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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思维模式差异对写作的影响

余 庆

（西昌学院 外语系，四川 西昌 #$"%%%）

【摘 要】本文尝试探讨汉英思维模式差异对我们写作的影响，主要论述了汉语和英文在选词，句

子结构，篇章组织，文体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在相应的表达及写作中应当遵循的原则，以指导学生写

出地道的英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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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人的语言和思维是密切相关并由其文化决定

的 。 语 言 反 映 思 维 ， 思 维 总 是 确 定 并 塑 造 着 语

言。英语与汉语各自语言文化大相径庭，具有英

语和汉语文化背景、生存环境和生活阅历的人对

周围事物的概念确是不同。在从事外语写作或翻

译时，意识到这些差异并适当调整，以相应的手

段进行表达，这对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至关重

要。

#" 思维差异对写作各层次的影响

!" # 选词

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一个词的含义，而一个

词的不同含义决定人们的思维模式及其在表达时

的选词。人们在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时，切

记相同的意义会采用不同的形式。我们在用英语

表达思想时，意识到英汉两种语言中相同词汇的

不同隐含意义非常必要。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些典型的对应词语其隐含

的概念是不同的。比如，“龙”这个词在汉语里

象征神圣的帝王，它能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光明。

而在英语里，对应的“/01234”一词指的则是一种

巨大而丑陋，浑身长满鳞甲，拖着长尾巴的蜥蜴

似的怪物。《圣经》上说，引诱亚当夏娃偷吃禁

果的是“/01234”而非蛇。因此，“/01234”是罪

恶之源。这就是为什么用“5360 78290:”来指“亚

洲 四 小 龙 ” 而 不 说 “5360 ;01234:” 的 原 因 。 这

里，不同的思维模式肯定导致了概念相同或相似

的表达会采用不同的词语。

不同文化决定词语不同含义的另一例子如汉

语中“西风”与英语里的“<9:= <84/”。汉语中

“西风”一词使人联想到落叶和凋花，它是严寒冬

天到来的前奏。因此，“西风”便有了孤独无助的意

味。我们的文学里便有了“昨夜西风凋碧树”、“古道

西风瘦马”这样的诗词。而英语里“<9:= <84/”一词

的 用 意 全 然 不 同 ， 例 如 “<9:= >84/: >8=? @6:AB
>842”，“C/9 =3 =?9 >9:= >84/”，以及 D3?4 E1:9F89G/
的 “H= I : 1 >10@ >84/J =?9 >9:= >84/J F6GG 3F K80/:
L089:”,那是一种温暖的风，西风吹过，万鸟争鸣 -。这

里，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模式，无疑

影响了人们在表达相同的思想时，会采用不同的

词语。

我们可找出更多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汉语

某 些 概 念 在 用 英 语 表 达 时 ， 其 用 词 是 完 全 不 同

的。比如“胆小如鼠” 表达成“1: =8@8/ 1: 1 01KM
K8=”，“力大如牛”是“1: :=0342 1: 1 ?30:9”，“易如反

掌”是“1: 91:B 1: (NO”，“幸运儿”是“1 G6LAB /32”，

“一箭双雕”是“=3 A8GG =>3 K80/: >8=? 349 :=349”，“班

门弄斧”是“=3 =91L? 349 I : 2014/@3=?90 =3 :6LA 922:”，

“生米煮成熟饭 P 木已成舟”成了“H= I : F33G8:? =3 L0B
3Q90 :RG8= @8GA”，不一而足。在其英语对应表达中，

使用了一个与汉语完全不同的形象来达到相同的

语义效果。

而遵循汉语的思维模式，许多学英语的国人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D36041G 3F S8L?142 O3GG929·T3L81G TL894L9 U/8=834
V3 GW $$+JX% W .
;9LW ，!%%#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余庆 ,!’(( * -，女，西昌学院外语系英语助教。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06.04.007



·!"· 第 !" 卷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进行汉英翻译时常常被误导，弄出诸如下列一些

令人啼笑皆非的译文：红人##$% &’() 红茶##$%
*$’) 黄色电影#+$,,-. /0,&) 快车#/’1* *#’0() 长足

的 发 展# ,-(2 3 /--* %$4$,-5&$(*) 百 货 公 司# %$6
5’#*&$(* 7-&5’(+) 家用电脑# /’&0,+ 7-&58*$#) 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9--% 2--% 1*8%+: %’+ %’+ 85)
随着 !; 世纪的离去，新的世纪来到我们的身边#
<1 *=$ !;*= 7$(*8#+ 01 5’110(2 ’.’+: *=$ ($. 7$(*8#+
01 7-&0(2 *- -8# >-%+ 10%$ 等等，让那些英语本族人

士困惑不解。

英汉语中使用不同词语意指相同或相似概念的

情况不胜枚举，我们在用英语写作时，应当遵循英

语思维模式，恰当地选择词语。

!" ! 句子结构

通过语言学的研究分析，人们注意到英语的句

型主要是形合（=+5-*’7*07）结构，而汉语以意合

（5’#’*’7*07）结构为主。在象英语这样的形合结构

的语言中，表示时态，形态和结构的手段至关重

要；逻辑和语法连接词语决定了句内或句间的关联

关系。而在汉语这样的意合结构语言中，句内或句

间的关联关系主要取决于词序变化和上下语境。

比如，对“你来，我就走”这样一个句子，国

人的理解是倚赖具体语境而非“如果 ? ? ? ”或“当

? ? ? 时”这样的逻辑连接词语。而英语中却不能写

成 “ @-8 7-&$: A 2-” ， 它 要 么 诠 释 为 “ A/ +-8
7-&$: A B ,, 2-”，或者“C=$( +-8 7-&$: A B ,, 2-”

等等，即，需要用逻辑连接词语才能确定句子的确

切含义。

由于英语句子依赖语法或结构的关联性，在构

建英语句子时，往往要围绕一个主体结构或枝干，

借助语法联结词语来展开，就像葡萄枝藤从主茎干

蔓延开来一样。像下面这个句子 “D=$ >-+: .=-
.’1 7#+0(2 ’1 0/ =01 =$’#* .-8,% >#$’E: 1’0%: .=$( A
15-E$ *- =0&: *=’* =$ .’1 4$#+ =8(2#+: >$7’81$ =$
=’% (- /--% /-# *.- %’+1? ” 主 句 是 “D=$ >-+ ? ? ?
1’0%”，以结构连接词或短语“.=-: ’1 0/: .=$(:
*=’*: >$7’81$”引导出的五个分句悬挂其上，就像

一串串葡萄悬于茎干之上。这一句子由中国学生用

英语来表达，则很可能按照时间顺序写出一个以上

的句子来，如：“D=’* >-+ 7#0$% ’1 0/ =01 =$’#* .-8,%
>#$’E? C=$( A ’1E$% =0&: =$ 1’0% *=’* =$ =’% (- /--%
/-# *.- %’+1 ’(% =$ .’1 4$#+ =8(2#+”；而其对应的中

文则由多个独立分句组成 F那个男孩哭得似乎心都

碎了，当我问他时，他说已有两天没吃东西，实在

是饿极了 G。
此外，英语句子在展开结构时，其表达的意义

往往是由近至远，由核心到外围；而汉语句子常按

时间和空间顺序，依靠语境意义由远至近展开。比

如英语句子“H$ I81* 7’&$ >’7E /#-& H’(2J=-8 +$16
*$#%’+ .=$#$ =$ #$,’K$% >+ 102=*1$$0(2 *=$ C$1* L’E$
’/*$# ’**$(%0(2 ’ 7-(/$#$(7$”由遵循汉语思维模式

的学生来表达，很可能按时间顺序写成“</*$# =$
’**$(%$% F -# </*$# ’**$(%0(2 G *=$ 7-(/$#$(7$: =$ #$6
,’K$% >+ 102=*1$$0(2 *=$ C$1* L’E$? <(% =$ I81* 7’&$
>’7E +$1*$#%’+”。经比较，可看出两个句子中分句

的顺序恰好相反。

最后，英汉语句子思维模式的不同，还表现在

对产生谓语动作或过程的主语的不同观念上。汉语

中，动作或过程往往是由有生命的实体产生的，故

常由有生命实体充当主语。而英语思维模式中，强

调非生命实体或现象对生命实体的影响和作用，故

非生命实体或现象常常用作隐喻性的主语。试比较

下列三组汉英对照的句子：

’? 我因病没上课 FM+ 0,,($11 5#$4$(*$% &$ /#-&
’**$(%0(2 7,’11$1 G。

>? 重 庆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F N=-(2O0(2 .0*6
($11$% 2#$’* 7=’(2$1 G。

7? 我 记 不 得 他 的 名 字 了 FH01 (’&$ $17’5$%
&$G。

总之，为了写出地道的英文，学习者在构造英

语句子时，必须注意汉语思维差异带来的负面影

响。

!" # 篇章组织

汉英不同的思维模式也导致了两种语言在篇章

组织上的差异。较之于汉语语篇写作，英语在表达

上更直截了当，主题陈述明确，事实论据直接支持

主题思想。相反，汉语写作或多或少拐弯抹角，不

直接点明主题，而用不同方式暗示主题，尽量让读

者揣度判断作者的意图。相应地，英文语篇强调逻

辑推理，强调思想内容组织明了、主题明确，强调

论据事实与主题直接相关，如果可能，还得指明出

处。不象英文篇章的推理，汉语篇章推理一般是判

断多于证据，更鲜有论据出处，往往是具体事例罗

列而并不强调事例与结论之间的联系。以一篇英文

为例：

“L-(%-( B 1 .$’*=$# 01 4$#+ 1*#’(2$? A*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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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及参考文献：

!" #$%&’()*+ ,- ./0 $)12%3450 678&8*9:043) 9; <)75=)50- $)12%3450> $- ?- @- "AAB-
!C #$%&’()*+ , )74 ,)D&+ ,- E7D0’(35)(375 675*3’/ F(&*0- <97497> <9751)7 G%9=:- "AHA-
!I #J34)+ 6=5070 K- <)75=)50+ $=*(=%0+ )74 .%)7’*)(375- F/)75/)3 L9%0357 <)75=)50 64=8)(397 @%0’’- "AAI-
!M #邓炎昌+ 刘润清 - 语言与文化 !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AOA-
!P #胡曙中 -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 !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AAI-

#$%$&’( )*+$# ’ ,’-. $’/0 )*+$ )0$ &’*1 +’- /2+$
#3,,$1(- ’4)$& )0$ #31 *# #0*1*15 6&*50)(-7 80$ ’*& *#
,’+9 ’1, /0*(( &*50) )0&2350 :3(-7 ;1 21$ <’&/0 ’4=
)$&1221 21 >’+9)21 >$’()0 (’#) -$’& *) &’*1$, )0&$$
)*+$#? )0$&$ @’# 21$ 0’*( #)2&+? ’1, )0$ #31 #021$
6&*((*’1)(- A ’(( )0*# @*)0*1 )@2 23&# B )*+$7 C) *# 12)
313#3’( )2 #$$ +$1 ’1, @2+$1 &3#0*15 ,2@1 )0$
#)&$$) 21 ’ #311- +2&1*15 @*)0 3+6&$((’ 21 )0$*&
’&+#7 D2 21$ E12@# @0’) )0$ 1$F) 4$@ +2+$1)# @*((
6&*157 ”

这 篇 短 文 中 ， 前 几 句 由 指 示 词 “ *)” 、

“)*+$”照应衔接起来，紧接着是具体信息，甚至

还举出一个下雨天的实例。最后两句中的逻辑推理

再次起到了联结的作用：“C) *# 313#3’( )2 #$$ +$1
’1, @2+$1 &3#0*15 ,2@1 )0$ #)&$$) 21 ’ #311- +2&1=
*15 @*)023) 3+6&$((’ 21 )0$*& ’&+#” ， 理 由 是 “12
21$ E12@# @0’) )0$ 1$F) 4$@ +2+$1)# @*(( 6&*15”；

因 此 ， 读 者 对 短 文 主 旨 印 象 深 刻 ： “G21,21 B #
@$’)0$& *# %$&- #)&’15$”。

!" # 文体风格

中国学生写出的英语作文读起来总像汉语的翻

译。即使他对英语的词汇、句法规则和篇章组织都

已相当熟悉，也很可能写不出地道的英语文章，因

为汉英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文体和风格的差异。

首先，汉语写作模式中的叙述和描写比起英语

来说，似乎华丽辞藻应用得过多。下边这篇汉式英

文就属典型的文体风格运用不当：

“C @’(E$, H2-43((- ’(215 )0$ 9’)0 )0’) @’# (*) 39
6- )0$ 52(,$1 &’-# 24 )0$ +2&1*15 #317 I$’3)*43( 4(2@=
$&# 24 +’1- /2(2&# @$&$ 6(22+*157 >2@ 4&’5&’1) )0$-
#+$(($,J G*))($ 6*&,# @$&$ #*15*15 *1 )0$ )&$$#? ’# *4
5&$$)*15 +$ B K22, +2&1*15J K22, +2&1*15J B 7 ⋯⋯+-
0$’&) @’# 63&#)*15 @*)0 0’99*1$##⋯⋯”

这篇短文的一项失误在于，中国学生总是倾

向于使用过多的形容词修饰语；而对英语本族人

士来说，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意思简洁有效

地传达出来，在这类写作中会尽量少使用形容词

修饰语。

其次，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写作中明显地经常使

用修辞手法和文学引语，包括汉语成语、谚语及诸如

四字格的短语。而优秀的英语作文则不提倡那些被

称作“/(*/0L#M 或“)&*)$ $F9&$##*21#M的表达。事实上，

这类作法不符合英语作文规则，应当避免。对一个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下面这些在中国学生作文

里发现的句子会使他们蹙额，觉得不堪卒读：

>$ #($9) (*E$ ’ (25 ’1, @2E$ 39 ’) )0$ /&’/E 24
,’@1? 4&$#0 ’# ’ ,’*#- N他酣睡了一夜，破晓醒来，

感到精神焕发 O 7
8*+$ 4(*$# (*E$ ’1 ’&&2@ N光阴似箭 O 7
P1,$& )0$ #E-? ’(( /&2@# ’&$ 6(’/E N天下乌鸦一

般黑 O 7
Q0$1 ’ 5*&( +’&&*$#? *) B # (*E$ @’)$& #9&*1E($# 21

)0$ 5&231, N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O 7
中国学生写英文常使用短语和修辞表达法，肯

定与汉语的思维模式有关。在汉语作文里，这类陈

词套语司空见惯，而过度使用也往往使文章失去新

意和魅力。一篇文章华丽耀眼却不能给人以信息，

不能激发人思考，那它还有何吸引力呢？

!" 结论

以上简要探讨了汉英不同思维模式对写作的影

响。我们的学生可能更关注汉语思维模式对其英文

表达的影响，因为遵循汉语思维模式写英语必然导

致跨文化交流出现模糊和偏差。因此本文强调汉语

思维模式对学生英语写作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对英

汉两种语言思维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目的在于指导

学生调整汉语思维模式，熟谙并遵循英语思维模

式，写出地道可读的英文。如果我们把母语和外语

的词汇、句子结构、篇章组织和文体风格都对比分

析清楚、了然于胸了，在以写作或翻译为手段进行

跨文化交流时，就可较大程度地避免失误和偏差。

余 庆：汉英思维模式差异对写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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