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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南林出版他的《横行的英文》时，我就答应要给他写一篇序，后来因为抽不出时间而未果。
这次我说一定要给他写，不料一拖又是一个多月，希望还能赶得上出版。
　　我与南林以前并不相识，甚至迄今没有见过面，我们是因为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通过电
子邮件而结识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热切地为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的新书写序呢？
因为我认为南林的这部书是中国百多年来未曾有过之书，也是今日所不可无之书。
在当今学术界如此呼吁“原创性”而“原创性”又如此薄弱之时，这是一部立意新、角度新、能给人
启迪、能发人深思的书。
　　这本书无疑有许多“不足”，很容易招人指摘。
首先，它不是一部艰涩难读的高头讲章，没有一般“学术”著作那种正儿八经的“学术”味，更没有
现在流行的那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腔调，全书找不到什么公式、符号，有的只是浅白的语言，读
来几乎不要花什么力气；其次，它也不像“严肃”的科学研究，缺乏那种缜密、细致、“一二三四”
式的论证过程，而是嬉笑怒骂、挥洒随意，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像学术随笔；而第三，作为一本“
随笔”性的著作，本书的篇幅似乎又太大了一点，七十多万字读起来毕竟需要很大的耐心，而造成这
么大篇幅的原因主要是近乎无节制的大段大段的引用，这似乎也会使某些人读来不舒服。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愿意向社会各界特别是语文学术界推荐这本书，包括英语界、汉语界
、理论语言学界、翻译界以及语言教育界。
这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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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是一位英语教师，这使作者尤其觉得难能可贵。
有一件事作者一直觉得很奇怪，一个多世纪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来。
骂汉字、贬汉语、吹捧洋文洋语的往往不是外国人，也不是国内的外语学者，而大多是汉语学者自己
，其中许多人的外语水平并不高明甚至可说是基本不通，但指责起中文来却义无反顾，似乎十分理直
气壮。
另一方面，国内真正在搞外语的人固然很少像汉语学者那样以指责汉语为己任，却也不会指责外语，
通常是保持沉默，或者置身事外。
像本书作者那样一边教英语，一边指责英语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
即使在外语教学界，也确实像一个“另类”。
但作者倒是非常佩服这样的“另类”。
因为人们之所以不敢批评某件事物，除了礼貌等原因之外，往往是因为知之不深，怕说出外行话来遭
人嗤笑。
反过来，如果有人敢于批评某件事，那就说明他对那件事物相当了解。
对说出的话有相当的把握。
　　本书是关于研究“汉英语言思维模式对比”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原始思维与文明思维、形
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跨越思维与演算思维、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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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人为他们那仍属少数几种古老象形文字之一的汉语发明了一个由8万个字符组成的庞大体系
，并且以六种或六种以上的字体令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逊色，这是一种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而却精于
雕虫小技的表现⋯⋯他们的医术就像他们做买卖那样，是些精明的、骗人的把戏，充分地暴露出他们
虽然精明透顶却愚昧无知的秉性。
　　有关汉语的所有报道都一致认为，汉语对中国人那种造作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了难以形容的巨
大作用。
哪一种民族的语言不是构造、储存和表达该民族思维的器物？
对中国这个深受语言制约，所有文化概源于语言的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人的语言是一部道德词典，即一部谈论礼貌和修养的词典。
不同的省市有不同的语言，甚至不同阶层的人和种类不同的书籍使用的语言也各有差异。
因而人们花费大部分精力刻苦地学习语言，仅只为了掌握一门工具，而绝不考虑用这种工具做什么。
汉语中的一切尽是些千篇一律的雕虫小技，说的内容很多，而用的音素很少。
书写一个音素要用许多笔画，描述一件事物需要许多本书，那种一笔一划地书写他们文字的做法是何
等的劳而无功！
但他们的情趣和艺术却体现在那些繁琐的笔画之中，因为在他们看来，优美娴熟的笔法比那些最富魅
力的绘画作品更加令人赏心悦目，也还因为他们喜爱那些枯燥乏味的道德箴言和恭维客套之辞，视它
们为礼貌和智慧的结晶。
他们单单描述开封府这一个城市就写了八大卷四十册书。
这便是一个堂堂大国的所作所为，这便是中国人的劳动欢乐。
他们关于土尔扈特人出走事迹的文献记载是一尊巨大的石刻，它以象形文字的艺术形式描摹出中国人
那高深莫测的思维方式。
人们在书写象形文字时必须全神贯注于字形笔画，从而便利这个民族的整个思维方式流泻出捉摸不定
、任意的特征。
（赫尔德）　　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汉字是一套非常特殊而又复杂的符号。
有大量的字需要记住，而且必须习惯于它们的用法。
它所具有的表达思想和议论的能力，至今还不能拿西方的标准来计量。
但是，我们可以怀疑，用这种工具是否能够造成像西方文明里的较为简单和较为迅速的字母所能做到
的这种广大的共同意识状态。
在中国，文字造就了一个特殊的读书人阶级，也就是官吏。
他们也就是统治和官僚阶级。
全心全意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文字和古典文学格式，胜过集中于思想和现实；尽管中国相当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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