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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西心理视觉的差异对英汉语言迁移运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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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英汉语言心理的视觉差异对英汉语言迁移运用所产生的影响
,

提出了在跨文化交际 中
,

目标语使用

者要积极关注英
、

汉民族心理文化上的差异
,

洞悉两个民族由于心理习惯的不同而导致的联想差异
,

学会利用 已有的知识结构

促进正迁移现象的发生
,

回避负迁移现象
,

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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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两个民族的心理视觉差异源于英汉两种 语翻译中
,

这种代词的所有格一般会忽略不计
,

如

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
,

他们在语言结构
、

语言背景
、

果硬而为之
,

则会显得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

甚至

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还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

曲解
。

而汉译时
,

译者利

传统的语言学家往往忽视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所 用已有的汉语知识结构
,

按照汉语读者较为习惯的

说的差异
,

即
“

东方重视统一而忽视区别
,

西方人看 思维模式进行翻译的再创造
,

读来朗朗上 口
,

颇为

到了区别却忽视了统一
” ,

而这一差异在英汉语言 流畅
。

目标语言使用者如果能正确区分英汉语言

迁移运用中却起着关键作用
。

这一因素导致传统 表达方式的不同
,

在翻译过程中就能够利用已有知

的语言学家在进行语言间的迁移运用研究时只采 识结构促成母语的正迁移的
。

用直译
、

意译和等值翻译等过于理想的概念来进行 差异之二 汉语在语言表达上 比英语更为注重

研究
。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突出语义结构的轴心作用
,

同时也比较注重将话语

跨语研究者如果还是以传统的理论或者概念进行 主题作为意念主轴
。

但对英语而言
,

介于无真正的

语言间的迁移运用研究
,

显然无法满足跨文化交际 人或物 作 主语时
,

英语多选择
“

丫作为形式主

的实际需要
。

这就要求我们要重视英汉语言心理 语
。

如

的视觉差异
,

另辟蹊径
,

细致研究英汉语言迁移运 他应该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

这一点是非常

用的正负现象
。

必要的
。

该句中
,

以汉语的角度是无法断定主语

一
、

汉语重形合
,

英语重意合 的位置
,

这无疑是跨文化交际运用迁移过程中
,

汉

从语言形态学的角度来看
,

英语属于印欧语 语重视意合
,

英语重视形合的又一表现
。

此外
,

在

系
,

是从综合型 向分析型多角度发展的一门语言 表示时间
、

具体 日期
,

天气
,

距离
,

尺寸等
,

此种英汉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

是以分析型为主的语言
。

英语 思维方式的差异尤为突出
。

比如
,

在烈 日炎炎之

和汉语两种语言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形合和意合 时
,

甲问乙
“

热不热
” ,

乙答
“

不热
”

我们可 以看

的差异
。

到
,

甲乙二人间的问句和答句都没有主语
,

但是借

差异之一 在英语语法系统中
,

语言使用者一 助于语境和语调
,

二者相互理解
。

但译成英文时
,

般是借助各种显性的粘连手段使语句逻辑严谨
、

结 却必须用
“ ”

来提示主语
“ ” “ ,

构整伤
。

汉语是一种以意合为主要形式的语言
,

而
”

再如双语里问
“

今天星期几
” “

周三
。 ”

译成英

英语是一种以形合为主要手段的语言
。

文则为
“ ” “ · ”

英语的语篇离开显性的粘连形式几乎是不能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 英语重形
,

汉语

成句
,

更不能成文
。

而在汉语 中
,

句子中的语言意 重意
,

这一点在英汉翻译中尤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

义和逻辑关系通常可 以通过上下文显现出来
,

语言 视
,

在面对形合特征明显的英语句式时
,

有必要灵

使用者更多地青睐于使用意合粘连手段
,

形合粘连 活地变通为具有意合特点的汉语句式
。

如果不懂

手段除特定文体外
,

一般避而不用
。

英语中特有的 得举一反三
,

思维发散
,

而是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

照

显性粘连结构形式
,

如并列连词
、

介词
、

冠词
、

动词
、

搬照抄其形合的特点
,

往往会导致译文生涩不畅

从属连词
、

现在分词
、

关系代词
、

连接代词等
。

英文 英语重视形合
,

句群之间的组合一般讲究结构整齐

中人称代词的所有格形式也有连接的功能
,

而在汉 有序
,

逻辑严密无隙
,

同时高度形式化
,

具有实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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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形合连接成分一般不能任意省略
,

而汉语更多

地偏重意合
,

轻分析
,

以意驭形
,

动词的作用并没有

英语里面那么突出
。

在跨文化交际中
,

目标语使用

者一方面
,

既要注意汉语重
“

意合
”

而轻
“

形合
”

的特

征
,

更应该注意英汉语言心理习惯上的视觉差异造

成的运用迁移干扰
,

回避负迁移现象 另一方面
,

翻

译时
,

目标语使用需对源语习语的意象做出适当地

转换
,

用符合 目标语语境的语言进行合理翻译
,

以

回避负迁移现象
,

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 目的
。

二
、

汉英心理联想上的差异

由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

决定了跨语

实践与文化的密切联系
,

英汉两个民族其社会文化

模式
、

思维习惯的不同导致了文化信息传递 的差

异
,

也就注定了在跨文化交际中英汉两个民族对于

同一事物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联想
。

同一种联

想
,

由于中西方人心理视觉的不同
,

心理联想也往

往相差甚远
。

这主要体现在中英文的概念意义和

内涵意义上
。

一
、

概念意义相同
,

内涵意义相同或大致相同

例如 中文词语
,

如
“

猪头猪脑
、

猪狗不如
”

中的
“

猪
”

与英文中的
“ ”

中
“ ” ,

在英语和汉语

中
, “

猪
”

都有类似这样的意思
“

肮脏
” 、 “

贪婪
” 、 “

令

人讨厌
” 。

二
、

概念意义相同
,

内涵意义不 同

龙 在中国是吉祥
、

飞黄腾达的象征
。

如龙凤

呈祥
、

卧虎藏龙
、

生龙活虎 在西方神话中
,

是一只大晰蝎
,

长着翅膀
,

拖着蛇尾
,

身上长有鳞

片
,

还能喷火
。

在西方文化中代表罪恶
、

邪恶
,

被用

来作为战争的旗帜
。

猫头鹰 在汉文化中被认为是

不祥之鸟
,

耐 在西方文化中是智慧之鸟 如
。

狗 在汉语文化中
,

狗一般用于贬义
,

如

狗急跳墙
、

鸡鸣狗盗
、

狼心狗肺等
,

在西方
,

虽然有时含贬义
,

但 中性和褒义的情况居多
,

如

虐待某人

你这家伙真幸运
。

所以
,

在跨语环境中
,

如果不

了解这一差异极易引起英美人士 的误解
、

曲解
,

甚

至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

我们不防变通地译成
“

” ,

以协定俗称的
、

通用的意象代

替原意象进行比喻
,

激发对方的积极联想 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母语正迁移 往往也可 以得到理想的运

用表达效果
。

三
、

概念意义相同
,

有内涵意义
,

没有内涵

意义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许多专有名词具有

丰富的文化内涵
,

比如人们一说
“

张飞
”

就马上想到

他性格豪爽
,

脾气暴躁的形象
, “

林黛玉
”

英语中也

有就代表弱不禁风
,

多愁善感的形象
。

但在西方文

化中就仅仅是个人名
。

在英语中
,

也有一些出自神名或文学作品和

历史事件的人名或地名
,

具有其独有的特殊内涵意

义
,

如 指不受重视的人或部门
,

或指有才

干但一时未受赏识的人
,

指心肠狠毒
、

唯利

是图的小人
,

地名 指遭到决定性失败
。

例如
“ ”

对

该句的翻译我们就不能照直译作
“

语法可能是他的

肚口踵
” ,

而应译作
“

语法是他的大弱点
。 ”

我

们知道
,

在希腊神话中
,

是一名力大无敌
,

百

战百胜的勇士
,

而他唯一的弱点就在于脚踵
,

除了

脚 踵 处
,

他 身 上其 他地 方 刀 枪 不人
。 “

”

在西方的心理联想通常是某人的弱点
,

介

于此
,

中西方不同的神话背景也是值得目标语学习

者和译者进行区别了解的
。

另外
,

自古以来
,

中国人大多为成事在人
,

人定

胜天
,

事在人为等思想所左右
,

因此汉语中句子篇

章等习惯以人为主语
,

而西方人更倾向于从客观事

实出发
,

反应在英文的篇章句子里即物或抽象名词

等多作为英语句子的主语
,

这也间接反应了中西心

理方式
,

思维特征上 的差异
,

所以在夸文化交际过

程中
,

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语言心理习惯上的视觉差

异对语言迁移运用造成的干扰
,

进而回避负迁移现

象
。

三
、

汉英心理习惯视觉上的差异

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和心理习惯视觉的

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该民族的社会文化模

式
,

进而渗透到人们的表达方式当中
。

在面对同一

现象
、

同一客观事物
,

不同民族的语言使用者采取

的表达策略也不尽相同
,

如汉英两个民族就习惯上

用正
、

反两种表达方式对客观事物进行描述
,

这主

要是 由于汉英两个民族不同的社会文化模式造成

的
。

以英译汉为例
,

请读者对下列正说反译法

即英文原文是肯定句式
,

但译文却是否定形式 进

行对比
“ ” ,

我还来不

及说声
“

谢谢
” ,

送奶人已经在拐角处不见了
。

,

,

这

讲座很有趣
,

但对我来说
,

讲座太深了
,

听不懂
。

以英译汉为例
,

请读者对下列反说正译法

即英文原文是否定句式
,

但译文却是肯定句式 进

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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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在她打开包袱的时候

,

她有一个

念头 万一他们不灵验呢

,
'

我希望他也在

这里
,

我有把握
,

明天太阳下山的时候
,

他就要来了

以汉译英为例
,

请读者对下列正说反译法

即中文原文是否定句式
,

但译文却是肯定句式 进

行对比

在希腊人的生活中
,

奴隶制是得到默许的
。

介

她 非 常 勉 强 地 来 了
。 、

上述例子充分地说明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
,

虽然汉英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

但是 目标语使

用者如果能够学会适时地变通
,

应该避免受到汉语

定势思维的影响进行直译
,

而是采用正说翻译法
,

反说正译法
,

一样可以做到准确
、

传神地表情达意
。

四
、

汉英表述方式上的差异

由于不同民族之间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心理

习惯视觉的差异
,

英汉两个民族在表述方式上也有

所不同
,

以语序为例
,

坦 白率直为风格的英美人在

交际过程中或书面表达时一向习惯于开门见山
,

段

首为主题句
,

介绍重点
,

然后再对其立场进行较为

细致地叙述
。

而中国人往往喜欢委婉含蓄的表达

方式
,

一般倾向于陈述客观事物的缘由
、

过程
,

而后

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

在跨语实践中
,

目标语

使用者应该尊重原语的语序
,

回避汉语表达方式上

的思维定势
,

以免翻译中的语序颠倒造成的内容重

点之颠覆 即母语负迁移
,

尽量用符合中英两国语

言特点的译文来重现原文的神韵
。

在 日常生活中
,

人们的表达习惯是难以改变

的
。

一方面
,

人们受思维定势的心理作用
,

在跨文

化交际中往往会潜意识地遵循 自己的表达方式或

习惯
,

不 自觉地按照自己的行为习惯去理解对方的

语言
,

在母语的负迁移干扰的消极作用下
,

往往这

样会导致语义的曲解
、

误解
,

甚至造成文化冲突及

交际障碍 另一方面
,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
,

如果 目

标语使用者缺乏灵活运用语言的技巧 以及忽视语

言的交际和功能潜势也往往会导致交际失败
。

因此
,

在跨文化交际中
,

目标语使用者要积极关

注英
、

汉民族心理文化上的差异
,

洞悉英汉两个民族

由于心理习惯的不同导致的联想差异
。

面对原语信

息时
,

即要注意把握事物的表面现象
,

也要注意了解

事物背后的语义
,

只有学会利用已有的知识结构促进

正迁移现象的发生
,

才能避免
“

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
“

的错误认识
,

避免文化冲突及交际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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