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英汉词汇对比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9060966

10位ISBN编号：7309060962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蔡基刚

页数：3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

前言

　　我认识蔡基刚教授首先是通过读他的文章和著作。
后来，由于研究旨趣有某些相同之处，和他的接触多了一些，并多次邀请他来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英
汉对比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工作，从而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蔡教授的主要教学工作之一是大学英语教学。
这在外人看来是一项课时多而枯燥乏味的教书匠工作，而他却长期乐此不疲，潜心问学，将大外教学
作为英汉对比的实验室，教出水平、教出艺术、教出成果，不仅使他成为国内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方面
的一位权威专家，而且也使他成为英汉对比研究领域的一位知名学者。
　　王力先生在第一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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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比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涉及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篇章和等领域。
本书试图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英语和汉语的构词原理、内部结构、语义关系、词语理
据等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同时通过大量的言语实例，探讨这两种语言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和共性，
并尝试解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本书尤其对英汉词汇对比方面一些争议问题如字词关系、词汇表达力、词化能力、搭配能力、借词能
力、词汇量大小、词语单位信息量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阐述，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以期引起争
议。
本书实例新鲜有趣，阐述深入浅出，从而使抽象的语言理论分析读来轻松。
研究英汉词汇的学者和注重词汇讲解的教师都可以从中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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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3文字意义　　按照西方语言学理论，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
也就是说文字必须是无意义的抽象符号，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记录语音。
显然从这一点上说，汉字不是理想的文字，因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系统。
就是说，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的词去表示概念”（帕默尔，1983）。
换句话说，汉字本身表达意义，和发什么音没有任何关系（Saussure，1959：27）。
但正是汉字字符表意性强、表音性差，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的特点使汉语成为一种视觉性语言，而
这种语言具有超越时空，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
古今汉语语音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千年前，即使几百年前古人讲的话我们现代人都听不懂了。
但是数千年来，汉字的拼写形式相对稳定（除了极少数避讳字或繁体字），所代表的意义变化不大。
因此我们到西安、到曲孔庙读几千年前的碑林，还是能够读懂大半。
现代人读几千年前的《诗经》和《论语》，困难不是很大。
正因为如此，即使中国经历了历代的动荡、战乱和掠夺，几千年历史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丰富的文物宝
器已经所剩不多，但是依靠碑文和史书这样的文字档案还是使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保存丰厚。
　　同样，由于汉字不是跟着读音的改变而改变，使得同一个汉字就有可能在不同的方言区里得到共
同的理解。
操不同方言的闽南人北方人，语音差别大，很难进行口头交流，同一发音有不同意义，但是把说的话
用汉字写下就能能互相理解（Saussure．1959：27）。
可以说，正是汉字表意的特点，克服了各地由方言所形成的语言上的障碍，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
阔的多民族国家能够政令畅通无阻，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Pool，2000）。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采用表意文字和中国的地理人文环境不无关系：中国需要有一个能够克服语音
方言隔阂的文字。
同样源自埃及象形文字，欧洲语言却走上了拼音文字的道路，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产生一种类似
汉字表意文字的需要。
他们的民族或地区在政治地理上都相对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在整个印欧语系下，随各个地区发
音不同，就演变成西日耳曼语族和东日耳曼语族，在它们下面又分化成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
斯拉夫族、俄语、乌克兰语等，他们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文字。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其实早就知道了欧洲的字母文字，但他们一直顽固地抵制使用，绝非因为他们
如何忠于自己的传统或对外来事物的反感。
而主要是由于汉语及其结构本身的能力，在内部没有产生对字母文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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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实例新鲜有趣，阐述深入浅出，从而使抽象的语言理论分析读来轻松。
研究英汉词汇的学者和注重词汇讲解的教师都可以从中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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