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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很多学者喜欢研究的领域。
自从跨文化研究提出以后，对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的各方面的对比研究出现了许多。
而对于词汇联想意义的差异研究也早有人在做，本书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研究词汇联想
意义的文化差异的。
本书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英汉词汇联想意义的文化差异。
色彩词的联想意义是由特定的民族文化所铸造的一种附加的或隐含的意义，是一种动态的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颜色词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文化的积淀印证。
如果说人类本能的生理色觉感知形成了最初的颜色概念，那么不同的民族文化是最终造成两种语言词
库中颜色词语差异的决定因素。
而动物的存在对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使得人类对动物产生喜爱、同情、厌恶、恐惧等错综复杂的感情，因而反映在对
动物词汇的联想意义上各不相同。
各民族对这些动物表象的认识相同，但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赋予它们的联想意义可能很不一样
。
因为人类在实际生活和生产劳动中的感受基本相似，因而对于许多基本的动物形象的感受也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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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汉词汇联想意义的文化差异》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英汉词汇联想意义的文化差异。
色彩词的联想意义是由特定的民族文化所铸造的一种附加的或隐含的意义，是一种动态的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颜色词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文化的积淀印证。
如果说人类本能的生理色觉感知形成了最初的颜色概念，那么不同的民族文化是最终造成两种语言词
库中颜色词语差异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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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主流文化而言，汉民族重整体性和直觉性认识方法。
阴阳五行、八卦、中庸、天人合一等无不反映了汉民族把人体看成是一个和谐而有机的整体，同时也
把人与人和人与世界看成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
整体性世界观也意味着强调直觉性思维认识。
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佛教也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静默”、“顿悟”等使主体彻悟成佛。
重视直观经验还导致了对事物的认识和对问题的解答，阐述多依靠比喻、象征、联想、类推等方法，
使它们成为可以理喻的东西。
王夫之说得好：“盈天下而皆象矣。
《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
而《易》统会其理。
”（姜光辉，1995：398）因而，广泛运用取象比类法，通过物象认识事物，得意忘“形”，获得直觉
体悟，是汉民族重要的认识方法之一。
　　而在英美主流文化中，他们更着重思维对客观世界的直接认识，而不是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
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要认识、统治世界的。
他们强调理性和逻辑分析，认为科学方法的运用与逻辑推理的结合使人们对事物会有客观而真实的认
识。
对他们来说，人是能够控制、主宰世界的。
面向自然、认识自然、驾驭自然成为人类的奋斗目标。
这样，自然界被置于与人对立的位置，成为被动的改造对象。
个人的价值体现于他的个性，体现于可独立于群体的自我，体现于探索真理时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
因而，他们注重思辨理性，注重实证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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