符合语法衔接的句子应该是：

Ｉｈａｖｅ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ｍｙ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ｓｏＩｃａｎｗａｔｃｈＴＶｎｏｗ．
或ＳｉｎｃｅＩｈａｖｅ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ｍｙ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ＩｃａｎｗａｔｃｈＴＶｎｏｗ．
或 Ｗｉｔｈｍｙ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ＩｃａｎｗａｔｃｈＴＶｎｏｗ．
可见英语注重句子结构的完整性，主语不可或缺，谓语是句子的

中心，两者协调一致，因此英语句子主次分明，层次清楚。相比之下，
汉语的主谓结构比较复杂，主语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可有可无。英语

句子中如果少了连接词如ｏｒ，ｂｕｔ，ｉｆ，ｓｏ，ｂｅｃａｕｓｅ，ｗｈｅ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ｎ
ｏｒｄｅｒｔｈａｔ，ｓｏｔｈａｔ，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支离破碎了，而汉语如没连接

词，只从句子本身的意思就可以把概念或关系表达清楚。例如：
你如不能战胜欲念，欲念将要战胜你。
她不老实，我不能信任她。
说是说了，没有结果。
以上句子都不能直接表达句子意义的逻辑关系，若用英语表达

则很容易看出它们的逻辑关系，即：

Ｃｏｎｑｕｅｒｔｈｅｄｅｓｉｒｅｓ，ｏｒｔｈｅｙｗｉｌｌｃｏｎｑｕｅｒｙｏｕ．
Ａｓｓｈｅｉｓｎｏｔｈｏｎｅｓｔ，Ｉｃａｎ’ｔｔｒｕｓｔｈｅｒ．
Ｉ’ｖｅｍａｄ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ｂｕｔｔｈｅｙｐｒｏｖｅｄｆｕｔｉｌｅ．
由于汉语的这一特点，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不是忘了使用连

接词就是误用连接词，造成很多病句。例如：

１．Ｙｏｕ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ｏ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ｙｏｕ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ｌｌ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ｆｙｏｕ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ｏｒｅ，ｙｏｕ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ｌ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２．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ｍｏｓｔｌｙ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ｒ，ｔｈｅ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ｓｍａｉｎｌｙｏｎｉｎｓｔｉｎ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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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ｍｏｓｔｌｙ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ｓｍａｉｎｌｙｏｎｉｎｓｔｉｎｃｔ．）

另外受汉语主谓结构的影响，中国学生在写作时会不自觉地写

出一些无主语的病句。例如：

１．ＩｃａｎｎｏｔｉｍａｇｉｎｅｗｈａｔｔｈｅｌｉｆｅｗｉｌｌｂｅｉｆｈａｖｅｎｏｔＴＶ．
（ＩｃａｎｎｏｔｉｍａｇｉｎｅｗｈａｔｔｈｅｌｉｆｅｗｉｌｌｂｅｉｆｗｅｈａｄｎｏｔａｎｙＴＶ
ｓｅｔｓ．）

２．Ｈｅｗａ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ｏ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ａｔｉｇｎｏｒｅｄｍｙ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ｔｏ
ｔｈｅｒｏｏｍ．
（Ｈｅｗａ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ｏ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ａｔｈｅｉｇｎｏｒｅｄｍｙ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ｏｏｍ．）

（三）主体与客体

显而易见，汉语注重思维的主体性，首先强调的是———“他”对事

物的影响，因此常常用人称词作主语。
在语态方面，英语思维以动态事件的客体为参照点，因而主动与被

动的概念十分明确，汉语思维以主体为参照点，少有被动概念。例如：

Ｎｅ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ｒｕｓｅｓａｎｄｌｏｇｉｃｂｏｍｂ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ｅｖｅｒｙ
ｗｅｅｋ．
每个星期，我们都能发现新的计算机病毒和“逻辑炸弹”。
英语思维注重客观事物对人的作用和影响，因而严格区分主体

与客体。汉语思维多以“人”为中心，形成了以人为中心来思考事物

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差异导致了英汉语言在句法上主语的不同和

语态方面的差异。英语常常突出主语，主语以“物称”形式出现。所

以当印欧语系中以一些抽象事物作主语时，中国人则选用一定概念

的人作主语。例 如，英 美 人 说“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ｍｅ”，而 中

国人则将同样的句子说成：“我经历了重重不幸”。又如汉语句子“他

想到了一个主 意”，英 美 人 习 惯 说 成“Ａｎｉｄｅａｃａｍｅｕｐｏｎｔｏｈｉｍ”；
“我正在走霉运”，英美人却表达为“Ｔｈｅｏｄｄｓａｒ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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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重集体主义而英美人重个人主义，表现在语言中的差异如中国人

选用“我们认为……”；而英美人则往往直说“Ｍ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ｓ．．．”。
以物称作主语的表现形式使得该句的表达更生动、亲切、形象和

逼真，也使叙述更正式、客观和公正。汉语比较注重主题，常常以人

称作主语。译成汉语应该注意：

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ｓｅｅｉｎｇｈｅｒｆｉｌｌｅｄｈｉｍｗｉｔｈｆｅａｒ．
他一想到要见她，就感到万分恐慌。
在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无主语句和主语省略句，还有的句子主语

不明显，但意义一目了然。英语句子构建在形式（或主谓）主轴上，强

调句子结构的完整和严密，绝大多数英语句子需要主语和谓语。
在英语中，当找不到表示事物或人的名词或代词做主语时，则用

“ｉｔ”做形式主语或使用被动语态。汉 语 在 古 文 中，省 略 主 语 的 现 象

更普遍，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

鬓毛衰。”以上例子充分表明了汉语重意念，而英语重形式。

三、英语句子特点

（一）被动句

英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被动句多。英语重物称，常常选择不能

施行动作或无生命的词语作主语，由于这些“无灵”物称充当主语，使

得被动句大兴其道。在英语被动句里，不必强调动作的施行者，就将

其置于句尾由ｂｙ连接；不必、不愿或不便言明动作的施行者，就干脆

将其省略。相对而言，汉语习惯于人称化的表达，主语常常是能施行

动作或有生命的物体，所以汉语中主动句多。请看例句：

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ｋｎｏｗｎ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ｆｉｒｓ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ｖｅｒ．
长期以来，大家知道心脏与肝脏的关系是最主要的。

Ｔｈｅｆａｍｏｕｓｈｏｔｅｌｈａｄｂｅｅ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ｉｇｆｉｒｅ．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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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几乎使这家有名的旅馆全部毁灭。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ａｈｅａｒｔｙｗｅｌｃｏｍｅ．
他们受到热烈欢迎。

（二）时态

英语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其丰富的时态。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

时态，有的语言甚至很少或没有时态，汉语基本上就是借助词汇来表

示各种时间和动作的，汉语动词除了只有“着”、“了”、“过”的若干说

法与英语的进行时、完成时或过去时相对外，别无其他与英语相对应

的时体形式；而英语不仅有时态，而且种类繁多（共有１６种时态），区

分细微，习惯性强。英语就是通过这些固定的语法手段将动作的进

行过程与状况描绘得更准确更精细，有时甚至能表达说话人的感情

色彩。例如：

Ｙｏｕ’ｒｅａｌｗａｙｓａｓｋｉｎｇｍｅｓｕｃ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你老是问我这样的问题！（用现在进行时表示厌烦。）

Ｉａｍｎｏｗ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ａｖｅｒｙ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ｆｌａｔ．
我现在住在一间非常舒适的公寓里。（用现在进行时表示满意。）
所以，传递同样的意思，英语只要选用合适的时态就可以了，汉

语则必须使用词汇手段。例如：

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ｎｏ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ｌｉｖｅ，ｏｒｈａｖｅｌｉｖｅｄ，ｉｎ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ｄｅａｔｈｂｒｉｎｇａｍｅｌｌｏｗ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ｔｏ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ｙ
ｄｏ．
人们已经注意到大凡受到死亡威胁的人或是死里逃生的人，对

于他们所干的任何事总是兴趣盎然。

中国古代汉语中“意合”表现更为突出，许多都是无形连接。作

者只是把表示不同事物的词语简单地排列在一起，话语的整体意义

主要依靠理解者根据上下文，利用联想、想象获得。用这种思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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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下面这首词是怎么体现出汉语的意合的？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

人在天涯。

ｔｈｅＴｒｏｊａｎｈｏｒｓｅ木马计；暗藏的危险；奸细

这个成语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希腊人和特 洛 伊 人 交 战１０
年之久，胜负 未 决。最 后，希 腊 著 名 的 英 雄 奥 德 修 斯（Ｏｄｕｓｓｅｕｓ）想

出了一个木马计，用木头做了一匹巨马，放在特洛伊城外。全体希腊

将士伪装撤退，乘船隐藏在附近的海湾里，而奥德修斯率领２０名勇

士事先藏进马肚子里。特洛伊人误认为希腊人已经败退，大开城门，
看到城外的巨大木马，以为这是希腊人敬神的礼物，就把它当做战利

品拖进城来，大摆宴席，欢庆胜利。到了半夜，特洛伊人好梦正酣，毫

无戒备的时候，藏在木马里的希腊英雄们都爬了出来，打开城门，发

出信号，与附近海 湾 里 返 回 的 希 腊 大 军 里 应 外 合，一 举 摧 毁 了 特 洛

伊城。
因此，ｔｈｅＴｒｏｊａｎｈｏｒｓｅ经过不断引用而成为一个广泛流传的成

语，常 用 来 比 喻ｔｈｅｈｉｄｄ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ｔｗｒｅｃｋｅｒｓ（内 奸）；ｔｏ
ｅｎｇａｇｅｉｎｕｎｄｅｒｈ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等意义。

ｅｇ：１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ｓａｒｅａｌｗａｙｓｓ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ｏｊａｎｈｏｒｓｅｓｔｏ
ｍ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２Ｔｈｅｙａｒｅｄｅｆｅａｔｅｄｏｎ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ｏｊａｎｈｏｒｓｅｉｎ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ｒｅｅｋｇｉｆｔ（ｓ）阴谋害人的礼物；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

Ｇｒｅｅｋｇｉｆｔ（ｓ）直译是“希腊人的礼物”，出自维吉尔的史诗《伊尼

特》，写的是特洛伊被希腊攻陷后，王子伊尼斯从混乱中携家属出走，
经由西西里、迦太基到达意大利，在各地漂泊流亡的情况。史诗第２
卷便是伊尼斯关于特洛伊城陷落经过的叙述，其中情节除了模拟荷

马史诗的描述外，还做了更详细的补充。当特洛伊人要把大木马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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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的时候，祭 司 拉 奥 孔（Ｌａｏｃｏｏｎ）劝 说 不 要 接 受 希 腊 人 留 下 的 东

西。他说：“我怕希腊人，即使他们来送礼”这句话后来成了一句拉丁

谚语：“ＴｉｍｅｏＤａｎａｏｓ，ｅｔｄｏｎａｆｅｒｅｎｔｅｓｏ．”（原 文 的 达 奈 人 Ｄａｎａｏｓ，
即泛指希腊各部族人）译成英语就是：ＩｆｅａｒｔｈｅＧｒｅｅｋｓ，ｅｖｅｎｗｈｅ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ｇｉｆｔｓ．其简化形式就是 Ｇｒｅｅｋｇｉｆｔｓ。可 惜 特 洛 伊 人 不 听 拉

奥孔的劝告，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拖进城里。木马里藏着希腊的精锐

部队，给特洛伊人带来了失败和灭亡。由此，Ｇｒｅｅｋｇｉｆｔ成为一个成

语，表示ａｇｉｆｔ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ｓｉｎｉｓｔｅ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ｍｙ；ｏｎｅｇｉｖｅｎ
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ｎｔｔｏｈａｒｍ；ａｇｉｆｔｓｅｎ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ｕｒｄｅｒｓｂ．等意思，按其

形象意 义，这 个 成 语 相 当 与 英 语 的 俚 谚：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ｏｘｐ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ａｋｅｃａｒｅｏｆｙｏｕｒｇｅｅｓｅ；也与汉语“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
十分类似。

ｅｇ：１Ｈｅ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ｕｙｉｎｇｙｏｕ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ｃｌｏｔｈｅｓ，Ｉ’ｍａｆｒａｉｄｔｈｅｙ
ａｒｅＧｒｅｅｋｇｉｆｔｓｆｏｒｙｏｕ．

２Ｃｏｍｒａｄｅｓ，ｂｅｏｎｇｕａｒ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Ｇｒｅｅｋｇｉｆｔｓ！

ａＰｅｎｅｌｏｐｅ’ｓｗｅｂ亦作ｔｈｅｗｅｂｏｆＰｅｎｅｌｏｐｅ故意拖延的策略；永

远做不完的工作

ＡＰｅｎｅｌｏｐｅ’ｓｗｅｂ或ｔｈｅｗｅｂｏｆＰｅｎｅｌｏｐｅ，直译为“珀涅罗珀的

织物”，典故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第２卷。
这部史诗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是希腊半岛西南边伊大卡岛（Ｉｔｈａ

ｃａ）的国王，他有个美丽而忠诚的妻子，名叫珀涅罗珀。奥德修斯随

希腊联军远征 特 洛 伊，１０年 苦 战 结 束 后，希 腊 将 士 纷 纷 凯 旋 归 国。
惟独奥德修斯命运坎坷，归途中又在海上漂泊了１０年，历尽无数艰

险，并盛传他已葬身鱼腹，或者客死他乡。正当他在外流浪的最后三

年间，有一百多个来自各地的王孙公子，聚集在他家里，向他的妻子

求婚。坚贞不渝的珀涅罗珀为了摆脱求婚者的纠缠，想出个缓兵之

策，她宣称等她为公公织完一匹做寿衣的布料后，就改嫁给他们中的

一个。于是，她白天织这匹布，夜晚又在火炬光下把它拆掉。就这样

织了又拆，拆了又织，没完没了，拖延时间，等待丈夫归来。后来，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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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修斯终于回转家园，夫妻儿子合力把那些在他家里宴饮作乐，胡作

非为的求婚者一个个杀死，终于夫妻团圆了。
由于这 个 故 事，英 语 中 的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一 词 成 了ａｃｈａｓｔｅｗｏｍａｎ

（贞妇）的同义词，并产生了 ｗｉｔｈａｐｅｎｅｌｏｐｅｆａｉｔｈ（坚贞不渝）这个短

语。而ａＰｅｎｅｌｏｐｅ’ｓｗｅｂ这个成语比喻ｔｈｅｔａｃｔｉｃｓｏｆｄｅｌａｙｉｎｇｓｔｈ．
ｏｎｐｕｒｐｏｓｅｌ；ｔｈｅｔａｓｋｔｈａｔｃａｎｎｅｖｅｒｂｅｆｉｎｉｓｈｅｄ的意思。

ｅｇ：１ＭｒＪｏｎｅｓｍａｄｅａｌｏｎｇ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ｅｌ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ｔａＰｅｎｅｌｏｐｅ’ｓｗｅｂ．

２Ｍｙｗｏｒｋｉ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ｌｉｋｅｔｈｅＰｅｎｅｌｏｐｅ’ｓｗｅｂ，ｎｅｖｅｒｄｏｎｅ，

ｂｕｔｅｖｅｒｉｎｈ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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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英汉篇章结构比较

写作是对一种语言学习情况的全面展现，也是写作者思维能力

的体现，培根曾经讲过：“写作使人精确。”可见写作在培养人的思维

方面还是有很大作用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写作，同学们的文章

又写的如何呢，是否又有了一些由于英汉语言差异导致的错误呢，我

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

一、英汉段落结构比较

前面讲到了英美人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也体现在英汉

段落中。英美人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式的，他们在遣词造句谋篇上遵

循着从一般（ｇｅｎｅｒａｌ）到 具 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从 概 括（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到 举 例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ｙ），从整体（ｗｈｏｌｅ）到 个 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的 原 则。并 给 了 一

个比较复杂的段落作为实例，这里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Ｓｏｃｃｅｒｉｓａ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ｓｐｏｒｔ．①Ａ ｐｌａｙｅｒｍｕｓｔ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ｒｕｎ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ｓｔ．②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ａｐｌａｙｅｒｍｕｓｔｈｉｔｔｈｅｂａｌｌｗｉｔｈ
ｈｉｓｏｒｈｅｒｈｅａｄ．③Ｐｌａｙｅｒｓｍｕｓｔｂｅ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ｂａｎｇｉｎｔｏａｎｄｂｅ
ｂａｎｇｅｄｉｎｔｏｂｙｏｔｈｅｒｓ．④Ｔｈｅｙｍｕｓｔｐｕｔｕｐｗｉｔｈａｃｈｉｎｇｆｅｅｔａｎｄ
ｓｏｒｅｍｕｓｃｌｅｓ．

上面的这则短文中，主题句（ｍａｉｎｉｄｅａｓｅｎｔｅｎｃｅ）也就是文章的

中心是第一句，①，②，③，④句是用来说明主题句的。
而在汉语中，我们习惯于先分后总，先说原因后说结果，即所谓

的“前因后果”，如果要表达相同的意思，我们通常这样说：
足球运动员必须能不停地奔跑，有时得用头顶球，撞别人或被别

人撞，必须忍受双脚和肌肉的疼痛，所以说，足球运动是一项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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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
再比如写下面一则便条，因你母亲突然生病，周末你不能和汤姆

去跳舞了，你找了舞跳得很好的石黛来代替你，并表示抱歉。此英语

便条为：

Ｊｕｌｙ６，２００２
ＤｅａｒＴｏｍ，

Ｉａｍｓｏｒｒｙ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ｙｏｕｔｈａｔＩｗｏｎ’ｔ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ｇｏｔｏ
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ｙｏｕｔｈｉｓｗｅｅｋｅｎｄ．Ｍｙｍｏｔｈｅｒｉｓ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ｔａｋｅｎ
ｉｌｌ．Ｉｎｏｒｄｅｒｎｏｔｔｏ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ｙｏｕ，ＩｈａｖｅａｓｋｅｄＳｈｉＤａｉｔｏ
ｔａｋｅｍｙｐｌａｃｅ．Ｓｈｅｉｓａｂｅｔｔｅｒｄａｎｃｅｒ，Ｉｔｈｉｎｋ．Ｍｙｒｅｇｒｅｔｓ．

Ｊｏｅ
从便条中可以看出，英语表达先“果”———Ｉｗｏｎ’ｔ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ｇｏ

ｔｏ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ｙｏｕｔｈｉｓｗｅｅｋｅｎｄ后“因”———ｍｙｍｏｔｈｅｒｉｓ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ｔａｋｅｎｉｌｌ，即所谓的“先果后因”。

对于篇章结构的异同，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概括如下，印欧语：
由内向外，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微观到宏观，由个别到整体，由具

体到抽象；与此相反，汉语：由外向内，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由宏观到

微观，由整体到个别，由抽象到具体。请看下面两个例句：
（１）Ｉ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ｗｅｄｅｌａｙｍａｋｉｎｇｏｕ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ｕｎｔｉｌａｆｔｅｒＬｅｇ

ｃｏｍａｋｅｓｉｔ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ｈｉｎｋ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ｃａ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ＴＶ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
ｔｈｅｅｘｐｅｎｓｅ．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ａｔ，ｍｏｓｔｏｆｏｕ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ｄｏｎ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ｎｏｗ，ａｎｄｉｔ’ｓｎｏｔｒｅａｌｌｙｃｅｒｔａｉｎｈｏｗ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ｗｉｌｌｂｅｌｉｋｅ
ａｆｔｅｒ１９９７．

（２）中华大地，江河纵横；华夏文化，源远流长……（然后才讲到

本地，再讲到龙舟节）轻快的龙舟如银河流星，瑰丽的彩船似海市蜃

楼，两岸金壁辉煌的彩楼连成一片水晶宫，是仙境？是梦境？仰视彩

鸽翩飞，低眸漂灯流霓，焰火怒放，火树银花……
例（１）体现了 由 小 到 大，由 近 到 远，由 微 观 到 宏 观 的 篇 章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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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却是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由宏观到微观，由整体到个别的篇章

结构。
汉语的语篇结构呈螺旋型，以“开始—发展—反复”的模式围绕

着主题展开讨论，并间接地从不同角度，由表及里的阐释主题。余光

中先生的《乡愁》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乡　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而英语语篇结构呈三角型，或者叫金字塔形，以主题句为塔尖，
论点为塔基。英语的一个段落是由主题句和扩展句共同构成的，整

个段落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层级系统，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具有内

在的“黏着性”。扩展句是对主题句的延伸或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构成一个段落好坏的关键。扩展句和主题句之间至少要注意以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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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第一，意义的相关性（ｕｎｉｔｙ）；第二，逻辑的一致性（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所谓的意义的相关性指的是所有的扩展句都必须是主题句的延

伸或者证明，它对主题句能起到支持的作用，否则，这样的扩展句就

应当删除掉。但是只有内容上的一致性还不足以保证能写出一个好

的段落。在行文过程中作者还要注意各个句子的正确、紧凑安排，也

就是要保证意义的连贯性。比如我们有 Ｂ，Ｃ，Ｄ和 Ｅ４个句子都可

以证明 Ａ 这个主题句，但是它们的位置如何安排呢？那就要根据它

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主题句之间的关系来安排，并且还要有一定的

过渡词来体现这种安排。只有这样，作者写来才会顺理成章，而读者

读来也会如顺水行舟，没有障碍。
在毛荣贵和 ＤｏｒｉｎｅＳ．Ｈｏｕｓｔｏｎ合编的《中国大学生作文评改》

中有这样两个例子：

Ｉｎｔｈｉｓｗｏｒｌｄ，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ｔｈｉｎｋｍｏｒｅｏｆｏｔｈ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ａｎｏｆ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Ｂｙｓｏｄｏｉｎｇ，ｏｕｒ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ｌｂｅｆｕｌｌ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ｈｉｓ，

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ｉｓｍ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ＢｕｔｉｔｉｓａｌｅｓｓｏｎＩｈａｖｅｄｒａｗｎｆｒｏｍ
ｏｎｅｏｆｍｙｏｗ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ｎｏｗ，Ｉ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ｓｈａｒｅｔｈａｔ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ｙｏｕ，ｍｙｄｅａｒｒｅａｄｅｒ．

这是一名中 国 大 学 生 的 作 文 ＡｐｐｌａｕｓｅｏｎｔｈｅＢｕｓ中 的 开 头。
在本书的中国编者看来，这样的开头自然而且不俗，符合汉语写作的

习惯。然 而 美 国 编 者 认 为：Ｔｈｉｓ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ａｓｏｌｉｄｅｓｓａｙ．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ｕｓｅｓａｎ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ｔｏｍａｋｅａｐｏｉｎｔ．．．Ｎｏｗｗｅｊｕｓｔｎｅｅｄｔｏ
ｇｉｖｅｉｔａｇｏｏｄ，ｓｔｒｏｎｇｔｏｐｉｃ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ｏｗｎｉｄｅａｓ
ｔｏｆｏｒｍｉｔ．她给这个开头段拟了下面的主题句：

Ａｌｉｔｔｌｅｇｉｒｌｔａｕｇｈｔｍｅ，ａｎｄａｂｕｓｆｕｌ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ｅｓｓ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ｏｒｅｏｆｏｔｈ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ａｎ
ｏｆ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ＯｎｅｄａｙＩｔｏｏｋａｖｅｒｙｃｒｏｗｄｅｄｂｕｓｔｏｓｃｈｏｏｌ．．．．

在另外 一 篇 作 文 ＰａｒｔｏｆＭ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中，作 者 开 头 是 这 样

写的：

Ｉｎｍ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ｏｍ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ｗｏ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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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ｌｉｎｇｔｏｍｉｎｄ．Ｓｏｍｅｍａｄｅｍｅｈａｐｐｙ，ｓｏｍｅｍａｄｅｍｅｅｘｃｉｔｅｄ，ａｎｄ
ｓｏｍｅｍａｄｅｍｅｓａｄ．Ｂｕ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 ｗａｓａｎｕｎｆｏｒｇｅｔｔａｂｌｅｔｈｉｎｇ，

ｗｈｅｎＩｔｈｉｎｋｏｆｉｔ，ｍｙｇｏｏｄｆｒｉｅｎｄＴｏｎｇＴｏｎｇｗｉｌｌｏｃｃｕｒｔｏｍｅ．
作为汉语读者来说，首先用抒情的笔法奠定一种氛围，然后引导

读者逐渐进入对于往事的回忆，这样的开头是非常自然而且感人的。
但是美国编者显然不这样认为：Ｔｈｉｓｉｓａｍｏｖｉｎｇｓｔｏｒｙａｂｏｕｔｆｒｉｅｎｄｓ
ｗｈｏｈａｖｅｑｕａｒｒｅｌｅｄ．Ｉｔｎｅｅｄｓａｇｏｏｄｔｏｐｉｃ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ｔｏｂｒｉｎｇ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ｉｎｔｏ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ａｎｄｍｅｓｓａｇｅ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ｗａｎｔｓｔｏｃｏｎｖｅｙ．

这位美国编者提供了这样的开头：

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ｕｎｆｏｒｇｅｔｔａｂ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ｉｎ
ｖｏｌｖｅｓｍｙｇｏｏｄｆｒｉｅｎｄＴｏｎｇＴｏｎｇ．Ｉｔ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ｗｈｅｎＩｗａｓｅｉ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ｏｌｄ．．．．

我们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尽管有千篇一律的嫌疑，英语的

写作追求的审美效果和汉语写作是大相异趣的。学习英文写作，对

这样的差异要时刻牢记。我们再完整地看一篇中国学生写的英语文

章，注意在段落结构上是否违反了上述规律。

ＷｈｙＩ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Ｗｅｌｉｖｅ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ｉｎｗｈｉｃ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ｖｅｒｙｑｕｉｃｋｌｙ．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ｅｄ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ｆｒｏｍａｌ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ｉｒｗｏｒｋ
ｍｏｒｅａｎｄ ｍｏ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ｔｈａｔ
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ｕｓｕ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Ｉｆ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ｔａ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ｕｎｄｅｒ
ｓｔｏｏｄｂｙ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ｔｈｅｙｗｏ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Ｏｎ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ｗｅｗｉｓｈｔｏ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ｄｏｉｎｇａｎｄ
ｗｈａ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ｉｎｇ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ｌｅａｒｎ
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ｏｕｒｗｏｒｋ，ｓｏｗｅｍｕｓｔｍ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ｃｏｕｎｔｌｅｓ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ｅｃａｎｎｏｔｌｅａｒｎ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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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ｅｋｉｎｄ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ａｔ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ａｌｌｏｖｅｒ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ａｔｉ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ｃａｎｓｐｅａｋａｎｄｒｅａｄａｎｄｗｒｉｔ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ｆｗｅｍａｓｔ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ｅ
ｃａｎｇｏｔｏａｎｙ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ｅｏ
ｐ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ｋｎ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ｎｇｕｅ．Ｗｅｃａｎｓａｙｔｈａｔ
ｗｅａ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ｙ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ｗｅａｐｏｎｓ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这篇作文是汉语间接的、曲线式思维模式在英语语篇中的典型

表现。文章前四句说明了科技发展使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相互交

流的必要性，提出了需要一种共同语言的问题，在问题没有解决的情

况下又立即用 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提出了另一种情况和问题，接着又

用 Ｈｏｗｅｖｅｒ提出第三 个 问 题，而 最 关 键 的 主 题 词“Ｅｎｇｌｉｓｈ”直 到 第

七句才 “犹 抱 琵 琶 半 遮 面”地 显 露 出 来。因 此，让 英 美 的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读起来就显得层次不清、思路混乱，不能给人以清晰、完整的

印象。
所以说，大学生用英文写作时，就要按照英美人的思维模式进行

思考，也就是说要学会用英语进行思维，避免写出中国式的英语。

二、英汉段落意义连贯比较

上一讲我们提到，英语是形合语言，而汉语则被视为意合语言。
英语句子各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常常需要通过连接词的使用才能体

现出来；汉语主要 通 过 语 义 体 现 句 子 之 间 的 逻 辑 关 系，只 要 语 义 相

关，篇章自然会流动，句子之间不像英文篇章有那么多连接词，而是

靠语义的自然衔接、前后贯通、上下呼应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这

种英汉句子连接方式的差异可能给英语学习者带来一些问题，许多

中国学生在写英语文章时，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衔接手段，所以写出

来的文章支离破碎，条理不清，语义模糊，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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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段落的构 成 大 致 可 分 两 类：一 类 是 典 型 的“主 题 句—阐 述

句—总结句”结构，另一类则有点像汉语的以某一中心思想统领的形

散神聚结构，但注重形合的英语常常使用许多衔接和连贯手段，以便

从形式上显现各种组合关系。前一类结构的主题句标明段落的主题

思想，接下来的句子必须在语义上与这一主题关联，在逻辑上演绎严

谨。这一特征在英语的论说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汉语段落通常

都围绕一个较为含蓄的中心思想，其表述方式多为迂回式和流散式

的，句际之间的意义关联可以是隐约的、似断非断的。当然，也有不

少十分注重逻辑推演的段落，句际之间环环相扣，但有相当数量的汉

语段落都是形分意合的，没有英语中常见的那些连接词。这种现象

的背后当然是中英思维方式上的某些差异。例如：

Ｇｏｌｄ，ａ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ｉｓｐｒｉｚｅｄｆｏｒｔｗｏ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ｇｏｌｄｈａｓａｌｕｓｔｒｏｕｓｂｅａｕｔｙｔｈａｔｉ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ｊｅｗｅｌｒｙ，ｃｏｉｎｓａｎｄｏｒｎａｍｅｎ
ｔ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Ｇｏｌｄｎｅｖｅｒ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ｐｏ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ｗｉｌｌｒｅｍａｉｎｂｅａｕ
ｔｉｆｕｌｆｏｒｅｖｅｒ．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ｎｃｏｉｎ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ｓｕｎｔａｒ
ｎｉｓｈｅｄｔｏｄａｙａｓｔｈｅｄａｙｉｔｗａｓｍｉｎｔｅｄｔｗｅｎｔｙｔｈｒｅｅ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ａｇ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ｇｏｌｄｉｓｉｔｓ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ｔｏ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ｍａｎｙｙｅａｒｓ，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ｕｓｅｄｉｎ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ｕｓｅｏｆｇｏｌｄｉｓｉｎ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ｓ
ｓｕｉｔｓ．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ｓｗｅａｒｇｏｌｄｐｌａｔｅｄｈｅａｔｓｈｉｅｌｄｓｆｏ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ｕｔ
ｓｉｄｅ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ｓｈｉｐ．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ｇｏｌｄｉｓ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ｆｏｒｉｔｓ
ｂｅａｕｔ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ｆｏｒｉｔｓｕｔｉｌｉｔｙ．

这一例是典型的“主题句—阐述句—总结句”结构。阐述部分的

句子一方面以语义与主题句的直接关联，另一方面以一些逻辑标识

（ｌｏｇｉｃｍａｒｋｅｒｓ）显现论述的逻辑序列和句际关系。在衔接上主要依

靠关联词和词语重复、指代替换等手段。
下面再请看一例汉语段落：
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使中国蒙受历史性屈辱以来，从林则徐、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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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龚自珍到孙中山，历代志士仁人曾为中国的救亡和发展，前仆后

继，英勇奋斗，但由于缺少科学理论的指导而饮恨九泉。实践告诉我

们，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封建专制制度，不是出路；实

行资本主义，亦非良策。在历史的比较中我们认识到，唯有马克思列

宁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中国人民就在

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共产党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

人运动的结合中诞生并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人民的民族

解放和民族振兴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从此，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历程。
该汉语段落的中心思想就是：历史告诉我们，只有马克思列宁主

义才能救中国。但这一主题的阐发方式却明显不同于英语论说文段

落模式，它形散神聚，词句的随“意”自然流动、重文气（气韵）而轻文

理（理则）、乃至断句不严等特点，均可在其中找到。
汉语实现意义的连贯一般采取两种手段：逻辑的连贯和过渡词

的使用。逻辑的连贯就是依靠扩展句自身具有的逻辑关系对句子进

行正确的排列所实现的连贯；过渡词的使用就是依靠过渡词表现连

贯的意义。
在意义的连贯上，英语初学者犯的主要毛病是信笔游走，行文没

有规矩，或者没有必要的过渡词。请看下面这个段落：

Ｂｕｔ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ｈａｓ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Ｉｎｄｅ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ｖｅｂｒｏｕｇｈｔｕｓａｌｏｔｏｆ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Ｗｅａｒｅｅｎｊｏ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ｂｕｔｗｅ
ａｒｅａｌｓｏ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ｌｏｔｏｆ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ａｒｓｐｏｌｌｕｔｅｔｈｅａｉｒ，ｃｒｏｗｄ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ｗｅ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ｔｏｗａｌｋ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ａｎｙｍｏｒｅ．

这段从段落的构成上，有主题句，扩展句，符合英语段落的结构。
但读起来不够通顺，缺少连贯与衔接。这表明语篇中中国学生的汉

式文化思维不仅影响到英语作文的句式结构，而且更明显地影响到

语篇结构上。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缺少连贯与衔接，信息的表达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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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跳跃式，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很多学生的作文用词、语法方面

都没有错误，意思也简单明了，但读起来还是像中文作文，缺少语篇

的连贯和语言的美感。现改为：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ａｓ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Ｗｈｉｌｅｗｅａｒｅｅｎｊ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ｗｈｉｃ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ｖｅｂｒｏｕｇｈｔ
ｕｓ，ｗｅａｒｅ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ｌｏｔｏｆ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Ｌｅｔ’ｓｔａｋｅｃａｒｓ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ａｒ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ｐｏｌｌｕｔｅｔｈｅａｉｒ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ｒｏｗｄｔｈｅｃｉｔｉｅ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ｙａ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ｗｅ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ｔｏ
ｗａｌｋ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ａｎｙｍｏｒｅ．

这样句与句之间就衔接紧密，全文读起来也流畅通顺了。可见

语义的连贯与衔接是十分重要的。同学们要努力去了解英汉语篇结

构的不同，写作中注意衔接手段的应用。恰当使用过渡词，使文章的

启、承、转、合 融 汇 贯 通，连 成 一 体，使 文 章 的 结 构 条 理 清 晰，层 次

分明。

三、英汉文体风格的差异

对英汉语两种语篇进行分析比较，我们会发现英语文章的风格

偏向朴实、直接，而汉语文章则比较华丽、夸张、婉转、曲折，更多地注

意文章形式上的东西，这在上文中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来。英语中多

用名词和动词写作，只有在必要时才使用形容词和副词，英语族人更

注重语句的简洁和用词的精确，而汉语文章中则较多使用形容词和

四字成语。
虽然修辞手段在英汉语篇中都有运用，但在英语中的使用频率

大大低于汉语，在英语文章中很少见到连串的比喻句子；在汉语描写

性的语篇中常大量运用夸张的手法，讲英语的民族则不同，他们把频

繁使用夸张手法视为拙劣的表达手段；英语崇尚文字的新颖和独特，
一个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往往被评价为生动和富有表现力，英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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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欣赏的一般是具有新颖独特魅力的表达文字，而夸张华丽的文体

风格一般都为中国读者所欢迎。
英语中最忌讳重复，讲英语的人对于随意重复相同的音节、词语

或句式往 往 感 到 厌 烦。许 多 外 籍 教 师 常 告 诫 学 生“Ｎｅｖｅｒｕｓｅｔｈｅ
ｓａｍｅｗｏｒｄｏｒｗｒｉｔ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ｗｉｃｅｉｎａ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ｕｎｌｅｓｓｙｏｕ
ａｒｅ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ｆｏｒ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ｒｆｏｒｃｌａｒｉｔｙ．”

正是由于对英汉两种文体风格之间的差异缺乏了解，中国学生

写出的英语文章往往使英语本族人感到矫揉造作，因此，在英语写作

过程中，学生应学会选用最恰当、最准确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而不是使用那些浮躁华丽的词语，从而使写出的英语文章简洁有力，
更符合英美人的表达习惯。

另一方面，在英语写作过程中，同学们，尤其是有一定英语水平

的同学，经常处于英汉修辞传统与风格的冲突而起的困境中，它所牵

涉的不仅是语言差异，更多的是文化含义的差异。学习者在英语写

作中经常使用其母语文化中的语篇模式和修辞风格，而这些带有母

语文化特征的修辞风格容易造成交际中的文化误解，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集体“自我”的表达。
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过多地使用复数人称代词 ｗｅ而不是单

数人称代词Ｉ。“Ｗｅｔｈｉｎｋ．．．”，“Ｏｕ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ａｒｅ．．．”频繁地出现

在文章中，仿佛不是作者本人在发表看法，而是与读者一起探讨。此

外，中国学生还经常使用回避性手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ｙ．．．”，“Ｓｏｍｅｃｌａｉｍ ．．．”，“Ｉｔｉｓｓａｉｄｔｈａｔ．．．”而在英语文

化中更强调个人的观念，更多使用人称代词Ｉ，他们的个人观点与集

体看法之间的界线明确。
汉语文化中包含大、小两种“自我”，英语文化中的“自我”相当于

“小自我”，因而极易被理解为个人主义。中国人理解自我价值常与

集体利益相连，在写作中主题大多与国家、民族、社会进步有关，而西

方人更看重作者个人的想法。
另外，中国文化中强调和谐的、集体的家庭观念，这与西方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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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中心的家庭 观 念 形 成 鲜 明 对 比，同 时，这 种 对 比 也 体 现 在 写 作

中，如道德修养、社会和谐以及孝道等主题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学生的

习作中。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跨文化交际中作进一步地分析和

探讨。

ｓｗａｎｓｏｎｇ最后杰作；绝笔

Ｓｗａｎｓｏｎｇ字 面 译 做 “天 鹅 之 歌”，源 于 希 腊 成 语 Ｋｙｋｎｅｉｏｎ
ａｓｍａ。

天鹅，我国古代叫鹄，是一种形状似鹅而体形较大的稀有珍禽，
栖息于海滨湖畔，能游善飞，全身白色。因此，英语成语ｂｌａｃｋｓｗａｎ，
用以比喻稀有罕见的人或物，类似汉语成语“凤毛麟角”之意。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Ａｐｏｌｌｏ）是太阳神、光明之神，由于他

多才多艺，又是诗歌与音乐之神，后世奉他为文艺的保护神。天鹅是

阿波罗的神鸟，故常用来比喻文艺。传说天鹅平素不唱歌，而在它死

前，必引颈长鸣，高歌一曲，其歌声哀婉动听，感人肺腑。这是它一生

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唱歌。因此，西方各国就用这个典故来比

喻某诗人、作家、作曲家临终前的一部杰作，或者是某个演员，歌唱家

的最后 一 次 表 演。即ａｌａｓｔｏｒｆａｒｅｗｅｌｌ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ｓｔｗｏｒｋ
ｂｅｆｏｒｅｄｅａｔｈ之意；偶尔也可指某中最后残余的东西。

ｅｇ：１Ａｌｌｔｈｅｔｉｃｋｅ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ｏｌ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ｎｇｅｒ’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ｉｓｗｅｅｋ—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ｌｅａｒｌｙ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ｗｉｌｌ
ｂｅｈｅｒｓｗａｎｓｏｎｇ．

２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ｓｔｗａｓ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ｓｓｗａｎｓｏｎｇｉｎ１６１２．
ｗｉｎ／ｇａｉｎｌａｕｒｅｌｓ获得荣誉；赢得声望

ｌｏｏｋｔｏｏｎｅ’ｓｌａｕｒｅｌｓ爱惜名声；保持记录

ｒｅｓｔｏｎｏｎｅ’ｓｌａｕｒｅｌｓ坐享清福；光吃老本

Ｌａｕｒｅｌ（月桂树）是一种可供观赏的常绿乔木，树叶互生，披针形

或者长椭圆形，光滑发亮；花带黄色，伞形花序。Ｌａｕｒｅｌｓ指用月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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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编成的“桂冠”。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用月桂树的树叶编成冠冕，
献给杰出的诗人或体育竞技的优胜者作为奖赏，以表示尊崇。这种

风尚渐 渐 传 遍 整 个 欧 洲，于 是ｌａｕｒｅｌｓ代 表 ｖｉｃｔｏｒｙ，ｓｕｃｃｅｓｓ和 ｄｉｓ
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欧洲人这种习俗源远流长，可上溯到古希腊神话。相传河神珀

纳斯（Ｐｅｎｅｕｓ）的女儿达佛涅（Ｄａｐｈｎｅ）长得风姿卓约，艳丽非凡。太

阳神阿波罗为她的美所倾倒，热烈追求她，但达佛涅自有所爱，总是

逃避权利很大的太阳神的追求。一天，他俩在河边相遇，达佛涅一见

阿波罗，拔腿就跑，阿波罗在后边穷追不舍，达佛涅跑得疲乏不堪，情

急之下只好请她父亲把她变成一株月桂树。阿波罗非常感伤，无限

深情地表示：“愿你的枝叶四季长青，装饰我的头，装饰我的琴，让你

成为最高荣誉的象征”。他小心得将这株月桂树移植到自己神庙旁

边，朝夕相处，并取其枝叶遍成花冠戴在头上，以表示对达佛涅的倾

慕和怀念。因此，古希腊人把月桂树看做是阿波罗的神木，称为“阿

波罗的月桂树”（ＴｈｅＬａｕｒｅｌｏｆＡｐｏｌｌｏ）。起 先，他 们 用 月 桂 枝 叶 编

成冠冕，授予在祭祀太阳神的节目赛跑中的优胜者。后来在奥林匹

亚（Ｏｌｙｍｐｉａ）举 行 的 体 育 竞 技 中，他 们 用 桂 冠 赠 给 竞 技 的 优 胜 者。
从此世代相传，后世欧洲人以“桂冠”作为光荣的称号。

由于阿波罗是主管光明、青春、音乐和诗歌之神，欧洲人又把源

自“阿波罗的月桂树”的桂冠，献给最有才华的诗人，称“桂冠诗人”。

ｅｇ：１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ｏｎｌａｕｒ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ｗｏｒｌｄ．
２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ｇａｉｎｅｄｌａｕｒｅｌ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ｆｉｅｌｄ，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ｉｎ

ｈ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Ｔｏｍｗｏｎｔｈｅｂｒｏａｄｊｕｍｐ，ｂｕｔｈｅｈａｄｔｏｌｏｏｋｔｏｈｉｓｌａｕｒｅｌ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Ａｉ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ｌｍｏｓｔｃａｕｓｅＭｉｋｅｔｏｒｅｓｔｏｎｈｉｓ
ｌａｕｒ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ｓｅ秘密地；私下地；暗中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ｓｅ 直 译 “在 玫 瑰 花 底 下”，而 实 际 上 却 表 示ｉｎ
ｓｅｃｒｅｔ；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ｙ的意 义，语 言 外 壳 与 内 涵，似 乎 风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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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不相及，它源自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和欧洲的风尚。
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丘比特（Ｃｕｐｉｄ），也称希腊神话里的厄洛斯

（Ｅｒｏｓ），在文艺作品中以背上长着双翼的小男孩的形象出现，常携带

弓箭在天空中遨游，谁中了他的金箭就会产生爱情。丘比特是战神

玛斯（Ｍａｒｓ）和爱与 美 之 神 维 纳 斯（ｖｅｎｕｓ）所 生 的 儿 子。维 纳 斯，也

就是希腊神话里的阿芙罗狄蒂（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传说她是从大海的泡沫

里生出来的，以美丽著称，从宙斯到奥林匹帕斯的诸神都为其美貌姿

容所倾倒。有关她的恋爱传说很多，欧洲很多文艺作品常用维纳斯

做题材。小爱神丘比特为了维护其母的声誉，给沉默之神哈伯克拉

底（Ｈａｒｐｏｃｒａｔｅｓ）送了一束玫瑰花，请他守口如瓶不要把维纳斯的风

流韵事传播出去，哈伯克拉底接受了玫瑰花就缄默不语了，成为名副

其实的“沉默之神”。
古罗马人对维纳斯非常尊崇，不仅奉为掌管人类爱情、婚姻、生

育的爱与美之神，而且尊为丰收女神、园艺女神、罗马的统治者恺撒

大帝甚至追溯维纳斯是罗马人的祖先。由于上述神话传说，古罗马

人把玫瑰花当做沉默或严守秘密的象征，并在日常生活中相尚成风。
人们去串门做客，当看到主人家的桌子上方画有玫瑰，客人就了解在

这桌上所谈的一切行为均不应外传。于是在语言中产生了Ｓｕｂｒｏｓａ
在玫瑰花底下这个拉丁成语。据《牛 津 英 语 词 典》解 释，英 语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ｒｏｓｅ系源自德语ｕｎｔｅｒｄｅｒｒｏｓｅｎ。古代德国的宴会厅、会议室以

及旅店的餐室，在天花板上常画有或雕刻着玫瑰花，用来提醒在场者

要守口如瓶，严守秘密，不要把玫瑰花底下的言行透露出去。这个流

行于１５～１７世纪的德语成语反映了这种习俗。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ｓｅ是个状语性成语，在句中修饰动词，其含义因所

修饰的动词的 不 同 而 略 有 不 同。如：ｂｏｒ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ｓｅ“私 生 的”
“非婚生的”；ｄｏ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ｓｅ“暗中进行”。

ｅｇ：１Ｔｈｅｓｅｎａｔｏｒｔｏｌｄｍ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ｓ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ｔｏｂｅａ
ｃｈ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ｂｉｎｅｔ．

２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ｗａ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ｓｅｔｔｌ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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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英语写作中常见问题

按照《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

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不同基础的理

工科大学生在基础阶段英语学习结束后，其书面表达能力应达到以

下３个不同的要求：
（１）基础要求：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

述个人经历、事件、观感、情感等，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

写出１２０词的短文，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篇连贯。能在一般

或应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
（２）较高要求：书面表达能力：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自己专业论

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专业相关、结构基本清晰、内

容较为丰富的报告和论文，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一定的话题在半小

时内写出１６０词的短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
（３）更高要求：能就一般性主题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做

到文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逻辑性强。能用英语撰写所学专业的技

术报告、论文。能在半小时内写出２００词的说明文或议论文，内容完

整，文理通顺，思想表达清楚。这项新的要求的出台是为了更好的适

应现状，为了因材施教更加有效的提高学生英语的写作水平。
从过去以往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来看，写作普遍成为大学生考

试中的薄弱环节。全国作文的平均成绩只有５～６分，距满分１５分

差距之大，令人惊叹。其实在学生中有这样一种心态：面对写作题目

不知如何下笔，满肚子的话不知该怎样表达，思想上的火花不能在笔

底迸发。这是为什么呢？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写作

能力和水平呢？老师们虽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一起帮助学生们可以

提高其写作能力及水平，但收效甚微。现在单就从目前大学生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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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来看，其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要是写作的基本技能差，无法

准确表达出自己所想要表达出的问题。不但有大量语言错误，如词

汇、语法等，而且会写作出现大量汉化英语。这也就是说在具体的运

用实践中，学生们不能将自己已经学过的有关词汇、句型、成语等从

记忆的储藏中及时调出来，概念上的模糊造成了运用上的障碍。虽

然学生经过两年的大学公外英语基础训练，阅读了大量的语言材料，
对所学的材料内容单的认识能力，但在阅读过程之中不能很好地将

材料中的语言知识和语法知识化为自己的东西，进而创造性地运用

在写作练习中。
从前面八讲中，我们比较系统地从词、句和段落篇章的角度比较

了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在上一讲中，我们也讲到写作既是一个人

语言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一个人思维方法的体现，甚至能表现出一

些文化核心的内容。在这一讲中，我们就学生们在写作中常犯的用

词和句型问题做一个归纳和整理，以便在下一讲中讨论由于英汉语

言差异而导致的写作错误。

一、大学生英语写作时常犯的错误

在分析学生写作常犯的错误之前，我们先来看几篇学生的例文。
例文１：Ｉｔｈｉｎｋｒｅａｄｉｎｇｎｏｔｏｎ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ａｒｅｎｏｔ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ｕｒｔｉｍｅｉｓ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ｏｗｅｃａｎｎｏｔｒｅａｄｅｖｅｒｙｂｏｏｋ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ｅｗｉｌｌｎｏｔ
ｂ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ｉｎｅｖｅｒｙｂｏｏｋ．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ａｄｔｈｏｓｅｂｏｏｋｓｍａｙ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ｔｏｏｕｒｓ，ｒｅａｄｔｈｏｓｅｂｏｏｋ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ｌｉｋｅ．Ｂｕｔｔｈｏｓｅｂｏｏｋｓ
ｗｈｉｃｈｗｅｃｈｏｏｓｅｍｕｓｔｂ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Ｓｏｉｔｃａｎｇｉｖｅｏｕｒｓａｌｌｋｉｎｄｓ
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ｅｗ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ｉｔａｌｓｏｍａｋｅｏｕｒ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ｗｉｓｅ
ｍａｎ．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ｌｅｔｏｕｒｓｎｏｔｗａｓｔｅｏｕｒ
ｔｉｍｅ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ｉｔｃａｎ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ａｍｏｎｇａｌｌｂｏｏｋｓ
ｔｈａｔｗｅｃａｎｒｅａｄ．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ｃａｎｄ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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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ｎｅｅｄｓｉｎｏｕｒｌｉｆ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ａｌｌｕｓｅｆｕｌｔｏｏｕｒｓ．
这是１９９９年６月大学英语考试作文题评分参照卷中一份５分

的作文。从这一份典型的试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生们在平

时的写作中所犯的错误往往是综合在一起的。这篇作文基本切题，
但语言上的错误很多，且比较严重者是表达不清，连贯性差。在这篇

文章中，学生的主要错误有以下几类：句子不完整，缺少谓语；词性的

错用；句子的连接问题；代词的使用问题；时态变化的问题等。
例文２：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ｔ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ｈａｌｌｂｅｃｈｏｏｓ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ｏｍｅｂｏｏｋｓａｒｅｇｏｏｄｔｏｈｕｍｍｅ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ｎｄｓｏｍｅｂｏｏｋｓａｒｅｈａｒｍ
ｆｕｌ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ｍ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ａｄ ｂｏｏｋ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ｍａｎｇｅｔｍｕｃ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ｍａｎｃａｎｕｓｅｉｔ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Ｉｔｉｓｍｙｐｏｉｎｔｔｈａｔ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ｕｓｔｂ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ｒｅａｄ
ｉｎｇ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 ｍａｎ．Ｓｏｍｅｂｏｏｋｓｃａｎｈｅｌｐ ｍａｎ，ｂｕｔｓｏｍｅ
ｂｏｏｋｓｃａｎｌｅａｄ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ｃｒｉｍｅ．Ｉｔ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
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ｗａｔｃｈｏｎＴＶ．Ｗｅｃａｎｍａｋｅｆｕｌｌｕｓｅｏｆｓｏｍ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
ｇａｉｎｍｏｒｅｕｓｅｆｕ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ｔｃａｎｍａｋｅｏｕｒｌｉｆｅｍｏｒ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Ｗｅｍｕｓｔｇｉｖｅｕｐｔｈｏｓｅｕｎｈｅｌｐｆｕｌｂｏｏｋ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ｎｏｔｇｏｏｄｔｏｕ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ｓｗａｓ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ｍｏｎｅｙ．Ｓｏ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ｓ
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ｉｎｒｅａｄｉｎｇ．

这篇作文基本切题，文字勉强连贯基本上能表达作者的意思，但

有些地方表达 思 想 不 够 明 确。至 于 语 言 上 的 错 误，无 论 是 语 法、拼

写、大小写还是很 常 用 的 基 本 词 的 意 义 和 用 法 都 存 在 着 许 多 问 题。
在这篇文章中，学生的主要错误有以下几类：有语法错误、语句不连

贯、用词不当、拼写错误、标点符号错误，等等。
下面这句话的错误点很多，同学们看一下它有几处错误：

Ｈａｖｅａｈａｎｄｃａｌｌ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
能找到几处呢？希望学完这一讲后，你们能找出所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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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写作中的错误往往是综合的，不同类型的错误常常是

交叉在一起的，并不是单独出现的。但从学生们的习作中还是可以

清楚地看到学生们的写作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词汇量太小，词语运用上存在大量问题，很多东西无法表达

出来。
（２）句子的正 确 率 很 低，存 在 着 大 量 的 语 言 错 误 及 大 量 的 汉 化

英语。
（３）作文内容空洞、结构混乱、逻辑性差。
（４）中式英语。
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学生在写作时常犯的错误的类型。

（一）用词方面的错误

Ａ 选词不当

英语中有很多次的汉语意思是相同或相近的，但在英语的表达

上面他们却有严格的区分；有些单词拼写相似；有些单词的发音相似

甚至相同，但含义却不相同；有些单词的词形变化没有规则；有些是

口语和书面语 的 混 用 问 题 等。这 些 是 学 生 写 作 是 表 达 不 清 的 基 本

问题。例如：

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ｗｅｗ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ｓｈｏｒｅ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
（误）

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ｗｅｗ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ｂｅａｃｈ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
（正）

Ｂｅａｃｈ与ｓｈｏｒｅ是近 义 词，均 可 指“海 滨”。但 是 两 者 是 有 区 别

的。ｂｅａｃｈ是指较为平坦，覆盖着砂子或碎石，适宜于游泳与日光浴

的“沙滩”、“海滩”。ｓｈｏｒｅ则是较为笼统的说法，指毗邻大片水的陆

地，既可以包括ｂｅａｃｈ，也可以知岩石突兀或陡峭的岸边。又例如：

Ｈｅｂｌｕｓｈｅｄｗｉｔｈ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ｈｅ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ｎｅｗｓ．（误）

Ｈｅｆｌｕｓｈｅｄｗｉｔｈ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ｈｅ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ｎｅｗｓ．（正）

Ｂｌｕｓｈ和ｆｌｕｓｈ均指“脸红”，但动作的起因不同。Ｂｌｕｓｈ 多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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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感到羞愧、窘迫、慌乱而“脸红”。Ｆｌｕｓｈ 既 可 只 因 激 动、愤 怒 而

“脸红”，也可指因疾病或暴晒而“脸红”。又例如：

Ｉｗａｓｔｏｏｔｉｒｅｄｔｏｗａｌｋ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误）

Ｉｗａｓｔｏｏｔｉｒｅｄｔｏｗａｌｋａｎｄｆａｒｔｈｅｒ．（正）
虽然ｆｕｒｔｈｅｒ与ｆａｒｔｈｅｒ在拼写上仅一字之差，但所表示的含义

却迥然不同。Ｆａｒｔｈｅｒ表示“更远的”主要用于距离；而“ｆｕｒｔｈｅｒ”表示

“更多的”意思与本句所表达的意思相差甚远。又例如：

Ｔｈｅ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ｗｅｇｅ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ｇａｉｎｎｅｘｔｗｅｅｋ．
ｇｅ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改为 ｍｅｅｔ，ｇｅ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多用于口语中，而 ｍｅｅｔ较

为正式。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ｌｅａｒｎｔｏｐｒａｉｓｅ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ｈｅｌｐｔｏｃｒｅａｔｅ
ａｒｅｓｔｆｕｌａｎｄｎｉｃｅｌｉ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应为ａｌｉｇｈｔ，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ｏｌｉｖｅ。提到与污

染有关的“环 境”时 用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而 与 生 活 教 育 有 关 时 则 用ｓｕｒ
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Ｂ 搭配不当的问题

在英语中，由于各种搭配不当而导致表达不清及表达错误有很

多。这说明学生对英语的掌握情况不尽人意。有些是动词与介词、
副词搭配不当；有些是随意改变借此短语的固定结构及搭配关系等。
下面就 一 一 说 明 学 生 们 在 习 作 时 常 出 现 的 一 些 搭 配 不 当 问 题。
例如：

Ｉｃａｌｌｅｄａｔａｎｏｌｄｆｒｉｅｎｄ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误）

Ｉｃａｌｌｅｄｏｎａｎｏｌｄｆｒｉｅｎｄ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正）

Ｃａｌｌｏｎ与ｃａｌｌａｔ都表示“访问”但访问对象不同，就应搭配不同

的介词，访问的对象是人，应使用ｃａｌｌｏｎｓｂ．。如果访问的对象是地

点，那么就应该使用ｃａｌｌａｔｓｏｍｅｐｌａｃｅ。例如：

Ｉ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ｏｒｆｏｕｒｙｅａｒｓ．（误）

Ｉ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ｏｒｆｏｕｒｙｅａｒｓ．（正）

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是固定用法，表示“在大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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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ｃ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ｍｅｗｉｔｈ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误）

Ｌｏｃ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ｅ．（正）
这两句话的汉语意思都是“当地人为我提供住宿”。但是英语的

表达中由于宾语的不同，其所搭配得借此也不一样。学生们经常将

其所搭配的动词搞混。诸如这类的搭配还有ｇｉｖｅ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ｓｏｍｅ
ｔｈｉｎｇ与ｇｉｖ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ｂｕｙ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与

ｂｕｙ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ｆｏｒｓｏｍｅｂｏｄｙ等。例如：

ＬｉＬｅｉｈｅｌｐｓｍｅｔｏｆｉｎｉｓｈｔｈｉｓｗｏｒｋ．（误）

ＬｉＬｅｉｈｅｌｐｓｍｅｆｉｎｉｓｈｔｈｉｓｗｏｒｋ．（正）
在英语的表达中，不同的动词后面应接不同形式的非谓语动词。

有的只可以接不定式，如ａｓｋ，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ｐｒｅｔｅｎｄ等；有的只可以接

不加ｔｏ的不定式，如 ｍａｋｅ，ｈａｖｅ，ｎｏｔｉｃｅ，ｈｅａｒ等。还 有 的 既 可 以

接不定式，又可以接动名词，如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ｅ等。

Ｃ 词语遗漏的问题

由于学生没有很 好 地 掌 握 英 语 词 组，常 常 忽 视 了 一 些 副 词、介

词、代词与其它实词的结合。因此造成词语以遗漏现象，影响了意思

的完整表达。

Ｔｈｅｒｅｓｃｕ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ｌｏｓｔｂｏ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ｏｄ．（误）

Ｔｈｅｒｅｓｃｕ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ｆｏｒａｌｏｓｔｂｏ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ｏｄ．（正）
在英语中的动词有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两类，不及物动词的

后面必须加上介词才可以接宾语，其中有好多动词既可作及物动词，
也可以作不及物 动 词，但 其 意 义 却 不 尽 相 同，就 拿 上 面 这 个 例 子 来

说，ｓｅａｒｃｈ可以用做及物动词，而ｓｅａｒｃｈｓｂ．的意思是“搜身”；“搜寻

某人”应用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ｓｂ．。此时ｓｅａｒｃｈ用做不及物动词，故介词ｆｏｒ
不可省略。

Ｉｔｈｉｎｋｎｏｕｓｅｔｅｌｌｉｎｇｙｏｕ．（误）

Ｉｔｈｉｎｋｉｔｎｏｕｓｅｔｅｌｌｉｎｇｙｏｕ．（正）
这里的ｉｔ是形式宾语，指代动名词ｔｅｌｌｉｎｇｙｏｕ，他必须放在拼与

不足又之前，是不能遗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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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Ｊａｐａｎ．（误）

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Ｊａｐａｎ．（正）
这个问题属于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拿“中国的人口”与“日本

的人口”相比较，而不是拿“中国的人口”与“日本”相比较，所以ｔｈａｔ
ｏｆ不能被遗漏。Ｔｈａｔ用来代替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以免重复。

Ｈｅｄｅｖｏｔｅｓｔｅｎ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应 为 ｄｅｖｏｔｅｓｔｅｎ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动 词 的 附 带 结 构

不对。

Ｄ 代词的使用问题

学生们在对英 语 代 词 的 使 用 上 也 存 在 则 很 严 重 的 问 题。比 如

说：指代不明确、没有必要用代词的地方使用代词、代词指代对象比

一致的问题等。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例子。
（１）ＷｈｅｎｅｖｅｒＪｏｈｎｉｓａｂｌｅｔｏｈｅｌｐｈｉｓｂｒｏｔｈｅ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ｈｅｉｓ

ｖｅｒｙｈａｐｐｙ．（误）

Ｊｏｈｎｉｓｖｅｒｙｈａｐｐｙｗｈｅｎｅｖｅｒｈｅｉｓａｂｌｅｔｏｈｅｌｐｈｉｓｂｒ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正）

（２）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ｉｔｓａｙ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ｒｔｗｉｌｌｂｅｃａｎ
ｃｅｌｌｅｄ．（误）

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ａｙ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ｒｔｗｉｌｌｂｅ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
（正）

（３）Ａｇｏｏｄｓｏｎｌｅｎｄ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ｔｏ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ｔｈａｔｙｏｕｆｅｌｌｌｅｓｓ
ｌｏｎｅｌｙ．（误）

Ａｇｏｏｄｓｏｎｌｅｎｄ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ｔｏ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ｆｅｌｌｌｅｓｓ
ｌｏｎｅｌｙ．（正）

以上这三个例子就是学生们在作文时常犯的有关代词使用方面

的错误。其实再仔细看看这三个例子，不难发现这其实并不是不能

避免的。因为这些错误完全是由于不细心而引起的。所以学生们应

该对英语的学习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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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讲 　 英 语 写 作 中 常 见 问 题



　　Ｅ 冠词问题

在汉语句子中，名词之前无须使用冠词来表示限定或特指、泛指

等，但在英语句子中，名词前冠词的使用及冠词的作用是很多的，用

不用冠词，什 么 地 方 用 冠 词，用 什 么 冠 词，常 常 有 正 误 之 分 或 意 义

之别。
冠词的使用是英语的一大特点，由于受汉语的名词前不使用冠

词的影响，学生在写作时往往忘了英语冠词的存在，或即使知道使用

冠词，却也常把定冠词与不定冠词搞混。
例如：Ｈ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ｌｉｖｉｎｇｖｅｒ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ｆｅｆｏｒｙｅａｒｓ．（误）

Ｈ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ｌｉ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ｆｅｆｏｒｙｅａｒｓ．（正）

（二）句法方面的错误

句子是作文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句子都应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

思。应合乎其语法 规 则，这 样 才 能 保 证 语 言 流 畅，但 如 果 语 法 错 误

多，会使其语言表达不清、结构混乱、无法表达其原意。学生们在习

作时，经常出现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种：

Ａ 残缺句

大家都知道一个完整的句子之所以完整，是因为其有主语和谓

语，而学生们在习作时常写出缺少谓语的句子，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

比较长的、复杂的复合句中。例如：

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ｗｈｏｓｔ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误）

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ｗｈｏｓｔ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ｌｏｏｋ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正）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句子的一部分从它所属的句子中分离出来，

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句子，这样也会出现残缺句。例如：

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ｅｆｅｒｔａｌｋｉｎｇｓｕｂｗａｙｔｏｇｏｔｏｗｏｒｋ．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
ｉｓｆ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ｃｈｅａｐｅｒ．（误）

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ｅｆｅｒｔａｌｋｉｎｇｓｕｂｗａｙｔｏｇｏｔｏｗｏｒｋ，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ｉｓ
ｆ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ｃｈｅａｐｅｒ．（正）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ｗａｙｓｔｏｋｎｏｗ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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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Ｖ，ｒａｄｉｏ，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ｓｏｏｎ．
剖析：本句后半部分“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ｂｙＴＶ，ｒａｄｉｏ，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

ｓｏｏｎ．”不是一 个 完 整 的 句 子，仅 为 一 些 不 连 贯 的 词 语，不 能 独 立

成句。
改为：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ｗａｙｓｔｏｋｎｏ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ｂｙ

ＴＶ，ｒａｄｉｏ，ａｎｄ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Ｂ 句子的前后不一致

这主要是指在英语写作时，必须使整个句子在时态、语态、语气、
单负数以及人称诸方面前后保持一致。违反这个原则就会出现句子

的前后不一致。
主谓不一致。指 语 法 形 式 一 致，语 义 上 的 一 致 以 及 就 近 原 则。

例如：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ｗｅｒｅ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误）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ｗａｓ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正）
在这个例子中，主语是“错误的数量”，而并非“错误”，那么主语

为单数形式，谓语动词也就应用单数形式，如果主语是复数形式，则

谓语动词必定要选择复数形式。这就是所谓的语法形式上的一致。
例如：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ａｓｒｕ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ｌｉｖｅｓ．（误）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ｅｒｅｒｕ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ｌｉｖｅｓ．（正）
英语表达中一致的问题还包括了意义一致。英语中有些词语虽

为单数，但其 意 义 为 复 数，谓 语 动 词 用 复 数 形 式。这 些 词 主 要 有：

ｃｒｏｗｄ，ｐｏｌｉｃｅｍｉｌｉｔｉａ等。另外英语中还有些词语虽然形式为复数，
但意义却为单数。当这些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应用单数形式。这

样的词 主 要 有：ｎｅｗｓ，ｗｏｒｋｓ，和 一 些 以ｉｃｓ结 尾 的 学 科 名 称，如：

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等。例如：

Ｅｉｔｈｅｒｙｏｕ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ｒＭｒ．Ｗａｎｇｋｎｏｗｔｈｉｓ．（误）

Ｅｉｔｈｅｒｙｏｕ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ｒＭｒ．Ｗａｎｇｋｎｏｗｓｔｈｉｓ．（正）
在这个例子中主谓一致表现为就近原则。即谓语动词的单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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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取决于最靠近它的词语。在英语中采用就近原则的还有：ｔｈｅｒｅ
ｂｅ句 型，ｎｅｉｔｈｅｒ．．．ｎｏｒ，ｅｉ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ｏｎｌｙ ．．．ｂｕｔａｌｓｏ，ｎｏｔ
．．．ｂｕｔ等。例如：

Ａｌｉｃ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ｗｏｂｏｙｓ，ｗｅｒｅｐｕｎｉｓｈｅｄｆｏｒｈａｖｉｎｇｂｒｏ
ｋｅ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ｓ．（误）

Ａｌｉｃ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ｔｗｏ ｂｏｙｓ，ｗａｓｐｕｎｉｓｈｅｄｆｏｒｈａｖｉｎｇ
ｂｒｏｋｅ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ｓ．（正）
很多词是不属 于 主 语 部 分 的 词，是 用 来 做 状 语 的。如：ｔｏｇｅｔｈ

ｅｒ，ｂｕｔ，ｅｘｃｅｐｔ，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ｗｉｔｈ等。
时态、语态、语气不一致。英语结构形态十分重要，而汉语却不

相同。汉语在结构上没有较多的限制，只须用此表达句子的意思，而

英语则不相同。英语的句子往往受到时态、语态、语气的限制。学生

们常常把握不准，写出许多十分不合规范的语句。例如：

ＮｏｓｏｏｎｅｒＩ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ｒｏｏｍｔｈａｎｉｔｂｅｇａｎｔｏｒａｉｎ．（误）

ＮｏｓｏｏｎｅｒｈａｄＩ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ｒｏｏｍｔｈａｎｉｔｂｅｇａｎｔｏｒａｉｎ．（正）
句中ｅｎｔｅｒｅｄ和ｂｅｇａｎ同属于发生在过去的动作，但ｅｎｔｅｒｅｄ发

生在前，ｂｅｇａｎ发生在后，故ｅｎｔｅｒｅｄ要改为过去完成时形式。例如：

Ｗｅｈｏｐｅｔｏｆａｖｏｒｗｉｔｈａｒｅｎｅｗａｌｏｆｙｏｕｏｒｄｅｒｓ．（误）

Ｗｅｈｏｐｅｔｏｂｅｆａｖｏ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ｅｎｅｗａｌｏｆｙｏｕｏｒｄｅｒｓ．（正）
该句的主语 是 不 定 式 动 作 的 承 受 者，所 以 要 用 不 定 式 的 被 动

语态。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ｏｏｋｓａｓｉｆｈｅｉｓ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ｙｏｕｎｇｅｒｉｎｔｈｅｎｅｗ
ｃｌｏｔｈｅｓ．（误）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ｌｏｏｋｓａｓｉｆｈｅｗａｓ（ｗｅｒｅ）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ｙｏｕｎｇｅｒｉｎ
ｔｈｅｎｅｗｃｌｏｔｈｅｓ．（正）
在ａｓｉｆ和ａｓｔｈｏｕｇｈ引导的从句中，如果表示不真实的情况时，

要用虚拟语气。

Ｃ 句子连接上的问题

在学生们的作文中经常会出现句与句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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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有关联的句子，但写出来却是两个独立的句子。在实际的写作

中，文章中前句应该很自然地引向后句，句子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在

一起，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的。要想使句子连贯一致，有时会使

用到必要的连词。如果文章中出现大量的简单句、短句，而缺少复合

句，就会使文章显得单调。请看例句：
（１）Ｇｏｏ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ｔｅｎａｒｇｕｅ

ａｂｏｕｔｉｔ．（误）

Ｇｏｏ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ｓｏ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ｔｅｎ
ａｒｇｕｅａｂｏｕｔｉｔ．（正）

（２）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ｈａｖｅ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ｉｄｅａｓ，ｔｈｅｙｄｏｎ’ｔｂｌｉｎｄｌｙａｃｃｅｐｔ
ｉｄ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ｓ．（误）

Ａｓ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ｈａｖｅ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ｉｄｅａｓ，ｔｈｅｙｄｏｎ’ｔｂｌｉｎｄ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ｉｄ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ｓ．（正）

很明显，在这个例句中两个句子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加上一个

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会使句子的表达上给为清晰。
（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ｒｅａｌｌｙｗａｎｔｔｏｇｏ，ｂｕｔＩｈａｖｅｔｏｇｉｖｅｕｐ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ｍｙｐｏｏｒｈｅａｌｔｈ．（误）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ｒｅａｌｌｙｗａｎｔｔｏｇｏ，Ｉｈａｖｅｔｏｇｉｖｅｕｐ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
ｍｙｐｏｏｒｈｅａｌｔｈ．（正）

（４）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ｈａｖｅｎｏｍｏｎｅｙ，ｓｏＩｗｉｌｌｎｏｔｂｕｙｔｈａｔｓｈｉｒｔ．（误）

Ｉｗｉｌｌｎｏｔｂｕｙｔｈａｔｓｈｉｒ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ｈａｖｅｎｏｍｏｎｅｙ．（正）
英文的表达不像汉语的表达，很多都是由一个词来独立完成其

想要表 达 的 关 系。就 像 例３，例４两 个 句 子，句 子 中 用 了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虽然……但是……）就 不 用 再 加 ｂｕｔ（但 是）；句 子 中 用 了 ｂｅｃａｕｓｅ
（因为……所以……）就不用再加ｓｏ（所以）。

（５）Ｔｈｅｂｏｙｓｍａｄｅｔｈｅｆｉｒｅ，ｔｈｅｇｉｒｌｓｃｏｏｋｅｄｔｈｅｆｏｏｄ．（误）

Ｔｈｅｂｏｙｓｍａｄｅｔｈｅｆｉ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ｉｒｌｓｃｏｏｋｅｄｔｈｅｆｏｏｄ．（正）
这样的错误也是学生们经常犯的。两个独立的句子连在一起，

中间并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或连词去连接，犯了最基本的语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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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句子成分的误置

学生们在英语写作中仍无法摆脱汉语造句的习惯，大量运用汉

语的思维模式造句。英语中每个成分的位置是不同的。如果学生们

忽略了这一点也会出现大量的病句。例如：

Ｈｅｉｓ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ｍｏｕｓｗｒｉｔｅｒ．（误）

Ｈｅｉｓａｆａｍｏｕ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ｒｉｔｅｒ．（正）
英语中当一个名词有好几个定语的时候，一般是不能按照汉语

与序排列的，而应把修饰名词最基本性质的词放在最接近该名词的

位置上。例如：

Ｉｓａｗｔｈｅｆｉｌｍｌａｓｔｓｕｍｍｅｒ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误）

Ｉｓａｗｔｈｅｆｉｌｍ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ａｓｔｓｕｍｍｅｒ．（正）
英语造句的习惯与汉语是相反的。在汉语中，我们习惯是以时

间顺序展开，先交待时间、地点等，然后再进入事件的本身，句子的中

心在后。而英语的中心则是放在前头，当一个谓语同时又时间状语

和地点状语修饰是，时间状语通常是放在地点状语之后的。

（三）时态错误

在英语写作中，时态错误屡禁不止。英语学习者在实际写作中

喜欢使用一般现在时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一般现在时简单易学，
是一切其他各种时态的基础，谓语动词的变化几乎没有，即几乎使用

动词原形，除单数第三人称的情况以外。其次，外语学习者受汉语母

语干扰。汉语 中，谓 语 动 词 动 作 发 生 的 时 间 只 用“着”、“了”、“过”、
“正在”、“已经”等副词表达，谓语动词没有任何变化。而英语中，谓

语动词的语法形式必须作相应的形态变化。这种谓语动词语法形式

的复杂化使我们的英语学习者避繁就简，以不变时态应多变的谓语

动词动作的时间。例如：
我的同桌正在写作业，这时手机响了。
这个汉语句子中，我们用“正在”和“了”这两个词就把动作发生

的时间交待得一清二楚。英语中，正确的表达为：Ｍｙｄｅｓｋｍａｔｅｗ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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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ｎｇｈｉｓ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ｗｈｅｎｈｉｓｃｅｌｌｐｈｏｎｅｒａｎｇ．而不是学习者贯写

的那种 Ｍｙｄｅｓｋｍａｔｅｄｏｈｉｓ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ｗｈｅｎｈｉｓｃｅｌｌｐｈｏｎｅｒｉｎｇ．

二、考试常见句型错误

（一）“Ｔｈｅｒｅｂｅ”结构

考生病句：
（１）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ｌｉｋｅｔｏｇｏｔｏｔｈｅｍｏｖｉｅｓ．
（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ｃａｎｂｅｂｏｕｇｈｔｏｎ

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ｂｙｐｅｏｐｌｅ．
正确表达：
（１）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ｌｉｋｅｔｏｇｏｔｏｔｈｅｍｏｖｉｅｓ．
（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ｎｂｕｙ

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
这两个例句的错误比较有普遍性，因为在历次考试中有不少考

生不能正确运用ｔｈｅｒｅｂｅ这一最常用的句式。在这种结构中，ｔｈｅｒｅ
是引导词，没有 实 际 意 义。ｂｅ在 句 中 作 谓 语，有 时 态 和 数 的 变 化。
例如：

（１）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ｎｏｔａｓｃｈｏｏｌ．．．）

注意：在否定句中，否定词用ｎｏ，也可用ｎｏｔａ或ｎｏｔａｎｙ。ｎｏｔａ
后接单数名词，ｎｏｔａ后接复数名词，ｎｏ后面的名词单复数都可以。

（２）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ａｍｏｍｅｎｔｔｏｂｅｌｏｓｔ．
（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ｒｕｓｈ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ｉｔｉｅｓｅｖｅｒｙｙｅａｒ．
（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ｓｗｅｃａｎｄｏ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ｒａｆｆｉｃａｃｃｉ

ｄｅｎｔｓ．
（５）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ｇｂａｃｋｔｈｅｗｈｅｅ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从以上例句还可看出，句中的主语后面可接多种修饰语，如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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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不定式短语、定语从句、分词短语等等。这无疑使该结构增加

了表现力，使句子表达内容更加丰富。在运用这一结构时，考生最容

易犯的错误是在ｔｈｅｒｅｂｅ之后又用了一个动词作谓语，使句子结构

出现严重错误。这里列举的考生的典型错误均属这种情况，对此我

们在写作中要格外注意。

（二）比较结构

考生病句：
（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ｉｋｅ，ｔｈｅｃａｒｒｕｎｓｍｕｃｈｆａｓｔｅｒ．
（２）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Ｗａｌｔｏｎｉｓｃｏｌｄ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ｃｉｔｉｅｓ．
正确表达：
（１）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ｉｋｅ，ｔｈｅｃａｒｒｕｎｓｍｕｃｈｆａｓｔｅｒ．
（２）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Ｗａｌｔｏｎｉｓｃｏｌｄ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ｏｔｈｅｒｃｉｔｉｅｓ．
许多考生在作文中用ｃｏｍｐａｒｅ或ｔｈａｎ表示比较，但相当多的表

达有误。
在例（１）中，对两个事物进行比较的句式为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Ａ，

Ｂ．．．，只能用ｃｏｍｐａｒｅ的过去分词，不能用现在分词，因为Ｂ是分词

的逻辑主语，只能被比较。在例（２）中，考生误将“天气”与“城市”进

行比较，而二者没有可比性，只有将后者改为“其他城市的天气”才符

合逻辑，很显然，考生的错误是受了汉语表达习惯的影响。
比较结构是常用结构，正确地使用这一结构可以使文章的句式

增加变化，有利于提高写作成绩。一般说来，考生若能恰当、正确地

运用这一结构，其写作成绩应有所提高。

（三）表达原因的结构

考生病句：
（１）Ｔｈｅｒｅ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ｔｏｏｕｒ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ｓｎｏｔｆａｒｔｏｓｅｅｋ．
（２）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ｉｓｉ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ａｎｔｔｏｅａｒｎ

ｐｌｅｎｔｙｏｆｍｏｎｅ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ｈ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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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表达：
（１）Ｔｈｅｒｅ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ｏｕｒ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ｓｎｏｔｆａｒｔｏｓｅｅｋ．
（２）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ａｎｔｔｏｅａｒｎｐｌｅｎｔｙ

ｏｆｍｏｎｅ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ｈａｒｄ．
以上两个病句分别引自１９９２年１月和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四级考试

的考生作文。从遣 词 造 句 上 看，这 两 位 考 生 具 有 一 定 的 写 作 能 力，

ｎｏｔｆａｒｔｏｓｅｅｋ，ｐｌｅｎｔｙｏｆｍｏｎｅｙ以及 ｗｉｔｈｏｕ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ｈａｒｄ等均运

用正确、恰当。但令人遗憾的是，第一位考生不知道ｒｅａｓｏｎ不与ｔｏ
搭配而应接介词ｆｏｒ，第二位考生犯了一个中国学生常犯的错误，就

是用ｂｅｃａｕｓｅ引起表语从 句，ｂｅｃａｕｓｅ这 个 词 不 能 引 起 表 语 从 句，在

本句中只能改用ｔｈａｔ才正确。
掌握好表达原因的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几乎所有的写作试题都

要求写原因或可以写原因。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入学英

语考试以及 ＴＯＥＦＬ考试中，写作的文体基本上是议论文，而议论文

的基本模式是摆事实、讲道理，讲道理就是说明原因。写作测试的文

体决定了表达原因结构的重要性。
英语中用 来 表 达 原 因 这 一 概 念 的 结 构 有 多 种。我 们 可 用ａ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ｓｉｎｃｅ，ｓｅｅｉｎｇｔｈａ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ｎｏｗｔｈａｔ，ｎｏｔｔｈａｔ
．．．等词组引出表示原因的从句。例如：

（１）Ｎｏｗｔｈａｔｗｅ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ｇｒｅａ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ｒ
ｏｗｎｅｙｅｓ，ｗｅｆｅｅｌｍｏｒｅｐｒｏｕｄｔｈａｎｅｖｅｒ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Ｌｉｕｉｓｓｔｒｉｃｔｗｉｔｈｕ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ｗａｎｔｓｕｓｔｏｍａｋｅ
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３）Ｓｉｎｃｅｗｅｌｉｖｅｎｅａｒｔｈｅｓｅａ，ｗｅｅｎｊｏｙａ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ｌｉｍａｔｅ．
（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ｓｔｉｌｌａ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ｎｏｔｔｈａｔｗｅｄｏｎ’ｔｈａｖｅ

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ｓｏｌｖｅｉｔ，ｂｕｔ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ｅｎｏｔｒｅａｌ
ｉｚ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我们还可以借助某些词语用简单句表达原因结构。例如：
（１）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ｉｓｃｈａｎｇｅｉｓｑｕｉｔｅｏｂｖｉｏｕｓ．

·７２１·

第 九 讲 　 英 语 写 作 中 常 见 问 题



（２）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
（３）Ｉｄｌｅｎｅｓｓｉｓｔｈｅｒｏｏｔｏｆａｌｌｅｖｉｌｓ．
（４）Ｈｅｗａｓａｓｈａｍ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ｔｈｅｍｉｓｔａｋｅ．（＝Ｈｅｗａｓ

ａｓｈａｍｅｄ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ｍａｄｅｔｈｅｍｉｓｔａｋｅ．＝Ｈｅｗａｓａｓｈａｍ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ｈａｄｍａｄｅｔｈｅｍｉｓｔａｋｅ．）

除了上述的例句外，英语中还有很多或易或难的表达原因的结

构。我们在进行写作训练的时候，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讲究书面

语言的正确性和准确性。比如，ｂｅｃａｕｓｅ是最常用的引导原因从句的

连词，语气最强，表示直接的原因，若ｂｅｃａｕｓｅ置于句首，后面的主句不

能再用ｓｏ。用ａｓ引导的原因从句语气较弱，所说明的原因是附带的，
而ｓｉｎｃｅ表示的原因暗示着是稍加分析之后才能推断出来的原因。

（四）否定结构

考生病句：
（１）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ｉｎｋｗｅｎｅｅｄｎ’ｔｔｏｗｏｒｒｙａｂｏｕｔ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２）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ｄｏｎ’ｔｌｉｋｅｔｏｇｏｔｏｔｈｅｍｏｖｉｅｓ，ｔｏｏ．
正确表达：
（１）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ｉｎｋｗｅｎｅｅｄｎ’ｔｗｏｒｒｙ（或 ｄｏｎ’ｔｎｅｅｄｔｏ

ｗｏｒｒｙ）ａｂｏｕｔ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２）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ｄｏｎ’ｔｌｉｋｅｔｏｇｏｔｏｔｈｅｍｏｖｉｅｓ，ｅｉ

ｔｈｅｒ．
例句（１）选自１９９６年１月四级考生作文，例句（２）选自１９９２年

１月六级考生作文。例句（１）的错误在于该考生混淆了ｎｅｅｄ作为情

态动词和作为普通动词的用法。ｎｅｅｄ作为情态动词时，主要用于否

定句，后面的动词不带ｔｏ，ｎｅｅｄｎ’ｔｗｏｒｒｙ，作 ｗｅ的谓语。ｎｅｅｄ作为

实意动词时，可用于肯定句、否定句和 疑 问 句，ｄｏｎ’ｔｎｅｅｄｔｏｗｏｒｒｙ
中的ｔｏｗｏｒｒｙ作ｄｏｎ’ｔｎｅｅｄ的宾语。例句（２）的错误在于该考生混

淆了ｔｏｏ和ｅｉｔｈｅｒ的区别，这两个词都表示“也”的意思，但是在英语

中ｔｏｏ，ａｌｓｏ只能用于肯定句，而ｅｉｔｈｅｒ只能用于否定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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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病句：
（１）Ａｓｉｓｋｎｏｗｎｔｏａｌｌｏｆｕｓｔｈａ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ｌａｙ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Ｉｔｉｓｋｎｏｗｎｔｏｕ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ｋｅｓｐｅｒｆｅｃｔ．
正确表达：
（１）Ｉｔｉｓｋｎｏｗｎｔｏａｌｌｏｆｕｓｔｈａ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ｌａｙ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或：Ａｓｉｓ
ｋｎｏｗｎｔｏａｌｌｏｆｕ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Ｉｔｉｓｋｎｏｗｎｔｏｕｓｔｈａ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ｋｅｓｐｅｒｆｅｃｔ．（或：Ａｓｉｓ
ｋｎｏｗｎｔｏｕ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例句（１）是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六级考试１１分作文的评分样卷句子，
例句（２）选自１９９７年１月四级考试作文。很显然，两个考生都混淆

了ｉｔ和ａｓ的用法。如 果 用ｉｔ作 形 式 主 语，后 面 的 主 语 从 句 必 须 由

ｔｈａｔ引起；如果用ａｓ，则后面不能用ｔｈａｔ，因为ａｓ是关系代词，代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ｋｅｓ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ｔ在英语中是 个 相 当 活 跃 的 代 词，在 写 作 中 我 们 常 要 使 用 它。
以下几种用法应熟练掌握，并能灵活运用。

１ 作形式主语

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ｕｓｔｏｍａｓｔｅｒ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ｋｉｌｌｆｕｌｌｙ．Ｉｔ
ｍａｋ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ｗｅｃｏｕｌｄｐｕｒｉｆｙｔｈｅａｉｒｏｒｎｏｔ．

２ 作形式宾语

Ｗｅｆｉｎｄｉｔｒａｔｈｅｒ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ｐｅｏｐｌｅｆｒｏｍｄｏｉｎｇｔｈａｔ．
Ｍｏｄｅｒ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ａｓｍａｄｅｉ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ｂａｂｉｅｓｔｏｇｒｏｗｈｅａｌｔｈｉｌｙ
ａｎｄ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ｌｉｖｅｌｏｎｇｅｒ．

３ 引导强调句

Ｉｔｉｓｏｎｌｙｂｙｔｈｉｓｗａｙｔｈａｔｗｅ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ｎ
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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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语法结构来看，上述的句子都不难，或者可以说是考生相当熟

悉的。然而在写作考试中，多数考生缺乏运用自己已掌握的句式的

意识，而以自己头脑中拼凑的中式英语取而代之。其实，只要能恰当

地运用上述的任何一个句式，考生的作文就会出现闪光点，就会取得

比较好的成绩。

ｔｈｅＡｕｇｅａｎｓｔａｂｌｅ（ｓ）肮脏的地方；藏垢纳秽之所；积弊

ＴｈｅＡｕｇｅａｎｓｔａｂｌｅ（ｓ）直译“奥吉亚斯的牛圈”，源自古希腊神话

中关于赫拉克勒斯的英雄传说。
奥吉亚斯（Ａｕｇｅａｓ）是古希腊西部厄利斯（Ｅｌｉｓ）的国王。他有一

个极大的牛圈，里面养了２０００头牛（一说３０００匹马），３０年来从未

清扫过，粪秽堆 积 如 山，十 分 肮 脏。因 此，ｔｈｅＡｕｇｅａｎｓｔａｂｌｅ＝ｖｅｒｙ
ｄｉｒｔｙｐｌａｃｅ。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 勒 斯（Ｈｅｒａｃｌｅｓ），是 宙 斯 同 底 比 斯

国王之女阿尔克墨涅所生的儿子，自幼在名师的传授下，学会了各种

武艺和技能，神勇无敌，成为遐迩闻名的大力士。他因受到心胸狭窄

天后赫拉的迫害，不得不替迈锡尼国王欧律斯透斯服役十几年。赫

拉克勒斯拒绝了“恶 德”女 神 要 他 走 享 乐 道 路 的 诱 惑，而 听 从 了“美

德”女神的忠告，决心在逆境中不畏艰险，为民除害造福。他在１２年

中完成了１２项英勇业绩，其中之一就是在一天之内将奥吉亚斯的牛

圈打扫干净。赫拉克勒斯先在牛圈的一端挖了深沟，引来附近的阿

尔裴斯河和珀涅俄斯河的河水灌入牛圈，而在另一端开一出口，使河

水流经牛圈，借用水力冲洗积粪。这样，他在一夜之间将３０年没有

打扫过的肮脏不堪的牛圈，打扫得干干净净。奥吉亚斯曾许诺事成

之后把牛群的十分之一给赫拉克勒斯，作为劳动报酬，后来当他获悉

赫拉克勒斯是奉欧律斯透斯之命来完成这项任务的，竟拒付报酬，于

是被赫拉克勒斯杀死。
人们用ｔｈｅＡｕｇｅａｎｓｔａｂｌｅ这 个 成 语 来 比 喻 非 常 肮 脏 的 地 方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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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形成的积 弊。它 常 与ｔｏｃｌｅａｎ，ｔｏｃｌｅａｎｓｅ，ｔｏｒｅｆｏｒｍ 等 动 词 连

用，表示ｔｏｂ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ａｄｒａｓｔ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ｓｏｍｅｐｕｂｌｉｃｅｖｉｌ的意思。

ｅｇ：１ＨｏｗｔｏｃｌｅａｎｔｈｅＡｕｇｅａ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ｃｉｔｙ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

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ｙｋｎｏｗｉｔｉｓｎｏｔｅａｓｙｔｏ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Ａｕｇｅａｎｓｔａ
ｂｌｅｓｏｆｔｈｓｓｏｃｉｅｙ，ｔｈｅｙ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ｄｏｉｔ．

ａ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ａｎｂｅｄ强求一律

Ａ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ａｎｂｅｄ直译是“普洛克路斯贰斯的床”，源自古希腊

神话的典故。
在雅典国家奠 基 者（Ｔｈｅｓｅｕｓ）的 传 说 中，从 墨 加 拉 到 雅 典 途 中

有个非常残暴的强盗，叫达玛斯贰斯，绰号普洛克路斯贰斯。希腊语

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的意思是“拉长者”、“暴虐者”。据公元前１世 纪 古 希 腊

历史学家狄奥多（Ｄｉｏｄｏｒｏｓ，约公元前８０—前２９年）所编《历史丛书》
记述：普洛克路斯贰斯开设黑店，拦截过路行人。他特意设置了２张

铁床，一长一短，强迫旅客躺在铁床上，身矮者睡长床，强拉其躯体使

与床齐；身高者睡短床，他用利斧把旅客伸出来的腿脚截短。由于他

这种特殊的残暴方式，人称之为“铁床匪”。后来，希腊著名英雄提修

斯在前往雅典寻父途中，遇上了“铁床匪”，击败了这位拦路大盗。提

修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令身体魁梧的普洛克路斯贰斯躺

在短床上，一刀砍掉“铁床匪”伸出床外的下半肢，除了这一祸害。
由此，在英语中遗留下来ａ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ａｎｂｅｄ这个成语，亦做ｔｈｅ

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ｂｅｄ或ｔｈｅｂｅｄｏｆ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常 用 以 表 示ａｎａｒｒａｎｇｅ
ｍｅｎｔｏｒｐｌａｎｔｈ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ｂｙｖｉｏｌｅｎｔａｎｄ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之意。按其形象 意 义，这 个 成 语 与 汉 语 成 语“削 足 适 履”、
“截趾穿鞋”颇相同；也类似俗语“使穿小鞋”、“强求一律”的说法。

ｅｇ：１Ｉｄｉｄｎ’ｔｐｕｔｆｏｒｔｈｔｈｅｐｌａｎａｓａ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ａｎｂｅｄ，ｔｏｗｈｉｃｈｅｘ
ａｃｔ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ｉｓｔｏｂｅ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２Ｄｏｎ’ｔｓｔｒｅｔｃｈｔｈｅｆａｃｔｓｔｏｆｉｔｔｈｅ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ａｎｂ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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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Ｇｏｒｄｉａｎｋｎｏｔ难解的结；难题；难点

ＡＧｏｒｄｉａｎｋｎｏｔ直译“戈耳迪之结”。戈耳迪（Ｇｏｒｄｉｕｓ）是 小 亚

细亚佛律基 亚（Ｐｈｒｙｇｉａ）的 国 王，传 说 他 原 先 是 个 贫 苦 的 农 民。一

天，他在耕地的时候，有只神鹰从天而且降，落在他马车的轭上，久不

飞走。戈耳迪就赶着马车进城去请求神示。其时，佛律基亚的老王

突然去世，一国无主，上下动乱不安，于是人们请求神示由谁来做国

王。神示说：“在通向宙斯神庙的大陆上，你们遇到的第一个乘马车

者就是新国王。”恰好这时戈耳迪正乘着马车前往宙斯的神庙，人们

看见巍然屹立在车轭上的神鹰，认为这是掌握政权的象征，就一致拥

戴戈耳迪为国王。戈耳迪当了国王后，就把那辆象征命运的马车献

给宙斯，放置在神庙中。他用绳索打了个非常复杂的死结，把车轭牢

牢地系在车辕上，谁也无法解开。
由此，人们常用ａＧｏｒｄｉａｎｋｎｏｔ比喻ａｋｎｏ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ｏｒｉｍｐｏｓｓｉ

ｂｅｔｏｕｎｉｔ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ｔａｓｋ。

ｅｇ：１Ｗｅｍｕｓｔｔｒｙ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ｖｅｎｉｆｉｔｉｓｒｅａｌｌｙａＧｏｒｄｉ
ａｎｋｎｏｔ．

２Ｔｈｅｋｎｏｔｗｈｉｃｈｙｏｕ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Ｇｏｒｄｉａｎｏｎｅｗｉｌｌｕｎｔｉｅｉｔ
ｂｅｆｏｒｅｙｏｕ．

ｃｕｔｔｈｅＧｏｒｄｉａｎｋｎｏｔ斩断戈耳迪之结

ＣｕｔｔｈｅＧｏｒｄｉａｎｋｎｏｔ直 译 “斩 断 戈 耳 迪 之 结”。佛 律 基 亚

（Ｐｈｒｙｇｉａ）的国王戈耳迪，用乱结把车轭系在他原来使用过的马车的

辕上，其结牢固难解，神谕凡能解开此结者，便是亚洲之君主。好几

个世纪过去了，没有人能解开这个结。公元前３世纪时，古希腊罗马

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公元前３５６—３２３
年），在成为希腊各城邦的霸主后，大举远征东方。公元前３３４年，他

率领进入小亚细亚，经过佛律基亚时，看到这辆马车。有人把往年的

神谕告诉他，他也无法解开这个结。为了鼓舞士气，亚历山大拔出利

剑一挥，斩断了这个复杂的乱结，并说：“我就是这样解开的”，因此，

ｔｏｃｕｔｔｈｅＧｏｒｄｉａｎｋｎｏｔ就是意味着ｔｏｓｏｌｖｅ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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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ｑｕｉｃｋａｎｄｄｒａｓｔｉｃ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ｄａ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ｏｒｖｉｏｌ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ｓｏｌｖｅ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ｙｆｏｒｃｅ。按其形象意义，这

个成语与汉语成语“快刀斩乱麻”，“大刀阔斧，果断处置”十分相似。

ｅｇ：１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ｏｃｕｔｔｈｅＧｏｒｄｉａｎｋｎｏｔｔｏｗｉｐｅｏｕｔ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ａｔａｂｌｏｗ．

２Ｊｅａｎｉｓａｆｒａｉｄｏｆ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ｈｏｗｃａｎｓｈｅｃｕｔｔｈｅＧｏｒｄｉａｎ
ｋｎｏｔｉｎｈｅｒ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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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英语学习中的母语干扰

在英语学习中，大家会发现母语总是在干扰着我们的学习，从上

一讲所讲的那些错误中大都可以一些看到汉语的影子，甚至是明显

的母语干扰造成的结果。这一讲我们总结分析一下由汉语思维而导

致的英语错误。通过对学生习作中出现的母语干扰经过分析和总结

后，发现在词汇层面、惯用短语层面、句子层面和语篇层面都有不同

程度的母语干扰出现。

一 、母语干扰的类型

（一）词汇层面的母语干扰

词汇层面的母语干扰主要是指不能正确地选用词。英语词汇的

构成与汉语词汇的构成的规则是明显不同的。例如“手”和“机”构成

了“手机”（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茶”和“杯”构成了茶杯（ｃｕｐ）等等。这些

词在英语中都有独立的词语与其相对应。实际上汉语中有许多词在

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例如“二胡”、“炕”以及一些表示亲属称谓的

词等，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与其相对应的独立词条。很多中国的学生

在写作时如果遇到不会的词语，就通过自己对语言的感觉“造词”，将

词语会按 照 词 意 和 语 法 堆 砌 起 来。例 如 有 人 将“手 机”写 成“ｈａｎｄ
ｃａｌｌ”，将“茶杯”写成“ｔｅａｇｌａｓｓ”等，令人哭笑不得。

有的大学生的词汇学习还停留在英汉对照记忆的阶段，因而对

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掌握不全面。他们往往会把一个英语单词等同于

一个汉语词汇。例如在一篇题为“Ｍｙ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ｃａｔ”的作文中，某位学

生想说他家 里 养 了 一 只 可 爱 的 猫，于 是 他 写 道“Ｍｙｈｏｍｅｒａｉｓｅｓａ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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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ｖｅｌｙｃａｔ．”这完全是英汉词汇的“对号入座”，但“ｈｏｍｅ”这个“家”一

般指地点 而 不 指 人。根 据 英 语 习 惯 该 句 应 改 为“Ｍｙｆａｍｉｌｙｈａｓａ
ｌｏｖｅｌｙｃａｔ．”或“Ｗｅｋｅｅｐａｌｏｖｅｌｙｃａｔａｔｈｏｍｅ．”在 另 一 篇 题 为“Ｍｙ
ｂｅｌｏｖｅｄｃａｍｐｕｓ”的习作中有的同学把“落后”与“ｂａｃｋｗａｒｄ”等 同 起

来，在表达“我要 加 倍 努 力，否 则 就 要 落 后”时，写 成“Ｉｓｈｏｕｌｄｗｏｒｋ
ｍｕｃｈｈａｒｄｅｒ，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Ｉｗｏｕｌｄｂｅｂａｃｋｗａｒｄ．”而这句里的“落后”
应为“ｌａｇｂｅｈｉｎｄ”或“ｆａｌｌｂｅｈｉｎｄ”才对。只有在“经济落后”或“地区

落后”的情况下才用“ｂａｃｋｗａｒｄ”。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惯用短语层面的母语干扰

惯用短语层面的母语干扰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在应该用某个

英语的惯用短语来表达一个语义单位时没有用，而是将汉语的惯用

短语生搬硬套地逐词翻译出来；二是误用意思貌似的另外一个英语

惯用短语。如某位同学在习作“ｔｈｅｄａｙＩｗａ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ｂｙｃｏｌｌａｇｅ”
对自己未能进入理想的大学学习而遗憾的同时，鼓励自己“不管怎么

说，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她 的 英 文 表 达 为“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ｈｏｗｔｏ
ｓａｙ，Ｉａｍａｌｒｅａｄｙａｃｏｌｌａ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完全是逐词对译，并不能表达

“不管怎么说”这 种 让 步 关 系。地 道 的 英 语 应 该 是“Ａｎｙｗａｙ，Ｉａｍ
ａｌｒｅａｄｙａｃｏｌｌａ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另一个同学在同样题目的习作中，在历数

了高考没发挥好的几个原因后说“你们可不要学我”时，英文表达为

“Ｎｅｖｅｒ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ｍｅ．”这里“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ｓｂ．”“学某某”一般是指向

好的榜样学习，而习作者想表达的是“吸取教训”，故地道的英语说法

应该是：“Ｄｏｎ’ｔｆｏｌｌｏｗｍｙｅｘａｍｐｌｅ．”有的同学更是把“昨天我们玩

得很愉快”写成“Ｗｅｐｌａｙｅｄｖｅｒｙｈａｐｐｉｌｙ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指“度过了一段

愉快的时光”，英语的习惯用法是“Ｗｅｈａｄａｇｏｏｄｔｉｍｅ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类似的惯用短语层面的母语干扰在学生习作中比比皆是。

（三）句子层面的母语干扰

句子层面的母语干扰是指那些受汉语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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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语法错误但又不是规范的英语句子。英语与汉语表达方式的差异

在句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处于基础阶段的学生在写作中并没有

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而是将汉语的表达方式用在英语句子的写作中。
例如，有同 学 将“不 知 不 觉，期 末 考 试 已 经 来 临 了”写 成“Ｉｄｉｄｎ’ｔ
ｋｎｏｗ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ａｄｆａｌｌｅｎ．”“不 知 不 觉”的 含 义 是 起 先

不知道，后来觉察到了，而不是根本不知道。因此，原句应改为“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ｅｂｅｆｏｒｅＩ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ｉｔ．”

下面是学生英语写作中出现的一些典型的母语干扰句子，这些

句子均无语法错误，但都隐现了汉语思维的痕迹，ＣＥ指母语干扰。
（１）Ｍｙ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ｖｅｒｙｂｕｓｙ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ＣＥ）

Ｉｗａｓｖｅｒｙｂｕｓｙｗｉｔｈｍｙｓｔｕｄｙ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
（２）Ｈｉｓａｇｅｉｓｖｅｒｙｙｏｕｎｇ．（ＣＥ）

Ｈｅｉｓｖｅｒｙｙｏｕｎｇ．
（３）Ｍｙｅｘａｍｄｉｄｎ’ｔｐａｓｓ．（ＣＥ）

Ｉｆａｉ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ａｍ．
（４）Ｍｙ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ｖｅｒｙ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ｈｅｒｓ．（ＣＥ）

Ｉｄｉｄ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ｓｈｅｄｉｄｉｎｓｔｕｄｙ．
（５）ＴｏｄａｙｉｓＳｕｎｄａｙ．（ＣＥ）

ＩｔｉｓＳｕｎｄａｙｔｏｄａｙ．
（６）Ｉ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ｏｌｅａｒ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ｅｌｌｗａ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ＣＥ）

Ｉｆｏｕｎｄｉ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ｌｅａｒ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ｅｌｌ．
（７）Ｉｔｈｉｎｋｓｈｅｗｉｌｌｎｏｔｔｕｒ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ｅ．（ＣＥ）

Ｉｄｏｎ’ｔｔｈｉｎｋｓｈｅｗｉｌｌｔｕｒ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ｅ．
上面所列出的母语干扰与地道英语或规范英语的差距表明，母

语干扰在句子层面的表现并不完全一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英

语为母语的人根本 不 这 么 说，因 而 他 们 很 难 听 懂，如 例 句（１），（２），
（３），（４）；二是他们习惯上不这么说，但能听懂，如例句（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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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语篇层面的母语干扰

学生写作中语篇层面的母语干扰较为复杂，突出地表现在以下

３个方面。

１ 学生不习惯英语篇章及段落的写作 模 式。英 语 文 章 习 惯 于

把重要的思想放在首段，而段落的主要意思放在首句，即文章首段应

该有篇题句（ｔｈｅｓｉ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段落首句应该是主题句（Ｔｏｐｉｃ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这样文章会开门见山，一语破的，而后用细节逐层阐述篇题

句和主题句。中国学生受汉语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影响，在英语

写作时段落一般都缺少主题句，整篇文章没有篇题句，因而他们的英

语文章段落结构较为松散，逻辑性不强，缺乏连贯性和整体性，文章

中心不突出。

２ 学生写作时没有意识到英语语言高度“形合”的 特 点。他 们

所写段落中常常缺乏必要的衔接手段，比如句与句之间没有过渡性

的连接副词或介词短语等，是并列或主从句的小句之间却没有并列

或从属连词，因 而 常 常 出 现 一 逗 到 底 的 粘 连 句（ｒｕｎｏｎ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这种情况在学生习作中非常普遍。

３ 在某一特定 文 体 的 写 作 时，学 生 会 不 自 觉 地 套 用 汉 语 的 思

路，结果出现不伦不类的英语段落。下面是某同学的书信习作中的

一个片段：

Ｉｈａｖｅｎ’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ｙｏｕｒｌｅｔｔｅｒ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Ｈｏｗａｒｅ
ｙｏｕ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ｓｙｏｕｒｗｏｒｋｂｕｓｙｐｌｅａｓｅｒｅｐｌｙｍｅ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ｈｅｒｅｉｓｖｅｒｙｎｅｒｖｏｕ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ｄｗｅ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ｅｎｏｕｇｈ
ｔｉｍｅ．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ｇｉｖｅｓｕｓｔｏｏｍａｎｙ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ｓｏｗｅｃａｎ’ｔ
ｒｅａｄｗｈｅｎｃｌａｓｓｉｓｏｖｅｒ．Ｗｅｈａｖｅｎｏｍｅｔｈｏｄ．．．．

由于受汉语思维的影响，信中的母语干扰比比皆是，实在令人费

解。试修改如下：

Ｉｔｉｓ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ｙｏｕｒｌａｓｔｌｅｔｔｅｒ．Ｈｏｗ
ａｒｅｙｏｕｇｅｔｔｉｎｇｏｎ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Ａｒｅｙｏｕｂｕｓｙｗｉｔｈｙｏｕｒ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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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ｐｅｔｏｈｅａｒｆｒｏｍｙｏｕｓｏｏｎ．Ｗｅ’ｖｅｂｅｅｎｈａｒｄｐｒｅｓｓｅｄｆｏｒ
ｔｉｍｅ．Ｏｕ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ｒｅａｌｗａｙｓ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ｓｏｍｕｃｈ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ｗｅｃａｎｈａｒｄｌｙｈａｖｅａｎｙｔｉｍｅｆｏｒｏｕｒ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ｅｈａｖｅｎｏｗａｙｏｕｔ．．．．

二、母语干扰的原因及对策

（一）母语干扰的原因

Ａ 施动与受动

英语的句子有非常明确的主谓施动与受动关系。主语施动，用

主动语态；主语受动，用被动语态。汉语句子的主谓关系主要表示主

体与评论的关系。如果学生们不注意至一点，当然会犯错误。例如：

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ＩｔｈｉｎｋＩｃａｎｂ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ｍｙｃｌａｓｓ．
（误）

ＩｔｈｉｎｋＩｃａｎｂ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ｍｙｃｌａｓｓａｓｆａｒａｓ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ｉ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正）
这句话的是按照汉语的思维方式，先提出话题，然后对之评论。

这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英语造句必须明确主、谓、定、状等各成分

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

Ｉｆｆａｃｔｏｒｙｗａｎｔｔｏｃａｒｒｙ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ｓａ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误）

Ｉ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ｓａｒｅｎｅｅｄｅｄ．
（正）
这句话中的主从句是受汉语的影响，把主语当做主体，当做评论

对象。而在英语中，应予必须明白主谓的施受动关系。

Ｂ 非生物与生物

英语中习惯用 非 生 物 做 主 语，汉 语 中 习 惯 用 人 或 生 物 做 主 语。
例如，中国人说：Ｉｆｙｏｕｔａｋｅｔｈｉ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ｙｏｕｗｉｌｌｆｅｅｌｂｅｔｔｅｒ．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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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则会说：Ｔｈｉ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ｗｉｌｌｍａｋｅｙｏｕｆｅｅｌｂｅｔｔｅｒ．这无疑具有指

导意义。例如：
（１）Ｉｓｙｏｕｒｗｏｒｋｂｕｓｙ？（误）

Ａｒｅｙｏｕｂｕｓｙｗｉｔｈｙｏｕｒｗｏｒｋ？（正）
（２）Ｈｉ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ｐｅａｋｓｇｏｏｄ．（误）

ＨｅｓｐｅａｋｓｇｏｏｄＥｎｇｌｉｓｈ．（正）

Ｃ 及物与非及物

从英语语法特点来讲，英语动词是最关键的，掌握好英语动词的

形式变化和意义，错误就会很少犯。英语中的动词分及物动词和不

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必有宾语，没有宾语为错句。不及物动词没有

宾语，有了宾语为错句。学生们在写作时常犯这样的错误。例如：

Ｍｅｎｈａｄｔｏｗｏｒｒｙｏｗｎｈｅａｌｔｈ．（误）

Ｍｅｎｈａｄｔｏｗｏｒｒ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ｈｅａｌｔｈ．（正）

Ｗｏｒｒｙ为不及物动词，后接宾语是应加上ｏｖｅｒ。

Ｓｈｅｓｅｒｖ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ｐｌａｙｅｒｓ．（误）

Ｓｈｅ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ｐｌａｙｅｒｓ．（正）
在汉语中，我们常说“为……服务”，而在英语中的ｓｅｒｖｅ是及物

动词，不需要ｆｏｒ。
英语动词有的表示状态，有的表示动作。表示动作的又有表示

短暂动作与延续动作的区分。而汉语却没有对动词进行这么细的区

分。因此学生们由于汉语习惯的影响，常会犯一些错误。例如：
我在农场就认识他了。

ＩｋｎｅｗｈｉｍｗｈｅｎＩｗａ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ｆａｒｍ．（误）

Ｉｍａｄｅｈｉｓ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ｗｈｅｎＩｗａ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ｆａｒｍ．（正）

Ｋｎｏｗ 是 个 延 续 性 动 词，ｍａｋｅｈｉｓ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表 示 状 态 的

起始。
这本书我可以借多久？

ＨｏｗｌｏｎｅｃａｎＩｂｏｒｒｏｗｔｈｅｂｏｏｋ？（误）

ＨｏｗｌｏｎｇｃａｎＩｋｅｅｐｔｈｅｂｏｏ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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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中的“借”，在汉语里可表示一时的动作，也可以表示持久

的状态，在英语里表动作用ｂｏｒｒｏｗ，表状态用ｋｅｅｐ。

Ｄ 时态

英语的不同时态是由不同的动词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于学生来

说，这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难点。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Ｈｅａｌｗａｙ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ｈａｒｄ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ｓ．（误）

Ｈｅａｌｗａｙ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ｈａｒｄ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ｅｄ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ｓ．（正）
这句话的错误在 于 前 边 用 过 去 时，后 边 用 现 在 时，两 者 时 态 不

统一。

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ｗａｎｔｅｄｔｏｇｏｗｉｔｈｍｅ．（误）

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ｗａｎｔｔｏｇｏｗｉｔｈｍｅ．（正）
错句中助动词用了过去时，动词就不能再用过去时了。

Ｅ 谓语与动词

在汉语的使用中，中国人没有很强的语法观念，常常将没有动词

意义的形容词、介词等误用做动词。而在英语中，只有动词才能用做

谓语。例如：

Ｔｈｉｓｔｅｒｍｗｅ’ｌｌｖｅｒｙｂｕｓｙ．（误）

Ｔｈｉｓｔｅｒｍｗｅ’ｌｌｂｅｖｅｒｙｂｕｓｙ．（正）
在汉语中的“忙”可以作谓语，而在英语中，“ｂｕｓｙ”是形容词，不

能直接用，必须要说ｂｅｂｕｓｙ。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母语语法对英语表达上的影响。其实英汉两

种语言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语系———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而这在

语音、形态、语法、词汇和修辞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所以他们不

可以通过已有的汉语和英语凭感觉将词汇按照词义和语法堆砌起

来。英语中有数、时态、语气、语态等的表达与汉语是很不相同的，所

以如果学生们平时写作文时生搬硬套汉语的语法，不注重两种语言

的不用之处也会出现大量中式英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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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ｅａｎｄｆｌｅｓｈｏ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肝胆相照

Ｂ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ｅａｎｄｆｌｅｓｈｏ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直译为“骨中之骨，肉中

之肉”，出自《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神话。据《旧约·创世纪》第２
章叙述：太初之际，混沌未开，耶和华上帝开天辟地。第一天耶和华

创造了白天和夜晚；第二天创造了天空和风云；第三天创造了高山峻

岭、平原河流，以及富饶的土地和芳香的花果；第四天他又创造了太

阳、月亮和星辰，确定年岁、季节、月份和日期；第五天他创造了各种

形状和大小的鱼类和飞禽；第六天他才创造了各种陆上动物，然后他

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一个男人，名叫亚当（Ａｄａｍ），这

就是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后来，耶和华见亚当独居无伴侣帮助他，于

是，趁亚当沉睡的时候，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叫夏

娃（Ｅｖｅ），领到他面前，亚 当 说：“Ｔｈｉｓｉｓｂｏｎｅｏｆｍｙｂｏｎｅａｎｄｆｌｅｓｈ
ｏｆｍｙｆｌｅｓｈ．”（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从此两人结为夫妻。

Ｂ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ｅａｎｄｆｌｅｓｈｏ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常用来比喻血缘上的亲

属 关系或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即ａｓｃｌｏｓｅａｓｆｌｅｓｈ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ｔｏｂｅｉｎ
ｓｅｐｅｒａｔｅｌｙ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等的意思。

ｅｇ：１Ｏｕｒａｒｍｙｉｓｂ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ｅａｎｄｆｌｅｓｈｏ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ｏｆ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２ＴｈｅＩ．Ｗ．Ｗ．ｗａｓｂ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ｅａｎｄｆｌｅｓｈｏ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ｏｆ
ｔｈ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ｄａｍ’ｓａｐｐｌｅ喉结

亚当是圣经中人类的始祖，而苹果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还悠久。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中，苹果都是受人喜爱的

一种 果 实。英 语 中 有 个 谚 语：Ａｎａｐｐｌｅａｄａｙｋｅｅｐｓ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
ａｗａｙ．但据圣经故事上说，苹果也给人类带来了麻烦，男人的喉结就

是因吃苹果引起的。
《旧约·创世纪》第３章讲到人类的起源，传说上帝创造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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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亚当和夏 娃，在 东 方 的 伊 甸（Ｅｄｅｎ）建 立 了 一 个 园 子 给 他 们 居

住。伊甸园里生长着悦人眼目的各种树木，树上长着各种各样的果

实。上帝吩咐亚当说：你可以随意吃园中的各种果子，只是不能吃那

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吃了必定要死。这种“禁果”就是ａｐｐｌｅ。后

来，亚当的配偶夏娃听信蛇的诱惑，不顾神谕，吃了善恶树上的禁果，
还把这果子给她丈夫吃。亚当因心怀恐惧，吃时仓促，有一片果肉哽

在喉中，不上不下，留下个结块，就叫“亚当的苹果”两人吃了这果子

就心明眼亮，能知善恶美丑。但是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告诫而被

逐出伊甸园。从此，亚当就永远在脖子前端留下“喉结”，作为偷吃禁

果的“罪证”。上帝还惩罚亚当，“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不过也有一说是正当亚当吃的时候，上帝来了，所以亚当急忙吞

下去，不料哽在喉咙间了。

ｅｇ：１ＹｏｕｒＡｄａｍ’ｓａｐｐｌｅｉｓｎ’ｔ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２Ａｄａｍ’ｓａｐｐｌｅｃａｎｂｅｍｏｒ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ｓｅｅｎｏｎｍｅｎｔｈａｎｗｏｍｅｎ’ｓ

ｔｈｒｏａｔｓ．
ｓｅｌｌｏｎｅ’ｓｂｉｒｔｈｒｉｇｈｔｆｏｒａｍｅｓｓｏｆｐｏｔｔａｇｅｓ因小失大；见利弃义

Ｓｅｌｌｏｎｅ’ｓｂｉｒｔｈｒｉｇｈｔｆｏｒａｍｅｓｓｏｆｐｏｔｔａｇｅｓ直译为：“为了一碗

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继承权”。
《旧约·创世纪》第２５章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犹太族长以

撒的妻子利百加怀孕期间，感觉到两个胎儿在她腹内互相踢打，就去

问耶和华，耶和华对她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

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小的。”
后来，利百加果然生下一对孪生兄弟，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

两兄弟长大后，以扫好动，常外出打猎；雅各则常在家里帮助料理家

务。有一天，以扫打猎回来，又饥又渴，看见弟弟雅各在熬红豆汤，就

对他说：“我饿极了，给我喝点红豆汤吧！”雅各说：“你要喝汤，就把你

的长子权卖给我”。“你都要饿死了，要这长子权有什么用呢？”于是，
以扫便按雅各的要求，对天起誓，把长子权卖给雅各，换来饼和红豆

汤。以扫吃饱喝足后，起身走了。他哪里想到，为了这碗红豆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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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裔便注定要服伺雅各的后裔。
由此，人们用ｔｏｓｅｌｌｏｎｅ’ｓｂｉｒｔｈｒｉｇｈｔｆｏｒａｍｅｓｓｏｆｐｏｔｔａｇｅ短

语，来 比 喻ｔ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ｏｆｌａｓｔ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ｉｓｏｆ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ａ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ｏｎｌｙ；ｔｏｓｕｆｆｅｒａｂｉｇｌｏｓｓｆｏｒａｌｉｔｔｌｅ
ｇａｉｎ．这个成语常缩略为ｆｏｒａｍｅｓｓｏｆｐｏｔｔａｇｅ的形式。有时也可用

ｔｏｓｅｌｌｏｎｅ’ｓｂｉｒｔｈｒｉｇｈｔｓ。

ｅｇ：１Ｉｔｗａｓａｒｇｕｅｄｔｈａｔｊｏ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ｗｏｕｌｄｂｅ
ｇｉｖｉｎｇａｗａｙ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ｆｏｒａｍｅｓｓｏｆ
ｐｏｔｔａｇｅ．

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ｍｅｓｓｏｆｐｏｔｔ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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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中西语言交际比较

任何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生活过的人，都会感觉到不同文化的人

的说话方式有很大差别———不仅仅是他们所使用的语音、语法，以及

词汇等有所不同，而且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语言

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语言是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

展的，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
历史、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

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本讲我们将对交往过程所涉及的中西方言语

交际规则和言语交际行为的差异进行探讨。

一、中西语言交际礼貌规则差异

礼貌是各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事实上恐怕世界上各民

族都有其独特的原则或准则，各有各的讲究。英国人的礼貌讲究绅

士风度，言谈 举 止 彬 彬 有 礼，礼 貌 被 看 成 是“一 封 四 方 通 用 的 自 荐

书”。人们讲究礼貌蔚然成风，不敢稍有疏忽。如不把胡子刮得干干

净净，裤子 哪 怕 一 个 纽 扣 没 扣 好，衣 领 和 领 带 不 整 洁 都 是 失 礼 的

表现。
中国人也十分重视礼貌，人际交往要“客气”一番，需别人请几遍

才接受邀请，往往是双方“客气”了半天没有结果。西方人似乎无暇

“客气”，接受邀请与否直截了当。这样，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

互交往，各自按各自的礼貌原则行事，产生误解是很自然的，这是因

为，文化不同，讲究的礼貌或遵循的礼貌原则可能大相径庭。又如在

西方，向别人提供帮助、关心、同情等的方式和程度是根据接受方愿

意接受的程度来 定 的；而 中 国 人 帮 起 忙 来 一 般 是 热 情 洋 溢，无 微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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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例如：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看到一位老教授蹒跚过车水马龙

的马路，出于同情心，他飞步上前挽住老人，要送他过去，但是他得到

的却是怒目而视。请看下面的对话：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Ｍｒ．Ｗｈｉｔｅ，ｙｏｕａｒｅｓｏｐａｌｅ，ａｒｅｙｏｕｓｉｃｋ？

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ａｃｈｅｒ：Ｗｅｌｌ．．．ｙｅｓ．Ｉｈａｖｅｇｏｔａｂａｄｃｏｌｄｆｏｒ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ａｙ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Ｗｅｌｌ，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ｇｏｔｏ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ｎｄｓｅｅ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ｓｓｏｏｎ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ｒ．．．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ｍｅａｎ？

中国人建议患上感冒的人马上去看医生，表示真诚的关心，而美

国人对此不理 解，会 认 为 难 道 他 的 病 有 如 此 严 重 吗？因 此，只 要 回

答：“Ｉ’ｍｓｏｒｒｙｔｏｈｅａｒｔｈａｔ”就够了。
可见，中国社会中人们遵循的礼貌原则，无论在其内涵、方略等

方面都与西方的礼貌原则有差异。尽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人们所

遵循的“礼”，与其历史上所涵盖的内容已有很大变化，但不得不承

认，它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其初始的印记，区别是程度上的，不是本

质的。“礼”在中国，从古至今历来是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的最重要

的规范，它大大不同于西方社会中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如何措辞等的

礼貌原则。
中华民族重视“伦理”道德，本质上就是对“礼”的重视。中国的

封建社会，本质上是等级社会，以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为治世

根本，而这些等级秩序本身正是“礼”的本质规范。体现为“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具体讲，在交际行为的节制方面，“上尊

下卑”或“卑己尊人”是“礼”的具体表现。
这种“上尊下卑”的礼貌原则对西方社会来讲肯定是不受人们欢

迎的。因为在主体上，西方是平等取向，人际之间的关系基于平行的

关系。这显然与中国的“身份制”和差序格局相悖。西方由于受平行

或平等社会格局的影响，对他们来讲礼貌所强调的不是人际之间的

“别”，而是人际间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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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又是一个以群体为主要取向的社会。长期以来人们以

群体／集体利益为重，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人们的一言一行必须符合

社会和群体的期望，维系社会关系至高无上。在这个大前提下，个人

利益可以忽略，为 集 体，为 他 人，个 人 可 以 忍 辱 负 重。因 此“谦 卑”、
“谦虚”的礼貌行为是人人所崇尚的。

对西方来讲，由于人们追求自我实现，个人奋斗，人们高度重视

个人权力，个人隐私；人们强调各展其才，各实其志，自我牺牲的精神

自然成为个性 发 展 的 绊 脚 石。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讲，中 国 社 会 中，作 为

“礼”的衍生物———礼貌原则，肯定与西方的礼貌原则有着本质上的

差别。
中国人在日常交际中所强调的礼貌准则是可以被称之为“卑己

尊人”的“谦虚”准则。而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平行或平等的关系

为取向的西方社会来说，个人利益、个人权力、隐私、个人自由、个人

领域、个性解放 或 自 我 实 现，都 被 当 做 是 神 圣 不 可 侵 犯 的。人 们 之

间，哪怕上级对下级，父母对子女，教师对学生，实施“命令”、“建议”、
“劝告”、“批评”、“要求”等指示性言语行为都会被当做对个人主义的

侵扰。在西方社会，当人们相互请别人做事时，可视具体情况，采用

下列一些间接、委婉的得体的语言：

Ｗｉｌｌｙｏｕｏｐｅ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

Ｃａｎｙｏｕｏｐｅ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

Ｗｏｕｌｄｙｏｕｍｉ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

Ｃｏｕｌｄｙｏｕ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ｏｐｅ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

中国人的“卑己尊人”还表现在人们在公开讲话的开场白的措词

方面。不少中国人包括领导，在讲话前，总要客气一番，说“我没有什

么更多的好讲”或者“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好讲”，或者“我的讲话

会浪费大家的时间”等等，意思是自己很谦虚。然而，类似的话会使

外国人大吃一惊，或莫明其妙，他们觉得既然“没什么好讲的”，“会浪

费大家时间”那还讲什么呢？

因此中 国 文 化 也 被 称 之 为“他 人 取 向”（ｏｔｈ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ｅ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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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己”是为了尊人。那么，中国人的“卑己”和西方人的“贬己”是否

有相同之处呢？也不尽然，在很多场合下，二者的内涵相去甚远，因

此，在东西方人交往时造成的笑话也很多。有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

点，说的是由于西方人不明白中国人的自谦语“哪里，哪里”，结果铸

成笑料。当这个西方人被邀参加一对中国人的婚礼时，他很有礼貌

地赞扬新娘长的很漂亮，一旁的新郎代新娘谦虚道“哪里，哪里！”，不

料这位西方朋友听了大吃一惊，想不到笼统地赞美中国人还不过瘾，
还需要举例说明。于是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头发，眉毛，眼睛，
耳朵，鼻子，嘴巴，都漂亮！”，结果引起哄堂大笑。

二、中西语言交际行为差异

言语行为是指人们通过言语所完成的行为，如人们在日常交往

中相互间的称呼、问候、恭维、请求和告别等等。从语言学或交际学

的角度看，言语行为是交际过程中的最小单位，是更大单位的交际结

构的组成部分。人们在交际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会因文化、区域、地

区、职业、性别及个人而异。事实上，实施或完成某项言语行为是一

个与交际对方相互协商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视具体的环境或情景

而定。不同社会乃至同一社会的不同群体或言语社团在问候、道歉、
感谢、祝贺、邀请、恭维等诸多言语行为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
即使是相类似的情景，相同的社会功能，不同文化所使用的言语行为

的语句及行为可能截然不同，所采用的策略也可能有天壤之别。
下面将对中西方“称 呼”、“邀 请”、“请 求”、“拒 绝”、“道 歉”、“恭

维”、“感谢”等言语行为和言语现象进行对比，以进一步增强我们对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了解与认识。

（一）称呼言语行为

称呼语是日常人际交往中经常发生的沟通人际关系的信号和桥

梁，它最能明显的反映出说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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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给予合适的称呼不仅有助于双方保持进一步的接触，而且还能增

进相互间的理解和友谊。然而，由于社会结构、血缘关系及文化取向

等方面差异的存在，中西方在称呼语系统和称呼语的使用等方面都

存在很大差异。
受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传统伦理、血缘、宗族等社会因素的影

响，中国社会的称呼系统比较复杂，包括亲属称呼系统和非亲属称呼

系统，每个系统都有丰富的称呼词语。亲属称呼系统中比自己长三

辈的有“曾祖父、曾祖母”；长二辈的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长

一辈的有“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姑姑、姑父、舅舅、舅妈”等；平辈的

有“哥哥、嫂子、姐 姐、姐 夫、弟 弟、妹 妹、表 哥、表 姐、堂 哥、堂 姐”等。
亲属称呼有时还根据排行冠以数字，如：“二叔、三姑、二舅、三姐、四

弟”等；而在家中排行最大的则被称为“大舅、大哥、大姐”等。与此不

同，在 英 美 家 庭 中，无 论 是 父 亲 的 父 亲，还 是 母 亲 的 父 亲，都 称 为

“ｇｒａｎｄｐａ”，同 样，无 论 是 父 亲 的 母 亲，还 是 母 亲 的 母 亲，都 称 为

“ｇｒａｎｄｍａ”；亲属中，与父母平辈的男性都称为“ｕｎｃｌｅ”，女性都称为

“ａｕｎｔ”；而与同辈的兄弟姐妹或年龄相仿的父母辈亲属之间，一般相

互称呼名字。
汉语非亲属称呼系统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称呼类型（前面带姓不

带姓都可）：①按职衔称呼，如：“（李）局长、（江）主席、（张）经理、（王）
主任”等；②按职称称 呼（部 分），如：“（杨）教 授、（李）工（程 师）”等；

③按职业称呼（部分），如：“（张）医生、（黄）老师、（林）教练”等；④按

年龄称呼，包括借用亲属称呼如“（张）大爷、（李）奶奶、（王）大哥”等

和用“老”或“小”冠 在 姓 氏 上 如“老 张、小 王、李 老”等；⑤泛 称，如：
“（王）同志、（刘）师傅、（邓）先 生、（李）女 士”等。例 如，我 们 可 以 说

“主任，有人找您”，“张老师，这是我的作业”，“师傅，请问团结路怎

么走？”等等。英语中有时也用职务称呼人，但只限于：对高级官员如

总统、总理、部长等；对教会人员如神父、修女等；对一些专业人员如

医生、教授、博士、船长、军队将领等，称呼时一般使用“头衔＋姓”的

方式。例 如，我 们 可 以 说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ｕｓｈ）或 Ｍ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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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ｔｈｅｒ／Ｓｉｓｔｅｒ（Ｔｅｒｅｓａ）”，“Ｄｏｃｔ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Ｃａｐｔａｉｎ（Ｓｍｉｔｈ）”等

等。除此之外，正式的称呼用语还包括“Ｍｒ．／Ｍｒｓ．／Ｍｉｓｓ／Ｍｓ．＋ＬＮ
（ｌａｓｔｎａｍｅ）”，其中，Ｍｒ．可用于所有的成年男子，Ｍｒｓ．仅用于已婚

女子，Ｍｉｓｓ用于未婚女子，Ｍｓ．可用于已婚或未婚女子。
在非正式场合下，不论地位和职务高低，西方人一般都愿意直呼

其名，大学教授或公司经理都愿意他们的学生或下级以名称呼他们，
以示他们之间关系亲密或地位同等。而在中国，下级或者小辈绝对

不能直呼上 级 或 长 辈 的 名 字，否 则，就 是 不 敬。英 语 中，不 能 使 用

“ｔｅａｃｈｅｒ”来直接 称 呼 老 师，而 应 使 用“Ｍｒ．／Ｍｒｓ．／Ｍｉｓｓ／Ｍｓ．＋ＬＮ
（ｌａｓｔｎａｍｅ）”。另外，一 些 在 汉 语 中 很 有 礼 貌 的 称 呼 在 英 语 中 却 可

能是不礼貌的。例如：汉语中经常会借用一些亲属称呼如“爷爷、奶

奶、叔叔、阿姨、大哥、大姐”等来称呼非亲属成员，甚至陌生人，以表

示亲切，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极不礼貌的。英语中，对陌生人一

般用敬称“ｓｉｒ”，而对其他的非亲属成员则用“Ｍｒ．／Ｍｒｓ．／Ｍｉｓｓ／Ｍｓ．
＋ＬＮ（ｌａｓｔｎａｍｅ）”以示尊敬。“小王、小张”在汉语中是个亲切的称

呼语，但若套用到英国人身上就是不得体的；反过来，英国人称呼对

方的名字以示亲切，但如果一位英国绅士贸然称呼张晓莉女士为“晓

莉”甚至“莉”，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此外，受传统的 “贬己尊人”思想的影响，汉语中对别人一方和

对自己一方的称呼有很大区别，常常用敬词来褒扬对方或与对方有

关的人、事或行为，以示恭敬，而用谦词来贬抑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

人，以示谦虚。例如，称别人的妻室为“尊夫人”、“令妻”，而称自己

的妻室为“贱内”、“内人”、“拙荆”；称对方的父母为“令尊”、“令堂”，
而称自己的父母为“家母”、“家父”；称对方的弟妹为“贤弟”、“令妹”，
而称自己的弟妹为“舍弟”、“舍妹”；称别人的儿女为“令郎”、“令爱”，
而称自己的儿女为“犬子”、“小儿”、“小女”等。例如，《红楼梦》第十

五回中：［北静王世荣］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

老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 清 于 老 凤 声’，未 可 量 也。”贾 政 陪 笑 道：
“犬子岂敢谬承金奖，赖藩郡余祯，果中所言，亦荫生辈之幸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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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北 静 王 称 宝 玉 为“令 郎”，“龙 驹”，“雏 凤”，称 贾 政 为“老 世

翁”，“老凤”，以表恭敬；而北静王自称“小王”，贾 政 称 儿 子 宝 玉 为

“犬子”，都是贬己以示谦虚。而英语中则没有如此复杂的区分。

（二）邀请言语行为

“邀请”这一言语行为是各社会，各群体所共有的普遍性言语行

为。然而，不同社会对“邀请”这一言语行为有不同的社会规范，不同

的社会期望，因此，中西方对于如何发出“邀请”，对其如何解释，如何

反应等会因文化的不同而迥异。
一般来说，对于正式的社交活动，西方人一定会向客人发出书面

邀请；但属日常生活中非正式的社交活动，如节假日或周末的聚会、
野餐等，邀请者往 往 通 过 电 话 或 见 面 时 口 头 邀 请 的 方 式 告 知 客 人。
在交谈中，西方人常常会说“Ｌｅｔ’ｓｇｅ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Ｌｅｔ’ｓ
ｈａｖｅｌｕｎｃｈ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ｉｎｇｓｓｅｔｔｌｅｄｏｗｎ．”“Ｗｅｒｅａｌｌｙ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ｌｕｎｃｈｓｏｏｎ．”或 “Ｗｈｙｄｏｎ’ｔｗｅｇｅ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ｅ
ｄａｙｓ？”对中国人来说，这些话似乎是在进行邀请，但实际上，这只是

结束交谈的一种信号或者是为了达到维系现有良好关系的愿望的表

示而已。如果把这些话误认为是对方的邀请，对此信以为真，而又等

不到对方的邀请，那么，就会认为此人不遵守诺言，言而无信，进而造

成更深的误会。对西方人来说，邀请别人时必须说明具体的时间、地

点和活动内容等，而且要请求对方的答复，比如：“Ｉ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ｉｎ
ｖｉｔｅｙｏｕｆｏｒａ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ｔｍｙｈｏｕｓｅａｔ８Ｆｒｉｄａｙｅｖｅｎｉｎｇ，ｃａｎｙｏｕ
ｃｏｍｅ？”“Ｗｏｕｌｄｙｏｕｌｉｋｅｔｏｓｐｅｎｄｔｈｅ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ｗｉｔｈｕｓｉｎ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ａｎｙｏｕｃｏｍｅｔｏｍｙｈｏｕｓｅｆｏｒｄｉｎｎｅｒＦｒｉｄａｙｎｉｇｈｔ？”
等等。如果没有时间、地点和活动内容等要素，就不能构成真正的邀

请。当然，中国人在道别的时候有时也说“有空来我家吃饭”、“有空

来我家玩”之类的客气话，这些也不是真正的邀请。
在西方，邀请别人时，要尊重别人的个人意见，双方必须经过坦

诚地协商。因此，美国人在邀请别人时常说，“．．．ｃｏｍｅｉｆｙｏｕｗ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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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或“Ｗｏｕｌｄｙｏｕｌｉｋｅｔｏ．．．”，是要给别人 留 出 自 由 选 择 的 空 间。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话会让人感觉邀请人不诚恳，在中国，邀请

一般要反复几次，以示真诚，而受邀者也会推辞好几次才最后接受。
中国人在邀请 别 人 时 会 说 诸 如“一 定 要 来 啊”，“不 见 不 散”之 类 的

话，以表示诚意。
西方人对别人的邀请，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一般都会给予明确

的答复并表示感谢。在拒绝时，要先感谢以表示领情，再表示歉意并

说明拒绝的原 因。对 于 一 些 非 正 式 的 邀 请，如 下 班 一 起 吃 饭，喝 茶

等，如果不能接受，也 要 先 表 示 谢 意，再 表 示 歉 意，并 简 要 的 陈 述 原

因。如果对别人的邀请不能立即做出明确的答复，也可以在社交活

动的前几天告诉邀请者，以便邀请者重新做出安排。而中国人在受

到别人的邀请时，往往不是爽快地答应或者明确的拒绝，而是半推半

就的应承或者含糊其辞。例如，一位同事邀请你去他家吃饭，你想去

可又怕麻烦别人，你可能会说“那太麻烦你了”或“算了吧”，如果你不

想去可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怕有损对方的面子，你可能会说“改天

吧”或“下 次 吧”。中 国 人 有 时 对 别 人 的 邀 请 会 很 客 气 的 回 答 说，
“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Ｉ’ｌｌｔｒｙｔｏｃｏｍｅ．”这种回答也会使美国人感到茫然，
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你是否能来。此外，中国人一旦受到邀请，一般要

回请，以表示某种程度上的感激之情，这在西方也是罕见的。

（三）请求言语行为

由于受传统文化及差序格局的影响，中国人实施“请求”行为的

语句要么过于“直接”（尤其在地位高者对地位低者请求时），要么过

于“间接”，经常以“暗示”方略请求别人做事情。在中国社会，地位较

高者向地位较低者，年长者对年轻者要求做某事是“名正言顺”；地位

低者或年轻人满足地位高者或年长者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

无须“间接”或“婉转”。例如，总裁可能会对秘书说“小张，把这份材

料给我复印一下”，爸 爸 也 可 能 对 儿 子 说“儿 子，去 给 爸 买 包 烟”。
“平等性”关系（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或 圈 里 人（ｉｎｇｒｏｕｐ）之 间 相 互 请 求 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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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直截了当，比如同学之间或朋友之间，这可能是因为圈里人相互

关系亲近，在很多方面有所共享，而且把为别人做事当做自己应尽的

义务和责任的缘故。“直接式”请求往往以祈使句的结构形式实现，
如：“过来一下！”“快！”“把酒打开！”“帮个忙！”中国人过于“直接”的

请求行为可能会使西方人感到过于突兀，不礼貌。
但是，地位较低 者 对 地 位 较 高 者 或 下 级 对 上 级，幼 者 对 长 者 的

“请求”很可能“名不正”，“言不顺”，因此请求者必须小心谨慎，要非

常“间接”，“婉转”或“暗示”。说话人在请求之前，可能会尽力为其请

求建立一个情景 框 架，使 其 请 求 听 起 来 合 理，并 使 对 方 有 个 思 想 准

备。例如，要向领导或老师请假，一般不会直接说“主任／老师，我想

请假”，而可能会说“主任／老师，我今天头特别疼”或者“我们家有点

急事”。然而，过于间接的请求方式可能会使美国人感到十分茫然，
不解其意，甚至会认为要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英美人在请求别人做事情时，经常使用不同的间接式言语行为

来表示礼貌和文明，直接和间接的程度主要受制于被请求者和请求

者的社会地位、熟悉程度、年龄、性别，以及请求内容或行为的难易程

度。被请求者的社 会 地 位 越 高、年 龄 越 大、涉 及 的 内 容 越 特 殊 或 困

难，间接或暗示的程度就越大。另外，“请求”行为的直／间接程度还

受环境、场合、交际双方的身体距离、气氛等因素的影响。在西方，人

们多用句法结构的变化来实现其请求，或依赖语句的言外之力来达

到请求的目的。例如：要借别人的笔，按直／间接程度的不同，可以说

“Ｇｉｖｅｍｅａｐｅｎ．”“Ｌｅｎｄｍｅａｐｅｎ，ｐｌｅａｓｅ．”“Ｈｉ，ｂｕｄｄｙ，Ｉｗｏｕｌ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ｉｔｉｆｙｏｕ’ｄｌｅｔｍｅｕｓｅｙｏｕｒｐｅｎ．”“Ｗｏｕｌｄｙｏｕｐｌｅａｓｅｌｅｎｄ
ｍｅａｐｅｎ．”“Ｉ’ｍｓｏｒｒｙｔｏｂｏｔｈｅｒｙｏｕ，ｂｕｔｃａｎＩａｓｋｙｏｕｆｏｒａｐｅｎ？”
等等。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实施请求言语行为时，都可能很间接，但原因

不同。中国人是由于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人或群体取向的影响

和面子上的考虑而实施请求的，他们尽量达到既不损害自己也不损

害对方的积极面子；而西方则与个人取向密切相关，人们在向他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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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请求时，尽量做到委婉，尽量不给对方一个“强加”的感觉，他们首

先考虑的是彼此间的消极面子不受损害。

（四）拒绝言语行为

“拒绝”言语行为主要围绕 “请求”、“邀请”、“提供”和“建议”等

言语行为来进行。
影响汉语“拒绝”行为的社会因素主要是社会地位，地位较低者

在拒绝地位较高者的请求、建议、邀请、提供（帮助）等言语行为时常

使用“道歉”或“遗憾”语，但地位较高者在拒绝地位较低者时通常不

使用“道歉”或“遗憾”语句。例如：你的上司请你去他家吃晚饭，你有

事去不了，可能会说“实在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去不了，真是太遗

憾了”，而如果是你请上司，上司可能会说“哎呀，我今天有点事，去不

了，改天吧”。这显然是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格局的具体体现。
但是，由于受“平等”或“平行”的人际关系取向的影响，西方人对

社会地位高的人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敏感，反而，他们对地位是否平等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这一现象却异常关心，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拒绝他人请

求、建议、邀请、提供（帮助）时皆使用“道歉”或“遗憾”语，地位平等的

人亦然。在关系比较明朗，如亲密朋友或社会地位距离较大的人们

之间，美国人倾向于使用诸如“Ｉｒｅｆｕｓｅ”或“Ｎｏ”等较为直接的形式；
而在关系不够明确，即地位较为接近、较为平等或较为熟悉的人之间

如同学、同事之间，人们倾向于使用间接的拒绝方式。例如，人们可

能会采用：①表示自己的态度语：“Ｉ’ｄｌｉｋｅｔｏｂｕｔ．．．”；②表 示 遗

憾：“Ｉａｍｓｏｒｒｙ．．．”；③陈述拒绝原因：“Ｉｈａｖｅａｈｅａｄａｃｈｅ”；④表

示未来可能接受请求的愿望或可能性：“Ｉｆｙｏｕｈａｄａｓｋｅｄｍｅｅａｒｌｉｅｒ
．．．”或 “Ｉｗｉｌｌｄｏｉｔｎｅｘｔｔｉｍｅ”；⑤原则的表示：“Ｉｎｅｖｅｒｄｏ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ｆｒｉｅｎｄｓ”；⑥哲理性的表态：“Ｏｎｅｃａｎ’ｔｂｅｔｏｏｃａｒｅｆｕｌ？”；

⑦对请求者移情：“Ｄｏｎ’ｔｗｏｒｒｙａｂｏｕｔｉｔ”。
总之，东方在“拒绝”语的使用方面与西方（尤其美国）的区别在

于：东方对社会地位的敏感性远远超过西方，而对西方来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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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通过拒绝语协同一个“平等”地位或协同一些“共同”之处。

（五）道歉言语行为

道歉是言语交际中的一种补救性施事言语行为，也是一种礼貌

的社会行为。当交际者冒犯了对方的面子时，需要向对方道歉，运用

正确的道歉策略可以挽救对方的面子，维护双方和谐的人际关系，达

到交际目的。
道歉并不只是那些含有“对不起”、“请原谅”、“很抱歉”等字眼

的话语，而是所有从功能上起道歉作用的话语，中西道歉言语行为在

使用频率、社会功能和策略的选择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中国文化重视集体的和谐，强调“集体主义”。因此，人们惯于采

用预防措施避免冲突的发生，习惯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众不

同意别人的意见或与之冲突，在公众看来是不可取的，而且严重的冲

突会损害双方的面子。减少了冲突，人们的交往也就减少了对抗，不

轻易冒犯别人，道歉频率自然较低。而西方文化重视个人意见和差

异，强调“个人主义”，适当程度的冲突被看作是积极的行为。为了维

护“个人”的脸面，人们甚至可以争吵或争斗，人们免不了冲突，也就

免不了冒犯对方。因此，道歉频率较高。
另外，西方社会对个人的区域、时间及其他隐私特别重视，西方

人认为是侵犯个人权利的事情对中国人可能不是。例如，在拥挤的

公共汽车上或者百货大楼里不小心撞到了别人，西方人都会道歉，因

为“碰撞”被他们看作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对个人区域的侵犯，而中国

人则认为轻微的碰撞无须道歉。此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认为一些

无法控制的行为也是一种失礼，例如在交谈、进餐时咳嗽、打嗝、打喷

嚏等，他们会说“Ｅｘｃｕｓｅｍｅ”来修复这些行为，而中国人对这类行为

一般不介意，不会道歉。
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以维护上尊下卑的秩序为根

本，上级或长辈冒犯了下级或晚辈，一般无须道歉或者只是轻描淡写

而已，相反，如果下级或晚辈冒犯了上级或长辈，则必须道歉，有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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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请求上级“批评”或“处分”；而在西方文化中，社会结构是平等

取向，由于个人主义或人权至上主义，不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长辈还

是晚辈，只要冒犯了别人，就等于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就必须道歉，而

且道歉必须诚 恳。下 面 几 个 例 子 反 映 了 中 西 道 歉 言 语 行 为 的 一 些

差异：
例１．（开会时，领导迟到）

中：“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吧。”
西：“Ｉ’ｍｓｏｒｒｙ．Ｉ’ｍｌａｔｅ．Ｉｗａｓ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ｙｄｅｔａｉｎｅｄ．”

例２．（儿子生日爸爸忘记买礼物）
中：“呀，你瞧爸爸这记性，明天一定把礼物给你带回来。”
西：“Ｉ’ｍｓｏｒｒｙ，ｂｏｙ．Ｉｗａｓｓｏｂｕｓｙｔｈｅｓｅｄａｙ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ｇｉｆｔｓｌｉｐｐｅｄｍｙｍｉｎｄ．Ｉｗｉｌｌｇｅｔｉｔｆｏｒｙｏｕ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Ｙｏｕｃａｎｂｅ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ａｔ．”

例３．（未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
中：“主任，实在 对 不 起，我 没 能 完 成 您 交 给 我 的 任 务，我

应该检讨，请您处分我吧。”
西：“Ｉ’ｍｖｅｒｙｓｏｒｒｙ．Ｉ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ｆｏｒｇｏｔａｂｏｕｔｉｔ．Ｉｓｕｐ

ｐｏｓｅＩ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ｏｒ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Ｉｔｗｉｌｌｄｅｆｉ
ｎｉｔｅｌｙｎｅｖｅｒｈａｐｐｅｎａｇａｉｎ．”

中国文化既强调尊卑长幼有序，又注重内外疏密有别。对陌生

人或距离较疏远的人表现得很礼貌客气，距离越远，礼貌程度越高，
显性道歉（即直接说“对不起”或“很抱歉”）的频率就越高；而关系亲

密的朋友和亲人之间则表现得很随意，轻微的冒犯一般无须道歉，过

于礼貌反被认为是见外，让人觉得别扭。例如：在公共汽车上不小心

踩了一位陌生人的脚，一般来说，都会马上说“对不起”或“很抱歉”；
而如果在家里把家人的脚踩了，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说“对不起”或

“很抱歉”，因为这样会显得生疏，但是，对家里人却会说“没事儿吧”
或“不要紧吧”以 表 示 关 心。而 在 以 个 人 主 义 取 向 为 主 的 西 方 文 化

中，每个人都被看成是独立、自主、平等的个体，包括家人、朋友和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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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所以，无论被冒犯对象是陌生人还是亲密朋友或家人，都应该

直接表示道歉，说一声“Ｓｏｒｒｙ”。
总之，中国人对权势地位和人际距离比西方人更敏感，在实施道

歉言语行为时，多数情况下都会受制于这两个因素。而对于隐私问

题，中国人一般不介意，而西方人则非常介意。

（六）恭维言语行为

恭维语是日常交际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言语行为，它可以用来表

示对别人的欣赏、赞美，使对方感觉良好，还可以促进社交，加强交际

双方的感情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根据某些学者的观点，恭维语的内容和话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外貌”和“所有物”，二是“成就”和“能力”。在西方文化中，恭维

他人的“外貌或所有物”是非常普遍的，不管年龄、社会地位、职业如

何，女性的外貌永远是被恭维的对象。例如，一位男性可能对其女上

司，甚至一位陌 生 女 子 说“Ｙｏｕｌｏｏｋｓｏｐｒｅｔｔｙｗｈｅｎｙｏｕｓｍｉｌｅ．”但

是，如果类似的恭维发生在中国，则可能被认为犯了禁忌，被认为心

术不正，或有所企图。西方人喜欢“变化”、“差异”，因此凡是某种变

化、某种新意都要受到恭维；而中国传统文化所期望的是“一致性”和

“相同性”，因此某些“变化”和“差异”受到恭维的程度远远低于西方。
围绕“能力和成就”所展开的恭维语行为在美国社会中通常是地

位较高的人对地位较低的人（尤其是上下级关系）进行的，以达到维

持正常的上下级间关系的目的。对美国人来讲，对“能力和成就”的

评价是很严肃的事，因此具有评价能力的人才有资格在这方面评价

别人。然而，在中 国，一 般 都 是 下 级 对 上 级 的“能 力 和 成 绩”进 行 恭

维，其目的是取得上级的好感。
从“人称”的角度看，英语恭维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第三人称，

如：“Ｔｈｉｓｄｒｅｓｓｉｓｒｅａｌｌｙ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Ｔｈｅｄｉｎｎｅｒｉｓｇｒｅａｔ”；其次是第

一人称，如：“Ｉｌｉｋｅｙｏｕｒｈａｉｒｔｈａｔｗａｙ！”“Ｉｌｏｖｅｔｈｉｓｄｉｓｈ”，第二人称

使用最少。而 汉 语 中 第 二 人 称 使 用 频 率 最 高，如：“你 的 女 儿 真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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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做的菜真好吃！”其次是第三人称或非人称结构，如：“这件衣

服真漂亮！”“这幅画很好！”，第一人称使用最少，“Ｉｌｉｋｅ／ｌｏｖｅＮＰ”句

式在中国文化中则几乎失去了恭维之力。另外，用于汉语恭维语中

的形容词，常与副词连用才能表达其恭维之力，如：“真好看！”，“太漂

亮了！”等等。
中西对恭维语的反应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人由于受“谦

虚”传统的影响，在受到别人的赞扬时，一般习惯于拒绝甚至自我贬

低，否定赞美的真实性，以示谦虚。例如：中国主人虽然准备了丰盛

的饭菜请别人 吃 饭，当 客 人 称 赞 菜 好 吃 时 仍 会 说“没 什 么 菜 招 待”、
“不会烧菜”之类的客套话；在取得某种成绩受到赞扬时会很谦虚地

说 “哪里，哪里”或者“过奖，过奖”。但是，对于别人的恭维，西方人

一般都会接受并表示感谢，回答“Ｔｈａｎｋｙｏｕ”，这也是一种礼貌的表

现。例如：两位女士在交谈，其中一位说“Ｉｌｉｋｅｙｏｕｒｅａｒｉｎｇｓ．”对方

回答“Ｔｈａｎｋｓ．ＩｇｏｔｔｈｅｍｉｎＭｅｘｉｃｏｌａｓｔｙｅａｒ．”即使对对方的恭维

持不同观点，也 要 先 表 示 感 谢，然 后 使 用 ｂｕｔ，再 附 加 自 己 的 观 点。
例如：客 人 说 “Ｔｈｅｃａｋｅｉｓ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主 人 回 答 “Ｔｈａｎｋｓ，ｂｕｔｉｔ
ｄｉｄｎ’ｔｔｕｒｎｏｕｔｅｘａｃｔｌｙｒｉｇｈｔ．”

如果不了解中西方回答恭维语的差异，那么，在跨文化交际中会

造成交际失误，有时还会闹出笑话。请再看下面几个例子：
例１．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Ｏｈ，ｙｏｕｓｐｅａｋｖｅｒｙｇｏｏ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ｏ，ｎｏ，ｍｙｓｐｏｋｅ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ｓｖｅｒｙ
ｐｏｏｒ．

例２．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Ｙｏｕｒｓｋｉｒｔｉｓｒｅａｌｌｙｌｏｖｅ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ｏ，ｎｏ，ｉｔ’ｓｊｕｓｔａｖｅｒｙ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ｓｋｉｒｔ．

例３．外国客人：你的工作做得很好。
中国服务员：不，不，还不行。

（七）感谢言语行为

汉语和英语中都有许多表示感谢的方式，但使用的场合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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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西方人不仅对上司、同事和陌生人的帮助表示感谢，而且

对关系十分密切的亲戚、朋友或父母、子女的帮助也毫无例外地表示

感谢。例如：妻子为丈夫冲咖啡，儿子帮爸爸拿报纸，他们都会说一

声“Ｔｈａｎｋｙｏｕ”。但是，按 照 中 国 人 的 传 统 观 念，下 级 为 上 级 办 事，
晚辈为长辈效劳是应尽的义务，感谢是不必要的，而且，家庭成员之

间或亲密朋友之间更是不用道谢的，如果道谢反而会让人觉得过于

见外。
此外，西方人对别人给予的关心、夸奖等都会表示感谢。例如：

①“Ｈａｖｅａｇｏｏｄｆｌｉｇｈｔ？”“Ｎｏｔａｔａｌｌｂａｄ，ｔｈａｎｋｙｏｕ．”（感谢别人对

自己的关心）；②“Ｙｏｕｈａｖｅａｇｏｏｄｓｅｎｓｅｏｆｈｕｍｏｒ．”“Ｔｈａｎｋｙｏｕ．”
（感谢别人的夸奖）；③“Ａｎｄｙｏｕｒｎａｍｅ，Ｓｉｒ？”“Ｈｅｒｅ．”“Ｔｈａｎｋｙｏｕ．
Ｗｅ’ｌｌｓｅｅｙｏｕ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ａｔ８，ｔｈｅｎ．”（感谢别人报了姓名）。而且西

方人在公共场合发言之后一定要向听众道谢，感谢大家耐心的听完

他的发言。因此，“Ｔｈａｎｋｙｏｕ”在英语中使用的频率和范围高于和

大于汉语中的“谢谢”。
另外，中国人在 餐 馆 用 餐、商 店 购 物 以 后 都 要 向 服 务 员 表 示 感

谢，感谢他们为自己服务；但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店家应向顾客表

示感谢，感谢他们光临自己的店铺。而且，中国人在接受顾客的感谢

时常说“这是我应该做的”，直译成英语就是“Ｔｈａｔ’ｓｍｙｄｕｔｙ”，如果

这么说会让西方人觉得很尴尬，因为这就意味着“其实我这也是没办

法，因为我在这个岗位上。”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致谢时，是感谢人，而西方人除了感谢人之

外，还感谢物品，甚至时间。比如：我们常听到西方人说“Ｔｈａｎｋｙｏｕ
ｆｏｒｙｏｕｒｂｏｏｋｓ．”或者“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ｆｏｒｙｏｕｒｔｉｍｅ．”等等。

东西方对“感谢”（Ｔｈａｎｋｙｏｕ）这一礼貌行为的态度和使用也存

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别。道 一 声“Ｔｈａｎｋｙｏｕ”，在 美 国 生 活 中 已 成 为

一种公式化的习惯性的行为，然而“Ｔｈａｎｋｙｏｕ”在日本和中国则有

着不同的概念，它总是和因“蒙恩”或“受惠”而表示感激相连，人们只

在感到“受恩”之后有义务向对方表示感谢时才用此言语行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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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庭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

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 有 了 距 离。而 在 英 语 国 家“Ｔｈａｎｋｙｏｕ”几 乎

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

外。送上一瓶饮料，准 备 一 桌 美 餐，对 方 都 会 说 一 声“Ｔｈａｎｋｙｏｕ”。
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 你 什 么 忙，你 都 要 道 一 声“Ｔｈａｎｋｙｏｕ”，这 是

最起码的礼节。

（八）寒暄与告别

人们在日常交际中经常需要寒暄，善于寒暄的人很容易打开交

际的局面，而不善于寒暄的人在交谈中就很容易冷场。虽然寒暄语

本身并不传递新的或者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在交际中又是必不可少

的。交际各方注意的不是寒暄语的语义内容，而是它所表达的某种

情感或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文化需要。
中国人日常见面时总要问：“吃了吗？”或者“到哪儿去？”，这些都

只是客套话或打招呼，问与答的双方都不会把它们当成真正意义上

的问题。可是如果见面时问西方人“Ｈａｖｅｙｏｕｅａｔｅｎ？”，他们就会误

以为你要请他们吃饭或者有其他什么目的；如果问他们“Ｗｈｅｒｅａｒｅ
ｙｏｕｇｏｉｎｇ？”，他们会认为你在干涉他们的私人事务。西方人见面一

般互相问 候“Ｈｉ”或“Ｈｅｌｌｏ”，正 式 一 点 的 场 合 用“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
“Ｇｏｏｄ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或“Ｇｏｏｄｅｖｅｎｉｎｇ”，西方人也常用一些询问式的寒

暄语，如“Ｈｏｗａｒｅｙｏｕ？”“Ｈｏｗａｒｅｙｏｕｄｏｉｎｇ？”或“Ｈｏｗｉｓｅｖｅｒｙ
ｔｈｉｎｇｇｏｉｎｇ？”等，但不会询问在他们看来属于别人隐私的事情。另

外，中国人在寒暄时会问一些有关别人年龄、钱财、婚姻状况等的私

人问题，中国人一般不会介意；但是，如果问西方人这些问题，他们就

会认为你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西方人在寒暄时一般会谈论天气

等与个人无关的问题。
此外，中国人见面有时会视具体情况而说“买菜呀”或“打球呢”

等，而西方人对这些描述难以理解，他们认为这些“大实话”毫无意

义。中国人还以称呼作为寒暄或者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如：见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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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声“李老师”，见到上司叫声“王总”。如果用“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ｍｉｔｈ”向

一位美国教授打招呼，那他一定会站在那里等待下文。
在分手告别时，中西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人告别时，除了

说“再见”，还会关照对方“慢走”、“走好”，客人也会说“请留步！”“请

回吧！”等，以示礼貌。而如果对西方人这么说，他们就会感到困惑。
西方人在告别时，除了说“Ｇｏｏｄｂｙｅ！”“Ｂｙｅｂｙｅ！”之外，还常说一些

表示祝愿的话，如：“Ｔａｋｅｃａｒｅ！”“Ｗｉｓｈｙｏｕｇｏｏｄｌｕｃｋ！”等，也 常 表

示与对方 会 面 感 到 很 愉 快，如：“Ｎｉｃ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ｙｏｕ．”“Ｉ’ｍｇｌａｄｔｏ
ｈａｖｅｍｅｔｙｏｕ．”等。

ｔｈｅａｐｐｌｅｏｆｏｎｓ’ｅｅｙｅ掌上明珠

Ｔｈｅａｐｐｌｅｏｆｏｎｅｓ’ｅｙｅ的字面意思是“某人眼里的苹果”，在这

里，ａｐｐｌｅ指的是ｔｈｅｐｕｐｉｌ（瞳 孔，眼 珠），大 概 因 眼 珠 圆 的 像 苹 果 之

故。瞳孔是眼睛最重要的部分，失去瞳孔，光线就无法通过虹膜中心

的圆孔进入眼内而变成了瞎子。所以，这个成语常用来比喻像爱护

眼珠一样爱 护 某 个 最 心 爱 的 人 或 珍 贵 的 东 西，即 表 示ａｃｈｅｒｉｓｈ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ｘｔｒｍｅｌｙ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ｔｏｏｎｅ；ｓｂ．ｄｅａｒｌｙｌｏｖｅｄ
等意。

这个成语来自《旧约·申命记》（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ｏｍｙ）第３２章“耶和华

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

护眼里的瞳人。”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话。英文版《旧约·诗

篇》（Ｐｓａｌｍ）第１７章 有 这 样 的 句 子：“Ｋｅｅｐｍｅａ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ｅｏｆｔｈｅ
ｅｙｅ，ｈｉｄｅｍ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ｇｓ”。

成语ｔｈｅａｐｐｌｅｏｆｏｎｅ’ｓｅｙｅ是固定结构，不得写成ｔｈｅａｐｐｌｅｏｆ
ｔｈｅｅｙｅｏｆ．．．的形式；在搭配上，它常与动词ｂｅ，ｋｅｅｐ，ｃａｒｅｆｏｒ等

连用。按其想象意义，它与汉语成语“掌上明珠”颇相似，但其比喻的

对象较汉语“掌珠”更广，因“掌珠”通常指心爱的女儿，而不能用与其

他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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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ｇ：１ＬｉｔｔｌｅＭａｒｙｉ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ｅｏｆｈｅｒｆａｔｈｅｒ’ｓｅｙｅ．
２Ｍｉ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ｏｕｒｓｃｈｏｏｌａｓｙｏｕｃ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ｐｐｌｅ

ｏｆｙｏｕｒｅｙｅ．
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ｆｉｎｇｅｒｏｎｔｈｅｗａｌｌ不详之兆；大祸临头

该成语的字面意思是“墙上的文字（或手指）”，而 实 际 含 义 是ａ
ｓｉｇｎｏｒｗ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ｉｍｐｅｎｄｉｎｇｄｉｓａｓｔｅｒ（迫 在 眉 睫 的 凶 兆）；ａｓｉｇｎ
ｔｈａｔｓｔｈｂａｄｗｉｌｌｈａｐｐｅｎ；ａｆｅｅｌｉｎｇｔｈａｔｏｎ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ｕｐ等等。其

语言外壳与内涵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还是出自《圣经》。据《旧约·
但以理书》（Ｄａｎｉｅｌ）第５章记述：有一次古巴比伦（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的国

王伯沙撒（Ｂｅｌｓｈａｚａｒ）正 在 宫 殿 里 设 宴 纵 饮 时，突 然，不 知 从 哪 里 出

现了一个神秘的手指，当着国王的面，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

出了４个奇怪的单词：ＭＥＮＥ（弥尼）、ＭＥＮＥ（弥尼）、ＴＥＫＥＬ（提客

勒）、ＵＰＨＡＲＳＩＮＧ（乌法珥新）。国王张皇失措，惊恐万分，谁也不

懂墙上所写的 字 是 什 么 意 思。后 来 叫 来 了 被 虏 的 犹 太 预 言 家 但 以

理，才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大难临头。他说：“弥尼就是上帝

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为完毕；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

你的亏欠；乌法珥新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果然，
当夜伯沙撒被杀，又６２岁的玛代人大利乌取而代之。

因此，“墙上的文字（或手指）”就表示身死国亡的凶兆。英语中

这个成语有几种表达方式：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ｗａｌｌ或ａ
ｆｉｎｇｅｒｏｎｔｈｅｗａｌｌ，通常与ｂｅ，ｌｉｋｅ等系动词连用；有时写成ｓｅｅ／ｒｅａｄ
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ｎｈｅｗａｌｌ的 句 型，表 示 提 出 警 告，ｓｕｃｈａｓ：Ｄｏｎ’ｔｙｏｕ
ｓｅｅ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ｗａｌｌ，有 时 候 也 可 省 略 ｏｎｔｈｅｗａｌｌ，只 说

Ｄｏｎ’ｔｙｏｕｓｅｅ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意思也是一样的。

ｅｇ：１Ｔｈｉｓｉｎｅｘ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ｅｅｍｅｄ，ｌｉｋｅｔｈｅ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ｆｉｎｇｅｒ
ｏｎｔｈｅｗａｌｌ，ｔｏｂｅ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ｏｆｍ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２Ｉｎｔｈｉｓｈｏｕｓｅｏｆｈｉ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ｎｅｖｅｒｙｗａｌｌ．Ｈｉｓ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ｌｉｋ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ｗａｒｎ
ｉｎｇｔｈａｔｓｈｅｗａｓｎｏｔｍａｄｅｆｏｒｈ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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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Ｊｏｈｎ’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ｈａｄｌｅｓｓａｎｄｌｅｓｓｗｏｒｋｆｏｒｈｉｍ；Ｊｏｈｎｃｏｕｌｄ
ｒｅａｄ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ｗａｌｌ．

４ＷｈｅｎＢｉｌｌ’ｓｔｅａｍｌｏｓｔｆｏｕｒｇａｍｅｓｉｎａｒｏｗ，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ｈ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ｗａｌｌ．

ｔｈｅｓａ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社会中坚；民族精华；优秀份子

Ｔｈｅｓａ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这个成语，字面意思“世上的盐”。
盐是饮食中不可 缺 少 的 调 味 品，人 体 若 缺 盐，健 康 就 会 受 到 影

响，出现种种疾病。盐还有杀菌、解毒、消炎、除污等多种功用，它既

是“百药之王”，又是“工业之母”，确实是值得珍视的东西。在许多民

族的习俗汇总，盐被当做敬客的高贵礼品。

Ｔｈｅｓａ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一 词 出 自《圣 经》，据《新 约·马 太 福 音》
（Ｍａｔｔｈｅｗ）第５章记载：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Ｙｅ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ｌｔｏｆ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ｂｕｔｉｆｔｈｅｓａｌｔｈａｖｅｌｏｓｔｈｉｓｓａｖｏｒ，ｗｈｅｒｅｓｈａｌｌｉｔｂｅｓａｌｔｅｄ？”
在这里，ｓａｌｔ用于转义，表示ｆｌａｖ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即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这

是耶稣登山垂训论“福”，所讲福音结尾的话，他把门徒比做“世上的

盐”，这是极高的称赞。这句话在后世不断引用变成了一个典故性成

语，转义为ｔｈｅｍｏｓｔ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ｓｏｃｉｅｙ；ｔｈｅｆｉｎｅｓｔｔｙｐｅ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ｐｅｒｓｏｎｏｒ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ｓ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之意。

ｅｇ：１Ｈｅｄｏｅｓａｌｏｔｏｆｇｏｏｄｊｏｂｓａｎｄ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ｏｂｅｔｈｅｓａｌｔ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２Ｙｏｕａｌｌ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Ｏｕｒｈｏｐｅ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ｏｎｙ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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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中西非言语交际比较

非言语交际指那些不通过言语手段的交际，包括手势、身势、眼

神、微笑、沉默、面部表情、服饰、体触、体距、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利用

等等。非言语交际与言语交际不同，它没有固定的规律和法则，也没

有一套明确的符号，它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有些非言语交际手段是

先天的，有些则是后天习得的。与在言语交际领域一样，文化起着重

要的支配作用。同一个手势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有着完全两样的意

义。非言语交际手段十分丰富，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与语言结合使用

的，起着重复、加强、补充甚至替代或否定的作用。但是，在跨文化交

际中我们常常容易忽视非言语交际这一重要方面。

一、身势语

我们同别人谈话时，交际的手段不限于词语。尽管没有意识到

这一点，我们的表情、手势、身体其他部分的动作，都向周围的人传递

信息。微微一笑伸出手来表示欢迎，皱眉表示不满，点头表示同意，
挥手表示再见。听报告或讲演时，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打个呵欠表示

厌烦、不感兴趣。人们公认这些动作表示上述意义，至少中国人和美

国人都是这样的，这些动作是交际手段的一部分。身势语同语言一

样，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但在不同文化中，身势语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各民族有不同

的非话语交际方式，甚至点头也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尼泊尔人、斯

里兰卡人和有些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用点头表示“不”。因此，要

用外语进行有效的交际，在说某种语言时就得了解说话人的手势、动

作、举止等所表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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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身势语对比研究表明，两者有相似的地方。如男子相逢

时不拥抱，一般见面时握手即可；挥手表示再见；皱眉表示不高兴；耸

耸鼻子表示不喜欢、讨厌或不快；点头表示“是”，摇头表示“不”；噘嘴

表示不痛快、情绪 不 佳、忿 恨；拍 拍 男 人 或 男 孩 子 的 背 表 示 赞 扬、夸

奖、鼓励；咬牙表示生气、愤怒或下决心。现将不同处举例列表如下：
动作一样，意义不同

身势语 英语意义 汉语意义

跺脚 不耐烦 气愤，恼怒，灰心，悔恨

观众和 听 众 鼓 掌，表 演

或讲话人也鼓掌

为自己 鼓 掌；被 认 为 是

不谦虚

谢 谢，互 相 表 示 友 好 感

情

目不转睛地看
不 礼 貌；使 人 发 窘；不

自在
好奇；有时是惊讶

发“嘘”声 要求安静 反对；责骂；轰赶

拍别人的脑袋 安慰；鼓励；钟爱

（少 见；一 般 见 于 成 人

对孩子）疼 爱；（对 成 人

或 青 年，会 引 起 反 感，

是侮辱人的动作）

意义相同，动作有差异

意义 中国的身势语 美国的身势语

“过 来”（叫 别 人 过

来）

把手伸 向 被 叫 人，手 心

向下，几 个 手 指 同 时 弯

曲几次

把手 伸 向 被 叫 人，手 心 向

上，握 拳 用 食 指 前 后 摆 动

（中国人对此反感）

“丢人”“没 羞”（半

开玩笑）

伸出食 指，用 指 尖 在 自

己的脸 上 划 几 下，像 搔

痒，不过手指是直的

伸出 两 只 手 的 食 指，手 心

向下，用 一 个 食 指 擦 另 一

个食指的背面

“我 吃 饱 了”（吃 饭

后）

一只 手 或 两 只 手 轻 轻

拍拍自己的肚子

一只 手 放 在 自 己 的 喉 头，

手指 伸 开，手 心 向 下，（常

同时说“到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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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存在于一种文化中的动作

身势语 在美国的意义

咂指甲 重大思想负担；担心，不知所措

用大拇指 顶 着 鼻 尖，其 他 四 指 弯 着

一起动
挑战，蔑视

摇动食指（食指向上伸出，其 他 四 指

收拢）

警告别人 不 要 作 某 事，表 示 对 方 在

做错事

把胳膊放在胸前，握紧拳 头，拇 指 向

下摆动几次。

反对某 一 建 议、设 想；反 对 某 人；表

示强烈反对

眨眼（很快地合上一只眼，微 微 一 笑

点点头）

表示下 列 几 种 感 情：会 意，赞 许，鼓

励，传递信息，表示团结等

用食指点点或指指自己的鼻子
“是我”，“是我干的”（西方人 认 为 这

个手势有点可笑）

说话时用 一 只 张 开 的 手 捂 着 嘴（一

般是老年人用）
说秘密话（有时没有明显的意义）

两只手递（即 使 可 以 用 一 只 手 拿 起

的）东西给客人或别人
尊敬

别人为自 己 倒 茶 或 斟 酒 时，张 开 一

只手或两只手，放在杯子旁边
表示感谢

虽然这几个表中所举的例子不全，但是可以说明身势语的差异，
也说明了解另一种语言中的身势语的重要性。

非言语交际通常与言语交际结合进行，在不同的情况下起着不

同的作用，大致上起补充、否定、重复、调节、替代或强调的作用。我

们在机场欢迎客人，一 边 说：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ｏＢｅｉｊｉｎｇ，一 边 热 烈 握 手，这

握手的动作是 对 所 说 的 话 的 一 种 补 充。当 你 接 到 你 不 喜 欢 的 礼 物

时，尽管嘴里说如何喜欢，但脸上的表情却流露出你的真实的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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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情，也就是说，你的表情否定了你所说的话。一般说来，在言语

交际和非言语交际传达的信息冲突时，人们倾向于相信后者。我们

有时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势表达同样的意思。例如，一边说要两杯饮

料，一边伸出两个手指，重复已经发出的信息；在两个人谈话时，常用

眼神和语调表示下面该是谁讲话（语言学中称为话轮转换），调节相

互的关系。在有的情况下，无法用语言交流信息，必须用手势或其他

办法。例如，交通警察指挥机动车辆，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员在嘈杂的

大厅里传递买 卖 的 信 息 和 行 情 都 使 用 非 言 语 手 段———手 势 或 指 挥

捧———替代语言交际。人们讲话时，常常用手势加强语气，或强调某

一个论点。
中西方都用手势表达一定的意义，但同一手势在不同的文化中

却可以表示并 不 相 同 的 意 义。例 如，将 手 掌 平 放 在 脖 子 下 面（如 图

１）在我国文化中是杀头的意思，但是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却可以表

示吃饱了的意思。

图　１

即使在同一民族中，由于地区习俗的不同，同一手势也可能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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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意义。例如，在广东，主人给客人斟酒时，客人为了表示感谢，
用食指和中指轻扣桌面，而在北方同一动作却表示不耐烦的情绪。

有些手势是某一文化所特有的，英美人所用的一些手势我们并

不使用。但是，为了顺利地进行交际，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的意义。例

如，美国人站在公 路 旁 边 向 上 伸 出 拇 指，这 是 向 过 往 的 汽 车 司 机 表

示，希望能搭他们的车，英语ｔｈｕｍｂａｌｉｆｔ表达的即是这个意思；英美

人把中指放在食指上面，表示希望事情能办成功，具体说法是ｌｅｔ’ｓ
ｋｅｅｐｏｕｒｆｉｎｇｅｒｓｃｒｏｓｓｅｄ。伸出 食 指 与 中 指，作 Ｖ 形，表 示 胜 利，这

是二次大战胜利后传播开的手势；把两只手摊开，耸耸肩膀，表示“我

不知道”，或“没有办法”；把手兜起来，放在耳后，表示听不见或听不

清楚；把手伸出来，微微展开手指，表示等一等，别着急。
招呼人走过来时，我们伸出手臂，手掌向下，手指上下移动，而美

国人则是伸出手臂，手掌向上，手指前后移动。我们招呼人过来的手

势类似美国人叫人走开的手势。
也有跨越文化的手势，例如把拇指与食指中指放在一起轻轻搓

动，在英美、中东和我国都是钱的意思。在穆斯林国家，左右手有严

格的分工，右手清洁，用以待客，左手肮脏，不能拿东西给人。与穆斯

林国家的人打交道时，必须尊重他们的习俗，送东西给对方时必须用

右手。
总的来说，南欧、中东、拉丁美洲地区的人们讲话时动作较多，动

作幅度也较大；北欧、英美人动作较少，幅度也较小。中国、日本、朝

鲜人也属于动作较少、幅度较小这一类。
大街上人们行迹匆匆，很难看到有人在街头缓缓地散步，这自然

与生活速度有关，但也反映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刚到西方国家

时往往不习惯这种“赶路”的方式，生活时间久一些，才逐渐习惯。
美国教师和学生在教室里站立和坐着的姿势显然与我国师生不

同。我们参观他们 的 小 学，常 常 觉 得 学 生 在 课 堂 上 太 随 便，缺 乏 纪

律，东倒西歪，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教师管教不严。英美人参观

我们的小学，又会 认 为 中 国 教 师 对 学 生 管 得 太 死，学 生 没 有 什 么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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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里既牵涉到教育思想，又与文化背景有关。我们强调集体、纪

律、合作，他们强调个人、自由、发展自我。在大学的课堂上，美国教

师有时坐在讲桌边上与学生一起讨论，这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合体统，
但美国教 师 的 想 法 是 在 课 堂 上 创 造 一 种 无 拘 无 束 的 自 由 讨 论 的

气氛。
姿势与地位的高低有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人比地

位低的人姿态更随便。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医院里大夫在职工会

议上可以坐得比较随便，可以蹦跳到护士的桌子旁，靠着桌子说话，
而护士和服务人员却必须注意自己的举止要得当。在我国，地位在

人们的姿势中亦有明显的表现，地位低的人通常表现比较拘谨，站立

得比较直，身体微微前倾，表现出尊重对方的样子。
姿势与性别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从姿势

上可以明显地区分出是男性还是女性。走动时女性的上臂常常贴近

身体，而男性上臂摆动的幅度在５～１０度之间；在社交场合，男性站

立的姿势比女性更放松，男性常常一只脚伸出去，人稍往后仰，而女

性更倾向于直接面对对方；女性在坐时往往两膝紧拢在一起，微微偏

向一侧，不允许翘着二郎腿，自然更不允许将脚抬起来放在高处。

二、面部表情

我们通常认为西方人面部表情多，而西方人则认为亚洲人喜怒

哀乐不形于色，不易琢磨。应该说，在面部表情上确实存在民族、种

族区别，不同民族表达感情的方式和程度存在着差异。ＧａｒｙＡｌｔｈｅｎ
指出美国人的面 部 表 情 比 亚 洲 人 多，但 比 拉 丁 美 洲 人 和 南 欧 人 少。
实际上，在亚洲人中面部表情仍有很大的区别。在日本人看来，中国

人的感情比日本人外露。
即使在同一个民族中，面部表情依旧存在着差异，最明显的莫过

于男女的差异。一位心理学家对于男人和女人的面部表情作了一项

调查。调查的方法是给被试验者放映估计能够引起强烈反应的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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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被试验者在观看这些幻灯片时通过闭路电视对他们的面部表情

录像。心理学家发现从女人的表情可以更容易判断她们是在看什么

幻灯片，而根据男人的表情作判断就要困难一些。男人表现为心跳

加快，内分泌增多。这说明男人更倾向于掩盖自己的感情，而女人更

外露。

（一）表情的不同分类

人的表情可以有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

行分类。按照表情的完整性和与其他表情的关系，可以分为局部表

情、混合表情和瞬间表情。局部表情指的是表情没有调动脸上所有

的器官，只有局部器官有行为反应。例如，男人往往压抑情绪，控制

表情的变化，但在个别器官上不能奏效，依然流露出内心世界。混合

表情是表情出现的更多的情况。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同时在脸上

显露出惊异和喜悦等不止一种表情。瞬间表情是那些在脸上稍纵即

逝的表情，有时候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就有好几种表情闪过脸上，时间

很短，但往往揭示内心或实际状态。由于表情表现情绪，人们也用心

理学上的基本情绪来给表情分类，它们是：快乐、悲伤、惊奇、害怕、生

气、厌恶和感兴趣。

１ 哭与悲伤。哭在我国古代因为其行为的强度不同，有很多种

说法。凡不出声的暗自流泪，叫做“泣”；不但流泪，而且发出哀声的，
叫做“哭”：一边 哭 一 边 念 念 有 词，申 诉 其 心 中 之 委 屈 的，叫 做“嚎”。
哭的动作开始于皱眉，悲哀、痛苦等情绪最早显露于此。男人常常掩

饰哭的行为，但是，皱眉却是常见的。接下来是闭眼、悲哀、痛苦以及

惊恐时，人们大都会有闭眼的动作。这一动作可以掩饰。我们常常

看到有人在要哭时强忍着不闭眼，这时眼泪可能出来揭露感情。眼

泪是由于眼部肌肉收缩，压迫泪腺而分泌出来的，很多情况下，眼泪

的流出是不受意志支配的。人们控制眼泪的能力只在情绪不是很强

烈时起作用。不能忍受时，或者是儿童尚且没有忍耐的习惯时，就会

哭出来并流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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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个人见到他所爱的人时，可能愉快，也可能伤心，还

可能愤怒，随着具体境遇不同，情绪也会不同，而情绪不同，表情就会

不同。但是，由于双方有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相爱双方的情绪总是不言而喻的。柔情总是跟喜悦、同情在一起的，
跟怨恨、愤怒没有共同性。满怀柔情的人有代表性的表情是喜悦、满

足，达到极点时会流泪。

２ 笑与快乐。尽管一般说来笑表示心情 愉 快 对 于 人 类 是 共 同

的，但是在微笑方面同样存在民族差异。美国人认为笑总是表示高

兴、情绪高昂或者认为某件事很滑稽。日本妇女因为慌乱或尴尬而

微笑，美国人感到不理解。
高兴的时候，人们用笑来表达。一般来说，有点高兴时，会微笑，

即便不微笑，面部显得安闲、平静，尤其是眼睛里放着兴奋的光，面部

肌肉红润有光泽。当然，高兴的程度可以在笑中表现出来。大笑时

是最高兴的，惯于发出爽朗笑声的人一般较开朗，常常大笑的人更是

如此；内向的人一 般 只 用 微 笑 表 示 高 兴，或 者 窃 笑，或 者 不 苟 言 笑。
但是，笑也要分场合，自由、热闹的地方不妨大笑，严肃、庄重的地方

一般微笑。当然，这也要视具体情况，遇到可喜的大好事，什么地方

都可以不忌讳。
除了高兴的时候之外，笑还会在其他情况下出现，比如嘲笑、冷

笑、苦笑等等。这些笑的表现形式跟高兴的笑显著不同。嘲笑的时

候面部肌肉不那么兴奋，尤其是眼神里面会有一点嘲讽。冷笑时一

般上唇的中央部分上扬，而不是像高兴时那样嘴角上扬。苦笑的特

征更加不同，因为那笑容看起来很勉强，而且除去这点勉强的笑容以

外，其余部分的表情完全是痛苦或者无可奈何。

３ 神伤等消极的表情。人在遭 受 打 击 之 后，可 能 会 心 灰 意 冷，
毫无斗志，没有精神。这种情况下，面部的表现为：眼睛微微张开，头

部稍微抬高，视线指向远方，目光上移，朝向比仰视时要低一些，眼睛

无神。撅嘴是小孩表示不满的动作，但是，由于习惯的作用，不少成

人的不满也用撅嘴表现出来。撅嘴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皱眉，眼睛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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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这时眼白多而眼珠少，我们常说“白他一眼”就是这种情况；仅仅

有点不满，又无意招惹是非时，眼睛向下看，低头不语，面有难色。有

所决断时，浑身肌肉绷紧，有握拳、跺脚的身体动作，同时可能会有瞪

眼、咬牙的行为。我们常说下决心时“一咬牙，一跺脚”，大概源于这

种体态语。这时候一般缄默不语。因为有思考的活动，目光一般直

而僵硬，嘴唇紧闭，嘴唇的肌肉紧张，呼吸也受到影响而放慢节奏，也

可能屏气。这时深呼吸可以缓解紧张的身体和心理。

４ 怨与怒。怨恨是不满和厌恶日久而达到更高程度的感情，它

的爆发表现为激怒的情绪状态。激怒时，心脏的血液运行加快，面色

发红或者发紫，额头上会暴起青筋，呼吸急促，鼻孔打开而发抖，双唇

紧闭，牙关紧咬。遇到这种时候，一般可能有暴力倾向。
激怒时有的人会撅嘴，还有的人会收缩双唇，露出牙齿，像是要

咬人的样子。达尔文认为这两种表情与动物的表情有继承关系，因

为在人类社会完全找不到它们的用途。愤怒的表情跟激怒基本差不

多，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愤怒一般不那么激烈，表现为心跳加速，脸

色变红，眼睛瞪得很大，眼中放光，呼吸略快，还有嘴唇紧闭，眉头紧

锁，眉毛上扬。

５ 傲慢和谦虚。表示轻蔑的最普通方法是鼻子向上扬起，上唇

向上翻。有时候人们会故意弄出点声音，就像感冒的时候鼻子有点

被堵住一样。这时候，鼻子收缩，鼻子上面会有微微的皱纹。轻蔑的

情绪可以用眼神轻而易举地传达出来，即我们说的轻视。这种眼神

是使眼睛向两侧看，同时采用俯视的姿态，脸部微抬起来。眼睛看向

两侧的目光一般是漫不经心地，而且向指定的某一侧，移动缓慢。轻

蔑与高傲有所不同。高傲的人有自我膨胀的特点，常常取俯视的角

度，身体直立，嘴巴紧闭，这一点很像下决心的人。轻蔑是他常采用

的态度。
谦虚的时候面部表情比较平和，一般不会把头昂得很高，相反，

常常有低头的状态，呼吸迟缓，心跳有时有不明显的加速，眼睛向下

看，但是目光比较集中、稳定，不会来回左右移动。谦虚也是一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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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有关的情绪，脸红也是常见的表象特征。

６ 惊与恐。遇到不曾预料到的突发事件时，人们就会露出惊异

的神色，如果程 度 加 深，就 变 成 了 惊 愕。惊 异 的 表 现 跟 恐 怖 非 常 相

似，一般表现为 眉 梢 上 扬，眼 睛 和 嘴 巴 都 大 大 地 张 开。由 于 眉 毛 上

扬，不但眼口张开，而且在额头上堆积了一些皱纹，一般从皱纹的多

少可以判断出惊异的程度，但皱纹的多少也会因年龄、个人具体情况

而不同。达到极度 恐 怖 时，会 发 出 可 怕 的 声 音，脸 上 挂 满 大 大 的 汗

珠。有时候，恐怖来临，人们会不由自主地闭眼，或者随手拿一些什

么东西遮住脸部或眼睛。这些行为都是明显的消极防卫动作。

７ 羞与愧。自我感觉不如别人，或 者 有 过 错 以 后 内 心 诚 服 时，
会有惭愧的感觉。这时有回避的眼神，往往不敢正视，眼睛向下看者

较多，眼光不停地左右移动。脸红也是惭愧的重要特征。人们在接

受外界对自己特别是对自己的外貌、服饰进行评价的时候，不管评价

的结果是好是坏，都可能产生羞耻的感觉，尤其是本人在这些方面没

有长处，或者有疤痕、污点等的时候。羞耻的表情主要是脸红，眼睛

斜视、俯视，神经活动迟钝。
总的说来，表情会 因 很 多 因 素 的 不 同 而 有 差 异，比 如，性 别、年

龄、文化等等。但是，一般来说，单一的表情还是容易判断的，最难于

判断的是有几种表情同时出现在一张脸上。表情是情绪的晴雨表，
通过表情，我们可以观察到与我们交谈的人的言语之外的反应。眉

飞色舞、笑逐颜开，标志着谈话气氛非常融洽；怒目而视、左顾右盼，
则说明谈话没有找到路子。当然，一些细微的表情变化，也可以提示

我们对方是否对话题感兴趣，是否愿意继续下去。比如，眼神的朝向

可以提示对方是在倾听、思考还是漠不关心，嘴唇紧闭提示对方要下

决心，青筋暴露说明对方马上就要发怒，该采取应急的措施了。
不同性格的人，在同一情绪下的表情可能不同：遇到高兴的事情

时，开朗的人可能开怀大笑，一个腼腆的人则可能仅仅抿嘴笑笑，而

一个抑郁的人可能只露出一丝苦笑。常常面带笑容、面部肌肉自然

放松的人，他的心态一般比较稳定、平静、开朗；而常常愁眉苦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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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肌肉紧张的人，他的心态往往不太稳定，可能心胸狭窄、脾气暴躁。
表情可以帮助人们在交谈时去伪存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人们在进行言语交谈时并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一来，交际的

质量就会大打扣；表情可以帮助交际的双方正确理解各自的真实意

图，行为表情是生理性的，可以不受意志支配。当一个人想隐瞒就会

使有声语言偏离真实的意图，但是，这时候表情就会把被有声语言掩

盖的事实揭露出来。比如，当雇员对时，虽然嘴里说着得体的话，脸

上却会露出不满的表情。又如，有的人自称他是快乐的，脸上露着欣

慰的笑，但是，如果他的感受是假的，很可能别的什么表情飞快地略

过脸上，或者仅仅在眼睛里。

（二）表情的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对表情也会有影响，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传统家庭

妇女在待人接物时常常低头俯视。地位低下的仆人也常常这样，他

们不敢正视地位较高的人。现在，很多国家还有这种情况。但是，在

中国这样的情况已经很罕见了。在西方一些国家，眨眼是一种感兴

趣的表示，而在中国一些地方，冲陌生人眨眼则是一种挑衅行为，冲

女人眨眼更是要不得。在一般的国家和地区里，点头是同意、赞成的

表示，摇头则表示否定。但也有一些地方情况正相反：爱斯基摩人用

点头表示“是”，但用眨眼表示“否”。土耳其人、一部分印第安人、新

西兰人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人表示肯定时眉毛上扬。
人际交往过程中，人们所处的具体语言环境会影响表情的变化。

交往属于秘密进行时，由于说话声音低，表情动作幅度就比较大；在

公众场合传达秘 密 的 或 令 人 羞 怯、难 堪 的 信 息 时，表 情 动 作 幅 度 就

小。谈论大家感兴趣的、让人感觉舒适或者兴奋的话题时，目光接触

频繁，话题让人感到羞愧、内疚、悲伤时，目光接触就少。注视也能影

响听话人接受信息的质量，注视会显示说话者更有经验，更友好，更

有威信，掌握更多的情况。据说，在演讲或讲课时，如果讲话的人能

跟听众有比较多的对视的话，听众的注意力就比较集中，跟老师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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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学生学习成绩也就会更好。
注意根据场合把握表情变化，合理掩饰不妥的表情，是表情得体

的又一个要求。首先，表情变化的幅度、时间是可以适当控制的。比

如悲伤的时候可以大哭，也可以不出声地流泪；高兴时，可以欢呼雀

跃，也可以大笑，还可以微笑。这一切可以根据场合的要求而定。比

较严肃的场合，一般不宜有太过夸张的表情，而在联欢晚会上，你也

不好表现得过于刻板。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组织形式和语法规范，表情也不例外。讲

到规范，就要讲到使用者和使用情况的差异，因为有差异才有规范。
但是，跟有声语言不同的是，表情的规范只可因地制宜不可一刀切。
比如表情有地域 的、年 龄 的、文 化 的、性 别 的 等 多 种 差 异，如 果 一 刀

切，势必不伦不类。日常生活中的表情无规范，但是对于一些服务行

业，表情的规范就是不可或缺的了。表情的规范有一些原则，它至少

应该包括：得体的原则，视场合而定；幽雅的原则，剔除那些庸俗的动

作；灵活自然的原则，以便营造轻松的交流气氛。

三、目光接触

非言语交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目光接触。在这一方面可以有许

多“规定”：看不看对方，什么时候看，看多久，什么人可以看，什么人

不可以看。注视对方的不同情况决定于相遇的场所。如果在街上相

遇，可以看着迎面走来的人，直到相距８英尺远时再移开 视 线 走 过

去。但在到达此距离之前，双方都用眼睛暗示一下自己要往哪边走，
打算往哪边走 就 往 哪 边 看 一 眼。然 后，双 方 侧 身 略 变 方 向，即 可 错

开，顺利通过。
研究非言语交际的美国学者和教师早就发现，黑人儿童与白人

儿童在听教师讲话时眼神不同，黑人儿童常常眼睛望着地或者其他

地方，避免直接看着教师的眼睛，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家庭的教育，
知道听讲话时直视对方是不礼貌的。白人儿童从小受的教育正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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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父母告诉他们，听人讲话时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是表示在

聚精会神地听，二是表示诚意，而眼睛看地或其他地方是不诚实的表

现。在亚洲的许多国家人们认为讲话时眼睛直视对方是不礼貌的，
尤其是下级在听上级讲话时，下级眼睛往往向下看以表示尊敬。阿

拉伯人在讲话时通常是盯着对方的眼睛，与中、日、韩国人有明显的

不同。
对于眼神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注视对方。妇女之间

在谈话时看对方 的 次 数 比 男 人 之 间 谈 话 时 看 对 方 多，而 且 时 间 长。
一种解释是妇女比男人更重视人际关系，更重视人们之间的感情交

流。研究还表明，我 们 对 不 喜 欢 与 之 谈 话 的 人，瞧 他 的 次 数 就 会 减

少，因为看是一种表示喜爱的信号。当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和

注意时，看对方的次数就会增多。
在英语国家，盯着对方看或看得过久都是不合适的。即使用欣

赏的目光看人，如对方长得漂亮，也会使人发窘。许多外国人到其他

国去旅行，因当地 人 盯 着 他 们 看 而 恼 火、很 别 扭，认 为 那 里 的 人“无

礼”而感到气愤，殊不知在该国是常事，看的人不过是好奇而已。许

多在华的讲英 语 的 外 国 人 对 此 流 露 过 不 满 情 绪。一 位 美 国 青 年 妇

女，因为常常有人盯着她看而决定回国，她很喜欢在北京教书，对中

国和中国人都有深厚的感情，但她实在忍受不了到处被围观的无礼

场面。的确，她身材很高大，容易引起过路人的好奇心，但这并不能

成为无礼围观的理由，她离开中国时恋恋不舍，但还是提前回国了。
可见围观能引起多么强烈的反感。

对于陌生人通常都是目光接触后立即移开。如果与陌生人目光

接触后迟迟不挪 开 视 线，往 往 包 含 着 好 奇、喜 爱、发 生 兴 趣 等 含 义。
例如，看到一个身穿奇装异服的人，目光接触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一个男孩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目光可能迟迟不移开，表示他对于这

个女孩产生了兴趣，有异常的好感。但是，我们的文化习俗又规定盯

住陌生人看是不礼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人们又要故意掩

饰，以避免给人以凝视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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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相识的人谈话时，根据美国习惯，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应注

视对方。任何一方不看对方，都可以表示某种意味。如：害怕对方，
轻视对方，心神不定，感到内疚，漠不关心等。甚至在对公众讲话时

也要时时目视听众，和许多人的目光接触。如果演说的人埋头看讲

稿，照本宣科（许多中国人往往是这样的），而不抬头看看听众，对听

众“说话”，人们就会认为他对听众冷漠，不尊敬别人。
在谈话的时候，听的人一般要注视着说话的人的眼睛或脸，表示

自己在听。如果对方说的话比较长，听的人要不时发出“嗯”、“啊”的

声音，或者点头表示自己在注意地听着。如果同意所说的观点，可以

点头或微笑；如果不同意或者有所保留，可以侧一下头、抬一下眉毛

或露出疑问的神情。

四、触摸

（一）触摸的基本分类和特征

触摸可分为五类：功能、社交、友爱、情爱、情欲。大夫检查身体、
理发师理发触摸头和脸，都属于职业性的触摸，这种触摸是冷漠而不

包含个人感情成分的，被触摸者一般说来是被当做“非人”（ｎｏｎｐｅｒ
ｓｏｎ）看待。社交性质的触摸包括握手和礼仪性质的拥抱。亲友分别

许久，再次见面时亲密地握手和拥抱则属于友爱的类型。男女恋人

的触摸属于情爱类，而最后一个类型则属于性接触，一般存在于两性

之间。对于触摸的对象、范围、场合、形式，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规

定。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领域，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造成尴尬甚至

很不愉快的后果。
人们早就发现，有些民族的人身体接触较多，有些民族的身体接

触较少，从而将文化划分为“接触性文化”（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ｕｌｔｕｒｅ）与“低接

触文化”（ｌｏｗ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ｕｌｔｕｒｅ）。有 的 学 者 认 为，气 候 暖 和 的 国 家 多

属接触性文化，气候寒冷的国家多属低接触文化。接触性文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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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地中海地区（包括法国、希腊、意大利）、欧洲及中

东的犹太民族、东欧及俄罗斯人、印尼人及西班牙血统的民族等。低

接触文化包括北欧大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族人以

及日本人。澳大利亚人居于两者之间。一种解释是寒冷地区的人主

要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把工作任务完成，因而人际关系趋于冷淡，而气

候温和地区的人们可以在户外多活动，相互之间关系较密切，因而身

体的接触也较多。这似乎能解释某些国家和地区在接触程度上的区

别，但是，实际上这样解释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也无法解释有些现象。
例如，俄罗斯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然而俄罗斯人却比我们中国人喜

欢拥抱和接触，显 然，这 里 涉 及 文 化 传 统 问 题，只 归 因 于 气 候 比 较

牵强。

（二）触摸的文化差异

依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公开场合，人们的身体接触较少，尤其

是男女间接触更少。通常人们不会在公众场合拥抱、接吻，谈恋爱的

男女青年牵着手走路做亲昵表示，这也是近年来的现象，在小城镇和

农村仍属少见。同性之间手拉手走路，甚至勾肩搭背，却是容许的，
尽管这种现象多见于年轻人中间。然而，在西方国家，两个青年男子

或女子手拉手在街上走路，往往会被认为是同性恋者，而异性间同样

的行为却被视为自然。在中国的文化中，触摸小孩是一种亲昵的举

动，可以摸摸孩子的头，也可以抱过来吻，如果是朋友邻居的孩子，
人们会认为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是，在西方，除非是家庭成员或极为

亲密的朋友关系，通常人们都不随便触摸或吻孩子。在泰国这样的

佛教国家，孩子的头是绝对不能抚摸的，他们认为头是一个人最神圣

的部位，随意触摸 他 人 的 头 部 是 极 大 的 不 恭，小 孩 子 的 头 只 允 许 国

王、僧侣和自己 的 父 母 抚 摸。在 理 发 店 理 发 之 前，理 发 师 通 常 先 说

“对不起”，然后才能开始理发。
在西方国家，家庭成员、关系密切的朋友在分别一段时间以后再

次见面，或者在告别时，常常拥抱和接吻。这通常是在妇女之间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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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之间，在男人间只限于握手，但阿拉伯国家、俄罗斯的男人也常常

拥抱。在西方国家公众场合的拥抱是一种礼仪，通常不搂抱得很紧，
接吻也只是面颊触碰一下（ｔｏｕｃｈｃｈｅｅｋｓ），与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接吻

完全不同。拥抱时间长短、接吻次数多寡与双方关系、分别时间长短

等有关。
在我国，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在公开场合通常都不拥抱、

接吻，对于西方文化中的这一部分特别难于适应。正因为如此，有的

学者认为可以用这方面的适应度测量出在西方国家的华人接受当地

文化的程度。一般来说，已经在公开场合习惯于拥抱、接吻的华人对

于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都比较适应。在英语国家里，一般的朋友

和熟人之间交谈时，避免身体任何部位与对方接触。即使仅仅触摸

一下也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如果一方无意触摸对方一下，他（她）
一般会说“Ｓｏｒｒｙ；Ｏｈ，Ｉ’ｍｓｏｒｒｙ；Ｅｘｃｕｓｅｍｅ”等表示“对不起”的道

歉话。
除轻轻触摸外，再谈一谈当众拥抱问题。在许多国家里，两个妇

女见面拥抱是很普遍的现象。在多数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夫妻和近

亲久别重逢也常常互相拥抱。两个男人应否互相拥抱，各国习惯不

同。阿拉伯人、俄国 人、法 国 人 以 及 东 欧 和 地 中 海 沿 岸 的 一 些 国 家

里，两个男人也热烈拥抱、亲吻双颊表示欢迎，有些拉丁美洲国家的

人也是这样。不过，在东亚和英语国家，两个男人很少拥抱，一般只

是握握手。
英美人对于身体接触十分敏感，通常都极力避免，他们忌讳在拥

挤的公共汽车或地铁火车上与陌生人的身体有长时间的接触，从人

堆中挤过去则更是大忌，而且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在电梯上，不得

不与周围的人有一些身体接触的情况，英美人通常把肩膀和两臂尽

可能收紧，显出小心翼翼、情绪紧张的样子，这充分反映出人们对于

身体接触的态度。通常的情况下，偶尔不慎碰到其他人的身体，总要

表示抱歉。这与一些拥挤的亚洲国家的情况十分不同。有些西方游

客在我国一些售票处前看到拥挤的情形，常常显得不知所措，既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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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又害怕与周围人有任何身体接触。
在握手方面，我国的习惯与英语国家也有一些差别。在英语国

家，两名男子相遇时伸出张开的手掌，握住对方的手，稍稍用力地垂

直摇动一两次，然后立即松开，在握手的同时眼睛看着对方的脸，保

持视线接触，这种握手被认为是适当的。男子与女子握手时，若女子

坐着，可不必站起来。西方国家的男子握手，我们可能会感到用力过

猛，有点像折筋断骨式的握手。而我们握手时通常用手劲比较轻，握

得不紧，英语国家的人又会感到不够恳切。有时中国主人握住外国

客人的手，并不马上松开，这也是西方客人所不习惯的。布罗斯纳安

这样写道：“英语国家礼节性的握手是两人以手相握，然后马上松开，
两人身体距离也随即拉开”。中国人的礼节动作则是两人先握一下

手，然后相互靠近，两人的手仍不松开，或者干脆变成了相互拉住不

放了。在中国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中性的礼节动作，而英语国家

的人却感到窘迫不堪，因为在他们看来，抓住别人的手不放与握手毫

不相干，一般视为禁忌。

１ 澳大利亚小说家 ＦｒａｎｋＭｏｏｒｈｏｕｓｅ在访华 后 写 了 一 部 短 篇

小说，题为《文化代表》（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ｌｅｇａｔｅ），写得十分幽默，其中有

一段是澳大利亚客人与中国主人的饶有兴趣的对话。每次澳大利亚

客人提出问题，中国主人都先报以一阵笑声，然后再直接或迂回地回

答客人提出的问题。这虽是一篇小说，但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人对于

中国主人的笑有时感到不易理解。对此请加以分析。

２ 国外的调查表明英美人、法国人与拉丁美洲人在身体接触方

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调查的方法是调查者在大学和大学附近的商店

里观察和记录一般关系的两个人坐着谈话时在１小时内触摸对方身

体的次数。调查的结果是：英国伦敦０次，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盖恩斯

维尔２次，法国巴黎１０次，波多黎各的圣胡安１８次。中国人在公众

场合在身体接触 方 面 还 是 比 较 拘 谨 的，比 英 美 人 次 数 多，但 比 法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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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拉丁美洲人次数少。说明触摸次数与文化差异的关系。

ｃａｓｔｐｅａｒ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ｗｉｎｅ对牛弹琴；白费好意

Ｔｏｃａｓｔｐｅａｒ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ｗｉｎｅ的 意 思 是“珍 珠 头 在 猪 猡 前 面”。

ｓｗｉｎｅ是个旧词，书面词，即今为ｐｉｇｓ，不过ｓｗｉｎｅ单复同形，本句为

复数。
这个成语源自《新约·马太福音》第７章：“Ｇｉｖｅｎｏｔ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

ｉｓｈｏｌｙｕｎｔｏｔｈｅｄｏｇｓ，ｎｅｉｔｈｅｒｃａｓｔｙｏｕｒｐｅａｒ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ｗｉｎｅ，ｌｅｓｔ
ｔｈｅｙｔｒ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ｒｆｅｅｔ，ａｎｄｔｕｒｎ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ｒｅｎｄｙｏｕ．”
由于ｔｏｃａｓｔｐｅａｒ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ｗｉｎｅ比喻确切，在后世不断引用中而成

为一个国际性成语，常用来表示ｔｏｏｆｆｅｒｓｔｈ．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ｏｒ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ｔｏ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ｃａｎ’ｔ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ｉｔ；ｔｏｇｉｖｅｗｈａｔｉｓ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ｔｏ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ａｒｅｕｎａｂｌｅ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ｔｓｖａｌｕｅ等意思，含有轻蔑嘲笑色彩。
按其字面意义，这个成语与汉语成语“明珠暗投”相似，但是寓意不

同，基本上不 对 应；按 其 比 喻 意 义，它 相 当 于“对 牛 弹 琴”，“向 驴 说

经”，“一番好意给狗吃”，“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

ｅｇ：１Ｓｈｅｒｅａｄｔｈｅｍ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ｅａｒｌｓｂｅｆｏｒｅ
ｓｗｉｎｅ．

２Ｉｗｏｎ’ｔｗａｓｔｅｇｏｏｄａｄｖｉｃｅｏｎＪｏｈｎａｎｙｍｏｒ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ｎｅｖ
ｅｒｌｉｓｔｅｎｓｔｏｉｔ．Ｉｗｏｎ’ｔｃａｓｔｐｅａｒ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ｗｉｎ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ｔｈｅｓｈｅｅｐ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ｏａｔｓ区别好坏；分清良莠

《新约·马太福音》记述：“Ａｎｄｂｅｆｏｒｅｈｉｍｓｈａｌｌｂｅｇａｔｈｅｒｅｄ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ｅｓｈａｌ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ｔｈｅｍｏｎｅｆｒｏｍａｎｏｔｈｅｒ，ａｓａ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ｄｉｖｉｄｅｔｈｈｉｓｓｈｅｅｐ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ｏａｔｓ．”由 于《圣 经》的 影 响，ｓｈｅｅｐ 和

ｇｏａｔ在英语中的 形 象 截 然 不 同，前 者 比 喻 好 人，后 者 比 喻 坏 人。英

语中有关 ｇｏａｔ的 成 语，大 多 贬 义。如：ｔｏｐｌａｙｔｈｅｇｏａｔ＝ｐｌａｙｔｈｅ
ｆｏｏｌ（瞎胡闹）；ｔｏｇｅｔｓｂ’ｓｇｏａｔ（触动肝火）等等。《圣经》说牧羊人要

分辨绵羊和山羊，“把绵羊安置右边，山羊左边”。据说野山羊常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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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里，引诱绵羊，故牧养人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以免混淆。
由此，人们用ｔ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ｔｈｅｓｈｅｅｐ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ｏａｔｓ这个成语，来

比喻ｔ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ｔｈｅｇｏｏ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ｉｃｋｅｄ；ｔｏｄｉｖｉｄｅｇｏｏｄｏｒｕｓｅｆｕｌ
ｐｅｏｐｌｅｆｒｏｍｂａｄｏｒｕｓｅｌｅｓｓ．
ｅｇ：１Ｗｅ’ｌｌｇｏ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ｔｈｅｓｈｅｅｐ

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ｏａｔｓ．
２Ｈａｖｅｆａｉｔｈｉｎｍｅ，ｐｌｅａｓｅ．Ｉｃａ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ｔｈｅｓｈｅｅｐｆｒｏｍｔｈｅ

ｇｏａ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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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跨文化交际注意事项

人们在成年之前就学会了在什么场合下，对谁，该说什么，不该

说什么等等。人们还懂得了在什么场合下说什么是礼貌的，什么是

诚恳的，什么是友好的，什么是诚实的。人们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进行交往时会无意识地用本民族的文化准则、社会规范和社会语言

规则等来判断和解释别人的言语行为，因而造成交际失误。有的人

熟练地掌握了一门外语语法，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他们也往往难以准

确、恰当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说话意图，结果可能造成理解

失误，或者使对方失望，感到震惊。
因语用迁移所 造 成 的 交 际 失 败 的 例 子 随 处 可 见。在 中 国 文 化

中，人 们 常 用 “你 吃 饭 了 吗？”（Ｈａｖｅｙｏｕｅａｔｅｎ？）“你 上 哪 儿 去？”
（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ｙｏｕｇｏｉｎｇ？）等言语行为来作为问候语，这些问候语对说

英语的人来讲，不但不构成问候之力，反而会起反作用。我曾问过一

位美国 人，当 他 在 中 国 被 人 问 到“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ｙｏｕｇｏｉｎｇ？”时 有 何 感

觉，他回答说，他会很气恼，因为这对他的隐私构成了威胁，他会觉得

“自己似乎去一个不应该去的地方一样”。而“Ｈａｖｅｙｏｕｅａｔｅｎ？”在

某一特定场合可能会使美国人觉得说话人在邀请他／她去吃饭，或者

会使别人感到莫明其妙。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
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这些失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不同

文化的人们在说话时，遵循不同的规则。
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尤其是跨文化的交往中常常会遇到一个

十分敏感的问题，这就是禁忌。顾名思义，所谓禁忌就是在日常生活

或工作中禁止人们做某种事情或说某种话，或忌讳人们做某种事情

或说某种话。禁忌像一种无形的戒律束缚着人们的语言和行为，使

他们在禁忌区内不敢越雷池一步。禁忌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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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中，由于地区或者次文化的差异，禁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

之处。在不同的文化中，禁忌的差异就更大了。由于这一点，禁忌就

更为人们的交际活动，尤其是跨文化的交际设置了一个不大不小的

障碍，使人们不得 不 注 意 它，不 得 不 避 开 它，以 期 交 际 的 顺 利 进 行。
实际上，中国人自古代起就十分注重这个问题了。《礼记·曲礼上》
就明确记载着“入竟（境）问禁”的礼仪规范。而且随着历史的演进，
人们甚至把某些 重 要 禁 忌 写 成 条 例 公 布 于 众，以 引 起 人 们 的 注 意。
英语国家的人们同样十分注重禁忌。在日常交往中，如果谁触犯了

禁忌，轻者表示不快，重者翻脸不认人，甚至断绝往来。据说一位在

英国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因向其临时打工的美发厅的女老板送花不

慎，触犯了禁忌，不仅被女老板当场逐出门外，而且炒了她的鱿鱼，因

为她向医院病人送了红白相间的两种不同颜色的花而犯了的英国人

的大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了解中西禁忌有助于国际交往的顺利

进行。下面我们来了解以下主要的禁忌。

一、称谓方式禁忌

英语在称谓方式上基本不存在讳名问题。尤其在美国，对于关

系比较亲近的人，无论是同级之间还是上下级之间，平辈之间或长幼

辈之间，都可以直呼其名，以示平等、亲切和友好，但对王室成员、地

位很高的神职人员以及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的称呼如ｄｏｃｔｏｒ，ｐｒｏ
ｆｅｓｓｏｒ等，就得用其头衔（ｔｉｔｌｅ）加上姓，或单用头衔称呼。在多数情

况下，用 Ｍｒ．＋姓或 Ｍｒｓ．／Ｍｓ．／Ｍｉｓｓ＋姓便可。
汉语中的称谓 禁 忌 主 要 涉 及 讳 名 的 习 俗。对 于 帝 王、师 长、官

吏、绝对不能称名，必须加以回避，即所谓的“避讳”。佛教里的观音

菩萨在唐代以前叫观世音，因为要回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改成了

这个名字。这种传统文化禁忌沿袭至今，就造成晚辈对长辈、下级对

上级、学生对老师，决不能直呼其名，否则便会视为缺乏教养、大逆不

道。一般来讲，晚辈称呼长辈时，应以辈份称谓代替姓名称谓，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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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有无血缘 关 系，均 可 以 亲 属 称 谓 相 称，如 叫“爷 爷”、“阿 姨”等。
在人际交往中，出于尊敬，通常以对方职务或以“同志”、“师傅”相称。

二、词汇禁忌

（一）凶祸词语禁忌

在英汉文化中，“说凶即凶”、“说祸即祸”的思想普遍存在。于是

生病和死亡是人们最恐惧、最忌讳的话题。拿“死亡”这个词来说，英

美人虽不完全忌讳，但在很多场合，也不愿直接用到ｄｉｅｄ或ｄｅａｔｈ，
而宁愿用较委婉的说法如ｐａｓｓａｗａｙ，ｐａｓｓ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ｔｏＧｏｄ，ｆａｌｌ
ａｓｌｅｅｐ等；也常不愿直说可怕的疾病，如 不 说ｃａｎｃｅｒ，而 改 说ｂｉｇＣ；
一般也不直说“Ｈｅｉｓｉｌｌ”，而代之“Ｈｅｄｏｅｓｎ’ｔｆｅｅｌｗｅｌｌ”。

中国人对“死”的禁忌比英美人恐怕“更胜一筹”。尤其在中国文

化中，人们更喜欢谈生、回避说死。“好死不如赖活”就是这种文化的

积淀。当我们对一个病人说“你今天不舒服，就别上班了”，其实就是

不愿说出那 个“病”，而 代 之 以“不 舒 服 ”。军 人 说“挂 彩 了”、“光 荣

了”，也是不愿道出“伤”、“死”这些不吉的字眼罢了。

（二）猥亵性词语禁忌

这是英汉禁忌 语 重 要 的 一 类。这 些 词 语 主 要 涉 及 人 体 某 些 部

位，性行为以及分泌与排泄等不洁之物。在西方虽然性教育已普及

且有关“性”的问题甚至可以公开讨论，但并不等于说可以不加选择

的随便使用与性有关的词语。有教养的人大多羞于启齿说到有关性

的词汇，特别是在公共场合或男女都在场的情况下，不会说出那些由

四个字母组成的下流词语（ｆｏｕｒｌ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ｄｓ）如ｃｏｃｋ，ｄａｍｎ，ｆｕｃｋ，

ｐｉｓｓ，ｓｈｉｔ，这似乎体现了文明社会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水准。英语中

凡是与同性恋或 性 行 为 有 关 的，或 能 引 起 性 联 想 的 词 汇，均 属 禁 忌

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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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文化中，中国人素以性保守而著称。羞于启齿涉及性、性器

官和性行为的词语。对于如排泄、性爱等正常的生理行为，也因认为

其不洁或不雅而列 入 禁 忌 范 畴。通 常 把“排 泄 行 为”称 为“解 手”或

“方便”；把女性的月经称为“例假”；把性行为用“同房”，“房事”等取

而代之。

（三）亵渎性词语禁忌

西方国家信奉基督，随便提及上帝被认为是亵渎神灵。人们不

愿使用会“触犯”上帝和魔鬼撒旦的言词，而用委婉语。如上帝（ｔｈｅ
ａｌｌｋｎｏｗｉｎｇ全知者）、撒 旦（ｔｈｅＥｖｉｌ坏 人）、“魔 王”（ｔｈｅ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ｂｌａｃｋ黑衣绅士）等。

中国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因而禁忌的内容与形式相当繁杂。
据说东北长白山一带的山民有以虎为神的习俗，他们忌讳直呼虎名，
而改称为“山神爷”；我 国 北 方 森 林 地 区 一 些 猎 人 在 语 言 中 忌 称“老

虎”，而称之为“大虫”；安徽一些地方有以狐为神的习俗，当地人不敢

直呼其名，而改称“仙姑”等。另外，如坐船时忌说“翻”字，认为这会

使船翻了；送结婚礼物忌受“伞”、“钟 ”等 物 ，因为“伞”与“散”、“送

钟”与“送终”谐音；逢年过节时尤其不能亵渎神灵，如买财神画像不

能说“买”，只 能 说 “请”。商 家 直 销 也 是 说 “送 财 神”，而 不 是 “卖

财神”。

三、话题禁忌

英汉语这方面的差异较大。西方文化以个人价值至上，他们强

调个体自我个性化，因此表达个体“我”的词“Ⅰ”在书面语中无论何

时何地都要大写。强调独立的个性（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他们的ｐｒｉｖａｃｙ
和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ｆｆａｉｒｓ是绝对不能让别人干涉的。除非本人乐意，他人绝

对不可触犯。个人隐私大致包括个人的年龄、财产、工资收入、婚姻、
恋爱等。所以与他 人 交 谈 时，切 不 可 涉 及 属 于 隐 私 领 域 里 的 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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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做了，会引起极大的不快和反感。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上

述西方人的隐私是极为平常的事，而且在社交中常常作为关注的话

题加以讨论，而决没有西方人的那种感觉。中国人也有忌谈的东西，
那主要是涉及个人尊严的“短处”、“痛处”、“缺点”、“毛病”等方面的

事情。中国有句 俗 话“打 人 别 打 脸，说 话 别 揭 短”，讲 的 就 是 这 个 道

理。交谈时，不要随便问“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ｙｏｕｇｏｉｎｇ？”“Ｗｈａｔａｒｅｙｏｕｇｏ
ｉｎｇｔｏｄｏ？”等问题，但在医院医生询问患者情况或注册登记等情况

下，婚姻状况、年龄、职业等个人“隐私”则不复禁忌。
中国人则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强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

感情。在交谈中常以对方的饮食起居等生活话题为主，诸如：身体如

何、工作怎样，临别时还经常提醒对方吃好、睡好、走好等，以示亲切。
另外，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宴请外国朋友吃饭时，总爱说“饭菜不

好，大家随便吃一点”或“招待不周，请多原谅”，这让西方人很迷惑，
“既然饭菜不好，又何必请我们而且为什么不把最好的饭菜拿来招待

我们呢？”中国人喜欢对别人说恭维话，却又经常拒绝别人对自己的

恭维以示 谦 虚，这 让 常 用 “Ｔｈａｎｋｙｏｕ”或“Ｉ’ｍｖｅｒｙｇｌａｄｔｏｈｅａｒ
ｔｈａｔ”来直接感谢对方的赞美的西方人感觉不真诚。

在英语国家，基督教是国教或者是主要宗教之一。信奉基督教

的人视自杀为罪恶，所以在交往中一般忌谈自杀。

四、社交禁忌

在英语国家，拜访某人需事先预约，忌突然造访。否则，受访者

会感到不快。甚至拒绝晤谈。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拜访打乱了工作安

排，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久而久之，这便成了一条社交禁忌，违

犯了它常被视为粗鲁无礼的表现。中国人除了大事，如婚丧嫁娶，由

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常常没有预约访客的习惯。但随着人们生活

节奏的加快，预约访客也变得愈来愈重要了。实际上，在中国的大中

城市的公务员界、商贸界、教育界、科技界等行业领域，预约访客的做

·６８１·

英 汉 语 言 文 化 比 较



法也在实行，因为这样做比较得体，对双方都有好处。预约好的拜访

一般要准时，不可提前或迟到。但在习惯上，尤其是宴请或聚会，美

国人习惯晚３～５分钟到达。一般说来，比预定的时间晚１０分钟到

达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早到了，最好等一会儿，因为女主人忙于准备

饭菜，直到开饭前５分钟才有时间换装，早到会使主人感到难堪。迟

到自然会使主人或其他客人久等，也是一种失礼的事。英美国家的

这种习惯和中国人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们通常习惯于早３或４分钟

到达以示尊敬，对年长或位高者尤其如此。
预约好的拜访无故取消或推迟。如果有了突发事件，如灾病事

故，而实在不能前往时，要提前通知，事后表示歉意，以弥补给主人造

成的不便。在家庭宴请、聚会或其他类似的社交活动中，英语国家的

人们忌谈本行（ｔａｌｋｓｈｏｐ）或公事。谈论只有自己熟悉的话题会使他

人难堪，令人反感。谈论本人业务上的事，会使人感到你视野狭窄，
只知道自己鼻 子 底 下 那 点 事。中 国 人 对 于 这 一 点 似 乎 并 不 怎 么 在

乎。交往中，人们愿意谈，不少人也愿意听。当然，中国人也厌恶他

人卖弄自己，口若悬河，夸夸其谈。
在社交活动中，人们相见、告别或向他人表示祝贺时，常施握手

礼。但英语国家的人们有一个关于握手的禁忌，在多人在场的情况

下，不能越过另两个人拉在一起的手而去和第四个人握手。据说，这

种交换握手可能会招来不幸。至于为什么，人们还不知其详。
吸烟的人碰在一起，为了表示礼貌，常有为他人点烟的举动。这

在中外都是常见的礼节。但英语国家有不给第三个人点烟的忌讳。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划着了火或者打着了打火机时，一次只能连续为

两个人点烟。他需要为第三个人点烟时，须另划一根火柴或重新打

着打火机。一根火柴连续为３个人点烟据说会给其中的一个人带来

不幸。这个禁忌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

的３个士兵夜间在战壕里吸烟，其中一人划着火柴给另外两人和自

己点了烟。由于火柴的光亮较长，成了敌人从容瞄准的目标，结果一

个士兵被枪打死。这样，用一根火柴连续给３个人点烟便成了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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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大忌。

五、公共场合禁忌

在英语国家里，人们在公共场合活动严格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
严禁别人打扰。比如，到邮局或银行办事，或到某处参观，人们会根

据先来后到的顺序排起队来，并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人不能加塞儿，
观看别人办事或帮助出主意。到餐馆用餐，如果人多客满，后到的人

不能打扰先到的人。他们必须在门口等候，不可到餐厅内任意游走，
或自己找位子。其实中国人在公共场合也有自己的禁忌或规矩，只

是不少人不在乎。比如，排队加塞儿、上公共汽车拥挤抢座、出了事

爱好围观等等，其实都是不文明礼貌的举动。
在公共场合与他人交谈时，英语国家绝对禁止大声喧哗，这和中

国人的规矩是一样的，但就一般的正常说话音量而言，他们讲话听起

来也比中国人声音要低。这一点在公共场合尤为明显。说话声音低

也是不想打扰别人的一种表现。
打喷嚏是一种生理现象，但在公共场合或与朋友聚会时，绝对禁

止冲着他人打喷嚏。这是中外都有的禁忌。实在要打喷嚏或擤鼻子

时，要 用 纸 或 手 绢 捂 着 鼻 子，转 过 身 去。事 后 还 要 说 一 声 对 不 起

（Ｅｘｃｕｓｅｍｅ），周围的人会 说 一 声“上 帝 保 佑 你”。西 方 国 家 关 于 人

们在公共场合打喷嚏而报之以“上帝保佑你”或“祝你健康”（法国人

的习惯）的话语，其来源说法不一，一般的解释是：１４世纪欧洲流行

黑死病，蔓延到英国，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一疾病的明显症状之

一就是打喷嚏。谁要是一打喷嚏，就怀疑自己染上了此病。打喷嚏

的人会接着说“上帝保佑我”（Ｇｏｄｂｌｅｓｓｍｅ），别人也会说“上帝保佑

你”（Ｇｏｄｂｌｅｓｓｙｏｕ），以此消灾去病，使身体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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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饮食禁忌

饮食是一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自古以来认为“民以

食为天”。长期的生活过程中，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饮食文化，而饮食禁忌便是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饮

食禁忌既包括饮食的内容，即忌吃哪种食物，也包括饮食方式，即进

食时忌讳某种行为或方式。我们都知道伊斯兰教徒忌吃猪肉，印度

教的教徒忌吃牛肉，佛教徒忌吃各种肉类，也就是忌荤。另外，我们

还知道进食时有各种规矩，西方人用刀叉吃饭，东方人用筷子，还有

的民族用手抓饭吃，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各种禁忌，比如西方人进

食忌刀叉出声，中国人也忌用筷子敲打盘子或饭碗。
中国人招待客人时，一般都准备了满桌美味佳肴，不断地劝客人

享用，自己还谦虚：“没什么菜，吃顿便饭。薄酒一杯，不成敬意。”行

动上多以主人为客人夹菜为礼。西方人会对此大惑不解：明明这么

多菜，却说没什么菜，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行为。而他们请客吃饭，菜

肴特别简单，经常以数量不多的蔬菜为可口的上等菜，席间劝客仅仅

说：“Ｈｅｌｐ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ｔｏｓｏｍｅ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ｐｌｅａｓｅ．”吃喝由客人自便自定。
当别人问是否要吃点或喝点什么时（Ｗｏｕｌｄｙｏｕｌｉｋ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ｏｅａｔ？／ｄｒｉｎｋ？），我们通常习惯于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

烦了”等。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Ｙｅｓ，

ｐｌｅａｓｅ．”若不想要，只要说“Ｎｏ，ｔｈａｎｋｓ．”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

中国人含蓄和 英 语 国 家 人 直 率 的 不 同 风 格。由 于 中 国 人 非 常 重 视

“谦虚”和“礼 貌”，在 受 别 人 邀 请 吃 饭 聚 会 时，他 们 习 惯 说 声“不”
（“Ｎｏ”）；在中国文化中，这会自然被理解为“Ｐｌｅａｓｅｏｆｆｅｒｍｅａｇａｉｎ”
的意思，但对美国人来讲，这是明显的拒绝邀请的表示。为此，不少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家庭做客时，不得不付出代价，或者饿着肚子，或

者干渴一个晚上，更严重的是他们会以为美国人太不够意思。反之，
由于中国人有好客的习惯，在饭桌上请别人吃东西时，会左让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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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逼”得对方吃下去才肯罢休，这种“强迫”式客气法会使美国人感

到莫明其妙，不可理解。

七、送礼禁忌

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各国人民都有送礼的习俗，但都讲究送礼

要得当，这就产生了某些有关送礼的禁忌，如果不了解这些禁忌，就

有可能弄巧成拙，好心反成了驴肝肺。
英语国家的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他们的传统节日圣诞

节，朋友同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送些小礼品是常有的事，但忌送重

礼。因为花费较多送重礼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贿赂行为；另外，重礼意

味着还礼时也要重礼，但他们没有这种习惯，也不想这样做。其实中

国人送礼也是主张“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但社会上也流行

一种陋习，这就是礼越送越重，钱越给越多。这种送礼的方式已经成

了贿赂他人的代名词、打通关系的敲门砖。
英语国家有用鲜花送礼的习惯，以花送礼是一种高雅文明的礼

仪行为，但必须明白什么场合中什么人须送什么花，千万不可弄错。
首先，送花忌送双数，因为双数的花会招来厄运。另外送花忌送白色

的花，如白色的百合花和白色的山楂花，因为这种颜色被看作是厄运

的预兆或死亡的象征。由此，给医院的病人送花忌送白色或红白相

间的花。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红色花象征生命力和炽热的爱情，粉红

色的花象征忠诚的爱，橘黄色象征蓬勃和朝气，紫色象征敬意和良好

的祝愿，黄色花象征轻蔑，白色花象征死亡等等。因此，给什么人送

什么花要酌情而定，不可按自己个人的意愿行事。
在美国，送礼还有一些特殊的禁忌习俗，比如，忌讳业务交往中

送礼，以避免行贿的行为；忌讳送有自己公司标志的便宜东西，好像

你是在为公司做广告；忌讳男士给女士送香水、衣物和化妆品（头巾

和手绢除外）；忌讳在公共场合送礼；忌讳在众人面前只有你一个人

送礼，而使别人感到难堪；忌送一些不值钱的项链之类的物品，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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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感到你瞧不起她。
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也表现出不同的

态度。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

般也当面不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

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

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送礼一定要有缘由，忌讳毫无意义地送礼。

在英语国家，人们通常在婴儿出生、个人生日、男女结婚、相互拜访、
重要的节日等情况下才送礼，中国人有大致相似的礼俗。毫无缘由

地送礼常使受礼者感到莫名其妙，弄不清送礼者的真实意图。

八、节日禁忌

世界上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共同的节日，如新年，也有自己独特

的传统节日，如中国的春节、西方的圣诞节、伊斯兰民族的古尔邦节

等等。不管是共同的节日还是各自传统的节日，人们都怀着不同的

心情和愿望来庆祝它们。元旦和春节是辞旧迎新的日子，人们怀念

过去一年的成就，祝愿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圣诞节是举

国欢乐、合家团聚的西方节日。当然，也有些节日是让人悲痛的，如

西方的耶稣蒙难日。不管是在哪种节日里，人们都想创造一种节日

的气氛，是欢乐祥和也好，是悲痛哀切也好，以达到庆祝为目的。正

是出于这种良好的愿望，人们在过节时又不得不对自己的某些言行

加以约束，以防不当的言行破坏了节日的气氛，带来晦气，冲走好运。
于是，节日禁忌也就由此而生。

圣诞节是西方的大节日，但这个节日的禁忌主要和圣诞布丁联

系着。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圣诞节时做布丁就像中国人过春节包饺子

一样。不少西方人认为，搅动圣诞布丁能使自己在未来的一年中万

事如意。因此，在做圣诞布丁时，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至少要搅动一下

布丁，并许下一个心愿，并相信这个心愿极有可能实现。但禁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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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动布丁只能按顺时针方向，不能逆时针方向；自己许下的心愿不能

告诉任何人。
元旦是中西方国家共同庆祝的节日。西方人十分重视这一天，

因为这是一岁之首。所以，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们在这一天言行格

外留神，并以最恰 当 的 方 式 开 始 这 一 天，以 确 保 新 的 一 年 中 的 好 运

气。他们相信，元旦的第一个访客是一个怎样的人，将奠定全家在这

一年里是走运还是倒霉的基本格局。在这一点上，他们认为最吉利

的第一个拜访者应是一个黑发的陌生人。其次，则是黑发的朋友或

熟人。而长着红发，或长着斗鸡眼，或眉毛连在一起的人则被认为是

厄运的使者。第一个来访者若是女子也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显然，
在元旦这一天他们忌讳碰到一个会带来厄运的拜访者。为了避免这

一情况的出现，他们常会做一些安排，比如，邀请一位男性朋友做自

己家里的第一位访客；邀请一个人做几户人家、甚至整整一条街的第

一位拜访者；邀请自己家族中的某个合适的成员充当第一个来访者。
根据安排，新年钟声敲响之后，这个拜访者就应及时登门，以确保那

些所谓不吉利的人不会先他而到。如果第一个拜访者是家庭成员充

当的。那么，在午夜 之 前，则 要 先 将 他 打 发 到 屋 外 去，以 做 好 准 备。
第一个拜访者还应携带一些礼物，不必昂贵。但要有象征意义。比

如可带面包，它象征着丰衣足食；可带煤块，它意味着温暖，可带硬币

或盐，它们预示着财运亨通。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英语国家，人们主要信奉

基督教，基督教还有各种教派，如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在中国有

为数不少的基督教徒，但中国的主要宗教派别是佛教、伊斯兰教和道

教。这其中只有道教是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教派。另外有人把儒家

思想称为孔教，这颇有争议，因为孔孟之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

仰。既然有宗教，就 有 宗 教 戒 律。宗 教 戒 律 实 际 上 就 是 宗 教 禁 忌。
宗教不同，禁忌也就有很大差异了，但源于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却有

相同或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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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ｅｅｔＷａｔｅｒｌｏｏ！倒霉，受毁灭性打击，灭顶之灾

滑铁卢是一代天骄拿破仑遭受惨败的地方。遭遇滑铁卢，对一

个人来说，后果 不 堪 设 想。无 怪 据 说 二 战 期 间，在 准 备 诺 曼 底 反 攻

时，温斯顿·丘吉尔和随员冒雨去某地开会，其随员因路滑而摔了一

跤，脱口说一句“ＴｏｍｅｅｔＷａｔｅｒｌｏｏ！”丘吉尔竟联想到拿破仑兵败滑

铁卢的典故，恼怒地斥责他：“胡说！我要去凯旋门呢！”

Ｉｔ’ｓＧｒｅｅｋｔｏｍｅ．我不知道。
英国人一般都不懂希腊语。这句话的直译是：对于我这是希腊

语。自然是不明白的意思。

ＧｒｅｅｋＫａｌｅｎｄｓ．幽默，诙谐方式表达的永远不

Ｋａｌｅｎｄｓ是罗马日 历 的 第 一 天。古 希 腊 不 用 罗 马 日 历，永 远 不

会有这一天。

ＣａｓｔｌｅｉｎＳｐａｉｎ．西班牙城堡，幻想，梦想（相当于汉语中的空中

楼阁）
中世纪某一时期，西班牙是一个颇富浪漫色彩的国家，这句成语

是和Ｃａｓｔｌｅｉｎａｉｒ（空中城堡）相齐名的。

ＳｅｔｔｈｅＴｈａｍｅｓｏｎｆｉｒｅ．火烧泰晤士河，这是何等伟大的壮举

但是这句成语经常是反其义应用，指那些人对某事只是夸下海

口，而不是真正想去做。

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ｔｏＰｅｒｕ．从中国到秘鲁。
它的意义非常明白，指从世界的这一边到世界的那一边，相当于

汉语的远隔重洋。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ｃｙｌｌａａｎｄ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锡 拉 和 卡 津 布 迪 斯 之 间———在

两个同样危险的 事 物 之 间：一 个 人 逃 出 一 种 危 险，而 又 落 入 另 一 种

危险

锡拉是传说中生活在意大利岩石的怪兽，卡津布迪斯是住在海

峡中一端经常产生旋涡的另一个怪兽。水手为了躲避其中一个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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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而常又落入 另 一 个 灾 难。意 大 利 这 一 方 的 海 角 叫 凯 尼 斯（Ｃａｅ
ｎｙｓ），西西里岛那一方的海角叫皮罗鲁姆（Ｐｅｌｏｒｕｍ）。

Ｓｐｏｉｌ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掠夺埃及———迫使敌人提供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源于圣经：上帝答应摩西，埃及人必须借给以色列他们所需要的

东西。

ＣａｒｒｙＣｏａｌｓｔｏ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把煤送到纽卡斯尔

把某种东西送 到 一 个 人 们 根 本 不 需 要 的 地 方。纽 卡 斯 尔 盛 产

煤，送煤到那里，岂不是多此一举，类似于汉语中的把石头从山下搬

到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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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美国英语语言文化漫谈

今天世界上 近２／３的 讲 英 语 的 人 生 活 在 北 美 洲（美 国 和 加 拿

大）。他们使用的英语和英国使用的英语有一些区别，被称作美国英

语。美国英语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美国在１７９０年进行人

口普查时，这个新生的国家当时只有４００万人。其中约有９０％是英

国移民的后裔。基于这种情况，英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人的

母语。
早期英国英语对美国英语的影响最大，到１８世纪以后，英国英

语对美国英语的影响开始减弱，自此也就出现了英语的两种不同发

展道路。随着两国英语的各自发展，也出现了两种英语的差异，这种

差异不仅体现在语音、语法方面，也体现在拼写和词汇方面。
从总体来讲 美国英语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美国人创造了一些新

的单词和用语；②他们从印地安语、荷兰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中又借

用了一部分词汇和用语；③在较为正式的谈话中，他们也仍然使用着

一些英国方言中的词语；④有些在英国已被废弃的词语，他们却仍旧

在沿用着；⑤他们逐渐发展了一些特别的惯用法、发音、词法和句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美国以其经济、军事和科技在世界的领头地位，以及各种

文化传播手段的 成 功 运 用，使 其 语 言 和 文 化 大 量 地 渗 入 世 界 各 地。
与英国英语相比，现在的美国英语再也不是什么二等英语了，它已经

风靡全球，取代了英国英语的地位，成为全世界通用语言的新霸主。
例如：美国爆发了水门事件后，“Ｗａｔｅｒｇａｔｅ”一词已经广为流传，用来

指任何政治丑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美国黑人运动“ＢｌａｃｋＰｏｗｅｒ”
（黑色权力）的爆发，不少仿此词而形成的用语也出现了，有“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学生权力），“ＲｅｄＰｏｗｅｒ”（印第安人权力），“Ｂｒｏｗｎ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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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权力，指美国墨西哥人权力）；登上月球后，出现了“Ｍｏｏｎｗａｌｋ”
（月球漫步），“ＳｏｆｔＬａｎｄｉｎｇ”（软 着 陆），“Ｓｐａｃｅａｇｅ”（太 空 时 代）等。
英国学者Ｓｗａｎ就 说：“由 于 美 国 对 英 国 文 化、政 治、经 济 的 不 断 影

响，英语将日益美国化”。事实上，由于美国这个民族独特的移民历

史，它对语言变体所采取的更为世故、容忍的态度，对各种文化采纳

的更为开放和吸取的政策，使美国英语终将成为世界性语言的新标

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中国英语教育主要采用英国语音教学，之

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与美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美国

语音逐渐为人们所青睐。
美国英语可以依据使用者的人群和地域分布划分为几个特色的

语言区：美国英语 主 体 分 布 于 中 西 部 和 西 部，以 非 英 裔 欧 洲 移 民 为

主，如德裔，意大利裔等。黑人英语 （Ａｆｒｉｃ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顾

名思义是黑人的语言，主要用于黑人社区，社区特点明显，南北方又

有很大差异。相对而言，美国英语在语音上多姿多彩的地区分布在

南部和东部，地方语音特色明显，和中国的方言相似。使用于中西部

和西部的 美 国 英 语 相 当 于 中 国 的 普 通 话。美 国 俚 语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ｌａｎｇ）是一个博大精深变化繁多的现象，它的特色在于地方性极强，
使用不当会词不达义，笑话百出。本讲精选了一些常见的美国英语

俚语，通过词语的学习了解一下美国文化。

ｔｏｓｃｒａｔｃｈｏｎｅ’ｓｂａｃｋ
要是你觉得背上某一个地方痒痒，而你自己又抓不到，这是很难

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有人替你抓一下。美国人有一个普遍的

说法，那就是ｔｏｓｃｒａｔｃｈｏｎｅ’ｓｂａｃｋ。Ｔｏｓｃｒａｔｃｈｏｎｅ’ｓｂａｃｋ从字面

上来看就是“抓某人的背”。它的真正含义是：某人帮了你一下忙，而

这个帮你 忙 的 人 也 期 望 你 下 回 帮 他 的 忙。因 此，ｔｏｓｃｒａｔｃｈｏｎｅ’ｓ
ｂａｃｋ实际上就是：这回你帮我忙，下回我就帮你的忙。例如，一个参

议员对他的高级助手说：

Ｔｈｉｓｓｅｎａｔｏ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１１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ｃｒａｔｃｈｅｄｍｙｂａｃｋｗｈｅｎｈｅ
ｖｏｔｅｄｆｏｒｍｙｂｉｌｌｔｏｃｕｔｓｔａｔｅ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ｘｅｓ，ｓｏｉｔ’ｓｍｙｔｕｒｎｔｏ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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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ｍａｆａｖｏｒａｎｄｖｏｔｅｆｏｒｔｈａｔｂｉｌｌｆｏｒｍｏｒｅｍｏｎｅｙｆｏｒｒｏａｄｓｉｎｈ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ｔｏｐｉｃｋｏｎｅ’ｓｂｒａｉｎ
Ｐｉｃｋ的意思 是“拣”。Ｔｏｐｉｃｋｏｎｅ’ｓｂｒａｉｎ就 是 向 别 人 了 解 情

况，或是征求精通某个问题的专家的意见。请看下面的例子：一个报

馆的记者正在写一篇报道，介绍新发明的一种特效药。他说：

Ｉｄｏ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ｉ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ｄｂｅｔｔｅｒｇｏ
ｓｅｅＤｏｃｔｏｒＲｏｇｅｒｓａｔ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ｐｉｃｋｈｉｓｂｒａｉｎ；ｍａｙｂｅ
ｈｅｃａｎｍａｋｅｉｔｃｌｅａｒｔｏｍｅ．

在美国，ｔｏｐｉｃｋｏｎｅ’ｓｂｒａｉｎ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因为美国

人喜欢各述己见，进行辩论，然后看看谁的意见更合理。不管世界其

他地方上或是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电台和电视台都会请一些专家

来谈谈他们对问题的看法，这实际上也是ｔｏｐｉｃｋｔｈｅｉｒｂｒａｉｎｓ。请看

例句：

ＰｅｏｐｌｅａｌｌｓａｙｔｈａｔＭａｒｙｉｓｖｅｒｙｓｍａｒｔ．Ｙｅｓ，ｓｈｅｉｓ．Ｂｕｔｙｏｕ
ｈａｖｅｔｏｋｎｏｗ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ｗｈｙｓｈｅｉｓｓｍａｒｔｉ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ｓｈｅａｌｗａｙｓ
ｐｉｃｋｓｏｔｈ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ｓｂｒａｉｎｓ．

ｔｏ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意思是“群策群力”。美国人在面临难题的时候往往

会坐在一起交换意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例如，一个电视广告公

司为一家汽车制造商录制了一段广告，介绍这家厂生产的１９９０年新

车。可是这个汽车商对广告不满意。于是，广告公司的经理对手下

的雇员说：

Ｉ’ｍｓｏｒｒｙｔｏｔｅｌｌｙｏｕｏｕｒｃｌｉｅｎｔｈａｓｔｕｒｎｅｄｄｏｗｎｔｈｅａｄｓｗｅｄｉｄ
ｆｏｒｈｉｍ．Ｌｅｔ’ｓｍｅｅｔａｔ２ｏ’ｃｌｏｃｋａｎｄ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ｉｄｅａｓ．

这里的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是 作 为 动 词 用 的。下 面 把 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当 做

名词用，它的意思是“好主意”。

Ｓａｙ，Ｉｊｕｓｔｈａｄａ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Ｉｎｏｕｒａ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ｎｅｗｃａｒｓ，

ｗｈｙｄｏｎ’ｔｗｅ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ｒｓａｆｅｔ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ｎｏｔｈｏｗｆａｓｔｔｈ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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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Ａｌｏｔ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ｗｏｒｒｉｅｄａｂｏｕｔｓａｆｅｔｙｔｈｅｓｅｄａｙｓ．
ｅｇｇｈｅａｄ
大多数人都很尊敬那些脑子灵活聪明的人。可是，有些聪明的

人总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强，处处要表现自己。美国人把这种人称

为“ｅｇｇｈｅａｄ”。

Ｅｇｇｈｅａｄ作为一个 词 是 在１９５２年 美 国 总 统 大 选 时 开 始 用 的。
当时，共和党的候选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军的最高司令员艾森豪

威尔将军。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对手是伊利诺伊州州长、民主党候选

人史蒂文森。史蒂文森是个知识分子，他在竞选过程中发表了一系

列精心撰写的讲话。可是，这些讲话只有像史蒂文森那样的知识分

子才感兴趣，所以共和党人就取笑他说：

Ｓｕｒｅ，ａｌｌｔｈｅｅｇｇｈｅａｄｓｌｏｖｅ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Ｂｕｔｈｏｗ ｍａｎｙｅｇｇ
ｈｅａｄｓ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ｂａｃｋｓｌｉｄｅｒ
有的人明知自己有坏习惯，也很想把它改掉，可是，他们缺乏毅

力。尽管他们每次下决心要采取行动彻底改掉坏习惯，可是过不久，
他们又慢慢地走回老路，恢复了原来的习惯，所下的工夫也就前功尽

弃。美国人把这样的人叫做“ｂａｃｋｓｌｉｄｅｒ”。
抽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有多少人多次下定决心要戒烟，可

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依然如故，每天抽一盒，甚至两盒。下面是一

个儿子在说他的父亲：

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ｔｏｄｏａｂｏｕｔｍｙｆａｔｈｅｒ．Ｈｅｈａｓａｎａｗｆｕｌ
ｃｏｕｇｈｆｒｏｍｓｍｏｋ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ｓｔｒｉｅｄｔｏｓｔｏｐａｄｏｚｅｎｔｉｍｅｓ．Ｂｕｔａｆｔｅｒ
ａｃｏｕｐｌｅｏｆｗｅｅｋｓ，ｈｅｂａｃｋｓｌｉｄ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ｓｐｕｆｆｉｎｇａｗａｙａｇａｉｎ．

美国人对保持 体 形 是 很 敏 感 的。当 然，年 轻 少 女，对 此 更 加 敏

感。可是，在美国人当中，体重超标的人也确实不少。这和他们吃很

多肉、奶油、黄油、甜食等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些食品很容易使

人发胖。为了减肥，或者维持合适的体重，不少人经常要通过种种方

法来节食。下面就是一个体重超标的人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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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ｋｎｏｗＩ’ｍ２０ｐｏｕｎｄｓ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ｋｅｅｐ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ｄｉｅｔ．
ＢｕｔＩ’ｍａｔｅｒｒｉｂｌｅｂａｃｋｓｌｉｄｅｒ．Ｉ’ｌｌｌｏｓｅａｃｏｕｐｌｅｏｆｐｏｕ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ｎ
ｗａｌｋｂｙａｎｉｃｅｃｒｅａｍｓｈｏｐａｎｄｇｏｉｎａｎｄｅａｔａｑｕ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ｆｆ．

ｂａｃｋｓｌａｐｐｅｒ
美国人要向别人表示友好的时候往往用手拍拍对方的后背。对

许多人来说，这已经成了习惯。这里要说明的是，这种习惯在美国男

人当中特别普遍。例如，在一个婚礼上，新郎的好朋友都会在他背上

拍几下，以表示对他的祝贺。可是，有的人做得太过份，见到人，不管

是认识的还是不 认 识 的 人，见 一 个 拍 一 个，想 以 此 来 显 示 他 们 很 友

好。美国人把这种人叫做“ｂａｃｋｓｌａｐｐｅｒｓ”。
在政界人士当中，这 种 拍 拍 背，握 握 手 以 示 友 好 的 动 作 特 别 有

用。下面就是一个人在描述一位政客：

Ｍｒ．Ｇｒｅｅｎｋｅｅｐｓｇｅｔｔ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ｔｒｉｅｓｔｏｓｈａｋｅ
ｈ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ｅｖｅｒｙｖｏｔｅｒｉｎｈｉ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Ｈｅｂａｃｋｓｌａｐｓ
ａｌｌｔｈｅｍｅｎａｎｄｈｅｋｉｓｓｅｓｅｖｅｒｙｂａｂｙｈｅｓｅｅｓａｎｄｔｅｌｌｓｔｈｅｍｏｔｈｅｒ
ｉｔ’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ｂａｂｙｈｅ’ｓｅｖｅｎｓｅｅｎ．

嘴巴甜的人也许是会占点便宜，但是，好多人都知道，嘴巴甜的

人并不一定可靠。有的时候，这些显得很友好的人并不是真得那样

友好。下面这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Ｂ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ｏｆｔｈａｔｂｉｇ，ｌｏｕｄｇｕ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Ｈｅ’ｓａｒｅａｌｂａｃｋ
ｓｌａｐｐｅｒｉｆｈｅｔｈｉｎｋｓｙｏｕ’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ｕｔｉｆｈｅｆｉｎｄｓｏｕｔｙｏｕ’ｒｅ
ｎｏｔａｂｉｇｓｈｏｔ，ｈｅｗｏｎ’ｔｅｖｅｎｂｏｔｈｅｒｔｏｓａｙｈｅｌｌｏｔｏｙｏｕ．

ｂａｃｋｓｅａｔｄｒｉｖｅｒ
在美国开车出门是许多人每天生活的一部份。开车的技术当然

每个人都不一样。一般来说，开车的人都不太喜欢别人给他指指点

点，教他怎么开，怎么走。坐在后面的人本来满可以轻松地聊天，看

风景，只要开车的人把你带到目的地去就可以了，可是，偏偏有的人

坐在后面还不甘心，老是要给开车的人不断地提出没有必要的指导，
警告和批评。这种人就是“ｂａｃｋｓｅａｔｄｒｉｖｅｒ”。我们先来给大家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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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Ｈｏｎｅｙ，ｗｈｙｄｏｎ’ｔｙｏｕｐａｓｓｔｈｅｃａｒｉｎｆｒｏｎｔ—ｈｅ’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ｏ
ｓｌｏｗ！Ｌｏｏｋｏｕｔ — ｄｏｙｏｕｓｅｅｔｈｅｃａｒｃｏｍ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ａｔｓｉｄｅ
ｓｔｒｅｅｔ！Ｏｈ，ｏｈ，ｂｅｔｔｅｒ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ｓｔｕｒｎｉｎｇｒｅｄｕｐ
ａｈｅａｄ！

由于开车时指指点点而产生不愉快，引起夫妇吵架的情况也是

常有的。有的时候，太太一生气就对先生说：“Ｄａｒｌｉｎｇ，ｊｕｓｔｓｈｕｔｕｐ
ａｎｄｌｅｔｍｅｄｏ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ｏｋａｙ？”意思是：“亲爱的，闭上你的嘴，让

我专心开车，可以吗？”
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ｂａｃｋｓｅａｔｄｒｉｖｅｒ不一定用在开车的情况

下，其他方面也同样使用。下面这个例句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实例：

Ｏｎｅｐｌａｃｅｗｈｅｒｅｙｏｕｆｉｎｄｌｏｔｓｏｆｂａｃｋｓｅａｔｄｒｉｖｅｒｓｉ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ｃａｎ’ｔｇｅｔ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ｂｕｔｋｅｅｐｂｏｔｈｅ
ｒ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ｗｉｔｈｕｎｎｅｅｄｅｄａｄｖｉｃｅ．

当然，我们不 能 说 所 有 没 有 当 选，而 提 意 见 的 人 都 是 ｂａｃｋｓｅａｔ
ｄｒｉｖｅｒ。有的人也许是出自好心或良好的愿望。

ｔｏｂｒｅａｋｙｏｕｒｎｅｃｋ
Ｂｒｅａｋ的意思是“把什么东西弄断或打破”。但是，ｔｏｂｒｅａｋｙｏｕｒ

ｎｅｃｋ的意思并不是指你的脖子真的断了。Ｔｏｂｒｅａｋｙｏｕｒｎｅｃｋ作为

俗语是尽一切力量努力去做某件事的意思。下面这位爸爸说的话就

很清楚地告诉大家ｔｏｂｒｅａｋｙｏｕｒｎｅｃｋ这个俗语的用法：

ＩｗｉｓｈＳａｍ ｗｏｕｌｄｓｔｕｄｙｈａｒｄ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ａｍ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ｍｙ
ｎｅｃｋｔｏｓｃｒａｐｅｕｐｔｈｅｍｏｎｅｙｔｏｋｅｅｐｈｉｍ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美国人的生活 是 很 紧 张 的，节 奏 很 快，人 人 感 到 压 力 很 大。可

是，下面这个例子说的那个修电视机的工人当天比较运气，碰到了一

个好顾客。这位顾客对他说：

Ｙｏｕ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ｔｏｂｒｅａｋｙｏｕｒｎｅｃｋｆｉｘｉｎｇｔｈｉｓＴＶｓｅｔ：Ｉｒｅａｌｌｙ
ｄｏｎ’ｔｎｅｅｄｉｔｎｅｘｔｗｅｅ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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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ｏｓｔｉｃｋｙｏｕｒｎｅｃｋｏｕｔ
在任何情况下把脖子伸得太长都是既冒险又危险的。汉语里有

“枪打出头鸟”的说法，在英文里就是：ｔｏｓｔｉｃｋｙｏｕｒｎｅｃｋｏｕｔ。据说

ｔｏｓｔｉｃｋｙｏｕｒｎｅｃｋｏｕｔ这个说法是来自形容乌龟的处境。当乌龟的

头缩在乌龟壳 里 的 时 候，一 切 都 很 安 全。可 是，一 旦 它 们 把 头 伸 出

来，那可就危险了。看下面的例子：

Ｉｔｈｉｎｋｍｙｂｏｓｓｉｓｄｅａｄｗｒｏｎｇａｂｏｕｔｈｉｒｉｎｇｈｉｓｓｏｎｉｎｌａｗ，ｂｕｔ
Ｉ’ｍｎｏｔｇｏｉｎｇｔｏｓｔｉｃｋｍｙｎｅｃｋｏｕｔａｎｄｔｅｌｌｈｉｍ！

可是，不怕担风险的人还是有的。下面这个人就是在称赞他们

州的国会议员：

Ｉａｄｍｉｒｅｏｕｒ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ｍａｎ — ｈｅ’ｓｏｎ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ｗｈｏ’ｓｎｏｔ
ａｆｒａｉｄｔｏｓｔｉｃｋｈｉｓｎｅｃｋｏｕｔａｎｄｓａｙｗｈａｔｈｅｒｅａｌｌｙｔｈｉｎｋｓ，ｅｖｅｎｉｆｉｔ
ｃｏｓｔｓｈｉｍｓｏｍｅｖｏｔｅｓ．

ｐ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ｃｋ
Ｐａｉｎ是“痛”的意思，ｎｅｃｋ 是指“脖子”。但 是，ｐ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ｃｋ

并不是“脖子痛”的意思，ｐ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ｃｋ是说某人很讨厌。这个俗

语非常普遍，你每天都可以听到美国人这么说：“Ｈｅ’ｓａｒｅａｌｐａｉｎｉｎ
ｔｈｅｎｅｃｋ．”这就是说：“那个人真讨厌。”下面这个例子是一个饭馆的

老板在说某个顾客：

Ｉｗａｎｔｔｏｒｕｎａｎｄｈｉｄｅｅ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Ｉｓｅｅｔｈａｔｗｏｍａｎｃｏｍｅｉｎｔｏ
ｍｙｐｌａｃｅ．Ａｒｅａｌｐ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ｃｋ；ｓｈｅ’ｓａｌｗａｙｓ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ｆ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ｃｋ不是一定要针对别人说，有时还可以用在自己

身上。下面是一个很不高兴的爸爸在对儿子说话：

Ｉｄｏｎ’ｔｗａｎｔｔｏｂｅａｐ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ｃｋ，ｓｏｎ，ｂｕｔＩ’ｖｅｒｅｍｉｎｄｅｄ
ｙｏｕａｄｏｚｅｎｔｉｍｅ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ｔｏｃｌｅａｎｕｐｙｏｕｒｒｏｏｍ．Ｂｅｔｔｅｒｄｏｉｔｔｏ
ｎｉｇｈｔ，ｏｒｙｏｕｃａｎ’ｔｕｓｅｔｈｅｃａｒｔｈｉｓｗｅｅｋｅｎｄ．

Ｎｅｃｋａｎｄｎｅｃｋ
Ｎｅｃｋａｎｄｎｅｃｋ这个说法来自比赛，是指比赛进行得很激烈，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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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双方不相上下，如赛跑、赛马等。但是，ｎｅｃｋａｎｄｎｅｃｋ现在也经常

用在别的竞争方面，下面这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

Ｒｉｇｈｔｎｏｗ，ｏｎｌｙａｗｅｅｋ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ａｒｅｒｕｎｎｉｎｇｎｅｃｋｔｏｎｅｃｋａｎｄ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ｔｓｃａ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ｗｈｉｃｈｐａｒｔｙｗｉｌｌｗｉｎ．

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离开选举只有一个星期了，但是，共和党

和民主党在竞选方面仍然不分上下，没有一个专家能预测到底哪个

党会在竞选中获胜。”

Ｎｅｃｋａｎｄｎｅｃｋ有时还可以用在其他场合，就拿我们的课来做例

子吧：

Ｉ’ｍｒｕｎｎｉｎｇｎｅｃｋａｎｄｎｅｃｋ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ｌｏｃｋｔｏｓｅｅｉｆＩｃａｎｆｉｎｉｓｈ
ｏｎｔｉｍｅ．

ｔｏｈａｖｅａｈｅａｒｔ
Ｔｏｈａｖｅａｈｅａｒｔ要是从字面上来解释那就会毫无意义了，因为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一颗心的。Ｔｏｈａｖｅａｈｅａｒｔ是一个俗语，它的

意思就是要求别人对说话的人表示同情，或者是要求别人帮助他。
下面是一个１６岁的男孩在请求他的爸爸让他用家里的新汽车。

根据美国法律，一个孩子到了１６岁就可以通过考试拿到驾驶执照，
也就是说可以开汽车了。这个男孩对他爸爸说：

Ｈｅｙ，Ｄａｄ，ｈａｖｅａ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ｌｅｔｍｅｕｓｅｔｈｅｎｅｗｃａｒ；Ｉｈａｖｅｔｈｉｓ
ｂｉｇｄａｔｅｗｉｔｈＪｅｎｎｉｅｔｏｎｉｇｈｔ．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向朋友借了钱的人在请他的朋友宽容一些时

间，于是他说：

Ｃｈａｒｌｉｅ，ＩｋｎｏｗＩ’ｖｅｏｗｅｄｙｏｕｔｈ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ｂｕｃｋｓｆｏｒａ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Ｂｕｔ，ｈａｖｅａｈｅａｒｔ：ｇｉｖｅｍｅａｌｉｔｔｌｅｍｏｒｅｔｉｍ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ｒｅａｌｌｙ
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ｉｔｒｉｇｈｔｎｏｗ．

ｍｙｈｅａｒｔｓｔｏｏｄｓｔｉｌｌ
从字面 上 已 经 可 以 猜 到 ｍｙｈｅａｒｔｓｔｏｏｄｓｔｉｌｌ的 意 思 了。Ｍｙ

ｈｅａｒｔｓｔｏｏｄｓｔｉｌｌ就是指某件事使你非常害怕，或惊恐，以致你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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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几乎停止跳动了，请看例句：

Ｍｙｈｅａｒｔｓｔｏｏｄｓｔｉｌｌｗｈｅ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ｃａｒｒａ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ｄ
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ｋｎｅｗｗｅｗｅｒｅａｂｏｕｔｔｏｃｒａｓｈ．

这种心情不仅会出现在自己处于危险的时候，在看到别人遭到

危险的时候也 同 样 会 产 生 类 似 的 情 景。下 面 这 个 例 子 就 能 说 明 这

一点：

ＩｈａｖｅｔｏｔｅｌｌｙｏｕｍｙｈｅａｒｔｓｔｏｏｄｓｔｉｌｌｗｈｅｎＩｓａｗｔｈａｔｂａｂｙ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Ｂｕｔｔｈａｔｂｏｙｊｕｍｐｅｄｒｉｇｈｔｉ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ｋｉｄａｎｄ
ｐｕｌｌｅｄｈｉｍｏｕｔｂｅｆｏｒｅｈｅｗ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ａｔｂｏｙｄｅｓｅｒｖｅｓａｍｅｄａｌ！

ｈｅａｒｔｔｏｈｅａｒｔｔａｌｋ
Ｈｅａｒｔｔｏｈｅａｒｔｔａｌｋ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很严肃、很坦率地谈论一

些私事。Ｈｅａｒｔｔｏｈｅａｒｔｔａｌｋ翻译为中文就是“坦诚地谈话”，或者是

“促膝谈心”。比如说，当一个妻子发觉他的丈夫在赛马方面花的钱

太多，她可能就要和她丈夫好好地进行一次 ｈｅａｒｔｔｏｈｅａｒｔｔａｌｋ。或

者，一个工作人员老是迟到早退的话，他的老板可能就要把他找到办

公室来进行一次 ｈｅａｒｔｔｏｈｅａｒｔｔａｌｋ。下面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Ｓｏｎ，ｙｏｕａｎｄＩｈａｖｅｔｏｓｉｔｄｏｗｎａｎｄｈａｖｅａｈｅａｒｔｔｏｈｅａｒｔ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ｙｏｕｒｓｃｈｏｏｌｇｒａｄｅｓ．Ｙｏｕｈａｖｅｔｏｄｏ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ｍ
ｕｐｉｆｙｏｕｗａｎｔｔｏｇｅｔｉｎｔｏａｇｏｏｄｃｏｌｌｅｇｅ．

虽然美国有几千所大学，但是要进入一所好的大学，竞争性还是

很强的。美国的大学，特别是那些有名的大学，录取学生的时候不仅

要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且还要看学生的社会活动是否活跃，体育运

动是否积极。这些学校的学费也特别贵，当然，成绩突出的话就能得

到奖学金。这就是为什么这位爸爸要和他儿子谈心的原因。

ｔｏｐｕｔｙｏｕｒｂｅｓｔｆｏｏ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你正在找工作，和某个公司约好了去面谈，或者你第一次要去和

一位异性会面，这个时候你就想要给他们一个好印象，这在英文里就

是ｔｏｐｕｔｙｏｕｒｂｅｓｔｆｏｏｔｆｏｒｗａｒｄ。为了给人造成一个好印象，也就

是说ｔｏｐｕｔｙｏｕｒｂｅｓｔｆｏｏｔｆｏｒｗａｒｄ，你在去面谈前肯定会尽量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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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穿得体面一些，在和人面谈的过程中脸上还老是笑容可掬。下面

这个例子就是某人在给别人出主意，如何设法给招工的单位一个好

印象：

Ｂｅｔｔｅｒｇｅｔａｈａｉｒｃｕｔｂｅｆｏｒｅｙｏｕｇｏｔｏｔｈａｔｊｏｂ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ｔｏｍｏｒ
ｒｏｗ．Ｙｏｕｗａｎｔｔｏｐｕｔｙｏｕｒｂｅｓｔｆｏｏ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ｔｗｅｎｔｙｏｔｈ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ｊｏｂ．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说明怎么样用 ｈｏｗｔｏｐｕｔｙｏｕｒｂｅｓｔｆｏｏ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ｆｉｎａｌｌｙｇｏｔａｄ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ｇｉｒｌＩ’ｖｅｂｅｅｎ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ｇｏｏｕｔ
ｗｉｔｈｓｏｌｏｎｇ．ＳｏＩ’ｍｐｕｔｔｉｎｇｍｙｂｅｓｔｆｏｏ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ｓｅｎｄｉｎｇｈｅｒ
ａｄｏｚｅｎｒｏｓｅｓａｎｄａｂｏｘｏｆ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Ｉｐｉｃｋｈｅｒｕｐｔｏｍｏｒ
ｒｏｗ．

ｔｏｌａｎｄｏｎｙｏｕｒｆｅｅｔ
Ｔｏｌａｎｄｏｎｙｏｕｒｆｅｅｔ的字面意思是：你的脚站在地上。可是它

的确切含义是：在经历了一些困难后最后又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也

可以说是逢凶化吉了。有的语言专家认为，这个俗语可能来自对猫

的观察。当一只猫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它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技能：
它能在没有落地之前调整自己身体的姿势，从而使自己平安地落地。
例如：

ＭｙｂｒｏｔｈｅｒＪｏｅｇｏｔｆｉｒｅｄｆｏｒｎｅ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ｔｏｗｏｒｋｏｎｔｉｍｅ，

ｂｕｔｈｅｌａｎｄｅｄｏｎｈｉｓｆｅｅｔ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ｊｏｂｔｈａｔｐａｉｄｔｗｉｃｅａｓ
ｍｕｃｈｍｏｎｅｙ．

经济问题在美国是经常发生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Ｍｒ．Ｇｒｅｅｎ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ｓｎｏｔａｆｒａｉｄｔｏｐｕｔｈｉｓ
ｍｏｎｅｙｉｎｔｏｓｏｍｅｖｅｒｙｒｉｓｋｙ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ｈｅ’ｌｌｌｏｓｅｏｕｔ，

ｂｕｔｓｏｍｅｈｏｗｈ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ｓｔｏｌａｎｄｏｎｈｉｓｆｅｅｔａｎｄｆｉｎｄｍｏｎｅｙ
ｔｏｐｕｔｉｎｔｏ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ｔ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ａｐｒｏｆ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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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ｏｇｅｔｏｆｆｏｎ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ｆｏｏｔ
Ｔｏｇｅｔｏｆｆｏｎ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ｆｏｏｔ，这是指某人一开始就没给人一个

好印象，或一开始由于某种行为而把事情弄糟了。例如：

ＷｈｅｎＪｏｅｗｅｎｔｔｏｈｉｓｎｅｗｊｏｂ，ｈｅｇｏｔｏｆｆｏｎ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ｆｏｏｔ—

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ｕｐｓｅｔｈｉｓｎｅｗｂｏｓｓｂｙａｒｒｉｖ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ｓｔｏｒｅ
ｔｗｏｈｏｕｒｓｌａｔｅ．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ｎｏｗｈｅ’ｓｏｕｔｌｏｏｋｉｎｇｆｏｒａｊｏｂａｇａｉｎ．

Ｔｏｇｅｔｏｆｆｏｎ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ｆｏｏｔ这个俗语实际上可以适用于任何

情况。下面一个例子是一个男学生在说他交女朋友的情况：

Ｉｆｉｎａｌｌｙｇｏｔａｄ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ｎｅｗｇｉｒｌｉｎｃｌａｓｓｂｕｔＩｓｕｒｅｇｏｔｏｆｆ
ｏｎ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ｆｏｏｔｗｉｔｈｈｅｒ：Ｉｈａｄｃａｒｔｒｏｕｂｌｅａｎｄｇｏｔｔｏｈｅｒｐｌａｃｅ
ａｌｍｏｓｔｔｗｏｈｏｕｒｓｌａｔｅ．

ｔｏｐｕｔｙｏｕｒｆｏｏｔｉｎｙｏｕｒｍｏｕｔｈ
我们来举个例子看看什么样的情况才ｔｏｐｕｔｙｏｕｒｆｏｏｔｉｎｙｏｕｒ

ｍｏｕｔｈ：

ＷｈｅｎＳａｌｌｙｔｏｌｄｔｈａｔｓｉｌｌｙｊｏｋ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ａｉｌｏｒｗｉｔｈｏｎｅｌｅｇ
ｓｈｅｒｅａｌｌｙｐｕｔｈｅｒｆｏｏｔｉｎｈｅｒｍｏｕｔｈ．Ｓｈｅｄｉｄｎ’ｔｋｎｏｗｔｈｅｍａｎ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ｄｉｎｎｅｒｔａｂｌｅｈａｄａｂｒｏｔｈｅｒａｔｈｏｍｅｉｎａｗｈｅｅｌｃｈａｉｒ．

Ｓａｌｌｙ如果事后了解情况的话，她肯定 会 说：“Ｗｅｌｌ，Ｉ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ｈａｖｅｐｕｔｍｙｆｏｏｔｉｎｍｙｍｏｕｔｈ．”这个俗语就是无意中说错了话而

伤害了别人，或者叫自己很不好意思。
下面再看一个例子：

Ｉ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ｐｕｔｍｙｆｏｏｔｉｎｍｙｍｏｕ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ｌａｓｔｎｉｇｈｔ
ｗｈｅｎＩａｓｋｅｄＭｉｓｔｅｒＢｒｏｗｎｔｏｓａｙｈｅｌｌｏｔｏｈｉｓｗｉｆｅｆｏｒｍｅ．Ｓｏｍｅ
ｈｏｗＩ’ｄ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ｔｈａｔｈｉｓｗｉｆｅｄｉｅｄ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ａｇｏ．

ｃｏｌｄｆｅｅｔ
Ｃｏｌｄｆｅｅｔ不 是“在 雪 地 里 走 而 使 你 的 脚 很 冷”的 意 思，而 是 指

“临时上场感到胆怯”。例如：

Ｐｅｔｅｒｔｏｌｄｈｉｓｗｉｆｅ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ｈｅｗａｓｒｅａｌｌｙｇｏｉｎｇｔｏｗａｌｋｉｎ
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ａｐａｙｒａｉｓ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ｓｓ．Ｂｕｔｗｈｅｎｈｅａｒｒｉｖｅｄａｔ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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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ｉｃｅ，ｈｅｇｏｔｃｏｌｄｆｅｅｔ．
这种临阵脱逃的现象是很经常的。可见下述例句：

Ｉｒｅａｌｌｙｎｅｅｄｔｏｇｅｔｍｙｔｅｅｔｈｆｉｘｅｄ，ｂｕｔｅ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Ｉｓｔａｒｔｔｏ
ｐｈｏｎｅｔｈｅｄｅｎｔｉｓｔ，Ｉ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ａｔｄｒｉｌｌａｎｄｒｉｇｈｔ
ａｗａｙＩｇｅｔｃｏｌｄｆｅｅｔ．

ｊｕｍｐｉｎａｎｄｇｅｔｙｏｕｒｆｅｅｔｗｅｔ
许多英语初学者都怕难为情不敢用英语来对话。老师很可能就

会劝这些学生：“Ｊｕｍｐｉｎａｎｄｇｅｔｙｏｕｒｆｅｅｔｗｅｔ．”这 个 俗 语 的 意 思

是：到实践中去学，也可以说是跳到游泳池里学游泳。请看下面一段

对话：

Ｉｋｎｏｗｍｏｓｔｏｆｙｏｕａｒｅａｆｒａｉｄｔｏ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ｙ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ｂｙｔｒｙ
ｉｎｇｔｏｓｐｅａｋ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ｕｔｔｈａｔ’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ｗａｙｔｏｌｅａｒｎ：ｗｈｅｎｙｏｕ
ｍｅｅｔ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ｙａｆｅｗｗｏｒｄｓ—ｊｕｍｐｉｎａｎｄｇｅｔｙｏｕｒｆｅｅｔ
ｗｅｔ．

到实践中去学对于任何事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下面说话的人就

认识到ｊｕｍｐｉｎａｎｄｇｅｔｙｏｕｒｆｅｅｔｗｅｔ的重要性：

Ｉｗａｎｔｔｏｇｅｔｉｎ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ｏＩ’ｍ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ｔｏｐｕｔｕｐｓｉｇｎｓ
ｆｏｒ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ｒｕ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ｙｏｒ．Ｉｄｏｎ’ｔｇｅｔｐａｉｄｆｏｒｉｔｂｕｔ
ｉｔ’ｓａｃｈａｎｃｅｔｏｊｕｍｐｉｎａｎｄｇｅｔｍｙｆｅｅｔｗｅｔ．

ｅｙｅｓｐｏｐｏｕｔ
人们在碰到突然的、出乎意料的事的时候往往会睁大了眼睛表

示惊奇。美国人在形容这种情景时经常说：“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ｓｅｙｅｓｐｏｐ
ｏｕｔ．”其实，中国人在形容某人感到十分惊奇时也经常说：那个人的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和英文里的ｅｙｅｓｐｏｐｏｕｔ很相似。请看下

面的例子：

Ｍｙｗｉｆｅ’ｓｅｙｅｓｐｏｐｐｅｄｏｕｔｗｈｅｎｓｈｅｓａｗｔｈｅｎｅｃｋｌａｃｅＩ
ｂ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ｆｏｒｏｕｒ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ｗ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大家可能都知道，美国的离婚率是很高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对

结婚周年是很重视的，特别是逢十的结婚周年，如二十周年、三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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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等，一般当事人都要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Ｈａｖｅｙｏｕｒｅｙｅｓｐｏｐｐｅｄｏｕｔ还可以用在其他场合，请看下面的

例子：

Ｉｈａｄｎ’ｔｓｅｅｎｍｙｎｉｅｃｅｓｉｎｃｅｓｈｅｗａｓａｃｈｉｌｄ，ｓｏｗｈｅｎｓｈｅｖｉｓｉ
ｔｅｄｔｏｗ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ｄａｙｍｙｅｙｅｓｐｏｐｐｅｄｏｕｔ—ｓｈｅ’ｓｇｒｏｗｎｉｎｔｏａ
ｖｅｒｙ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ｙｏｕｎｇｗｏｍａｎ．

ｔｏｋｅｅｐｏｎｅ’ｓｅｙｅｓｐｅｅｌｅｄ
当人们在交通十分拥挤的情况下开车的时候，一定会感到很紧

张。这时，你的眼睛 就 会 张 得 大 大 的，注 意 看 周 围 是 否 有 危 险 的 情

况。美国人有 一 个 常 用 的 俗 语 用 来 形 容 这 种 情 景：ｔｏｋｅｅｐｏｎｅ’ｓ
ｅｙｅｓｐｅｅｌｅｄ。Ｔｏｋｅｅｐｏｎｅ’ｓｅｙｅｓｐｅｅｌｅｄ实 际 上 就 是 提 高 警 觉 的 意

思。住在华盛顿的人经常会说：

Ｔｈｅｂｅｌｔｗａｙｉｓｖｅｒｙ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ｔｏｄｒｉｖｅ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ｒｕｓｈｈｏｕｒ．Ｓｏｂｅｓｕｒｅｔｏｋｅｅｐｙｏｕｒｅｙｅｓｐｅｅｌｅｄ ｗｈｅｎｙｏｕ
ｃｈａｎｇｅｌａｎｅｓｔｏｐａｓ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ｏｓｅｂｉｇｔｒｕｃｋｓｔｈｅｙｃａｌｌｅｉｇｈｔｅｅｎ
ｗｈｅｅｌｅｒｓ．

有的时候，那些做坏事的罪犯也会用ｔｏｋｅｅｐｏｎｅ’ｓｅｙｅｓｐｅｅｌｅｄ
这个俗语。例如：

Ｊｏｅ，Ｉ’ｍｇｏｉｎｇｔｏｈａｖｅｔｏｄｒｉｌｌｔｈｉｓｌｏｃｋ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ｄｏｏｒｆｏｒｕｓ
ｔｏｇｅｔｉｎ．Ｔｈｅｄｒｉｌｌｗｉｌｌｍａｋｅｓｏｍｅｎｏｉｓｅ，ｓｏｋｅｅｐｙｏｕｒｅｙｅｓｐｅｅｌｅｄ
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ｐｓ．

ｔ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ｗｏｏｌｐｕｌｌｅｄｏｖｅｒｏｎｅ’ｓｅｙｅｓ
Ｔ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ｗｏｏｌｐｕｌｌｅｄｏｖｅｒｏｎｅ’ｓｅｙｅｓ，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

就是“蒙蔽某人”。美国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但是在做生意的过

程中上当受骗也是经常发生的。下面一位布朗先生的例子就能说明

问题：

ＰｏｏｒＭｒ．Ｂｒｏｗｎ—ｈｉ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ｐｕｌｌｅｄｔｈｅｗｏｏｌｏｖｅｒ
ｈｉｓｅｙｅｓ．Ｈｅｈａｄｎｏｉｄｅａｔｈ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ｗａｓｓｔｅａｌ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ｔｓ
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ｍａｎ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ｌｅｆｔｔｏｗ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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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ｐｕｌｌｔｈｅｗｏｏｌｏｖｅｒｏｎｅ’ｓｅｙｅｓ这个俗语也可以用在其他方

面，例如：

Ｉｗｏｎ’ｔｖｏｔｅｆｏｒｔｈａ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ａｇａｉｎ．Ｉ’ｖｅｓｅｅｎｈｉｍｐｕｌｌｔｈｅ
ｗｏｏ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ｙｅｓｏｆｔｈｅｖｏ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ｌｏｔｓｏｆ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ｂｕｔｈｅｎｅｖｅｒ
ｃａｒｒｉｅｓｔｈｅｍｏｕｔｏｎｃｅｈｅｇｅｔｓｉｎｔｏｏｆｆｉｃｅ．

ｔｏｋｅｅｐｏｎｅ’ｓｅｙ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
Ｔｏｋｅｅｐｏｎｅ’ｓｅｙ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来 自 球 类 运 动，如 网 球、高 尔 夫

球、垒球等。你一定要把眼睛看准了才能打到这个球。下面这个垒

球运动员说的话就能说明问题：

Ｗｅｗｅｒｅｐｌａｙｉｎｇ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ｗａｓｙ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
ｂｏｏ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ｖｉｎｇｈａｎｄｋｅｒｃｈｉｅｆｓｔｏ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ｕｓ．ＢｕｔＩｋｅｐｔｍｙｅｙｅ
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ｓｗｕｎｇａｓｈａｒｄａｓＩｃｏｕｌｄａｎｄｈｉｔａｈｏｍｅｒｕｎ．Ｔｈａｔ
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ｒｏｗｄｓｕｒｅｑｕｉｅｔｅｄｄｏｗｎａｓＩｊｏｇｇｅ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ｅｓ．

可是现在ｔｏｋｅｅｐｏｎｅ’ｓｅｙ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已经可以应用到一般的

事物上了。下面这位先生是一名汽车推销员，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

对他说：

Ｔｏｍ，ｙｏｕｒｓａｌｅｓｒｅｃｏｒｄｉｓｗａｙｄｏｗ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Ｙｏｕ’ｖｅｏｎｌｙｓｏｌｄ１７ｃａｒｓａｌｌ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Ｙｏｕ’ｄｂｅｔｔｅｒｓｔａｒｔｋｅｅｐｉｎｇ
ｙｏｕｒｅｙ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ｏｒｙｏｕ’ｌｌｆｉｎｄ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ｌｏｏｋ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ｏｔｈｅｒ
ｊｏｂ．

ｓｈｒｉｍｐ
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人们往往用动物的名称来形容人，例如骂

人的时候说某人像猪，像狗，或者赞扬某人鹤立鸡群等。美国人有时

把人形容为像一只虾。虾在英文里就是“ｓｈｒｉｍｐ”。
大约８００年前，ｓｈｒｉｍｐ这 个 词 首 先 是 用 来 指 那 些 个 子 矮 小 的

人。后来人们才把虾称为ｓｈｒｉｍｐ。但是，现在人们还是经常称个子

矮小的人为ｓｈｒｉｍｐ。例如：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ｉｓａｇａｍｅｆｏｒｔａｌｌｐｅｏｐｌｅ．Ｂｕｔｏｎｃｅｉｎａｗｈｉｌｅａｐｌａｙ
ｅｒｌｉｋｅＭｕｇｓｙＢｏｇｕｅｓｃｏｍｅｓａｌｏｎｇ．Ｍｕｇｓｙｉｓａｒｅａｌｓｈｒｉｍｐ—ｏｎ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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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ｍｅｔｅｒｓｔａｌｌ．Ｂｕｔｈｅ’ｓｓｏｑｕｉｃｋａｎｄｃｌｅｖｅｒｈｅｃａｎｐｌａｙｏｎｅｑｕａｌ
ｔｅｒｍ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ｔｈｏｓｅｇｉａｎｔｓ．

又如：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ｒｅｎｃｈｌｅａｄｅｒ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ｅｖｅ
ｒｙｂｏｄｙａｒｏｕｎｄｈｉｍ，ｓｏｙｏｕ’ｄｈａｖｅｔｏｃａｌｌｈｉｍａｌｉｔｔｌｅｓｈｒｉｍｐ．Ｂｕｔ
ｆｏｒａｓｈｒｉｍｐ，ｈ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ｍａｄｅ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ｔｒｅｍｂｌｅ．

ｃｒａｂ
Ｃｒａｂ的意思是“螃蟹”。螃蟹有许多腿，还有一双双很利害的钳

子。大概是由于它的相貌，人们都认为它是一种性情急燥、容易动怒

的动物。正因为这 样，美 国 人 把 那 些 性 格 暴 燥，脾 气 很 坏 的 人 叫 做

“ｃｒａｂ”。例如，学生经常把老师叫做ｃｒａｂ，特别是当学生遭到老师训

斥后，学生会说：

Ｉｄｏｎ’ｔｌｉｋｅａｎｙｏｆｍｙ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ｍｕｃｈ，ｂｕｔｔｈｅｏｎｅＩｈａｔｅｔｈｅ
ｍｏｓｔｉｓＭｉｓｓｕｓＧｒａｙ．Ｓｈｅ’ｓｓｕｃｈａｎｏｌｄｃｒａｂ，ａｌｗａｙｓｓｃｏｌｄｉｎｇｕｓ
ｆｏｒｍａｋｉｎｇｎｏｉｓｅ，ｃｈｅｗｉｎｇｇｕｍ，ｎｏｔｄｏｉｎｇｏｕｒ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美国人不仅把ｃｒａｂ这 个 词 用 于 妇 女，而 且 有 时 也 用 在 男 人 身

上。例如：

Ｍ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ｓｓｕｃｈａｎｏｌｄｃｒａｂ．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ｌｌｏｗ
ｍｅｔｏｌｉｓｔｅｎｔｏｍｕｓｉｃａｎｄｗａｔｃｈＴＶ．ＷｈｅｎｅｖｅｒＩｔｕｒｎｏｎｍｙｒａｄｉｏ
ｏｒ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ｓｅｔ，ｈｅｋｎｏｃｋｓｏｎｍｙｄｏｏｒａｎｄａｎｇｒｉｌｙｏｒｄｅｒｓｍｅｔｏ
ｓｔｏｐ．

ａｆｉｓｈｏｕ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中国人常常用“如鱼得水”来形容一切都很顺当的环境。美国人

常用的一个 俗 语 却 刚 好 和“如 鱼 得 水”相 反，他 们 说：ａｆｉｓｈｏｕｔｏｆ
ｗａｔｅｒ。从字面上解释就是：没有水的鱼。你肯定经历过一种场合，
当时你觉得很不自然，和周围的人或环境格格不入。Ａｆｉｓｈｏｕｔｏｆ
ｗａｔｅｒ作为一个俗语，就是指这种感觉的，它的意思是某人和他所处

的环境不融恰，使他感到很别扭、很难堪。例如：某人参加了一次国

际会议，回来后他说：

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ｗａｓａｆｉｓｈｏｕ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ｌｌｔ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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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ｉｎＦｒｅｎｃｈ，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ｎｅｖ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ｄ．
每个人都会有感到别扭的时候，下面这个人碰到的场合又是一

个例子：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ｅｌｓｅａｔ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ｅｎｄｅｄｕｐｉｎｔｈ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ｐｏｏｌ．
ＢｕｔＩｗａｓａｆｉｓｈｏｕ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ｃａｎ’ｔｓｗｉｍ．

ｔｏｔｅａｃｈａｆｉｓｈｈｏｗｔｏｓｗｉｍ
要是谁想教鱼怎么游泳的话，那简直是班门弄斧，多此一举了。

Ｔｏｔｅａｃｈａｆｉｓｈｈｏｗｔｏｓｗｉｍ 作为俗语的意思是指给别人提出完全

没有必要的建议或劝告。听了下面这位父亲的讲话就会知道他的儿

子有多可笑了：

Ｍｙｓｏｎ，ｆｒｅｓｈｏｕ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ｋｅｅｐｓｔｅｌｌｉｎｇｍｅｈｏｗｔｏｒｕｎｍ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ＢｕｔＩ’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ｋｉｎｇｇｏｏｄｍｏｎｅｙｆｏｒ３０ｙｅａｒｓｓｏｈ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ｆｉｓｈｈｏｗｔｏｓｗｉｍ．

有的人在事后发现自己做了类似的傻事会感到很难堪。请看下

面这个例子：

Ｔｈｅ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Ｉｇｏｔｍｙ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ｉｌｏｔ’ｓｌｉｃｅｎｓｅ，Ｉｔｏｌｄｔｈｉｓｍａｎ
ａｔ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ａｌｌａｂｏｕｔｈｏｗｔｏｆｌｙａｎ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ＬａｔｅｒＩｌｅａｒｎｅｄｈｅｗａｓ
ａｎａｉｒｌｉｎｅｐｉｌｏｔｗｈｏｆｌｅｗｊｕｍｂｏｊｅｔｓ—Ｉ’ｄｂｅｅ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ｆｉｓｈｈｏｗ
ｔｏｓｗｉｍ．

ｆｉｓｈｏｒｃｕｔｂａｉｔ
Ｆｉｓｈｏｒｃｕｔｂａｉｔ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要么钓鱼，要么就切断你

的鱼饵”。换句话说，也就是你要不做这个，要不就做那个，总得有所

决定。Ｆｉｓｈｏｒｃｕｔｂａｉｔ作为俗语的意思就是：不要举棋不定，而要当

机立断。
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刚从中学毕业，可是他什么也不想干，天天

窝在家。他的父亲就对他说：

Ｓｏｎ，ｅｉｔｈｅｒｇｏｏｎｔｏ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ｒｇｏｏｕｔａｎｄｆｉｎｄ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ａｊｏｂ．
Ｉｔ’ｓｔｉｍｅｔｏｆｉｓｈｏｒｃｕｔｂａｉｔ！

下面的例子是一个经营汽车的人在对一位顾客说话：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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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ｓｔｅｒＷｉｌｓｏｎ，ｙｏｕａｓｋｅｄｍｅｔｏｈｏｌｄｔｈａｔｒｅ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ｕｎｔｉｌ
ｙｏｕｍａｄｅｕｐｙｏｕｒｍｉｎｄ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ｏｂｕｙｉｔ．Ｗｅｌｌ，Ｉ’ｖｅｇｏｔ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ｗｈｏｗａｎｔｓｉｔ，ｓｏｉｔ’ｓｔｉｍｅｆｏｒｙｏｕｔｏｆｉｓｈｏｒｃｕｔｂａｉｔ．

ｃｏｌｄｆｉｓｈ
Ｃｏｌｄｆｉｓｈ是指那些 对 人 很 冷 淡，很 不 友 好，根 本 没 有 意 思 和 别

人友好相处的人。下 面 这 个 例 子 就 能 说 明ｃｏｌｄｆｉｓｈ的 意 思。这 是

一些朋友在准备举行一个聚会，他们正在讨论请哪些人来参加这次

聚会，其中一个人说：

Ｌｅｔ’ｓｎｏｔｉｎｖｉｔｅＪｏｅｔｏ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ｈｅ’ｓｓｕｃｈａｃｏｌｄｆｉｓｈｈｅ’ｌｌ
ｓｐｏｉｌｉｔ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ｅｌｓｅ．

一个人能不能和别人友好相处往往还会影响到他的事业前途。
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

Ｉ’ｍｎｏｔｇｏｉｎｇｔｏｖｏｔｅｆｏｒｔｈａｔｍａｎｆｏｒｓｅｎａｔｏｒ— ｈｅ’ｓｔｏｏ
ｍｕｃｈｏｆａｃｏｌｄｆｉｓｈ．Ｉｓｈｏｏｋｈ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ｈｉｍｏ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ｌｉｋｅ
ｓｈａｋｉｎｇｈａｎｄｓｗｉｔｈａｄｅａｄｍａｃｋｅｒｅｌ．

ｔｕｒｋｅｙ
美国人很喜欢吃火鸡。每逢感恩节和圣诞节，火鸡总是家家户

户节日盛宴的主菜。有的时候，人们把感恩节称为“火鸡日”。火鸡

在英文里就是“ｔｕｒｋｅｙ”。
尽管美国人很喜欢吃火鸡，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火鸡不仅很难看，

而且还笨头笨脑的。所以，要是你把某一个人叫做ｔｕｒｋｅｙ，那就等于

说那个人无能、很笨。例如：

Ｉｗｏｕｌｄｎ’ｔｇｏｏｕｔｏｎａｄａｔｅｗｉｔｈ Ｍａｒｙｉｆｓｈｅｗａｓｔｈｅｌａｓｔ
ｗｏ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ｈｅ’ｓｓｕｃｈａｔｕｒｋｅｙ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ｂｏｒ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ｕｐｉｄｇｒｉｎ．

可是，有的人表面上很精明，实际上也是个ｔｕｒｋｅｙ，就像下面这

个办公室主任说的那样：

Ｔｈｉｓｍａｎｃａｍｅｗｉｔｈａｇｏｏ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ｈｉｓｌａｓｔｊｏｂ，

ｂｕｔｉｔｔｕｒｎｓｏｕｔｈｅ’ｓｊｕｓｔａｔｕｒｋｅｙｗｈｏｓｉｍｐｌｙｃａｎ’ｔｄｏ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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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ｇｈｔ！

ｂｅｅｆｙ
在ｂｅｅｆ后面加一个字母ｙ，那就成了形容词ｂｅｅｆｙ。当然可以把

ｂｅｅｆｙ解释为“牛肉的”，但是在口语中，要是说某人很ｂｅｅｆｙ，那就是

说，那个人个子很高大、肌肉很发达，就像一个２８０磅的重量级摔跤

运动员一样。例如：

１．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ｇｕｙｓｗｅｒｅｐｕｓｈｉｎｇｍｅａｒｏｕｎｄｕｎｔｉｌｍｙｂｒｏｔｈｅｒ，

ｗｈｏ’ｓａｂｅｅｆｙ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ｐｌａｙｅｒｏｎ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ｔｅａｍ，ｃａｍｅｏｕｔａｎｄ
ａｓｋｅｄｍｅｉｆＩｎｅｅｄｅｄｈｅｌｐ．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ｔｈｏｓｅｔｗｏｇｕｙｓ
ｒｕｎ！

２．Ｙｏｕｅｘｐｅｃｔａｂｉｇ，ｂｅｅｆｙｍａｎｔｏｈａｖｅａｄｅｅｐ，ｄｅｅｐｖｏｉｃｅ．Ｂｕｔ
ｍｙｂｅｅｆ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ｗｈｏｍｕｓｔｗｅｉｇｈ１２０ｋｉｌｏｓｈａｓａｈｉｇｈｐｉｔｃｈｅｄ
ｓｑｕｅａｋｙｖｏｉｃｅｌｉｋｅａｍａｎｈａｌｆｈｉｓｓｉｚｅ．

ｔｏｂｅｅｆｕｐ
Ｔｏｂｅｅｆｕｐ的意思是“增加力量”。这可能和美国人认为牛肉能

够增强体力的想法有关。但是，ｔｏｂｅｅｆｕｐ这个说法并不一定局限在

身体强壮 这 一 个 方 面，这 个 俗 语 实 际 上 可 以 用 在 生 活 各 个 方 面。
例如：

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ｅｅｆｓｕｐｈｉｓｆｏｒｃ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ｂａｔｔｌｅｂｙａｄｄｉｎｇｍｏｒｅ
ｔａｎｋｓａｎｄ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ｙ．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ａｎｂｅｅｆｕｐｉ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ｂｙ
ｈｉ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ｌｙ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Ｔｏｂｅｅｆｕｐ还可以用在商业方面，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Ｉａｍｈａｐｐｙｔｏｔｅｌｌｙｏｕｔｈａｔｏｕｒｓａｌ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ｌｍｏｓｔ２５ｐｅｒ
ｃ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ｗｅｂｅｅｆｅｄｕｐｏｕｒｓａｌｅｓｆｏｒｃｅｂｙｈｉｒ
ｉｎｇ５０ｍｏｒｅｓａｌｅｓ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ｎｄＴｅｘａｓ．

ｗ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ｅｂｅｅｆ？

几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快餐店在电视上做广告，广告里是一个老

太太在另一家快餐店里买了一个汉堡包。她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小小

的一块肉。她既惊奇，又生气地问：“ｗｈｅｒｅ’ｓｔｈｅｂｅ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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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ｒｅ’ｓｔｈｅｂｅｅｆ？意思是“这个汉堡包里的牛肉太少”。几乎

在一夜之间，人们就把这个电视广告里的问句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了。
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在１９８４年总统竞选时都用这句话来攻

击他的对手里根总统。里根当时已经担任了四年总统，正在竞选连

任。蒙代尔认为里根在任职四年期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就，所以

他在竞选演说问了这样一句话：

Ｗｈｅｒｅ’ｓｔｈｅｂｅｅｆ，Ｍ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ｓｔｈｅｂｅｅｆ？

下面这句话是一个学生在说他的历史教授：

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ｅａｃｈｅｒｉｓａｇｏｏｄｔａｌｋｅｒ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ｔｍｕｃｈｒｅａｌ
ｍｅａｔａｂｏｕ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ｗｈａｔｈｅｓａｙｓ．Ｉ’ｄｌｉｋｅｔｏａｓｋｈｉｍ，“Ｗｈｅｒｅ’ｓ
ｔｈｅｂｅｅｆ？”ｂｅｃａｕｓｅｗｅｓｕｒｅｄｏｎ’ｔｌｅａｒｎｍｕｃｈｆｒｏｍｈｉｍ．

ｓｉｔｔｉｎｇｄｕｃｋ
Ｓｉｔｔｉｎｇｄｕｃｋ从字面上解释是“一只坐着的鸭子”。当然，ｓｉｔｔｉｎｇ

ｄｕｃｋ是一个俗语，它的意思是“一个很容易受骗，或被打击的对象”。
请看下面的例子：

Ｓｕｒｅ．ＭｙｆｒｉｅｎｄＪｏｅｉｓａｓｉｔｔｉｎｇｄｕｃｋｆｏｒａｎｙｐｈｏｎｙｏｆｆｅｒ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ｔｏｍａｋｅｈｉｍｒｉｃｈｉｎａｈｕｒｒｙ．Ａｎｙｔｉｍｅａｆａｓｔｔａｌｋｉｎｇｓａｌｅｓ
ｍａｎｃｏｍｅｓ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ａｐｒｏｍｉｓｅｔｏｍａｋｅＪｏｅａ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ｏｖｅｒ
ｎｉｇｈｔ，Ｊｏｅｗｉｌｌｈａｎｄｏｖｅｒｈｉｓ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ｈｅ’ｌｌｎｅｖｅｒ
ｓｅｅｉｔａｇａｉｎ．

这种情况在美国并不少见，特别是在那些老年人当中，有些人很

容易轻信他人的话，被骗取钱财的事件常有发生，有的甚至还被谋财

害命。下面这个例句是在讲珍珠港事件：

ＩｔｗａｓｅａｒｌｙｏｎａＳｕｎｄａｙ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ｈａｄｎｏ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ｏ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ｒｓｗｅｒｅｓｉｔｔｉｎｇｄｕｃｋｓｗｈｅｎ
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ｂｏｍｂｅｒｓｓｗｅｐｔｉ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ａ．

ｄｅａｄｄｕｃｋ
Ｄｅａｄ就是死的意思，一只死的鸭子当然就是没救的 了。那 么，

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ｄｅａｄｄｕｃｋ呢？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饭馆由于

·３１２·

第 十 四 讲 　 美 国 英 语 语 言 文 化 漫 谈



地段不好而生意一直不景气，这个饭馆的老板感到很烦恼。他的妻

子就给他出主意说：

ＩｆＩｗｅｒｅｙｏｕ，Ｉｗｏｕｌｄｎ’ｔｐｕｔａｎｙｍｏｒｅｍｏｎｅ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ｔａｕ
ｒａｎｔ．Ｉｔ’ｓｓｉｍｐｌｙｉｎ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ｐａｒｔｏｆｔｏｗｎ．Ｈｏｎｅｙ，Ｉ’ｍａｆｒａｉｄ
ｉｔ’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ａｄｅａｄｄｕｃｋ—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ｔａｎｙｗａｙｔｏｓａｖｅｉｔ．

Ｄｅａｄｄｕｃｋ这个俗语可以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的政界人

物也经常使用这个俗语。凡是美国总统提出的法案都必须获得国会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通过才能成为法律。下面是一个人在谈论他对总

统提案的看法：

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ａｄｅａｄｄｕｃｋ—ｓｏｍｅ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ｍｅｎｉｎｈｉｓｏｗｎｐａｒｔｙａｒ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ｔ，ｓｏＩ’ｍａｆｒａｉｄｈｅｗｏｎ’ｔ
ｇｅｔｅｎｏｕｇｈｖｏｔｅｓｔｏｇｅｔｉｔ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ｃｈｉｃｋｅｎｏｕｔ
西方医学界人士把像牛肉和羊肉之类的肉概括地称为红颜色的

肉，美国人把它们叫做ｒｅｄｍｅａｔ。医学界人士在研究的基础上认为

多吃这类红颜色 的 肉 对 身 体 不 好，所 以 美 国 人 就 大 量 吃 鸡 或 海 鲜。
可是鱼和虾价钱很贵，因此吃鸡在美国就变得很普遍。可是，人们对

活的鸡并没有什么好感；要是把一个人叫做鸡，也就是“ｃｈｉｃｋｅｎ”，那

就等于说那个人是个胆小鬼。美国人常用的一个和ｃｈｉｃｋｅｎ有关的

俗语就是“ｔｏｃｈｉｃｋｅｎｏｕｔ”。

Ｔｏｃｈｉｃｋｅｎｏｕｔ的意思是：原来计划好要做一件事，但是到最后

一分钟却害怕了，感 到 不 能 做 那 件 事 了。Ｔｏｃｈｉｃｋｅｎｏｕｔ也 可 以 说

是临阵退却。这种现象可能出现在许多方面，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在

不同情况下经历过。下面这个例子是说在体育活动中出现的临阵胆

怯现象。

ＴｏｄａｙＩｗａｓｓｕｒｅＩｃｏｕｌｄｗｏｒｋｕｐｍｙｃｏｕｒ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ｖｅｏｆｆｔｈｅ
ｔｅｎｍｅｔｅｒｂｏａｒｄａｔｔｈｅｐｏｏｌ．Ｉｗａｌｋｅｄｒｉｇｈｔｏｕｔｔｏｔｈｅｅｄｇｅ，ｂｕｔ
ｔｈｅｎＩｃｈｉｃｋｅｎｅｄｏｕｔ — ｉｔｌｏｏｋｅｄｌｉｋｅａｌｏｎｇｗａｙｄｏｗｎｔｏ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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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让人胆怯倒是不难理解。可是，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的

人居然会在结婚前临阵退却。结婚应该是喜事嘛，那为什么要害怕

呢？看完下面这个例句就明白了。

ＭｙｆｒｉｅｎｄＪｏｅｗａ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ｏｇｅｔｍａｒｒｉ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ｔｉｍｅ．
Ｂｕｔａｔｔｈｅｌａｓｔｍｏｍｅｎｔｈｅｃｈｉｃｋｅｎｅｄｏｕ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ｉ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ｅｎｄｅｄｉｎｄｉｖｏｒｃｅａｎｄｈｅ ｗａｓａｆｒａｉｄｔｏｔａｋｅ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ｈａｎｃ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ｆｅ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ｆｅｅｄ作为俗语，它 的 意 思 就 是“很 小 数 量 的 钱，少 得 像

喂鸡的饲料一样”。请看下面的例子：

Ｉｔｕｒｎｅｄｄｏｗｎｔｈｅｊｏｂａｔｔｈ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Ｔｈｅｙｏｎｌｙ
ｐａｙｃｈｉｃｋｅｎｆｅｅｄ—ｎｏｔｅｖｅｎｅｎｏｕｇｈｍｏｎｅｙｔｏｐａｙｍｙｒｅｎｔ．

美国社会发展变化得非常快。有的人说现在比过去强，但是也

有不少人存在今非昔比的想法。有些人认为，好些人都有能力为自

己的家庭买一栋房子，实现了所谓的“美国梦想”。可是，美国也确实

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因此另外一些人认为美国梦想已经破裂。正

因为如此，有的人经常在谈话时流露出怀旧的心情。下面这个例句

就是一个人在把现在的物价和５０年以前的物价做对比。他说：

Ｍｙ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ｓａｙｓｔｈａｔ５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ａｓａｌａｒｙｏｆ＄５，０００ａ
ｙｅａｒ ｍｅａｎｔｙｏｕ ｃｏｕｌｄｌｉｖｅ ｖｅｒｙ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ｙ．Ｂｕｔｔｈｅｓｅ ｄａｙｓ
＄５，０００ｉｓｊｕｓｔｃｈｉｃｋｅｎｆｅｅｄ；ｙｏｕ’ｄｈａｖｅａｔｏｕｇｈｔｉｍｅｊｕｓｔｓｕｒｖｉ
ｖｉｎｇｏｎｉｔ．

ｇｏｏｓｅｂｕｍｐｓ
每当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感到难受或害怕的东西，或者在我们情

绪激动的时候，皮肤上往往会起鸡皮疙瘩。这种现象可能每个人都

曾经经历过。但是在英语里鸡皮疙瘩叫：ｇｏｏｓｅｂｕｍｐｓ。下面就是一

个例子：

Ｉｋｎｏｗｔｈａｔｍｏｓｔｓｎａｋｅｓａｒｅｈａｒｍｌｅｓｓ，ｂｕｔＩｃａｎ’ｔｈｅｌｐｉｔ—

ｅ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Ｉｓｅｅａｓｎａｋｅ，ｅｖｅｎｉｎａｚｏｏ，Ｉｇｅｔｇｏｏｓｅｂｕｍｐｓａｌｌｏ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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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些事物使我们突然感到热情洋溢，或产生敬仰的心情的时

候，我们也会起鸡皮疙瘩。下面说话的人在告诉他的朋友他是多么

喜欢女歌星 Ｍａｄｏｎｎａ。Ｍａｄｏｎｎａ不但令许多美国人陶醉，她还演过

几部电影。但是，她的歌喉和演技并不是吸引广大观众的主要因素，
她之所以在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特别红主要还靠她的姿色和大胆卖弄

风情的表演。下面讲话的这个人就是在讲 Ｍａｄｏｎｎａ，他说：

Ｄｏｙｏｕｋｎｏｗ，Ｉ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ｅｖｅｒｙｍｏｖｉｅｗｉｔｈＭａｄｏｎｎａｉｎｉｔａｔ
ｌｅａｓｔｆｉｖｅｔｉｍｅｓ．Ｊｕｓｔｓｅｅｉｎｇｈｅｒ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ｇｉｖｅｓｍｅ
ｇｏｏｓｅｂｕｍｐｓ—ｓｈｅ’ｓｓｕｃｈ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ｗｏｍａｎ！

ａｎｔｓｉｎｙｏｕｒｐａｎｔｓ
蚂蚁钻进了裤子，可以想象是个什么滋味了，肯定坐不住了。这

个俗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例如：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ｓｎ’ｔｄｕｅｕｎｔｉｌｎｅｘｔＦｒｉｄａｙ．Ｂｕｔ
ｔｈｅｂｏｓｓｈａｓａｎｔｓｉｎｈｉｓｐａｎｔｓａｎｄｗａｎｔｓｕｓｔｏｈａｖｅｉｔａｌｌｒｅａｄｙｆｏｒ
ｈｉｍｏｎＴｕｅｓｄａｙｍｏｒｎｉｎｇ．

坐立不安并不一定是由于精神紧张。有的时候，不耐烦的心情

也会使人坐立不安。下面是一个小饭馆的女服务员在和厨师讲话：

Ｓａｙ，ｗｈａｔ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ｅｇｕｙ’ｓ
ｂｅｅｎ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ｈａｌｆｈｏｕｒａｎｄｈｅ’ｓｒｅａｌｌｙｇ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ｔｓｉｎｈｉｓ
ｐａ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ｅｅｓｅｂｕｒｇｅｒａｎｄｆｒｉｅｓｈｅｏｒｄｅｒｅｄ．

ｔｏｈａｖｅ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ｉｎｏｎｅ’ｓｓｔｏｍａｃｈ
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一个人的胃里有蝴蝶。可是，这个说法的

真正意思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惧、紧张或忧虑的心情，与汉语里说的

“心里感到七 上 八 下”很 相 似。要 是 你 很 怕 在 大 庭 广 众 发 表 讲 话 的

话，你就可能对你的朋友说：

Ｓ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ｔｍｙｓｉｓｔｅｒ’ｓｗｅｄｄｉｎｇｄｉｎｎｅｒ，Ｉｈａｄ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
ｉｎｍｙｓｔｏｍａｃｈ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ｋｎｏｗＩ’ｄｈａｖｅｔｏｓｔａｎｄｕｐａｎｄｍａｋｅａ
ｓｐｅｅｃｈ．

再来听听一个篮球运动员在比赛完毕后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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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ｈ，ｓｕｒｅＩｈａｄ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ｉｎｍｙｓｔｏｍａｃｈｉｎｔｈｅ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ｏｍ！

ＢｕｔｏｎｃｅＩｇｏｔｏｕ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ｃａ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ｆｉｒｓｔｐａｓｓ，Ｉｗａｓ
ｊｕｓｔｆｉｎｅ．

ｔｏｂｕｇｓｏｍｅｏｎｅ
Ｂｕｇ这个词可以指小虫子。但是，它也可以当动词用。在当动

词用的时候，可以解释为“令人烦恼，就像你周围有许多苍蝇或蚊子

让你心烦一样”。Ｂｕｇ 这个字也可以指窃听别人的电话或讲话。要

是一个人说：“Ｔｈａｔｌｏｕｄｍｕｓｉｃｎｅｘｔｄｏｏｒｒｅａｌｌｙｂｕｇｓｍｅ．”他的意

思就是：“隔壁人家把音乐放得那么响，真烦人。”再来看个例子：

Ｙｏｕ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ｂｕｇｓｍｅ？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ｃｏｍｉｎｇａｈａｌｆｈｏｕｒｅａｒｌｙ
ｗｈｅｎｙｏｕｉｎｖｉｔｅｔｈｅｍｔｏｄｉｎｎｅｒ．Ｖｅｒｙｒ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ｔｈｉｎｋ．Ｉｔｅｌｌ
ｙｏｕ—ｉｔｒｅａｌｌｙｂｕｇｓｍｅ！

下面例子中 ｂｕｇ这个词的意思又有些不同：

Ｏｕｒｃａｒｉｓ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ｓｏｍｙｋｉｄｓｋｅｅｐｂｕｇｇｉｎｇｍｅｔｏｂｕｙａ
ｎｅｗｏｎｅ，ｂｕｔｔｈｅｏｌｄｏｎｅｓｔｉｌｌｒｕｎｓｆｉｎｅａｎｄＩｄｏｎ’ｔｗａｎｔｔｏｐｕｔ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ｏｕｔｒｉｇｈｔｎｏｗｔｏｒｅｐｌａｃｅｉｔ．

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ｉｃｅ
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ｉｃｅ是指“缓和紧张气氛，使在场的人放松一些”。

例如，一个公司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互不相识。那么，会议主

席怎么来缓和一下气氛呢？

Ｈ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ｃｏｕｐｌｅｏｆｊｏｋｅｓｔｏｇｅｔｐｅｏｐｌｅｔｏ
ｒｅｌａｘ．Ｔｈｅｎｈｅｗｅｎｔ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ａｓｋｅｄ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ｔｏｓｔａｎｄ
ｕｐａｎｄｔｅｌｌａｌｉｔｔｌ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ｂｒｏｋｅｔｈｅｉｃｅｉｎａ
ｈｕｒｒｙ．

下面的这个例子能说明在什么情况下气氛缓和得更快：

Ｉｔ’ｓｈａｒｄ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ｉｃｅａｔａｐａｒｔｙｆｏｒａｄｕｌｔｓｗｈｅｒｅ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ｉｓ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Ｂｕｔｙｏｕｐｕｔａｂｕｎｃｈｏｆｙｏｕｎｇｋｉｄ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ｔｅｌｌｓｙｏｕｔｈｅｙ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ｉｃｅｉｎｆｉｖｅｍｉｎｕ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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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ｃｅｂｅｒｇ
Ｉｃｅｂｅｒｇ的原意是“在南北极附近海面上飘动的大冰山”。但是，

ｉｃｅｂｅｒｇ在当做俗语用的时候，是指一个人很冷漠无情，缺 乏 正 常 人

的热情，就像下面例子里说的那个人。

ＭｙｂｏｓｓｉｓｔｈｅｓｍａｒｔｅｓｔｍａｎＩｋｎｏｗ．Ｂｕｔｈｅ’ｓａｒｅａｌｉｃｅｂｅｒｇ：

ｈｅａｃｔｓｌｉｋｅｈｅｈａｓｎｏ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ｆａｃｔｙｏｕｃａｎ
ａｌｍｏｓｔｆｅｅｌｔｈｅｃｈｉｌｌ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ｌｋ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

然而，有的人看上去冷冰冰，可是在某种场合下，你会发现他并

非如此。例如：

Ｗ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ｕ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ｎｅｘｔｄｏｏｒｗａｓａｒｅａｌｉｃｅｂｅｒｇ，ｃｏｌｄ
ａｎｄａｌｏｏｆｔｏｕｓａｌｌ．Ｂｕｔａｔｈｉｓ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ｗｅｄｄｉｎｇｈｅｗｏｒｅａｂｉｇ
ｓｍｉｌｅａｎｄｗａｓｓｏ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Ｉｃｏｕｌｄｎ’ｔｂｅｌｉｅｖｅｈｅｗ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ｍａｎ．

ｔｏｍａｋｅｈａｙ
Ｔｏｍａｋｅｈａｙ 原 意 是“趁 有 太 阳 的 时 候，赶 快 把 饲 料 准 备 好”。

美国人经常把这一说法缩短成为：ｔｏｍａｋｅｈａｙ。Ｔｏｍａｋｅｈａｙ在用

做俗语的时候，它的意思就和准备饲料没有什么关系了。意思是“看

到赚钱的机会就尽量从中获利”。试看下面的例子：这个说话的人因

为汽油涨价而感到很生气。

Ｉｆｙｏｕａｓｋｍｅ，ｓｏｍｅ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ｒｅｒｅａｌｌｙｍａｋｉｎｇｈａｙｏｕｔｏｆ
ｔｈｅＧｕｌｆ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ｙｋｅｅｐｒａ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ａｇａｌｌｏｎｏｆｇａｓ，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ｔｓｓａｙｔｈｅｒｅ’ｓｅｎｏｕｇｈｇａｓｔｏｇｏａｒｏｕｎｄｉｆｐｅｏｐｌｅ
ｄｏｎ’ｔｇｅｔｇｒｅｅｄｙ．

ｔｏｇｏｈａｙｗｉｒｅ
Ｔｏｇｏｈａｙｗｉｒｅ表示一个人非常生气，以致于无法控制自己。有

些人平时看来 脾 气 很 好，从 来 也 不 会 发 火。可 是，每 个 人 都 有 个 限

度，超过了限度，谁都会发火。
美国的农民一般都是用一根细的铁丝把干草一捆捆地捆起来。

这种捆干草的铁丝在英文里叫做“ｈａｙｗｉｒｅ”。每当农民要喂牲口的

时候，他就用斧头把铁丝砍断。可是，要是他不小心的话，铁丝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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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弹起来，铁丝的尖端还会刮破他的皮肤和衣服。铁丝这种四处乱

弹乱跳的现象就形成了美国人常用的一个俗语———ｔｏｇｏｈａｙｗｉｒｅ。
请看下面的例句：

ＵｓｕａｌｌｙｍｙｂｒｏｔｈｅｒｉｓｔｈｅｃａｌｍｅｓｔｍａｎＩｋｎｏｗ．Ｂｕｔｗｈｅｎｈｅ
ｓａｗｔｈｉｓｋｉｄ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ｓｔｅａｌｈｉｓｎｅｗｃａｒ，ｈｅｒｅａｌｌｙｗｅｎｔｈａｙｗｉｒｅ．
Ｈｅｃｈａｓｅｄｔｈｅｋｉｄｄｏｗ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ｔａｃｋｌｅｄｈｉｍａｎｄｓａｔｏｎｈｉｍｕｎ
ｔｉｌ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ｓｈｏｗｅｄｕｐ．Ｈｅ’ｓｌｕｃｋｙｔｈｅｋｉｄｄｉｄｎ’ｔｈａｖｅａｋｎｉｆｅ！

美国人很喜欢 养 狗。狗 虽 然 可 爱，但 有 时 也 会 给 你 带 来 麻 烦。
下面是一个人回到家发现他的狗把家具啃坏了，他对一个朋友说：

ＩｔｅｌｌｙｏｕＩｗａｓｓｏｍａｄｗｈｅｎＩｓａｗ ｗｈａｔｔｈｅｄｏｇｈａｄｄｏｎｅ．
Ｉ’ｍａｆｒａｉｄＩｗｅｎｔｈａｙｗｉｒｅ：Ｉｒｏｌｌｅｄｕｐａ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ｔｏｓｗａｔｈｉｍ
ｗｉｔｈａｎｄｃｈａｓｅｄｈｉｍａｌ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ｈｏｕｓｅ．

ｔｈｅｌａｓｔｓｔｒａｗ
大家都知道，骆驼是非常强壮的动物，一般来说，一只骆驼可以

驮５００公斤重的东西。但是，要是你不断往它背上加东西的话，这只

骆驼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达到它所能承受顶点，那怕再多加一根稻草

也会使它承受不了。Ｔｈｅｓｔｒａｗｔｈａｔｂｒｅａｋｓｔｈｅｃａｍｅｌ’ｓｂａｃｋ，意思

就是：那根压 断 了 骆 驼 背 的 稻 草。现 在，人 们 经 常 把 它 简 化 为：ｔｈｅ
ｌａｓｔｓｔｒａｗ。例如：

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ｙｅａｒｓＩ’ｖｅｔｒｉｅｄｔｏｂｅａｇｏｏｄｗｉｆｅ，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
ｙｏｕ’ｒｅｌａｚｙ，ｙｏｕｄｒｉｎｋｔｏｏｍｕｃｈａｎｄ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ｄｏｎ’ｔｅｖｅｎ
ｈａｖｅａｓｔｅａｄｙｊｏｂ．ＢｕｔｗｈｅｎＩｆｉｎｄｏｕｔｙｏｕａｒｅ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ｎｅｙｏ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ｍａｎ，ｔｈａｔ’ｓｔｈｅｌａｓｔｓｔｒａｗ！Ｉｗａｎｔｙｏｕｏｕｔｏｆｍｙｈｏｕｓｅ
ｒｉｇｈｔｎｏｗａｎｄＩｎｅｖｅｒｗａｎｔｔｏｓｅｅｙｏｕａｇａｉｎ．

ａｓｔｒａｗｉｎｔｈｅｗｉｎｄ
Ａｓｔｒａｗｉｎｔｈｅｗｉｎｄ字面意思是随风飘的一根稻草。可是，作

为俗语，ａｓｔｒａｗｉｎｔｈｅｗｉｎｄ是指“在事情发生前的一些风吹草动，也

就是事态发展的一些迹象”。一些记者在写经济或政治新闻的时候

经常用这个俗语。例如：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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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ｘｐｅｒｔｓｓａｉｄｔｏｄａ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ａｕｔｏｓａｌｅｓｔｈｅ
ｌａｓｔ３０ｄａｙｓｉｓａｓｔｒａｗｉ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ｒｅｃｏｖ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ｒｉｅｆ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这句 话 里 的 最 后 两 个 字 是：ｂｒｉｅｆ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它 的 意 思 是“经 济

衰退”。

Ａｓｔｒａｗｉｎｔｈｅｗｉｎｄ这个说法的来源可能和农民的习惯有关。
要是你去过农村的话，就知道农民经常把一把草往空中一扔，依此来

看风往哪个方向吹。逐渐地，ａｓｔｒａｗｉｎｔｈｅｗｉｎｄ这个说法就应用到

生活的各个方面，转义为某件事的发展迹象了。
这是一个正在竞选官职的候选人在担心他的竞选前景。

Ｉｗｉｓｈｗｅｈａｄａｇｏｏｄｉｄｅａｏｆｈｏｗｔｈｅｖｏｔｅｒｓｆｅｅｌａｂｏｕｔｕｓ．Ｔｈｅ
ｏｎｌｙｓｔｒａｗｉ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Ｉｓｅｅｉｓｔｈａｔａｌｏｔｍｏ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ｏｖｏｔｅ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Ｂｕｔｉｓｔｈａｔｇｏｏｄｏｒｂａｄｆｏｒｕｓ？

这句话里涉及美国选举的一个程序，那就是美国选民在投票前

必须进行选民登记。只有登记了的选民才有资格投票，不登记就不

能投票。可惜，有许多美国人对政治失去信心或感到反感，而经常不

去投票，放弃这一民主权利。不投票的人一般也不会去登记。所以

选民登记就变成预测选举的一个有用指标。

ｂ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Ｂ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ｅｒ就是“数豆子的人”，这里引申为“一 个 政 府 官 员，

或者一个公司的总管老是把时间浪费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尤其是

为了一点点钱算计个没完”。那些为政府或公司真正干些实际工作

的人都很讨厌这些ｂ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看了下面这个例句就明白了。

Ｉ’ｍｌｏｏｋ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ｅｗｊｏｂ．Ｔｈｉｓ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ｍ ｗｉｔｈｎｏｗｈａｓ
ｔｏｏｍａｎｙｂ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Ａｌｌｔｈｅｙｃａｒｅａｂｏｕｔｉｓｈｏｗｍｕｃｈｗｅｓｐｅｎｄ
ｏｎｐｏ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ｐｈｏｎｅｃａｌｌｓ．Ｔｈｅｙｄｏｎ’ｔｃａｒｅｉｆｙｏｕａｒｅｔｈｅｂｅｓｔ
ｓａｌｅｓ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ｃｅ．

为了一点点钱 纠 缠 不 休 的 人 恐 怕 在 政 府 和 公 司 之 外 也 同 样 存

在。下面是一个丈夫在说他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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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ｗｉｆｅｉｓｒｅａｌｌｙａｂ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ｈｏｗｍｕｃｈｍｏｎｅｙ
Ｉｍａｋｅ，ｓｈｅｎｅｖｅｒｌｅｔｓｍｅｂｕ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ｎｅｗｔｗｏｓｈｉｒｔｓａｙｅａｒ．
Ａｎｄｓｈｅｉｎｓｉｓｔｓ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ｉｒｏｎｉｎｇｍｙｃｌｏｔｈｅｓａｔｈｏｍｅ，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ｓ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ｕｔｔｏｔｈｅｌａｕｎｄｒｙ．

ｔｏｓｐｉｌｌｔｈｅｂｅａｎｓ
Ｔｏｓｐｉｌｌｔｈｅｂｅａｎｓ的意思是：泄漏秘密，但是往往是不小心、或

偶然地泄漏了秘密，而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例如，美国人经常为了生

日或其他值得庆祝的事给家人或朋友举行聚会，但是有的人喜欢在

事先不让过生日的人知道。这样可以让他很突然，感到很惊喜。下

面就是一个人在说他准备聚会的经历。

ＴｈａｔＳｕｅＥｌｌｅｎｊｕｓｔｃａｎ’ｔｋｅｅｐｈｅｒｍｏｕｔｈｓｈｕｔ！Ｉｉｎｖｉｔｅｄｈｅｒ
ｔｏｏｕｒ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ｐａｒｔｙｆｏｒ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ｈｅｗｅｎｔａｎｄｓｐｉｌｌｅｄｔｈｅｂｅａｎｓ
ｔｏＭａｒｙ．Ｓｈｅｓａｙｓｓｈｅ’ｓｓｏｒｒｙｂｕｔｓｈ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ｓｐｏｉｌｅｄｔｈ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ａｔｔｈｅｄｒｏｐｏｆａｈａｔ
Ａｔｔｈｅｄｒｏｐｏｆａｈａｔ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一旦帽子落地”，这

实际上也是一个信号的意思。也就是说，一有信号就马上行动。这

个说法可能是来自以前的决斗。在决斗的时候，裁判员一般都是举

着帽子，然后突然把它往地下一扔，作为决斗双方可以开始的信号。
但是，ａｔｔｈｅｄｒｏｐｏｆａｈａｔ现在已经和决斗没有关系了，它的意思现

在已经 变 成 指 一 个 脾 气 一 触 即 发 的 人。下 面 这 个 例 子 就 能 说 明

问题。

ＴｏｍＡｔｋｉｎｓｉｓｕｓｕａｌｌｙａｇｏｏｄｈｅａｒｔｅｄ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ｇｕｙ．Ｂｕｔｈｅｈａｓ
ｏｎ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ａｈｏｔｔｅｍｐｅｒ．Ｓａｙ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ｈｅｄｏｅｓｎ’ｔ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ａｎｄｈｅ’ｌｌｓｔａｒｔａｌｏｕ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ｄｒｏｐｏｆａｈａｔ．

下面这个例子是一个父亲在说她的女儿。

Ｍｙ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Ｊａｎｅｔｈａｓ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ｏｌｅａｖｅｈｅｒａｂｕｓｉｖｅｈｕｓｂａｎｄ．Ｉ
ｆｅｅｌｓｏｒｅｌｉｅｖｅｄ！ＩｆＪａｎｅｔｕｔｔｅｒｅｄａｗｏｒｄｗｈｅｎＪｏｈｎｗａｓｉｎｂａｄ
ｍｏｏｄ—ａｎｄ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ｈｅｗａｓ— ｈｅｗｏｕｌｄｈｉｔｈｅｒａｔ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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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ｐｏｆａｈａｔ．
ｔｏｐｕｌｌ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ｔ
Ｔｏｐｕｌｌ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ｔ作为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找

到一个没有意料到的办法来解决面临的困难。”下面这个例子是一个

公司的雇员为了公司的前途而担忧。

Ｏｕｒ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ｓｉｎｄｅｅｐｔｒｏｕｂｌｅ．Ｗｅ’ｒｅｏｕｔｏｆ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ｈａｖｅ
ｔｏｐａｙｂａｃｋｔｈｅｂａｎｋａｆｉｖｅｍｉｌｌｉｏｎｌｏａｎｂｙＴｕｅｓｄａｙ．Ｕｎｌｅｓｓｔｈｅ
ｂｏｓｓｃａｎｐｕｌｌ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ｔ，ｗｅ’ｌｌｂｅｏｕｔ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美国人的生活节奏很快，有的人一身兼几个职务，压力很大。下

面就是一个人在说他可能在限期前完不了他该完成的事。

Ｓｏｍｕｃ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ｏｒｍｅｔｈｉｓｗｅｅｋ — 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ｓｉｘｐａｇ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ｈａｎｄｉｎａｎｄｔｗｏｈｏｕｓｅｇｕｅｓｔｓ
ａｒ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Ｉｄｏｎ’ｔｔｈｉｎｋＩｃａｎ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ａｌｌｔｈｉｓｕｎｌｅｓｓＩ
ｃａｎｐｕｌｌ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ｔ．

ｔｏｐａｓｓｔｈｅｈａｔ
Ｔｏｐａｓｓ在这里是 传 递 的 意 思。以 前，美 国 教 堂 在 礼 拜 结 束 前

总是用一顶帽子在教徒当中一个个地传递过去，希望人们为教堂捐

钱。现在的教堂已经不再用帽子了，而是用一个铜制或银制的盘子

来代替了。但是，ｔｏｐａｓｓｔｈｅｈａｔ现在超越了宗教的色彩，应用到日

常生活中去了，意 思 就 是 让 大 家 捐 钱 为 一 个 同 事 解 决 意 外 的 灾 难。
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ＷｈｅｎＢｉｌｌＢｒｏｗｎ’ｓｂａｂｙ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ｗａｓｈｕｒｔｉｎｔｈａｔａｕｔｏａｃｃｉ
ｄｅｎｔｌａｓｔｗｅｅｋ，ｗｅ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ｈａｔ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ｒｅ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ｄｏｌｌａｒｓｔｏｈｅｌｐｐａｙ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ｓｂｉｌｌ．

ｔａｋｅｏｎｅ’ｓｈａｔｏｆｆ
以前，每当一个人做了什么值得赞扬的事，人们往往会拿下头上

戴的帽子，对那个人表示敬意。现在已经没有人戴帽子，因此这种举

动也不存在了。可是，这个俗语还是经常用的。我们来用例句说明，
大家还记得刚才在“ｔｏｐｕｌｌ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ｔ”中举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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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里 那 个 为 公 司 前 途 担 忧 的 职 员 吧。下 面 这 个 例 子 又 是 他 在

说话。

Ｉｓｕｒｅｔａｋｅｍｙｈａｔｏｆｆｔｏｍｙｂｏｓｓ．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ｈｏｗ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ｈｅｄｉｄｉｔ，ｂｕｔｓｏｍｅｈｏｗｈｅｐｕｌｌｅｄｓｏｍｅｔｒｉｃｋ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ｔ
ａｎｄｇｏｔｕｓｆｉｖｅｍｉｌｌｉｏｎｄｏｌｌａｒｓｔｏｓａｖｅ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再看另一个例子：

Ｉｒｅａｌｌｙｔａｋｅｍｙｈａｔｏｆｆｔｏｍｙｓｉｓｔｅｒ．Ｓｈｅｒａｉｓｅｄｆｉｖ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ｌｌｂｙｈｅｒｓｅｌｆａｆｔｅｒｈｅｒｈｕｓｂａｎｄｄｉｅｄ．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ｈｏｗｓｈｅｍａｎ
ａｇｅｄ，ｂｕｔａｌｌ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ｈａｖｅｇｏｏｄ
ｊｏｂｓ．

ｈａｔｉｎｈａｎｄ
Ｈａｔｉｎｈａｎｄ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手里拿着帽子”。现引申为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去求人帮忙，然而又感到难以开口、很难堪”。
请看下面的例句：

Ｗｉｔｈｏｕｒｎｅｗｂａｂｙａｎｄｍｙｗｉｆｅｓｉｃｋ，ｍｙｐａｙｃｈｅｃｋｊｕｓｔｉｓｎ’ｔ
ｅｎｏｕｇｈｆｏｒｍｙｆａｍｉｌｙｔｏｌｉｖｅｏｎ．Ｗｉｔｈ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ｂａｄ，Ｉｈａｔｅｔｏｄｏ
ｉｔ，ｂｕｔＩｈａｖｅｔｏｇｏｔｏ ｍｙｂｏｓｓｈａｔｉｎｈａｎｄａｎｄｂｅｇｆｏｒｍｏｒｅ
ｍｏｎｅｙ．

美国大学的学费非常高，许多美国人感到难以负担子女的教育

费用。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学生需要打工的原因。但是，从学校的

角度来看，虽然学费不断地上涨，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各方面费用越来

越高，学校的资金还远远不够。所以，美国大学校长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筹集外来资金。下面就是一个校长的讲话。

Ｉｌｉｋｅｍｙｊｏｂ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ｕｔＩｄｏｎ’ｔｌｉｋｅｔｏｇｏｏｕｔ
ｈａｔｉｎｈａｎｄｂｅｇｇｉｎｇ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
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 ｍｙｊｏｂ．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ｍｐｌｙ
ｃｏｕｌｄｎ’ｔｓｕｒｖｉｖｅ．

实际上，某些大学在物色校长人选的时候都把候选人是否在社

会上有足够的关系，能否有能力为学校筹集资金作为一个考虑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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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因为，筹 集 资 金 在 目 前 来 说 确 实 是 一 个 大 学 校 长 的 重 要

任务。

ｔｏｃｈｅｗｔｈｅｆａｔ
Ｔｏｃｈｅｗｔｈｅｆａｔ并不是嚼肥肉。它的意思是“几个朋友、同事或

一些熟人坐在一起随便聊天，不管是天南地北，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请看下面是一个例句。

ＡｆｔｅｒｍｙｎｅｘｔｃｌａｓｓＩ’ｍｇｏｉｎｇｂａｃｋｔｏｍｙｒｏｏｍｔｏｃａｔｃｈｕｐｏｎ
ｍｙｓｌｅｅｐ．Ｉｗａｓｕｐｕｎｔｉｌｆｏｕｒｔｈｉｓ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ｈ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ｔｗｉｔｈｍｙ
ｒｏｏｍｍａｔｅａｎｄａｃｏｕｐｌｅ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ｓｗｈｏｄｒｏｐｐｅｄｉｎ．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要找志同道合的对象这一点是一致

的。下面是一个教授在说他的同事。

Ｊａｃｋｉｓａｑｕｉｅｔｍａｎｗｈｏｗｒｉｔｅｓｂｏｏｋｓ．Ｉｎｆａｃｔ，ｈｅｈａｓ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ｂｏｏｋｓｏｎＡｓ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ｕｔａｌｌｈｉｓ
ｗｉｆｅｌｉｋｅｓｔｏｄｏｉｓｃｈｅｗｔｈｅｆａｔｗｉｔｈｈｅｒｆｒｉｅｎｄｓａｌｌｄａｙｌｏｎｇ．Ｉ’ｍ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ｒ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ｔｉｌｌｈｏｌｄ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ａｔｃａｔ
Ｆａｔｃａｔ这两个词看来很简单，不是一只很肥的猫吗？Ｆａｔｃａｔ实

际上是指人，是指那些很有钱、很成功的人。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Ｉｈａｔｅｔｏｓｅｅｆａｔｃａ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ｏｆｆａｌｌｔｈｅｉｒｍｏｎｅｙ，ｂｕｔＩｗｏｕｌｄ
ｓｕｒｅｌｏｖｅｔｏｂｅｏｎｅｍｙｓｅｌｆ．ＢｕｔＩｇｕｅｓｓｍｙｏｎｌｙｃｈａｎｃｅｏｆｂｅｉｎｇａ
ｆａｔｃａｔｉｓｔｏｗｉｎｔｅｎｍｉｌｌｉｏｎｄｏｌｌａｒ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ｔｔｅｒｙ．

下面再看一个关于ｆａｔｃａｔ的 例 子。这 是 一 个 人 在 说 他 的 朋 友

发家以后就瞧不起他了。

ＴｏｍａｎｄＩｕｓｅｄｔｏｂｅｑｕｉｔｅｃｌｏｓｅｗｈｅｎｗｅｗｅｒｅｐｏ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ｆｔ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ｈｅ’ｓｂｅｃｏｍｅｖｅｒ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ａｎｄｈｅ’ｓ
ｔｕｒｎｅｄｉｎｔｏａｒｅａｌｆａｔｃａｔ．Ｙｏｕｋｎｏｗ，ｈｅｄｉｄｎ’ｔｅｖｅｎｂｏｔｈｅｒｔｏｓａｙ
ｈｅｌｌｏｔｏｍｅｗｈｅｎＩｓａｗｈｉｍ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ｏｐｌａｙｂａｌｌ
中国人一般都说“打球”，很少说“玩球”。可是，在英文里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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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相反，没有人说打球，都说ｔｏｐｌａｙｂａｌｌ。

Ｔｏｐｌａｙｂａｌｌ除了作打球解释外，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俗语，意思

是“合作”，或者是“互相帮忙”。美国人常说“Ｙｏｕｐｌａｙｂａｌｌｗｉｔｈｍｅ
ａｎｄＩ’ｌｌｐｌａｙｂａｌｌｗｉｔｈｙｏｕ．”从字面上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和

我打球，我以后也会和你打球。”但是，除了孩子会说这样的话以外，
大人一般都把这句话作为俗语来用。例如：这是一个警察在和一个

抓到的毒品走私犯说话：

Ｌｏｏｋ，ｙｏｕｐｌａｙｂａｌｌｗｉｔｈｍｅａｎｄｔｅｌｌｍｅｗｈｏｙｏｕｒｂｏｓｓｉｓ，ａｎｄ
ｍａｙｂｅｗｅｃａｎｇｅｔ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ｔｏｔａｋｅｉｔｅａｓｙｏｎｙｏｕ．

这回我帮你忙，或做出让步，为的是以后能得到你的帮助，在人

与人的关系中这似乎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不管一个人地位多高，
多有钱，有时候似乎也不得不这么做。下面这个例子就证明这一点：

Ｔｏｇｅｔｈｉ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ｈａｓｔｏｐｌａｙｂａｌｌｗｉｔｈ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ａｎｄ
ｄｏｔｈｅｍｆａｖｏｒｓｉｎｒｅｔｕｒ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ｖｏｔｅｓ．

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一个人很机灵，在工作方面做的非常出

色，总是名列前茅”。有人可能要问，一个人精明能干，工作出色，这

跟ｂａｌｌ有什么关系呢？据说，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这个俗语来自打篮球，有些

著名的篮球运动员有一种才能，那就是在球场上不管球在谁手里，也

不管球在场地的哪个角落，他们总能在离球不远的地方，一有机会就

可以把球抢到手，也就是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
我们来举个例子看看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用的。这

是一个商店的经理在对他的助手说话：

Ｓａｙ，ｔｈａｔｎｅｗｓａｌｅｓｗｏｍａｎｄｏｅｓｎ’ｔｓｅｅｍｔｏｐａｙｍｕｃｈ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ｈｅｒｗｏｒｋ．Ｙｏｕｔｅｌｌｈｅｒｓｈｅ’ｄｂｅｔｔｅｒｇｅｔ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ｔａｋ
ｉｎｇｃａｒｅ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ｏｒｗｅ’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ｌｅｔｈｅｒｇｏ．

再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报馆的老板在讲一个工作非常突出的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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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ｉ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ｅｓｔｗｅｈａｖｅｏ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Ｈｅ’ｓａｌ
ｗ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ｎｄｂｒｉｎｇｓｂａｃｋｓｔｏｒｉｅｓｔｈａｔｍｏｓｔｏｔｈ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
ｗｏｕｌｄｍｉｓｓ．

ｎｏｗｔｈｅｂａｌｌｉｓｉｎｙｏｕｒｃｏｕｒｔ
Ｎｏｗｔｈｅｂａｌｌｉｓｉｎｙｏｕｒｃｏｕｒｔ从字面上来解 释 意 思 是“现 在 球

在你那边的场地上了”。实际上，这是打网球时用的一句话，也就是

已经采取了行动，把球打过了网，到了对方的场地，现在是对方采取

行动的时候了。但是，从俗语的角度来说，它的意思并不在于打球。
美国的生意人和律师经常用这个俗语来告诉对方，他们已经提出建

议和要求，现在 是 对 方 采 取 行 动 的 时 候 了。下 面 我 们 来 看 个 例 子。
这是一个名字叫亨里·希金斯的律师为了布朗先生的离婚案件在和

布朗太太的律师打电话：

ＴｈｉｓｉｓＨｅｎｒｙＨｉｇｇｉｎｓｃａｌｌ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ｒｏｗｎｄｉｖｏｒｃｅｃａｓｅ．
Ｉ’ｍｓｅｎｄｉｎｇｙｏｕＭｒ．Ｂｒｏｗｎ’ｓｏｆｆｅｒｔｏｐａｙｙｏｕｒｃｌｉｅｎｔ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ｓａｍｏｎｔｈ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ｏｗｔｈｅｂａｌｌ’ｓｉｎｙｏｕｒｃｏｕｒｔ：ｌｅｔ
ｍｅｋｎｏｗｗｈｅｔｈｅｒＭｒｓ．Ｂｒｏｗｎａｇｒｅｅｓｔｏｔｈｉｓａｍｏｕｎｔ．

美国有两个主要的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每一个法案，不管是

总统提出的，或是由国会议员提出的，都要通过两党议员投票来决定

是否能成为正式的法律。因此，在投票前两党进行协商，互相做出妥

协和让步是经常的事。下面我们要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国会议员为了

农业部的预算在和对立党的一个成员进行谈判。这位议员说：

Ｈｅｒｅ’ｓａｒｅｖｉｓｅｄｂｕｄｇｅｔｏｕｒ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ｒｅａｄｙｔｏｖｏｔｅｆｏｒ．Ｉｔ’ｓ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ｏ．Ｎｏｗｔｈｅｂａｌｌ’ｓｉｎｙｏｕｒｃｏｕｒｔ，ｍｙｆｒｉｅｎｄ：

ｓｅ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ｙｏｕｒ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ｎａｇｒｅｅｔｏｉｔ．
ｔｏｓｔａｒｔｔｈｅｂａｌｌｒｏｌｌｉｎｇ
从字面来翻译就是“开始滚这个球”。作为习惯用语，它的意思

就是“开始一个活动”。我们经常说，万事开头难。比如说，每当逢年

过节的时候，或者有什么事值得庆祝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组织一个晚

会，或者请几个朋友到家来吃晚饭。在这种场合，一般在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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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不会很轻松，总得要某个人带个头谈一些有趣的事，或者说个笑

话才能使空气融洽。例如：

Ｉｔｌｏｏｋｅｄｌｉｋｅａｄｕｌｌｐａｒｔｙｗｉｔｈ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ｊｕｓｔｓ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
ＢｕｔＤｉｃｋ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ｈｅｂａｌｌ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ａｃｏｕｐｌｅｏｆｆｕｎｎｙｊｏｋ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ｎＪａｃｋ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ｕｔｈｉｓｇｕｉｔａｒａｎｄｓａｎｇｓｏｍｅｆｏｌｋｓｏｎｇ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ｓｉｎｇ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ａｎｄｗｅｈａｄａｇｏｏｄ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ａｌｌ．

当然，ｔｏｓｔａｒｔｔｈｅｂａｌｌｒｏｌｌｉｎｇ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严肃的

场合。请看下面的句子，这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把手下各部门的主

管都召集来开会。他说：

Ｏｋａｙ，Ｉ’ｖｅ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ｉ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ｏｓｅｅｗｈａｔｉｄｅａｓｗｅｈａｖｅｆｏｒ
ｔｈｅｎｅｗａｄ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Ｉ’ｌｌｓｔａｒｔｔｈｅｂａｌｌ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ｙｏｕａｆｅｗ
ｉｄｅａｓＩａｌｒｅａｄｙｈａｖｅ．

ｔｏｒｕｎａｔｉｇｈｔｓｈｉｐ
Ｔｏｒｕｎａｔｉｇｈｔｓｈｉｐ这个俗语与以前使用帆船有关，那时，一个

要求很严的船长往往要他的船员把张帆的绳子拉得紧紧的，这样可

以尽量获得风力。在船长的领导下，船上的一切器械都放的井井有

条，船员也都知道随时要服从命令。可是，现在，ｔｏｒｕｎａｔｉｇｈｔｓｈｉｐ
这个俗语已经和船没有直接关系了。它的意思是：一个公司，政府机

构或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单位纪律严明。下面这个例子就是

一个负责人在对新来的工人讲他的要求。

Ｉｌｉｋｅｔｏｒｕｎａｔｉｇｈｔｓｈｉｐａｒｏｕｎｄｈｅｒｅ．Ｔｈａｔ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ｙｏｕ’ｄ
ｂｅｔｔｅｒｂｅｈｅｒｅａｔ８：３０ａｎｄｙｏｕｄｏｎ’ｔｇｅｔｏｆｆｗｏｒｋｕｎｔｉｌ５：３０．Ｎｏ
ｃｏｍｉｎｇｌａｔｅｏｒｇｏｉｎｇｈｏｍｅ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ｙｏｕｄｏｎ’ｔｔａｋ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ｆｏｒｌｕｎｃｈ．Ｄｏｙｏｕ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这样纪律森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这就在于你的观点了。要是

你是一个负责人，你可能对刚才说话的那个老板很钦佩。但是，要是

你是他手下的工人，你肯定对他的严格规章制度不会太高兴的。
有的人懒散成性，很难按照严格的规章制度办事。但是，像这样

的人哪个领导都不欢迎。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老板在说一个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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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懒的雇员。

Ｉ’ｍｔｒｙｉｎｇｖｅｒｙｈａｒｄｔｏｒｕｎａｔｉｇｈｔｓｈｉｐｈｅｒｅ，ｂｕｔｔｈａｔｇｕｙ
ｗｈｏｗａｓｈｉｒｅｄｔｗｏｍｏｎｔｈｓａｇｏｈａｓｂｅｅｎｌａｔｅａｌｍｏｓｔｅｖｅｒｙ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ｏｎｅｄａｙｔｏｏｋ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ｗｏｈｏｕｒｓｆｏｒｌｕｎｃｈ．Ｈｅｈａｓｌｅｆｔｍｅ
ｗｉｔｈｎｏｃｈｏｉｃｅｂｕｔｔｏｆｉｒｅｈｉｍ．

ｔｏｓｈａｐｅｕｐｏｒｓｈｉｐｏｕｔ
Ｔｏｓｈａｐｅｕｐ的意思是改进你的工作或行为。后半部分ｔｏｓｈｉｐ

ｏｕｔ意思是离开一个地方。把前后两部份 合 在 一 起ｔｏｓｈａｐｅｕｐｏｒ
ｓｈｉｐｏｕｔ就成了一个俗语，意思是：要就改进你的工作，否则就离开

这儿。美国的陆军里经常用这个俗语。下面这个例子是一个陆军中

士在训斥一个二等兵。

Ｊｏｎｅｓ，ｙｏｕａｒ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ｄｏｕｂｔｔｈｅｗｏｒｓｔｓｏｌｄｉｅｒ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Ｙｏｕｒ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ｙｏｕｓｌｅｐｔｉｎｉｔ！Ｙｏｕｒｒｉｆｌｅｉｓａｌ
ｗａｙｓｄｉｒｔｙ，ａｎｄｙｏｕｃａｎ’ｔｆｏｌｌｏｗａｓｉｍｐｌｅｏｒｄｅｒ！Ｉ’ｍｔｅｌｌｉｎｇｙｏｕ，

ｓｏｌｄｉｅｒ—ｅｉｔｈｅｒｓｈａｐｅｕｐｏｒｓｈｉｐｏｕｔ，ｙｏｕｈｅａｒｍｅ！

我们上面说ｔｏｓｈａｐｅｕｐｏｒｓｈｉｐｏｕｔ这个俗语在陆军里用的比

较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出现的。例如，一个公司的老板对手

下一个雇员说：

Ｍａｒｙ，ｙｏｕｏｆｔｅｎｃｏｍｅｌ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ｅａｒｌｙｉｎ
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ｙｏｕａｒｅａｌｗ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ｏｎｅｔ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ｙｏｕ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Ｔｈｉｓｉｓｎｏｔ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ｈｅｒｅ．Ｉ’ｍｎｏｗｇｉｖｉｎｇｙｏｕａｌａ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ｅｉｔｈｅｒｓｈａｐｅｕｐｏｒｓｈｉｐｏｕｔ．

ｔｏｒｏｃｋｔｈｅｂｏａｔ
Ｔｏｒｏｃｋｔｈｅｂｏａｔ指的是：找麻烦，或者让人感到厌烦，就像一个

孩子站在一艘船当中，故意把船弄得摇摇晃晃，使得船上的人很害怕

一样。人们往往会劝别人不要去找麻烦。下面是两个人在办公室里

谈论一个很偷懒的同事。

Ｓｕｒｅ，ＩａｇｒｅｅＳｍｉｔｈｉｓｎ’ｔｗｏｒｔｈｔｈｅｂｉｇｓａｌａｒｙｈｅｇｅｔｓ，ｂｕｔＩ
ｗｏｕｌｄｎ’ｔｔｅｌｌｔｈｅｂｏｓｓｉｆＩｗｅｒｅｙｏｕ．Ｓｍｉｔｈｉｓｏｎｅｏｆｈｉｓ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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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ｈｅ’ｌｌｔｈｉｎｋｙｏｕ’ｒｅｊｕｓｔｒｏ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ａｔ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ｔｒｏｕｂｌｅ．
每当暑假来临，美国的学生就开始计划怎么来安排这三个多月

的时间，有不少人动手找工作，赚钱为下一年的学费做准备，有的计

划先出去旅行，轻松一番再做打算。下面是一个学生在跟他的妹妹

谈他和几个同学的暑期计划。

Ａｆｔｅｒｍｕｃｈ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ｆｉｖｅｏｆｕｓ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ｈａｖｅ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ｏｇｏｔｏＥｕｒｏｐｅ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ｗｅｅｋｓ．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ｕｎ
ｄｅｒｗａｙ．Ｐｌｅａｓｅｄｏｎ’ｔｒｏｃｋｔｈｅｂｏａｔｂ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ｍｏｔｈ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ｍ
ｓｕｒｅｓｈｅｗｏｕｌｄｎ’ｔａｇｒｅｅ．

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ｏａｔ
这个俗语的意思是：几个处境相同、面对同样困难或危险的人，

他们的命运也会相同的。下面的例子是说一个小城镇，那里唯一的

工厂被关闭了。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ｅｅｌｐｌａｎｔｓｈｕｔｄｏｗｎ，ｔｈｅｔｏｗｎ’ｓｐｅｏｐｌｅｗｅｒｅａｌｌｉｎ
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ｏａｔ．Ｔｈ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ｈａｄｎｏｊｏｂｓ，ａｎｄ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ｔｔｈｅｓｈｏｐｓ
ｈａｄｎ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ｔｗａｓｒｅａｌｌｙｔｏｕｇｈａｌｌａｒｏｕｎｄ．

美国的小学大约下午三点就放学了。放了学，那些住得比较近

的孩子往往在一起玩，有的骑小型的自行车，有的打球、踢球。下面

这个例子是一群孩子在一起踢球，不小心把球踢到附近一家人家的

玻璃窗上，把窗子给打破了。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

Ｔｒｕｅ，Ｊａｃｋ’ｓｔｈｅｇｕｙｗｈｏｋｉｃｋｅｄ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ｎｄｈｉｔ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
Ｂｕｔｗｅｗｅｒｅ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ｇａｍｅｓｏｗｅ’ｒｅ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ｏａｔ．Ｌｅｔ’ｓａｌｌ
ｇｏ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ｏ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

ｔｏｓｔｉｃｋｔｏｏｎｅ’ｓｇｕｎｓ
Ｔｏｓｔｉｃｋｔｏｏｎｅ’ｓｇｕｎｓ作为俗语的意思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管

压力多大，一个人要能坚持自己的计划。下面是一个珠宝商在讲话：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ｓｓｏｔｅｒｒｉｂｌｅｍｙｐａｒｔｎｅｒｗａｎｔｓｔｏｃｌｏｓｅｕｐｓｈｏｐ，ｂｕｔ
Ｉｔｏｌｄｈｉｍ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ｉｃｋｔｏｏｕｒｇｕｎｓａｎｄｎｏｔｇｉｖｅｕ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ｓｂｏｕｎｄｔｏｐｉｃｋｕｐｔｈｉｓｗｉｎｔｅｒｉｆｗｅｃａｎｋｅｅｐｏｕｒｄｏｏｒｓｏｐ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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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里除了少数几门必修课以外，其他课程都可以由学生

自己选择。一般一个学生每学期至少要上四门课。下面是一个学生

在说他的同学：

Ｍｏｓ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ａｋｅｆｏｕｒｃｏｕｒｓｅｓｅａｃｈ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ｂｕｔｎｏｔＭｉｋｅ．
Ｈｅａｌｗａｙｓｔａｋｅｓｏｎｅｍｏｒｅ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Ｈｅｓｔｕｃｋｔｏｈｉｓｇｕｎｓ
ｅｖｅｎｗｈｅｎｈｅｈａｄｔｏｗｏｒｋａｔｔｗｏｌａｂｓｌａｓｔ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美国学生大多数都要工作，因为有的学生完全要由自己来负担

教育费用，即使家长有能力，一般来说学生也要自己挣钱来负担一部

份。所以这个例子里说的那个学生要到两个实验室工作也并不是少

见的现象。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ｎ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ｎ就是一个人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一项任务，

或者是解决一个问题而受到很大的压力，几乎就好像有人拿着枪逼

着他把事情干完一样。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Ｉ’ｄｐｌａｎｎｅｄｔｏｇｏｔｏｔｈｅｂｅａｃｈｔｈｉｓｗｅｅｋｅｎｄｂｕｔＩｈａｄｔｏｃａｎｃｅｌ
ｍｙ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ｏｓｓｈａｓｍ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ｎｔｏｆｉｎｉｓｈｔｈｅｃｏｍ
ｐａｎｙ’ｓ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ｒｅｐｏｒｔｂｙｎｅｘｔＭｏｎｄａｙ．

每年年底一般都是美国人最忙的时候。这恐怕在别的国家也是

一样。工作的人在年底要做总结，要完成年终报表。学生要准备期

终考试。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节日的准备工作。一般来说，１２月初人

们就开始写贺年片，寄贺年片，买圣诞节礼物，给外地的亲友寄礼物

等。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学生在说他的感受。

Ｉｃａｎ’ｔ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ｙｔｉｍｅｂｅｆｏｒｅ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ｆｏｒｐａｒｔｉ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Ｉ’

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ｎｔｏｇｅｔｒｅａｄｙｆｏｒｔｅｒｍｅｘａｍｓ．ＩｆＩｆａｉｌａｎｙｏｆ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ｗｏｎ’ｔｂｅ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ｉｎ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ｎｅｘｔｙｅａｒ．

ｈｉｐｐｉｅ
Ｈｉｐｐｉｅ这个词译成中文意 思 是“嬉 皮 士”。Ｈｉｐｐｉｅ这 个 字 是 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现的，当时美国有一批不愿顺从一般社会常规的

年轻人，他们穿着奇装异服，梳着特殊的发型，而且普遍对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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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唾弃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概念。直到今天，人们还把那些

不管是男是女头发都留得长长的，绑着头带，脖子上还带着长长短短

的珠子项链的人称为ｈｉｐｐｉｅ。现在这些２０几年前的ｈｉｐｐｉｅ都已经

进入中年，有的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下面这个例子就是

一个以前的ｈｉｐｐｉｅ在讲话。

Ｉ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ｗｈｅｎＩｗａｓａｈｉｐｐｉｅ，ｗｅａｒｉｎｇｍｙｂｅａｄ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
ｈｅａｄｂａｎｄ，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ｉｎＶｉｅｔｎａｍ．Ｉｇｕｅｓｓｅｖｅ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ｔｓ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ｙｏｕｋｎｏｗ，ｗｈｏｃａｎｂｌａｍｅｔｈｅｍ！

你们恐怕已经从电视或其他报章杂志上看到，现在有些美国青

年人爱穿的衣服也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时兴穿很长很大的衣

服。有的女孩还喜欢穿爸爸的衬衣和西装上装，肩膀太宽也无所谓，
袖子太长就把 它 卷 起 来。总 而 言 之，越 穿 得 不 合 身 就 好 像 越 时 髦。
但是，有些保守一点的人，特别是中年人就有点看不惯。下面就是一

个妈妈在说她的女儿。

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ｗａｙｙｏｕｄｒ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ｏｍａｎｙｐｒｅｔｔｙｏｕｔｆｉｔｓｉｎ
ｔｈｅｓｔｏｒｅｓｔｈａｔｗｏｕｌｄｆｉｔｙｏｕｗｅｌｌａｎｄｓｈｏｗｏｆｆｙｏｕｒｎｉｃｅｆｉｇｕｒｅ．
Ｗｈｙｄｏｙｏｕｈａｖｅｔｏｄｒｅｓｓｌｉｋｅａｈｉｐｐｉｅ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６０’ｓ！

你想这个妈妈会说服她的女儿吗？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回想起自

己年轻的时候也不都有这种情况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代沟吧。

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ｅｒｓ
在１９４６—１９６４年这将近２０年的时间里，美国的人口急剧增加，

新生婴儿的人数一共有７８００００００人。美国人为这一代人起了一个

名字：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ｅｒｓ。他们 当 中 不 少 人 在 事 业 方 面 已 经 有 了 成 就。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请看下面这个例句：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ｉｌｌＣｌｉｎｔ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１９９２ｗａｓ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ｐｏｗ
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ｌ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ｅ’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ｅｒｔｏｂｅ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当选为总统毕竟是极少数人的事。那么，其他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ｅｒｓ的

情况又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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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ｈａｓｓｌｏｗｅｄｄ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ｅｒｓｂｅｃａｍｅａｄｕｌｔｓ．Ｔｈｅｙ’ｒｅｓｉｍｐｌｙｎｏｔｈａｖｉｎｇａｓ
ｍａｎ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ｓ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ｄｉｄ．

ｙｕｐｐｉｅｓ
你要是查１９８３年以前出版的词典，你可能还找不到ｙｕｐｐｙ这个

字。实际上，ｙｕｐｐｙ是一个缩略词，它是由ｙｏｕｎｇｕｒｂａ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这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也就是ｙｕｐ。后面再加上ｐ和ｙ这

两个字母来形成第二个音节。新出版的字典会告诉你，所谓ｙｕｐｐｉｅｓ
就是那些很有抱负，受过高等教育，住在大城市有专业性的工作，生

活很富裕的年轻人。很多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ｅｒｓ后来变成了ｙｕｐｐｙ。请听这

位ｙｕｐｐｙ的自白吧。

Ｉｇｕｅｓｓｙｏｕｃａｎｃａｌｌｍｅａｙｕｐｐｙ．Ｉ’ｍ３７ａｎｄＩｍａｋｅｅｎｏｕｇｈ
ｍｏｎｅｙｔｏａｆｆｏｒ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ｌｉｆｅ．ＳｅｅｔｈｉｓｇｏｌｄＲｏｌｅｘｗａｔｃｈ？

Ｉｅａｔｉｎｔｈｅｂｅｓｔ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ａｎｄｄｒｉｎｋａｇｏｏｄｗｉｎｅ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ｗｈｉｓ
ｋｅｙ．Ｙｅｓ，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ＩｄｒｉｖｅａＢＭＷ．

虽然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ｅｒ的人数有将近８０００万，但 是 他 们 究 竟 不 能

代表 美 国 全 部 的 人 口。更 何 况 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ｅｒ不 见 得 个 个 都 富 有。
因此像上面这位 ｙｕｐｐｙ说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并非普遍现象。

但是，对于这种一切在于享受的生活方式，有的知识分子也看不

惯。请听听他们的看法：

Ｔｈｅｔｒｏｕｂｌｅｗｉｔｈｍｏｓｔｙｕｐｐｉｅｓ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ｉ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Ｔｈｅｙ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ｆａｓｈｉｏｎｓｉｎ
ｆｏｏｄ，ｗｉｎｅ，ｃｌｏｔｈｅｓ，ｃａｒｓａｎｄａｍｕｓｅｍｅｎｔｌｉｋｅａｈｅｒｄｏｆｓｈｅｅｐ．

ｄｉｎｋ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２０年内，美国人口急剧上升。在这

段时间里出生的人现在都已经是三，四十岁了。美国人把他们叫做

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ｅｒｓ。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在工作方面很出色，生活很富

裕，人们把他们称为ｙｕｐｐｉｅｓ。但是，ｙｕｐｐｉｅｓ除了年轻，富裕，住在城

市里，都有专业性工作外，他们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当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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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不要孩子。美国人把这些人叫做“ｄｉｎｋｓ”。

Ｄｉｎｋｓ和 ｙｕｐｐｉｅｓ 一 样 也 是 缩 略 词。不 过，Ｄｉｎｋｓ 代 表 的 是

ｄｏｕ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ｎｏｋｉｄｓ．
Ｄｏｕ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就是夫妻 两 人 都 工 作，有 两 份 收 入；ｎｏＫｉｄｓ就

是没有孩子。这就意味着，这样的夫妇比起有孩子的家庭来他们有

更多的钱。下面是一个ｙｕｐｐｙ在说他和他妻子的家庭生活：

ＭａｒｙａｎｄＩａｒｅｄｉｎｋｓ— ｗｅｂｏｔｈｈａｖｅｇｏｏ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ａ
ｒｅｅｒｓ．Ｍａｒｙｋｅｅｐｓｈｅｒｏｗｎｍａｉｄｅｎｎａｍｅ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
ｗｈｅｎＩｇｅｔｈｏｍｅｆｉｒｓｔ，Ｉｃｏｏｋｄｉｎｎｅｒ．Ｗｅｈａｖｅｔｈｉｓｌｏｖｅｌｙｈｏｕｓｅ，

ｂｕｔｔｈｅ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ｂｉｇｅｎｏｕｇｈｔｈａｔｗｅｃａｎ’ｔａｆｆｏｒｄｔｏ
ｈａｖｅｋｉｄｓ．

你要是到美国各地的住宅区去走走的话，一般你都会看到有些

孩子在各处玩，有的孩子骑自行车，有的打球等。但是，由于一些年

轻人不要孩子，因此这种孩童游玩的景色也有所改变。下面这个例

句就是一位老人在叙述这方面的变化：

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ａｌｏｔｏｆｄｉｎｋｓｈａｖｅｍｏｖｅｄｉｎｔｏｏｕｒｐａｒｔｏｆ
ｔｏｗｎ．Ｔｈｅｙ’ｒｅｎｉ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ｂｕｔＩｍｉｓｓｓｅｅ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ｋｉｄ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ｋｔｈｅｗａｙｉｔｕｓｅｄｔｏｂｅｉｎｔｈｅｏｌｄｄａｙｓ．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就是三明治，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就是一代人。所以，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就是既要赡 养 老 人，又 要 抚 养 下 一 代 的 人。他 们 和 夹 在

三明治当中的肉一样夹在老一代和小一代之中。他们的经济负担比

较重，下面这个例句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Ｏｌｄ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ｅｎｄｔｏｒｅｔｉｒｅｅａｒｌｉｅｒａｎｄｌｉｖｅ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ｅｓｅｄａｙｓ．
Ａｎｄｉｆｔｈｅｙ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ｂｉｇ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ｌｉｖｅｏｎ，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ｉ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ｔｏｂｅａｒ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ｌｏｎｇｅｒ．

ｃｏｕｃｈｐｏｔａｔｏ
Ｃｏｕｃｈｐｏｔａｔｏ是指那些一有时间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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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讲话的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ｃｏｕｃｈｐｏｔａｔｏ：

ｗｈｙｓｈｏｕｌｄＩｇｏｏｕｔｔｏｓｅｅａｍｏｖｉｅｏｒａｃｏｎｃｅｒｔ—ｉｔ’ｓａｌｏｔ
ｍｏｒｅ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ｔｏｓｔａｙａｔｈｏｍｅ．ＩｈａｖｅｃａｂｌｅＴＶ，ｗｈｉｃｈｇｉｖｅｓ
ｍｅａ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３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Ｗｈｙ，Ｉｃａｎｓｅｅａ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ｓｈｉｐｆｉｇｈｔｒｉｇｈｔｉｎｍｙｌｉｖｉｎｇｒｏｏｍ．ＯｒＩｃａｎｒｅｎｔａｇｏｏｄｍｏｖｉｅｆｏｒａ
ｃｏｕｐｌｅｏｆｂｕｃｋｓａｎｄｗａｔｃｈｉｔｏｎｍｙＶＣＲ．

Ｃｏｕｃｈｐｏｔａｔｏ可能也知道他们的习惯不好。下面这个例子是一

个ｃｏｕｃｈｐｏｔａｔｏ在说他如何处理孩子看电视的问题：

Ｉ’ｍａｃｏｕｃｈｐｏｔａｔｏａｎｄｉｔ’ｓｔｏｏｌａｔｅｆｏｒｍｅ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Ｂｕｔｗｅ
ｔｒｙｔｏｋｅｅｐｏｕｒｋｉｄｓｆｒｏｍ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ｗｏｈｏｕｒｓｏｆｔｅｌｅｖｉ
ｓｉｏｎａｄａｙ：ｗｅｄｏｎ’ｔｗａｎｔｔｈｅｍｔｏｂｅｃｏｕｃｈｐｏｔａｔｏｅｓ，ｔｏｏ．

ｍａｌｌｒａｔｓ
美国有许多购物中心。美国人把它们叫做“ｍａｌｌ”。
有的 ｍａｌｌ规模较小，只有十几家商店。可是，有的 购 物 中 心 规

模非常大。例如，在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有一个购物中心里面

一共有两百多家商店，另外还有饭馆，电影院和几公顷大的停车场。
一到周末，各地的 ｍａｌｌ里都是买东西的人。有的人也不见得想买什

么，但是他们也在里面逛。这些购物中心对那些青少年来说具有很

大的吸引力。美国人把这些经常到 ｍａｌｌ去逛的人叫做：ｍａｌｌｒａｔｓ。
下面是一个 ｍａｌｌｒａｔ在说一个大的购物中心是如何地好玩。

Ｈｅｙ，ｔｈｅｒｅ’ｓａｌｗａｙ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ｄｏ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ｕｓｍａｌｌｒａｔｓ．
Ａｔｌｅａｓｔａｄｏｚｅｎｆａｓｔｆｏｏｄｐｌａｃｅｓｗｈｅｒｅｗｅｃａｎｂｕｙａｂｕｒｇｅｒ，ａｓｌｉｃｅ
ｏｆｐｉｚｚａ，ｉｃｅｃｒｅａｍ—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Ｔ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ｖｉｅｔｈｅａｔｅｒｓ．Ａｎｄ
ａｗｈｏｌｅｌｏｔ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ｗａｔｃｈ，ｙｏｕｋｎｏｗ？Ｉｃａｎ，ｌｉｋｅ，ｓｐｅｎｄ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ｄａｙｔｈｅｒｅ，ｙｏｕｋｎｏｗ？

再来看个例子。这是一个曾经喜欢逛购物中心的人在讲述他过

去的经历：

Ｓｕｒｅ，Ｉｕｓｅｄｔｏｂｅ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ｍａｌｌｒａｔｈａｎｇ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ｇｉｒｌｓ．ＢｕｔｔｈｅｎＩｗｅｎｔｏｕｔｆｏｒｂａｓｋｅｔ

·４３２·

英 汉 语 言 文 化 比 较



ｂａｌｌ，ｍａｄｅｔｈｅｔｅａｍａｎｄＩ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ｔｉｍｅｔｏｗａｓｔｅａｎｙｍｏｒｅ！

这些购物中心对退休了的老人具有另外一种吸引力。这些购物

中心都是室内的，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因此，不管外面天气如

何，他们都可以在 ｍａｌｌ里面散步。

ａｔｔｈｅｗｈｅｅｌ
美国人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汽车轮子了。在美国很多地方，汽车

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没有汽车就变得寸步难行。当然，美

国一些大城市里一般也有公共汽车或地铁，例如，在纽约和华盛顿等

大城市，许多人都乘地铁或公共汽车上下班，但是依靠汽车的人仍然

不在少数，因此，大多数美国人从小就和汽车打交道，虽然法定年龄

是１６岁才能开车，但是，许多孩子在１６岁以前就开始学，开着玩，因

此他们对汽车非常熟悉。

Ａｔｔｈｅｗｈｅｅｌ在这里是指开车，这是一种非常口语 的 说 法。比

如说，一个父亲对他儿子的行为很生气，正在盘问他：

Ｙｏｕｎｏｔｏｎｌｙｃａｍｅｂａｃｋｈｏｍｅａｆｔｅｒ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ｌａｓｔｎｉｇｈｔ，ｂｕｔ
ｙｏｕａｌｓｏｗｒｅｃｋｅｄｍｙｃａｒ．Ｌｅｔｍｅａｓｋｙｏｕ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ｗ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ｒａｎｄｗｈｏｗａｓａｔｔｈｅｗｈｅｅｌｏｎｙｏｕｒｗａｙ
ｈｏｍｅ？

这个父亲看来是很生气，这也难怪，在美国，管教这类十几岁的

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当他们有了驾车执照以后，他们总想用

家长的车带着同学和朋友出去玩。有的孩子车子开得飞快，很容易

出车祸，因此保险公司对年轻驾车者的收费也比成年人高。
但是，当你把ａｔｔｈｅｗｈｅｅｌ当做俗语用的时候，它还有另一层意

思，那就是：负责或控制一个大的组织。
实际上，ａｔｔｈｅｗｈｅｅｌ这个俗语并不是来自汽车，而是出自航海。

原来ａｔｔｈｅｗｈｅｅｌ是指站在船舵后面控制船的航向。
现举例子说明ａｔｔｈｅｗｈｅｅｌ在作这种解释 的 时 候 是 怎 么 用 的。

这是一个刚从大名鼎鼎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在说他的愿望：

Ｙｏｕｗａｎｔｔｏ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ｍｙｃａｒｅｅｒｐｌａｎｉｓ？Ｉ’ｌｌｔｅｌｌｙｏｕｈ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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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ｌｙ— Ｍｙ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ｉｓｔｏｂｅａｔｔｈｅｗｈｅｅｌｏｆａｂｉ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ｙ
ｔｈｅｔｉｍｅＩｒｅａｃｈｆｏｒｔｙ！

这个年轻人确实很有抱负，他的愿望在美国也不是不可能实现

的，因为在美国大公司的领导人当中，年龄在４０岁上下的人很多。

ｈｅｌｌｏｎｗｈｅｅｌｓ
在某种情况下，ｈｅｌｌｏｎｗｈｅｅｌｓ是一个含有褒意的说法，指一个

人工作特别努力，动作快而有效，而且凡事都要争先恐后。
这是一个老板在夸奖他手下的一个雇员：

Ｍａｒｙｉｓｓｕｒｅｈｅｌｌｏｎｗｈｅｅｌｓｗｈｅｎｉｔｃｏｍｅｓｔｏｇｏｏｄｈａｒｄｗｏｒｋ
—ｓｈｅｇｅｔｓｔｗｉｃｅａｓｍｕｃｈｄｏｎｅｉｎｅｉｇｈｔｈｏｕｒｓａｓａｎｙｂｏｄｙｅｌｓｅｉｎ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

在某种情况下，ｈｅｌｌｏｎｗｈｅｅｌｓ也指某个人脾气很坏，对别人要

求特别苛刻，在处理和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也很粗鲁。这似乎跟我们

上面讲的ｈｅｌｌｏｎｗｈｅｅｌｓ的含义有很大不同。
现举例说明含贬意的ｈｅｌｌｏｎｗｈｅｅｌｓ是怎么用的。这是一个学

生在谈论她一个好朋友的父亲：

Ｊａｎｅ’ｓｄａｄｉ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ｈｅｌｌｏｎｗｈｅｅｌｓｗｉｔｈｈｅｒａｎｄｈｅｒｂｒｏｔｈ
ｅｒ．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ｙｄｏｐｌｅａｓｅｓｈｉｍ．Ｈｅｓｃｏｌｄｓｔｈｅｍｆｏｒｔｈｉｓａｎｄ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Ｈｅｗｏｎ’ｔｌｅｔｔｈｅｍｇｏｏｕｔｏｎｗｅｅｋｅｎｄｓａｎｄｔａｋｅｓａｗａｙ
ｔｈｅｉｒ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ｌｉｇｈｔｅｓｔｅｘｃｕｓｅ．Ｉｒｅａｌｌｙｆｅｅｌｓｏｒｒｙｆｏｒ
ｔｈｅｍ．

在社会问题上真是很难一概而论。美国人当中有一种论调，那

就是大人应该尊重小孩的意愿，而不能强迫孩子按大人的意志来行

事，因此有不少孩子很放纵，很难管教。但是，像上面这个例句里所

描述的那种过于苛求的父亲也是存在的。当然，像这样的父亲就很

难和孩子搞好关系。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ｏｎｅ’ｓｗｈｅｅｌ
在谈到轮子的 时 候，人 们 一 般 都 会 产 生 一 种 往 前 发 展 的 概 念。

但是，轮子在转动的时候也有就地踏步，不往前移动的现象。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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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完全可能。你有没有看到过，一辆在泥浆地里，或是陷入很深的

沙地的汽车。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不管司机坐在车里怎么使尽全

力发动机器，踩油门，但是车轮只是在泥浆里或沙堆里空转，寸步不

动。这种现象最能说明那种花了精力，而又毫无进展的局面。

Ｓｐｉｎ作为动词，它 的 意 思 是 转 动。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ｏｎｅ’ｓｗｈｅｅｌ这 个

习惯用语是形容一个人采取了行动，但是令他非常懊丧的是，他的行

动毫无 成 果。下 面 这 个 例 子 是 一 个 牢 骚 满 腹 的 雇 员 在 埋 怨 他 的

工作：

Ｉ’ｖｅｇｏｔｔｏｇｅ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ｉｓ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ｆｉ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ｊｏｂｓｏｍｅ
ｗｈｅｒｅ．Ｉ’ｍｊｕｓｔ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ｍｙｗｈｅｅｌｓ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ｎｏｃｈａｎｃｅｔｏ
ｇｅｔａｐａｙｒａｉｓｅ，ｍｕｃｈｌｅｓｓａ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无论是换工作，或是换居住的地方，美国人在这方面的流动程度

一般来说是比较高的。这种流动的现象在经济十分景气的时候更为

明显。在美国建国早期，有的人找一个工作做一段时期，等到手里有

一点钱，他就去玩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如旅行等。等到钱用完了，
再去找个工作做。可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种作法就变得不

实际了。
在美国，个人的安全，尤其是幼年儿童的安全问题是每个家庭十

分关心的事。大多数的家庭都要求孩子告诉家长他们的行踪；例如：
放了学上那个同 学 家 去，大 概 什 么 时 候 回 家 等，这 样 就 免 得 家 长 担

心。下面就是一个父亲在训斥他的女儿：

ＨｏｗｍａｎｙｔｉｍｅｓｈａｖｅＩｔｏｌｄｙｏｕｔｈａｔｙｏｕ’ｖｅｇｏｔｔｏｌｅｔｕｓ
ｋｎｏｗｗｈｅｒｅｙｏｕａｒｅａｎｄｇｅｔｂａｃｋ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ｙｏｕ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ＢｕｔＩ
ｆｅｅｌＩａｍｊｕｓｔ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ｍｙｗｈｅｅｌｓｈｅｒｅ，ａｓｙｏｕａｌｗａｙｓｄｏ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ｙｏｕｗａｎｔａｎｄｗｏｒｒｙｕｓｓｉｃｋｏｖｅｒｙｏｕ．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ｅｅｌ
轮子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东西之一，这一事实产生了美国人常用

的一个俗语：那就是：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ｅｅｌ。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ｅｅｌ从 字 面 上 来 解 释 就 是：重 新 发 明 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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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轮子早就存在，再要发明不是多此一举吗？作为俗语，Ｒ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ｅｅｌ是指某个人认为自己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新主

意，但是实际上这个主意别人早就想到，而且已经实施了。下面的例

子是一个老板在对他的会计说话：

Ｌｏｏｋ，ｄｏｎ’ｔｔｒｙｔｏｄｅｓｉｇｎｙｏｕｒｏｗ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ｈａｎ
ｄｌｉｎｇｏｕ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ｐｌｅｎｔｙｏｆｇｏｏ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ｏｎ
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ｏｌｅｔ’ｓｎｏｔ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ｔｈｅｗｈｅｅｌ！

在美国生活的一个特征就是头绪很多。每个公司和机构里都有

很多文件，报表等材料。这些一般都有专业秘书来整理，然后按类别

进行归档。这样，需要时随时都可以很快地找出来。当然每个人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都有不同的方法。甚至在家里，每个人每天都能

收到好多信件，其中有保险公司，电话公司，信用卡公司等等发来的

通知，银行发来的帐单等。由于每年年初都要报税，人们一般都把这

些材料保留一定的时间，以便有帐可查。下面就是一个新移民在说

他在这方面的经历：

Ｉ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ｈａ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ｏｒｋｅｄｏｕｔａｇｏｏｄ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ｆｉｌｅｔｈ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ｌａ
ｂｅｌｓ，ｂｕｔｉｔｔｕｒｎｅｄｏｕｔＩｗａｓ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ｅｅｌａｓｍｏｓｔ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ｏｉｎｇｉｔｔｈｉｓｗａｙ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

ｓｅｔｏｆｗｈｅｅｌｓ
Ｗｈｅｅｌ是轮子的意思。轮子是在很久以前就发明的，现在都没

有人记得到底是谁发明了轮子。可是，轮子的发明对人类做出了非

常大的贡献。要是世界上没有轮子，那我们就不可能有马车、汽车、
火车和飞机，也不可能有发电机。实际上，没有轮子世界上大部份的

机器都可能消失。我们很难想象要是没有轮子，人们的生活将成什

么样。
一辆普通的小汽车有四个轮子，因此，有的人就把汽车叫做：ｓｅｔ

ｏｆｗｈｅｅｌｓ。下面是一个人刚买了一辆汽车回家，非常骄傲地想显示

一下，于是他对他的朋友说：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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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ｙＰｅｔｅ，ｃｏｍｅｏｎｏｖｅｒａｎｄｔａｋｅａｌｏｏｋａｔｍｙｎｅｗｓｅｔｏｆ
ｗｈｅｅｌｓ．Ｆｉ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ｒｅｄ，ｒｅａｌｌｅａｔｈｅｒｕｐｈｏｌｓｔｅｒｙ—Ｉｔｅｌｌｙｏｕ，ｔｈｅ
ｇｉｒｌｓｗｉｌｌｇｏｃｒａｚｙｏｖｅｒｉｔ！

下 面 这 个 例 子 里 说 的 人 和 上 面 这 个 买 新 车 的 人 的 想 法 完 全

不同：

Ｉ’ｍｔｏｏｏｌｄｔｏｗｏｒｒｙａｂｏｕｔ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ｇｉｒｌｓ．ＡｌｌＩｗａｎｔｉｓ
ａｃｈｅａｐｓｅｔｏｆｗｈｅｅｌｓ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ｔｏｎｔｏｇｅｔｍｅｔｏｗｏｒｋ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ａｎｄｔｈａｔｄｏｅｓｎ’ｔｃｏｓｔａｌｏｔｔｏｋｅｅｐｒｕｎｎｉｎｇ．

以上两个例子充份体现了美国人之间的代沟。年轻人喜欢的是

色彩鲜艳的跑车，最好还是敞棚的，车开的飞快，旁边坐一个金发女

郎，这是最得意的事了。可是，年纪大一些的人就喜欢实惠，车要牢

靠、舒服，价钱不要太贵，最好还不要老出问题。有的年轻人甚至不

要开家长的车，怕同学们笑话。

ｆｒｅｅｗｈｅｅｌｅｒ
Ｆｒｅｅ就是自由，不受控制的。Ｗｈｅｅｌｅｒ是 在 ｗｈｅｅｌ这 个 词 后 面

加上ｅｒ，这个词 的 意 思 就 成 了：用 轮 子 的 人。那 么，ｆｒｅｅｗｈｅｅｌｅｒ究

竟是什么意思呢？Ｆｒｅｅｗｈｅｅｌｅｒ就是指那些不愿意遵守自己所属公

司或机构的规章制度，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人。这个习惯用

语来自自行车后轮胎上面的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可以让骑自行车的

人在下坡的时候不用踩踏脚，而自行车会自己往下滚。请看下面的

例子：

Ｊｏｅｇｏｔｆｉ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ａｔｂｉ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
ｗａｓｔｏｏｍｕｃｈｏｆａｆｒｅｅｗｈｅｅｌｅｒ：ｈｅｗｏｕｌｄｎ’ｔｆｉ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ｗｈ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ｓａｕｓｅｄｃａｒｓａｌｅｓｍａｎ．

每个公司，机构都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不能遵循这些规章制度的

人往往就会被解雇，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规章

和法律，那些不能遵守法律的 人 往 往 就 会 犯 罪，被 淘 汰。这 种ｆｒｅｅ
ｗｈｅｅｌｅｒｓ恐怕在哪个社会里都有。然而，不是 所 有 的ｆｒｅｅｗｈｅｅｌｅｒｓ
都是不好的，有的时候ｆｒｅｅｗｈｅｅｌｅｒｓ在不犯法的情况下却还是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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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尊敬。大家都知道，美国国会由民主党和共和党组成。在投票通

过某些法案的时候，一般来说，民主党的党员都按照民主党的主张投

票，属于共和党的议员一般听从共和党的决策。可是，也有一些议员

在不同意自己所属党的观点的时候，会站到对方的立场，投票支持对

立党。这样做当然会受到压力，需要勇气。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Ｏｔｈｅｒ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ｍｅｎｃａｌｌＭｒ．Ｂｌａｎｋａｆｒｅｅｗｈｅｅｌ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ａｌｗａｙｓｖｏｔｅｔｈｅｗａｙ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ｗａｎｔｓ．Ｂｕｔｉｎｏｕｒ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ｗｅ
ｌｉｋｅａｍａｎｗｈｏｖｏｔｅｓｈｉｓｈｏｎｅｓｔ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ｅｌｅｒｄｅａｌｅｒ
Ｗｈｅｅｌｅｒｄｅａｌｅｒ是指那些 精 明 能 干，善 于 利 用 他 们 跟 重 要 人 物

的关系来做成大笔生意的人。这类人有的时候甚至还能使用一些手

腕来钻法律的空子。他们往往是无所顾忌，会设法消除任何想阻挡

他们的人。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商人在警告他的朋友要提防一个

手段很厉害的人：

Ｂ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ｉｆｙｏｕｄ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ｉｔｈ Ｍｒ．Ｇｒｅｅｎ．Ｈｅ’ｓａｒｅａｌ
ｗｈｅｅｌｅｒｄｅａｌｅｒｆｕｌｌｏｆｂｉｇｔａｌｋａｎｄ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Ｈｅｋｎｏｗｓｌｏｔｓｏｆ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ｅｏｐｌｅ，ｂｕｔｈｅｔａｋｅｓｓｏｍｅｃｈａ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ｗｓ．Ｔｈｅｂｅｓｔ
ｔｈｉｎｇｙｏｕｃａｎｓａｙａｂｏｕｔｈｉｍｉｓｔｈａｔｓｏｆａｒｈｅ’ｓｓｔａｙｅｄｏｕｔｏｆｊａｉｌ．

说话的人在为他的哥哥进行辩护：

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ｌｌｍｙｂｒｏｔｈｅｒａｗｈｅｅｌｅｒｄｅａｌ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ｓ
ｍａｄｅｓｏｍｕｃｈｍｏｎｅｙｂｕｙ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ｌｌｉｎｇ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Ｂｕｔｔｈｅｔｒｕｔｈ
ｉｓｈｅ’ｓｊｕｓｔｓｍａ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ｈｅｄｏ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Ｉ
ｃａｎ’ｔｓｅｅ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ｗｒ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ａｔ．

ｆｉｆｔｈｗｈｅｅｌ
一辆小汽车只有四个轮子，第五个轮子当然就成了多余。所以，

ｆｉｆｔｈｗｈｅｅｌ作为俗语就是指某个人是多余的，不需要的，或者甚至是

不受欢迎的。比如说，两个男学生带着他们的女朋友去看电影，如果

他们又请了另一个男学生，而被邀请的那个男学生没有女朋友，他一

个人跟着那两对去看电影，他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似乎成了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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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作为一个多余的人是很难受的。例如一个学生在对他的朋友

说话：

Ｈａｖｅｙｏｕｎｏｔｉｃｅｄｔｈａｔｇｒｏｕｐｏｆｓｅｎｉｏｒｓｗｈｏａｌｗａｙｓｓｉｔａｔｔｈａｔ
ｂｉｇｔａ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ｎｉｎｇｒｏｏｍ？Ｔｈｅｙ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ｙ’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ｆｕｓ．Ｉｆｙｏｕｓｉｔｄｏｗｎａｔｔｈａｔ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ｙｄｏｎ’ｔｅｖｅｎｓａｙｈｅｌｌｏ
—ｔｈｅｙｍａｋｅｙｏｕｆｅｅｌｌｉｋｅａｆｉｆｔｈｗｈｅｅｌ．

美国的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学生一样往往在低班级和高班级之间

会有竞争或不融洽的情况。但是，不同班级的学生互相交朋友的情

况也不少。不管是中学或大学，你往往会看到低班级和高班级的学

生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有很多课程也是不同班级的学生一起上的。
美国的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在举行一些课外活动的时候经常会

要求家长参加，并给予协助。比如说，华盛顿一个中学的历史老师要

带学生到附近几个历史古迹去参观，按学生的人数要开两辆面包车，
除了这位老师能开车外，还少一个开车的人，因此这位老师就问家长

谁能够那天来帮忙的。一般来说，那些不工作的家庭妇女是会愿意

参加这种工作的，要是他们那天刚好有空的话。例如一个家长在说

她参加学校运动会的情况：

ＭｙｓｏｎａｓｋｅｄｍｅｔｏｃｏｍｅｈｅｌｐａｔｈｉｓｓｃｈｏｏｌｔｒａｃｋｍｅｅｔｂｕｔＩ
ｆｅｌｔｌｉｋｅａｆｉｆｔｈｗｈｅｅｌｗｈｅｎＩｇｏｔｔ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ａｌｒｅａｄｙｈａｄｅｎｏｕｇｈ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ｈｅｌｐｓｏＩｊｕｓｔｓｔｏｏｄｔｈｅｒ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ｕｓｅｌｅｓｓ．

ｃｒｙｉｎｇｔｏｗｅｌ
难道是会哭的毛巾？不是的。你们有没有碰到过那种为了一点

事就抱怨没完，老是诉苦的人？美国人把这种人叫做“Ｃｒｙｂａｂｙ”。

Ｃｒｙｂａｂｙ就是指那种很软弱，碰不碰就会 抱 怨，哭 哭 啼 啼 的 人。

Ｃｒｙｉｎｇｔｏｗｅｌ就是给这种人一条擦眼泪的毛巾。这当然只是一个假

设而已，有的时候也可以解释为带有讽刺性的安抚他们。一个人非

常厌烦坐在他旁边一张办公桌的那个同事，他对那个同事说：

Ｐｅｔｅｒ，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ｄａｙｓｗｅ’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ｇｅｔｙｏｕａｃｒｙｉｎｇｔｏｗｅｌ！

Ｙｏｕ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ａｂｏｕｔ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ｔｗｉｃｅａｓｍｕｃｈａｓａｎｙｂｏｄｙｅｌｓｅｗｈｏ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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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ｓｉｎｏｕｒｏｆｆｉｃｅ．Ｄｏｎ’ｔｂｅｓｕｃｈａｃｒｙｂａｂｙ！

在美国的文化环境当中，人们期望男子不管在处理问题、或者在

情绪方面，都应该是很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因此，要是一个男子老爱

哭哭啼啼，那就显得格外突出。
下面这个例子是一个人正在跟他的朋友讲他的妹妹：

ＭｙｓｉｓｔｅｒＪｏａｎ’ｓｂｏｙｆｒｉｅｎｄｉｓａｒｅａｌｃｒｙｂａｂｙ．Ｈｅｗｈｉｎｅｓ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ｓａｂｏｕｔ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ｈｉｓｂｏｓｓ，ｈｉｓｆｒｉｅｎｄｓ，ｅｖｅｎｈｉｓｃａｔ．Ｉ
ｔｏｌｄＪｏａｎｔｏｄｒｏｐｈｉｍｕｎｌｅｓｓｓｈｅｗａｎｔｓｔｏｓｕｐｐｌｙｈｉｍｗｉｔｈｃｒｙｉｎｇ
ｔｏｗｅｌｓ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ｆｈｅｒｌｉｆｅ．Ｗｈｏｎｅｅｄｓａｈｕｓｂａｎｄｌｉｋｅｔｈａｔ！

ｔｏｓｈｏｏ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ｐ
这个说法是１００年以前在美国西部出现的。那时，美国西部英

雄都在皮带上挂着枪。Ｔｏｓｈｏｏ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ｐ就是一个人把枪从枪

壳里拿出来，还没有把枪拿起来瞄准就马上开枪。这样的人往往会

被一个瞄准后再开枪的人打死。现在，ｔｏｓｈｏｏ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ｐ已经和

开枪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它的意思是：一个人在没有仔细思考以

前就说话，或采取行动。下面这个例子是一个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

在说他那负责和新闻界打交道的助手。

Ｉ’ｍａｆｒａｉｄｗｅｎｅｅｄｔｏｌｏｏｋｆｏｒａ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ｓｐｏｋｅｓｍａｎ．Ｐｅｔｅ
ｇｅｔｓｔｏｏｕｐｓｅｔａ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ｎｈｅｓｔａｒｔｓｓｈｏｏｔｉｎｇｆｒｏｍ
ｔｈｅｈｉｐｗｉｔｈｈｉｓａｎｓｗｅｒｓ．Ｔｈｉｓｃａｎｇｅｔｕｓｉｎｔｏｔｒｏｕｂｌｅ．

美国的新闻界并不受政府的控制。他们可以报导任何他们通过

各种途径获得的消息。政府还得为新闻界举行新闻发布会，为记者

提供消息，让他们提问题，甚至直接向总统提问题。不管谁在和记者

讲话或回答问题时都很小心，以免说错了话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
下面是一个人在说他的两个性格很不相同的妹妹。

Ｍｙｔｗｏｓｉｓｔｅｒｓｈａｖｅｖｅｒ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Ｍａｒｙｉｓａｌ
ｗａｙｓｖｅｒｙ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ａｂｏｕｔｗｈａｔｓｈｅｓａｙｓ，ｂｕｔＣａｒｏｌｓｈｏｏ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ｈｉｐａｌｌ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ｙｏｕｃａｎｇｕｅｓｓｗｈｏｇｅｔｓｉｎｔｏｔｒｏｕｂｌｅｍｏｒｅ．

中国人总是说凡事都要三思而行。Ｔｏｓｈｏｏ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ｐ却刚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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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相反。

ｗｏｒｋａｈｏｌｉｃ
有的人喜欢抽烟有烟瘾，有的人喜欢喝酒有酒瘾。有的人老是

在工作，好像对工作上了瘾一样。英文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

那些人。在英文里，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就是喝酒上瘾的人。大约２０年前有一

个名字叫作韦恩·奥茨的美国教会辅导员。他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

停，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有一天，他那５岁的儿子要见他，但是他

非得通过他爸爸的秘书约好一个时间后才能见到他爸爸。这件事使

韦恩·奥茨省悟了过来，于是他写了一本书，题目是：《一个工作病狂

者的 忏 悔 录》，英 文 名 字 是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ａ Ｗｏｒｋａｈｏｌｉｃ。这 是

ｗｏｒｋａｈｏｌｉｃ这个字第 一 次 出 现。实 际 上 就 是 把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这 个 字 前

面的４个字母ａｌｃｏ改成 ｗｏｒｋ。从那时候起，ｗｏｒｋａｈｏｌｉｃ就开始

用来指一个只知道工作，忽视家庭，没有正常生活的人。下面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

ＭｙｂｒｏｔｈｅｒＢｉｌｌ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ｈｅ’ｓｔｕｒｎｅｄｉｎｔｏａｒｅａｌ
ｗｏｒｋａｈｏｌｉｃ．Ｈｅｗｏｒｋｓｔｗｅｌｖｅｈｏｕｒｓａｄａｙ，ｔａｌｋｓａｂｏｕｔｎｏ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
ａｎｄｐａｙｓｎｏ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ｈｉｓｗ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ｋｉｄｓ，ｏｒｈｉｓｏｌｄｆｒｉｅｎｄｓ．

下面这个例句是一个人在对他的太太诉说他的苦衷。

Ｄｏｎ’ｔｃａｌｌｍｅｗｏｒｋａｈｏｌｉｃｐｌｅａｓｅ！Ｙｅｓ，Ｉｓｐｅｎｄｍｏｓｔｏｆｍｙ
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ｄｃａｎ’ｔｇｏｏｎｖａ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ｙｏｕａｎｄｔｈｅｋｉｄｓ．
Ｂｕｔ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Ｉｌｉｋｅｉｔ？ＩｈａｖｅｔｏｗｏｒｋｈａｒｄｉｆＩｗａｎｔｔｏｂｅｐｒｏｍｏ
ｔｅｄａｎｄｍａｋｅｍｏｒｅｍｏｎｅｙ．

ｇｒｕｎｔｗｏｒｋＧｒｕｎｔ
就是由于太疲劳，或者是不满意而咕咕哝哝。Ｇｒｕｎｔｗｏｒｋ就是

会使得人感到非常疲劳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

人把那些参加战 争 的 美 国 士 兵 叫 做ｇｒｕｎｔ，特 别 是 那 种 除 了 扛 枪 外

还必须挖壕沟或做其他重体力活的士兵。Ｇｒｕｎｔｗｏｒｋ就是在 这 个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下面是一个学生在说他暑期打工的情况。

ＴｈｅｏｎｌｙｊｏｂＩｃｏｕｌｄｆｉｎｄｗａｓｏｎａｈｉｇｈｗａｙｗｏｒｋｃｒｅｗ．Ｉｓｐｅｎｔ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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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ｓｔｏｆｍｙｔｉｍｅｄｉｇｇｉｎｇｄｉｔｃｈｅ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ｇｒｕｎｔｗｏｒｋ．Ｔｈｅ
ｇｏｏｄｐａｒｔｗａｓｔｈａｔｉｔｐａｉｄｔｗｉｃｅａｓｍｕｃｈａｓｗｏｒｋｉｎａ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ｊｏｉｎｔ．

美国学生一到暑假都纷纷出去找工作，有的是为了付学费，还有

一些只是为了增加一些零花钱。在长达三个多月长的暑假里，你可

以看到不少学生在那些连锁快餐店里工作。其实，那里的工作也不

轻松。
每一个机构里都会产生工作分配不均匀的现象。下面是一个公

司的雇员在跟老板抱怨。

Ｉｔ’ｓｎｏｔｆａｉｒｔｈａｔＩ’ｍａｌｗａｙｓ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ｄｏｔｈｅｇｒｕｎ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ｎｏｃｈａｎｃｅｏｆｇ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ｏｓｅｊｕｉｃｙｊｏｂ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ｏｎｍｙ
ｔｅａｍ．Ｗｅｍａｋ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Ｉｄｏｎ’ｔｓｅｅａｎｙｒｅａ
ｓｏｎｔｏｂ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ｔｈｉｓｗａｙ．

在美国，除非你有某种特殊才能，公司缺不了你，否则你要想加

工资，或者得到优厚待遇，一般都要很婉转地和老板商量。像上面例

句里那个人那么气冲冲地和老板说话恐怕是不多的。

ｔｏｔｈｒｏｗｏｎｅ’ｓ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ｒｉｎｇ
美国总统大选一般是在１１月初举行。可是，竞选活动往往早就

开始了。在竞选的第一个阶段，那些认为自己有资格当总统的人经

过多方考虑后作出究竟参不参加这次总统竞选的决定。美国人经常

用一个 俗 语 来 指 决 定 参 加 竞 选，就 是：ｔｏｔｈｒｏｗｏｎｅ’ｓｈａｔｉｎｔｈｅ
ｒｉｎｇ。

Ｔｏｔｈｒｏｗｏｎｅ’ｓ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ｒｉｎｇ是指某人决定参加竞选。这个

说法可能是来自很早以前的一种风俗。那时，有的职业摔交运动员

经常到各地去旅行和当地的人才一比高低。如果当地有某个人决定

和他比赛的话，那个人就把他的帽子往场里一扔，表示接受挑战。当

然，这类到处旅行，像中国古时候摆擂台的那种方式现在很少见了，
可是这个俗语却被普遍用来形容接受挑战，参加竞选。我们来看一

个例子：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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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ｏｒｍｅｒｓｅｎａｔｏｒｆｒｏｍ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ｎａｍｅｄＰａｕｌＴｓｏｎｇａｓ
ｗａ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ｔｏｔｈｒｏｗｈｉｓ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ｉｓｙｅａｒ’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ｇｏ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ｍｐ
在竞选总统的第二个阶段，那些决定参加竞选的人开始到各地

去参加各州的初选。在美国的俗语中就是：ｔｏｇｏ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ｍｐ。Ｔｏ
ｇｏ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ｍｐ在这里的意思是参加竞选的人到各处去发表讲演，
争取选民的支持。你要是查词典的话，ｓｔｕｍｐ这个字的一个意思是：
树墩。树墩和到处演讲这两者之间在美国是有历史性联系的。在美

国刚成立的时候，人们为了开荒种地和建立新的城镇，砍掉好多树。
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往往站在树墩上发表演说。慢慢地，ｓｔｕｍｐ这个

字就演变到现在的意思，也就是竞选者到各处去演说争取选票。试

看下面的例句：

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ｉｓｒｕ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ｒｅ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ｓｌｏｏｋｉｎｇｈａｒｄ
ｆｏｒｖｏｔｅｓ— ｈｅ’ｌｌｇｏ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ｍｐ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ｔａｔｅｎｅｘｔｍｏｎｔｈ
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ｉｎｏｖｅｒｆｉｆｔｙ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ｏｗｎｓ．

可是有时候，竞选方式却和往年有所不同：

Ｕｓｕａｌｌｙ，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ｆｌｙ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ｃｅｓｔｏｍａｋｅ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Ｔｈｉｓｙｅａ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ＣｌｉｎｔｏｎａｎｄＧｏｒｅ
ｔｏｏｋａｂｕｓ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ｉｒｓｔｕｍｐ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ｅｅｔｍｏ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ａｔ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ｌｅｖｅｌ．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ｓｏｎ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ｓｏｎ从字 面 上 来 解 释 是：受 宠 的 儿 子，可 是 用 在 选 举

上，它的意思就变了。决定参加总统竞选的人来自各州，当一个有候

选人的州举行初选的时候，本州的候选人就是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ｓｏｎ。其他竞

选者要到那些 有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ｓｏｎ的 州 去 参 加 初 选，那 可 就 麻 烦 了。因

为，一般来说，同一个党的人总是会支持本州的候选人，那怕他们明

明知道这个人根本不可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２０００年美国总

统大选时，爱奥华州就发生了类似情况。请看例句：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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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ｅｒｙ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ｙｅａｒＩｏｗａｇｅｔｓｌｏｔ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ｉ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ｔｅｔｏｓｈｏｗ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ｉｔｗａｎｔｓ．Ｂｕｔｔｈｉｓｙｅａｒ
ｏｔｈｅ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ｈｏｐｅｆｕｌｓｄｉｄｎｏｔｓｐｅｎｄｍｕｃｈｔｉｍｅｉｎＩｏｗａｂｅ
ｃａｕｓｅＳｅｎａｔｏｒＨａｒｋｉｎｆｒｏｍＩｏｗａｗａｓａ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ｓｏｎ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ｓｏｕｎｄｂｉｔｅ
Ｓｏｕｎｄｂｉｔｅ就是插入电视新闻节目当中的一个和选举有关的录

像片段。比如，有几个候选人同时在一个州进行竞选，当地的电视播

音员就可能做一个节目介绍这几位候选人，其中包括他们的讲话片

段。这些片段虽然很短，不会超过１５秒钟，可是候选人却把这种机

会看的很重要，因为全国各地的选民都能看到。为了要公平对待每

个候选人，给他们同等的时间，新闻节目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像

下面这个例子一样：

Ｗｅｈａｖｅ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ｏｕｒｓｉｘｏ’ｃｌｏｃｋｎｅｗｓｃａｓｔ．Ｗｅｈａｖｅ
ｓｏｕｎｄｂｉｔｅｓｏｆｆｏｕｒ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ａｎｄｗｅｂｅｔｔｅｒｓｑｕｅｅｚｅｉｎａｌｌｆｏｕｒ．
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ｗｅ’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ｃｕｔｓｏｍｅｏｔｈｅｒｓｔｏｒｙ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ｓｈｏｗ．

美国人对于政界人士越来越缺乏信任，对他们在竞选期间所说

的话不太相信。有的人说：

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ａｒｅ ｍ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ｉｎ
ｓｏｕｎｄｂｉｔｅｓｔｈａｎｓｏｕ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这句话里 有 两 个ｓｏｕｎｄ，ｓｏｕｎｄｂｉｔｅｓ里 的ｓｏｕｎｄ是 指 声 音，而

ｓｏｕ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是指好的、有效的政策。

ｓｗｉｎｇｖｏｔｅｒ
大多数选民一般来说总是忠于自己所属的党，民主党投民主党

候选人的票，共和党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但是，有一部份人由于某

种原因对自己的党不太满意。他们最终投谁的票在于哪个党的候选

人在重要的问题上能提出更迎合他们的主张，因此两个党都要争取

这些动摇不定的选民，也就是ｓｗｉｎｇｖｏｔｅｒ。他们可能在选举前改变

好几次主意，就像下面例子中所说的那样。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ｓｓａ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Ｍｉｃｈｉ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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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ｎｉｓｔｏｏｃｌｏｓｅ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ｔ’ｓｔｈｅｓｗｉｎｇｖｏｔｅｒｓｗｈｏｗｉｌｌｄｅｃｉｄｅ
ｗｈｏｗｉｎｓｔｈｅｒｅａｎｄｗｅ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ｏｃｏｍｅｏｕｔｓｗｉｎｇｉｎｇ
当两个重量级拳击手比赛的时候，只要铃一响，他们就冲到场地

的中央，尽力地挥舞双臂，各自企图在对方还没有时间袭击他的时候

就给对方致命一击。用在竞选的时候，ｔｏｃｏｍｅｏｕｔｓｗｉｎｇｉｎｇ就成了

互相攻击的意思。请看下面的例子：

Ａｆｔｅｒａｄａｙｏｆｆ，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ｕｓｈ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Ｃｌｉｎｔｏｎ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ｈａｒｄｗｅｅｋｏｆ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ｙｂｏｔｈｃａｍｅｏｕｔｓｗｉｎｇｉｎｇ．

ｄｏ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ｈｏｒ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
在１９９２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布什总统落

后于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这使人想起在１９世纪美国内战期间担

任总统的林肯。林肯在竞选连任的时候也遇到了重重困难，当时他

对选民说：“Ｄｏ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ｈｏｒ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

Ｈｏｒｓｅｓ就是“马”的意思，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 是 指“河

流的中间”。“Ｄｏ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ｈｏｒ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也

就是说：不要在过河过到一半的时候换你骑的马。就美国选举来说，
这个俗语的意思 就 是：即 便 你 们 对 我 不 满 意，但 是 目 前 美 国 问 题 很

多，不是换总统的时候。林肯的这句话很有名，竞选连任的官员经常

引用他这句话。请看下面的例句：

Ｉｍａｙ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ａｆｅｗ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ｏｕｒｙｅａｒｓ．Ｂｕｔ，

ｍｙｆｒｉｅｎｄｓ，ｌｅｔｍｅｔｅｌｌｙｏｕｔｈｉ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ｂａｄｓｈａｐｅ，

ｔｈｉｓｉｓｎｏｔｉｍｅ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ｈｏｒ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

ｊｕｍｐｏｎｔｈｅ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
很早以前在收音机和电视还没有出现的时代，竞选官职的人为

了吸引公众的注 意 往 往 会 雇 一 个 乐 队，让 他 们 在 一 辆 马 车 上 演 奏。
马车上贴了许多标语，鼓励人们投某某人的票。这种有乐队的马车

就叫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要是这个候选人特别受人拥护，那些无足轻重的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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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客就会登上那辆马车，让人们知道他们和这位名人关系很好，这

就是ｊｕｍｐｏｎｔｈｅ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
从字面上来看，这是“跳上有乐队的马车”的意思。实际上这种

马车已经不再存在，但是这个俗语还是经常使用的，它的意思是：站

在某候选人一边，表示支持。下面是一个一直在观望的政客说的话：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ｐｏｌｌｓ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ｔＧｒｅｅｎｉ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ｗｉｎ．Ｌｅｔ’ｓ
ｊｕｍｐｏｎｔｈｅ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ｒｉｇｈｔｎｏｗａｎｄｅｎｄｏｒｓｅｔｈｅｍ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ｗｅ
ｇｅｔ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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