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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代英语教学内容已被拓展广泛，已不是传统英语教学方式中的单纯英

语课堂教学，还包括英语语用、英语翻译课堂互动、汉英互动等实践理解与

运用。本书主要介绍了英语翻译与教学实践的相关内容。通过对英语教学理

论、设计、方法等教学体系的探讨和分析，以及与课堂互动和语用翻译实践

的探索，对英语教学的思维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展现出清晰的英语教

学思路和技巧，拓宽了英语教学的思路，同时也丰富了英语教学内容，展现

了新颖独特的教学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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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语言学概论

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一起出现的，人类的语言是一个历程长且复杂的

发展过程，所有的语言都在不断的演变，其中一些语言已经不再被人使用而

消失。保存下来的语言也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不断的变化和丰富。人类从很

早就开始注意研究语言了，语言学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现代语言学则是一门

实证科学，主要研究现代的语言以及口语，是一门通过独立的研究方法针对

客观的研究对象，形成系统的学科理论。

语言学，顾名思义，研究语言的科学。它以语言为研究，研究语言的

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语言学的研究以十九世纪形成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为

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语文学和语言学。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

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20

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语言学家

曾从多方面寻找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因素，如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地理或

气候因素的影响、人类发音器官结构变化的影响、使用语言的经济原则的影

响、语言类推作用的影响、语言系统内部矛盾的影响、语言系统与语言功能

之间的矛盾的影响等，并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或学说。迄今为止，虽

然还没有哪个语言学家、哪种学说能全面解释语言演变的原因，但都或多或

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一些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因素。

语言是一种牵涉到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复杂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变化，

也必然受到多方面原因的制约，不大可能只是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的影响。

综观人们的研究，语言发展变化的原因主要可从社会、心理和语言自身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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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考察。

一、语言概述

在日常的交际活动中，人们所依赖的不是实实在在的事物，而是代表事

物的符号。词就是一种符号，它能使听话者意识到他所代表的事物或现象。

整个语言就是由这样的符号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是同类生物之间互相沟通

而产生的统一编码，它是一种符号系统，人们交流沟通的主要体现方式便是

语言，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只有人类才

创造出了真正的语言，一些动物发出的声音，只是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及在其

群体中发出一些信息，无法称之为语言。人类则将语言运用在日常生活中交

际，又运用语言将人类的文明保留和传承下去。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语

言。全世界约有5651种语言，其中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英语

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同时是联合国工作的语言。语言作为一种使用

工具，对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都在不断地产生着深远的

影响，今天的语言分布情况就是它过去发展的结果。

广义的语言，是一套沟通表达和处理规则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除了

可以用声音来传递，还包括视觉和触觉等形式。语言系统（狭义的语言）中

都是一些记号。我们通常称之为符号。例如本书所记载的，都是一些线条符

号。充当符号使用的，一般是声音、笔迹和其他形象（比如荧光屏上的图像

和字幕）。可是，这些符号和背后使用符号的人的意识内容如何联结起来？

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字词（term），即一些单词。当我们把字词串起来，

就成了语句（sentence）。进一步，我们亦可以将字词和语句视为一些记号

（sign）。人类是通过不同的记号，将内心的意思表达出来，互相沟通。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记号的特性。记号包括人为的记号和自然的记号。人

为的记号，人工构成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例如我们创造文字的线条和声

音，将内心的意思表达出来。至于自然的记号，则是人类借用大自然事物的

特性作为寄托心意的象征，例如原始人将一块大石头放在洞口，象征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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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假若有他人经过石头与洞口之间附近这段距离时，他就揍人。于是，

石头便成为自然记号。我们相信人类是首先运用自然记号，作为表达内心的

意识，自然记号渐渐增多，就会出现淡化自然记号的过程，用人工记号记录

相类似的事件。比如结绳记事，就是从自然记号过渡到人工记号的例子。

人类语言文字的发展是一个长久而又复杂的过程，除了一些已经不再有

人使用的语言之外，每种语言总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化的。所以，我们所使用

的语言并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语言在不断使用的过程

中充实丰富起来，在这样的过程中，淘汰了那些不再实用的成分。语言的发

展和人类所要表达、传播的内容是分不开的，人类的心意方面的拓展，直接

影响用以表达此等心意的语言的演变。科学语言的演变，伴随着科学概念与

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语言就广义而言，是一套共同采用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

符号会以视觉、声音或者触觉方式来传递。严格来说，语言是指人类沟通所

使用的语言－自然语言。一般人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语言能力，语言的

目的是交流观念、意见、思想等。语言学就是从人类研究语言分类与规则而

发展出来的。研究语言的专家被称呼为语言学家。当人类发现了某些动物能

够以某种方式沟通，就诞生了动物语言的概念。到了电脑的诞生，人类需要

给予电脑指令。这种“单向沟通”就成了电脑语言。

19世纪，欧洲的比较学派研究了世界上近一百种语言，发现有些语言的

某些语音、词汇、语法规则之间有对应关系，有些相似之处，他们便把这些

语文归为一类，称为同族语言；由于有的族与族之间又有些对应关系，又归

在一起，称为同系语言，这就是所谓语言间的谱系关系。世界上主要的语系

有七大类：

印欧语系是最大的语系，下分印度、伊朗、日耳曼、拉丁、斯拉夫、

波罗的等语族。印度语族包括梵语、印地语、巴利语等。伊朗语族包括波斯

语、库尔德语、普什图语等。日耳曼语族包括英语、德语、荷兰语、斯堪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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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维亚半岛各主要语言。拉丁语族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

语和罗马尼亚语。斯拉夫语族有俄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波罗的语族包

括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

汉藏语系下分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包括汉语、藏语、缅甸

语、克伦语、壮语、苗语、瑶语等。

阿尔泰语系下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三个语族。突厥语族

包括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阿塞拜疆语和楚瓦什语

等，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和达斡尔语等，通古斯语族包括满语、锡伯语及俄

罗斯境内的埃文基语。

闪含语系又称亚非语系。下分闪米特语族和含语族。前者包括阿拉伯

语、希伯来语等，后者包括古埃及语、豪萨语等。

德拉维达语系又称达罗毗荼语系。印度南部的语言都属于这一语系，包

括比哈尔语、泰卢固语、泰米尔语、马拉雅兰语等。

高加索语系这一语系的语言分布在高加索一带，主要的语言有格鲁吉亚

语、车臣语等。

乌拉尔语系下分芬兰语族和乌戈尔语族。前者包括芬兰语、爱沙尼亚语

等，后者包括匈牙利语、曼西语等。

此外还有一些语系，如非洲的尼日尔—刚果语系、沙里—尼罗语系（尼

罗-撒哈拉语系）、科依散语系，美洲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以及一些印

第安语系，大洋洲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和密克罗尼西亚语系（也有将两

者合为南岛语系的），中南半岛的南亚语系。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有些语

言，从谱系上看，不属于任何语系，如日语、朝鲜语等，就是独立的语言。

二、语言的科学性

一般说来，语言学研究的科学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收集语言数据、

根据所得数据建构一个初步规则、通过更多的数据验证初步规则，并作出必

要的修正、最后提出一个能够解释或说明有关数据的规则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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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梅德明就语言研究的科学步骤总结如下：观察语言事实、概

括语言事实、提出假设解释语言事实、通过更多的观察检验假设、建构某一

个语言理论。

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有下列下列要素：穷尽性、一致性、简洁性和客观

性。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科学，自然应该建立在对语言素材和资料的系统研

究上，因为这一研究的宗旨是发现语言的本质特征，挖掘语言的潜在系统。

一个语言学家往往是怀着某种语言假设去从事研究的，在研究中不断地检

验、证明或推翻自己既有的假设。为了使其分析具有科学性，语言学家的工

作遵循上述四条准则。“穷尽性”指语言学家应收集并分析所有既得资料或

数据，并给予充分的解释，不能丢三落四。“一致性”指在分析过程中前后

观点要一致，至少不能前后矛盾。“简洁性”指字进行复杂的分析或证明当

中应力求语言的简洁，不拖泥带水，不冗长乏味。“客观性”指实事求是，

一是一，二是二，不凭主观臆断妄加取舍，乱下结论。

三、语言学的划分

（一）莱昂斯的区分

1.普通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

（1）普通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又称做“一般语言学”“语言哲学”或“理论语言学”，是

对人类语言的看法和研究结果的理论概括，是研究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

以及语言的类型和分类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普通语言学以人类所有语言为研

究对象，研究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特征和发展规律，着重从理论上探讨人

类各种语言所共有的规律以及各种语言在结构上的共同特点，也叫“一般语

言学”。普通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普通语言学除一般的理论问

题外，还包括语音、文字、语法和词汇等问题；而狭义的普通语言学只讨论

语言学中的一般性问题。普通语言学再细分，可分为普通语言学、普通词汇

学、普通语法学、语义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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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语言学是以人类一般语言的共同性问题为中心，开展自己的研究工

作的。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起源、语言

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语言研究的特殊方法、语言学的各个部门及其相互间

的关系、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

普通语言学把所有具体语言研究的事实和理论综合起来，加以概括，

然后再回过头来指导整个语言学的研究。因此有人把它叫做语言哲学或理论

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的基础是具体语言学。具体语言研究的种类越多、越深

入，普通语言学的内容就会越丰富，概括得就会越全面。随着具体语言研究

的逐步深入，必将会发现语言学理论没有概括、无法解释的语言事实。为了

解释这些问题，必须对普通语言学理论进行探索，总结出新的原理。新的原

理又可以指导新的实践，并从中发现以往没发现的东西。以此循环下去，语

言学便在这个循环里不断得到新的发展。

（2）描写语言学

美国描写语言学实质上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结构主义

三大流派(布拉格音位学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中影响最

大的一个。这一流派的创建有它的实践基础——基于美国的语言学家和人类

学家对印第安语的长期调查。在对印第安语的长期研究和调查中，萨丕尔、

鲍阿斯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先驱。他们提出语言研究应依据它本身的语

音形式和意义的模式来描写。鲍阿斯更是主张重新探讨描写语言的新方法，

而萨丕尔则在实践中特别注意对语言结构的描写。之后，美国语言学家布龙

菲尔德(1887-1949年)异军突起，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研

究，最终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由于他对语言学的贡献

和他的理论对语言研究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作“布龙菲尔德世

纪”。如果说萨丕尔和鲍阿斯是从实践中进行了语言描写尝试的话，那么，

布龙菲尔德则从理论上建立了描写语言学派。正如冯志伟先生所言：“布龙

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则奠定了美国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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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书则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纲领性著作。”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形成和

发展有它的理论基础，即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理论。布龙菲尔德的

结构主义观点也主要是受索绪尔影响。此外，描写语言学的分布分析法也主

要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互补分布理论。在布龙菲尔德之后，又有

哈里斯、霍凯特等人对布龙菲尔德的理论或继承、或发展，把这一学派进一

步发扬光大。

这一学派的成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当时语言学研究的大背

景。在19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中，历史比较语言学占主导地位，在其对语言动

态的、历时的研究取得成果之时，也暴露出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比如这一学

派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的单位来处理，忽视了语言的系统性，忽略了语

言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这种大背景下，描写语言学

派应运而生，以索绪尔的理论为出发点强调语言的整体性，强调对语言系统

进行静态的描写，把语言的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看

作“语言结构”，并将其视作研究对象。至此，美国描写语言学建立了一套

完整的语言研究体系

2.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1）共时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是指从某一个历史时段静态的观察和研究语言系统，又称

断代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又称静态语言学，是由索绪尔创立的一门语言学，

为用交叉方法，区别两种语言或语音是否相同，或同语言两种词是否完全相

同。此学科的特色，在于坚持在两同阶段语言中，要独立分析，以解决或了

解两语言间的同性与差别问题。该学科于20世纪启蒙，其研究遍及各主要语

言，主要学派有：描写语言学派、转换生成学派和层次语言学派等等。并为

美国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流派”和“行为主义”的产生完成了理论的铺

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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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

（2）历时语言学

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 linguistic)又称演化语言学或历史语言学，是由索

绪尔创立的一个语言学分类，指在现代语言学出现之前，大部份语言学者所

进行的一种语言的历史性演化的研究，主要研究语言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所

经历的种种变化，采用正视法（以文献考证为基础按时间顺序来叙述一种语

言的历史）和回顾法（通过比较来重建一种语言）来研究问题。

3.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1）理论语言学

任何对语言的结构状态和演变规律的研究都是理论的研究，可以称为理

论语言学。一般把研究某种具体语言的语言学称为具体语言学，如汉语语言

学或英语语言学等等，把侧重探索语言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为目睹的语言学分

支称为理论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同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是一门十分严谨的科学。理

论语言学一般注重考察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和普遍特征，而不是学习研究某

一门具体语言。这是它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等具体语言课程或

学科的重要区别。它所研究的是从具体的语言现象中总结、归纳出普遍的系

统的理论和规律，并用这个理论指导各个具体语言的学习研究。它是一门语

言学学科的基础理论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想要在理论语言学领

域有所建树，又必须要学好至少一种语言，尤其是一种印欧语。

（2）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是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产生

的问题。19世纪初，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开始分化。19世

纪叶末，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但没有

得到广泛的注意。20世纪以后，语言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应用范围空

前扩大，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理论方面的研究明确地区分开来，应用语言

学这个名词开始广泛运用，并促成了应用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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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由实践需要来决定，可分为一般应用语言学和机

器应用语言学。

一般应用语言学：①语言教学。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应用语言学。编辑高

质量的教材和参考书，研究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法，一直是语言教学研究中的

重大课题。除一般的语言教学外，还有为不同目的和不同对象服务的第二语

言教学、科技外语教学、双语制教学、聋哑盲教学。②标准语的建立和规范

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建立通用于各方言区的标准语是很重要的。应用语

言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选好这种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为无文字的

语言创制文字时，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更是重要的依据。文字改革包括文字系

统(字母表、正词法和标点符号)的部分改进和彻底更换。标准语的建立只是

语言规范化的开始。为了确定语音、语法、词汇规范，需要编出相应的正音

词典、规范语法和各种类型的词典。③辞书编纂。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快的

部分，新词新义不断涌现。及时、准确地把这些新词新义固定在词典中，指

导人们如何运用，这是辞书对语言规范化最有效的影响。④翻译。这是在两

种语言之间进行的综合性创造活动。如何处理好意义的传达和形式的转换，

有很多问题要探讨。

机器应用语言学：①实验语音学。运用电子计算机以后，语音实验从

音素音节分析扩展到成句成章分析，同时超音段特征成了重要研究对象。除

了语音分析，还有语音合成的工作要做。②机器翻译。电子计算机和语言的

最早结合开始于机器翻译。它开辟了计算机非数值应用的领域，同时又为许

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及许多技术成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试验场。不过就已有

的成就来看，机译系统的译文质量离终极目标仍相差甚远；而机译质量是机

译系统成败的关键。中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周海中教授曾在论文《机器翻译

五十年》中指出：要提高机译的质量，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本身问题而不是

程序设计问题；单靠若干程序来做机译系统，肯定是无法提高机译质量的。

另外，在人类尚未明了人脑是如何进行语言的模糊识别和逻辑判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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