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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国的外语教学先后把语言的结构、功能、心理、文化等方面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同时 ,人们把外语教学

视为师生之间的合作行为 ,先后强调教师、学生或师生互动的重要性。回溯我国的外语教学 ,学生一般从中学甚至小学

开始学习外语 ,但到大学毕业也不能自如地同外国人交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文章从对

比语言学出发 ,考察外语教学 ,得出结论 :外语教学与对比语言学一样 ,其实就是母语与外语之间的语际转换 ;重点是发

现并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 ,实现相应的语际转换 ,进而培养学生的这种转换能力。

关键词 :对比语言学 ;外语教学 ;差异 ;转换

中图分类号 : H319. 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 - 0100 (2009) 01 - 0129 - 3

Fore ign Language Teach 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 tra stive L ingu 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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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2, Chin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emphasizes language structure, function, p sychology, and culture successively. A t the

same tim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seen as the co2operative 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emphasiz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uccessively. In our country, most students start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in m iddle school or in p rimary school,

but they 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successfully even after graduation from college. This situation obstructs the strength2
ening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power. The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exp lores foreign lan2
guage teaching and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like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the cross language transfor2
mation between the mother language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the key is to find out and deal wit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so as to realize the relevant cross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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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外语教学在我国蓬勃发展 ,这与我国学者的多维度

不断努力密不可分。综观我国外语教学 ,有语法优先说 ,

有听说优先说 ,也有功能领先说 ,还有强调文化、心理等

因素者。本文通过反思对比语言学 ,提出自己的观点 :外

语教学可以并且应该以对比语言学为基础 ,把母语同外

语之间的相同方面 (简称同 )作为基础和前提 ,把两种语

言之间的不同方面 (简称异 )作为外语教学工作的核心。

质言之 ,外语教学就是母语同外语之间在异方面的

转换。

2　对比语言学与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
2. 1对比语言学的界定

对比语言学 ( contrastive linguistics)又叫做比较语言

学。它是运用对比方法研究不同语言之间异同的语言学

分支学科。具体讲 ,这一学科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不

同语言来揭示相应语言系统所有层级上的相同点和不

同点。

2. 2对比语言学的起源

对比语言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对比为基础的语言

比较本身 ,早在世界“混沌状态 ”、人类统一语言的终结和

多语言时代的开启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关于人类多语言

现象取代统一语言 ,《圣经 ·旧约全书 》有过明确记载 :

“那时 ,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耶和华说 :‘看

哪 ,他们 (人 ———引者 )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语

言 ,如今既作起这事 (建造巴别城和通天塔 ———引者 ) ,以

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 ,在那

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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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9)。于是 ,天下人使用的语言就各自不同 ,出现了

多语言现象。虽然这只是宗教传说 ,但它至少说明两个

问题 :第一 ,多语言导致人类须要跨语言交际 ,不同语言

载体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就需要语言对比 ,因此语言对比

产生于多语言之间的交际 (语言间交际 )需要 ;第二 ,有需

要 ,就有思考、探索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 :语言对比的历史

十分悠久。显然 ,尽管作为独立学科的对比语言学还比

较年轻 ,但是 ,人类的语言对比研究活动却一直伴随着人

类的发展历程。

综观学界 ,可以把对外语与母语之间差别的观察和

从类型学角度出发比较非亲缘语言的工作视为对比语言

学的起源。前一种起源性工作反映在各国出版的语法学

著作中 (在西欧 ,相应工作始于文艺复兴时期 ) ;后一工作

的起源性探索与语言的 (形态 )类型分类的任务密切联

系。这两种工作都可以在以母语为基础的外语教学中进

行 ,并且通过外语教学来实现各自的目的。

2. 3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任务

对比语言学所运用的各种方法 ,一方面与现代普通

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发展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受制

于不同对比研究工作的目的和定位。目的决定方法。

无论以语义还是以形式 (结构 )为研究对象 ,无论以

形式、语义还是以语用为研究对象 ,无论以所比较语言的

局部还是以其宏观系统为关注焦点 ,比较在对比语言学

中都是永恒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众所周知 ,“比较方

法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 ’,一

种语言的特点只有通过与其他语言的直接或间接的对比

方能被认知 ,被明确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深刻

地认识所比较语言的异同点 ”(张会森 2004: 1)。可见 ,比

较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 ,甚至可能是其唯一的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和对象的不同 ,使用比较方法研究语言的

学科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子学科 :第一 ,历史比较语言学 ,

它研究各种语言在自己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

上的共性。第二 ,区域或地域语言学 ,研究各种语言之间

的派生亲缘关系、语群以及语言现象中除去发生学意义

上的共性之外的共性。第三 ,对比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 ,

探讨语言间除开发生学共性之外的相同和相异特点。其

中 ,历史比较语言学从语言历史维度出发展开比较 ,区域

或地域语言学从语言的空间出发进行比较 ,两者都对所

比较语言的共性感兴趣 ;而对比语言学则既关注共性 ,又

关注差异性 ,其探讨维度主要是共时条件下的空间 (结

构 ) ,当然也包括语义、形式和语用。

比较 (对比 )研究的一般任务如下 :第一 ,揭示不同语

言各种手段使用上的同与异 ;第二 ,更好地确定所比较语

言的特点 ,因为在一种语言内部实施语言研究可能会忽

略或遗漏该语言的某些重要特点 ;第三 ,直接与各种应用

语言学相联系 ,比如外语教学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理

论 ,比较可以使前者预见和排除负面干扰 ,可以为后者提

供可靠的语言学基础和语言转换依据 ;第四 ,为类型学和

揭示语言普遍性提供材料。

概括来说 ,根据本文题旨 ,以对比语言学为基础 ,外

语教学可以或者分别以母语、外语的形式、语义、语用对

比为基础 ,也可以在整合这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实施 ;对比

语言学所得到的母语同外语之间的同可以作为外语教学

的基础 ,而异则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外语教学的着力点。

3　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 ,就实质而言 ,是一种培养学生进行母语与

外语之间转换能力的学科。因此 ,它应该在比较两种语

言之间异同 (对比语言学 )的基础上 ,以异为核心展开外

语教学。此处 ,同是开展培养学生母语同外语之间转换

能力的外语教学的基础 ,没有同就难以实现转换 ;异是实

现上述转换过程中产生困难、失误甚至错误的根源。

3. 1从母语出发的外语教学

在旨在改善外语学习方法的研究中 ,人们把母语作

为初始模型 ,也就是“标准语 ”( source language) ,将所研

究的外语 ( target language)与母语实施比较 ,关注两者之

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吴静 石毓智 2005: 51 - 59)。两相

比较 ,后者 (不同点 )更加重要。这类研究一般涵盖语法

的所有领域 ,有时也把包括语音在内。对此 ,可以成为佐

证的是“一系列国家提出的为数众多的不同对比研究方

案 (比如 , 匈牙利提出的匈英语对比研究、波兰制订的波

英语对比研究以及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等 ) ”(韩红

2006: 45)。显然 ,在对比探索中 ,应该以某一组普遍语言

现象为基础 ,主要关注所比较语言的独具特点 ,也就是上

文所说的“异 ”。此处 ,以根据所传达的内容来分析形式

为目标 ,在语言系统中探讨个别现象的功能价值。

另外 ,受“概念分析 ”影响 ,许多文献把不同“概念作

为自己的出发点 ”(王义娜 2005: 81 - 85)。与此相应 ,研

究“某一概念在所比较语言中的表达形式 ”以及相应形式

在表达相应概念时的功能 (贺春英 2005: 47 - 50)。

20世纪 70年代 ,一些国家 (美国、波兰、联邦德国等 )

的对比研究运用 N. Chom sky转换生成语法中的生成模

式开展自己的工作 , 认为所比较的两种或多种语言中的

现象起源于同一“深层 ”结构。

最后 ,以母语为标准语的外语教学研究 ,不仅仅研究

母语同其他国家的语言 ,同一个国家不同民族语言甚至

不同方言之间的转换 ,也可以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比

如 ,苏联学者研究苏联各民族语言的多样性 ,促使人们下

功夫探讨对比语言学问题的作法 ,就值得思考。改进民

族中学的母语 ———俄语和外语教学 ,编纂双语词典以及

翻译方面的某些问题都曾经是苏联语言对比研究理论成

果实际运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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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不论以母语作为标准语 ,以概念、深层结构作

为对比的基石 ,还是把与少数民族语言相对立的行使通

用语言的母语作为出发点 ,学者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

是寻找对比的标准。这种工作同样适合外语教学。

3. 2从文化优势语言出发

在探寻对比标准的过程中 ,文化优势语言出现在研

究者的视野中。总的来讲 ,任何二语语法 ,甚至许多最初

出现的母语语法 ,都是人们有意无意间在与其他语言对

比的情况下撰写而成的。区别仅仅在于 :在第一种情况

下 ,比较的对象是母语 ;在第二种情况下 ,比较的对象是

作者的文化优势语言。学者们认为 ,印度的《巴尼尼语

法 》就已经潜含着梵语与中古印度日常会话语言相比较

的因素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欧洲语法是现代语言最早

的语法 ,它们实际上是人们在与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比

较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即便是描写“异域 ”语言或地方方

言的现代语言学家 ,他们的意识里也包含着自己习惯的

母语或其他语言的模式。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拿新语言的

事实与自己熟悉的语言比较 ,并且通过熟悉的概念网络

考察陌生语言的事实。

对比语言学产生于多语言描写及其教学的需要。所

以 ,当今的对比语言学是人们长期以来的语言描写实践

的升华和理论概括 ,完全可以运用于外语教学。

3. 3比语言学的发展可以直接服务于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是对比语言学产生的直接动因之一 ,这种

观点恐怕不会有人怀疑。质言之 ,外语教学的需要促使

对比语言学产生 ,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又反过来指导

外语教学。对此 ,张会森有过系统阐述。他把对比语言

学区分为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 ,并且说 ,

“对比语言学的应用价值首先在于它有助于外语教学和

对外语言教学 (例如对外汉语教学 ) ,概言之 ,有助于第二

语言的教学和学习 ”(张会森 2004〈上卷 〉: 7)。张先生把

对比语言学服务于外语教学的任务概括为 :“ ( 1)确定两

种语言由于差异而产生的教学上的难点 ; (2)研究教学中

运用对比的范围、具体内容和方法 ,并为编制教学大纲、

编写教材提供材料和依据 ”(同上 )。确实 ,教、学任何外

语都离不开母语。尤其是成年人学习外语时 ,情况更加

典型。在我国外语界流行着一种要求 :要求外语学习者

依靠模仿和训练达到操母语者一般无二的境界。近年

来 ,我国英语界引进并研究中介语以及世界英语、印度英

语、马来西亚英语 ,甚至中国英语这些观念的提出和研

究 ,已经表明上述要求很难达到 ,而且也没有必要花那么

大力气去事倍功半。坦诚地说 ,从学生头脑中排除母语

是不可能的 ,教学外语须要以母语知识为基础。“因此 ,

对比是加深对所学语言的理解和掌握 ,减少母语干扰 ,变

阻力为助力的好方法。”(张会森 2004〈上卷 〉: 7)这里 ,母

语与外语之间的异不仅非常重要 ,而且是外语教学中必

须着力处理的难题。

4　结束语
研究表明 ,对比语言学可以外语教学发展的基础 ;外

语教学就本质而言 ,就是母语与外语之间的语际转换。

在这一不同语言的转换过程中 ,发现语言之间的差异 (不

同 ) ,提取、归纳实现差异的语言转换手段 ,是为外语教学

的核心任务。此处的发现差异这一任务 ,外语教学工作

者完全可以借鉴对比语言学的成果 ,没有必要做重复性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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