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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J 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学生英语写作在语篇模式和表达方式出现的问题
,

同时指

出了英语写作教学中强调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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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汉
、

英思维模式的差异对英语写作

中语篇的影响

不同民族存在着共同的思维
,

但思维模式
、

思

维特征则迥然不同
。

写作是思维模式的集中表现
,

人们如何认识世界
,

如何用语言表达对世界的认

识
,

不同的民族有各自的特征
,

这就是思维模式的

差异
。

(一 ) 篇章结构
—

直线型与螺旋型

研究文化思维模式与写作关系的第一人 R o b
-

ert
.

B
.

Ka plan 在其 1966 年发表的 《跨文化教育的

文化思维模式》一文中
,

概括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5 种类型的段落发展模式
,

即英语的直线式 (lin
-

e ar )
、

闪语的平行并列式 (p留all el c oo 记in at ion )
、

东

方语言的间接式 (indi rec t)
、

拉丁语及俄语的枝蔓

式 (di gre ss iv e
)
。

汉语被纳人了东方语言的螺旋型

文化思维模式
,

而英语则属于直线式〔’〕。 对于 Ka
-

Plan 的假说
,

中外学者进行了大量 的定性和定量研

究
。

Sc o llon
,

Samo
var an d Po rt e r ,

介le r an d D avi
e s
认

为北美的语篇模式属于演绎型
,

它们把话题
、

观

点
、

态度从一开始就引人文章
,

然后用事实说明
,

即先有主题句
,

后接 自然衔接的例证句
,

而后结

尾 ; 而东方语言的语篇则属归纳型
,

先交代细节或

举例说明
,

然后逐渐引出结论
,

最后以总结归纳结

尾川
。

王墨希等通过对 18 0 篇题 目为Wh y is E喀ish

Lnl 力

~
to sc ie nti sts 的英语说明文的写作分析

,

发

现以往基本没有受过英语写作训练的学生有 3 /4 采

用曲折中前进的隐伏式语篇模式即归纳式语篇川
。

针对中国学生中的英语初学者所使用的语篇模

式不同于英语族人这一现象
,

很多中外学者对其产

生的原因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

Ka plan 认为中国学生

英语作文的螺旋型结构源于
“

八股文
” ,

但一些学

者不以为然
,

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
“

八股文
”

不能

作为现代说明文的有效范例
,

并从中国学生所熟悉

的古汉语说明文中找出具有直线式发展特点的两段

实例
,

由此说明古汉语中也有典型的英语段落结构

特征闭
,

凡ce nto 也从古汉语说明文中挑出一段实

例
,

证明该段落的结构与英语写作规范 格格不

人川
。

这说明不能仅凭从中国古代说明文中挑选 的

一两个例子来判断今天中国学生的文章结构之总体

安排是否与
“

八股文
”

有关
。

虽说
“

八股文
”

早已

被摒弃
,

不可能对现代中国学生的 L1 作文
、

皿 作

文产生直接影响
,

但其修辞原理和基础仍是中国文

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因而对中国学生的思维方

式必然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

但当今对中国学生 U 作文起直接影响作用 的

是他们在接受现代汉语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汉语写

作习惯
,

也就是说
,

有关汉语写作质量优劣的标准

或现代汉语写作教材中对汉语写作原理
、

技巧
、

体

式的规定都会对中国学生英语作文语篇模式的选择

具有直接影响作用
。

汉语的文章章法对于整体篇章的设计
、

组织和

处理可 以概括为八个字
: “

文贵有变
,

文不喜

平
” [e]

。

这说明汉语读者与英语读者的期望值不同
:

英语读者希望文章的结构平铺直叙
,

直截了当 ; 而

对汉语读者而言
,

变
,

则读者有兴趣
,

不平
,

则文

章生姿态
。

汉语写作的这种主张行文不必时时
、

处

处均写与主旨有直接联系的内容
,

而采用
“

若即若

离
”

方式将某些内容做适当的灵活处理
,

以避免篇

章布局单调
、

死板的观点对中国学生英语写作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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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建构确有不小的影响
。

从根本上说
,

语篇组织能

力问题在于思维本身
,

而思维的训练是复杂的
,

难

以立杆见影
。

这一问题也同时说明
,

只注重语法
,

而忽视篇章的传统写作教学是本末倒置
,

英语写作

教学中对因文化不同而产生的语篇差异问题应予以

足够的重视
。

(二 ) 篇章主题
—

直抒己见与委婉暗示

杨振宁在 《杨振宁访谈录》中说
, “

中国的文

化是向模糊
、

朦胧及总体的方向上走
,

而西方的文

化则是向准确和具体的方向上走
。”

国内外学者在

研究中发现
,

中心思想模糊不清
、

模棱两可是中国

学生英语写作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

张在新等对包括

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在内的 200 名中国人民大学

学生进行作文测试
,

结果发现 59 % 的作文没有主

题思想 [ , 」
。

中国学生英语作文的这种
“

主题不鲜明
” 、 “

重

点不突出
”

的现象或许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哲学

思想有某种关联
。

在中国某高校教授英语写作的外

籍教师 Ke
n

Ke ob k e
反映

,

中国人看问题往往从事

物的正反两方面 出发
,

采取不偏不倚的
“

中庸之

道
”
[s]

。

所以写文章时爱搞平衡
,

既说优点
,

又说

缺点 ; 既指出好的一面
,

也指出坏的一面
。

何去何

从
,

要由读者做出选择
,

而不明确提出自己的观

点
,

因为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会被认为

走极端或不公允
。

依如此模式写成的英语作文在英

语族人眼中其论点之模糊
,

结论之无力就可想而知

了
。

H in ds 也从语言类型的角度对中国学生在英语

作文中的此种主题思想表达方式作出解释
。

他认为

东方语言 (汉语
、

日语
、

朝鲜语和泰国语) 依读者

与作者相关责任
,

当属读者责任型 (re ad er- re s

pon
-

si bil ity ) 的语言
—

读者有责任通过添补必要的信

息及过渡
,

理清上下文的关系
,

从而把看上去不相

关的部分组成连贯的语篇
,

领会隐含于文中的
、

作

者暗示的主题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

作者的任务并不

是清楚地交代主题
,

而是引发读者对从前未曾考虑

的问题进行思考
。

Hi nd
S
称这种风格为

“

延辞引出

目的
”

语言
。

而英语则是作者责任型的语言
—

作

者有责任给出读者期待的
、

表明文章连贯与一致的

标志
,

并交代过渡陈述及文章的中心思想[0]
。

在中国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儒教
、

道教和佛教的

哲学观都是讲究
“

悟性
”

和
“

言外之意
” ,

而西方

思维方式受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

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的影响提倡逻辑推理
。

正是在这种不同的文

化思维和民族心理的前提下
,

中国人不敢直抒己

见
,

而西方人则强调个人的看法
。

总之汉英写作中

主题思想的暗示与明示
,

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
,

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写作习惯
,

不同的读者期待
,

思维

方式以及民族的心理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
。

(三 ) 篇章策略

—
朴实无华与华而不实

篇章策略 (te xt s
如te gy ) 是 E nk vis t 提出的 术

语
,

指篇章生产者根据交际 目的对组篇所作的总体

决策和选择
,

是为一定的 目的而对决策参项 (dec i
-

sio
n Pa

~
) 所作的权衡 [’0]

。

在写作中
,

当篇章

的构架及主题确定后
,

篇章的策略表现为作者采用

何种论据和手段来实现交际目的
。

我国学生英语作文中所使用的篇章策略与英语

族人确有一定差异
,

正是由于这种差异与英语族人

的期待不一致
,

甚至是大相径庭
,

使得中国学生英

语作文的交际效果大大减低
。

主要问题表现为多主

观论断 (ass
e rti on ) 而少事实论据 (p伽f) ; 多慷慨

陈词而少逻辑推理 ; 多成语典故而少个人创新
。

邓

炎昌指出汉英说理性文章 (如政论文
、

社论或讨论

社会间题的文章) 差异显著
:
英文以事实说话 (Iet

阮 ts s详ak for th e
ms

elve s
) ; 而汉语政论文则强调使

用战斗性语言
:
we ~

t (我们必须 )
,

w e sh耐出

sho ul d not (我们应该/不该)
,

it 15 ab su 记 (⋯是荒谬

的)
,

~ lu te ly de

lnan
d (坚决要求⋯ ) 等

。

而这却

犯了英语论说文之大忌
,

感情诉诸
。

英语的说理论

说文强调以理服人而节制情感 (。tio 耐 ra th er th an

~ tion al )
,

因为读者对所读的东西本来就心存疑

虑
,

若他们感到作者是在激动昂扬的状态下抒发和

宣泄个人情感
,

自然会排斥作者的观点叫
。

只有

温和
、

理智和冷静的措词才令人信服
。

中国学生英语作文的语篇策略除倾向于采用种

种方式翻来覆去不断重复同一主题即多论断
,

少论

据外
,

很多学者还发现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充塞成

语
、

谚语
、

文学典故及名言警句等
。

Ke o bke
发现

中国人写文章往往大量引用古人的话语或古代故事

传说等以说明和印证文中的观点
,

外国人则多用现

代的普通人经历来阐述自己的看法
。

综上所述
,

在选择篇章策略上
,

中国学生倾向

于堆积和重复论断
、

引用典故和权威
、

套用成语和

谚语来实现篇章目的
,

即依赖传统和权威策略 ; 英

语族人则强调使用数据和细节
、

引述个人和常人经

历
,

运用成语
、

习语则采用掐头去尾
、

添枝加叶的

推陈出新策略
。

由此可见
,

中国学生在英语作文中

引用典籍和习语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及汉语写作习

惯存在某种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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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汉
、

英表达方式差异对中国学生英

语写作的影响

(一 ) 中国学生英语句子结构存在的问题

美国学者 Seha ehre : 和 R u 山e
而rd 曾发现

,

中国

学生所犯的某些被动语态错误
,

其实是其应用
’‘

主

题 (toP ie ) + 述题 (
e o :

nm
e n t)

”

结 构的结果
,

是汉

语影响所致
。

如
:

.

(x ) Chan g
’ 5 6叉洲」(he

)
In u s t m ak e

(it ) in th e

kit山en of th e

res ta u

二
t

,

b u t M a乃
’ 5

foo d (11 e ) e o u ld

m a ke
(it) i。 his ho u se

.

[’2 ] (括号内单词为 se ha e l飞te
r

等

添加)

汉语是一种注重主题的语言 (t叩ic p ro rni ne nt )
。

句子的基本结构不是
“

主语
十
谓语

” ,

而主要体现

为主题与述题的关系
。

主题总是位于句首
,

是说话

人想要说明的对象
,

述题紧接主题
,

是对主题的具

体阐述
。

汉语中
,

主语往往不是至关重要的
,

常可

省略而不影响话语的语义解释
”〕

。

如
“

电影 (你 )

去不去看
” ,

其中
“

电影
”

为主题
,

其余部分为述

题
,

主语
“

你
”

被省略
。

中国学生所写英语句子套

用了汉语的
“

主题
+
述题

”

结 构
:

在例 (l) 中
,

Chi an g
’。 放妇 和 M明

· ’ s 五洲洲」是主题
,

与谓语
: n u st

tak
e 和 co ul d ta ke 实际 并不 存在 主谓 关 系

,

因为
n lu s t tak e

与
e o u ld ta ke 的真正 主语与其宾语通过上

下文提供的背景已经很明了
,

所以就被省略了
。

此外
,

肠ha ch tel 和 R u 山e
rfo rd 还发现

,

在中国

学生的作文 中
, “

th e re be
”

在句中出现的频率比其

他国家的英语学习者高
。

其中不乏错误使用
,

如
:

(2 ) Th
ere w e re m an y n e w p a tri o rs in m y e o u n t,y

缪dlere d to g e the r a n d e stah lishe d a n e w e o u n
盯

.

! ’2 1

笔者也在学生作文中多次发现类似错句
,

如
:

(3 ) Th
e 二 15 a sa ) in g sa id d la t tl

飞ere is a 即lde , 1

ho u se in th e 抚以1
.

例 (2 )
、

例 (3 ) 的错误产生于注重主题的语

言对主题的限制
,

即主题必须是确定或已知的
,

如

主题不确定或为非已知信息
,

在汉语中
, “

有
”

就

被用来引出主题
,

如
“

有谣言说我们的教授要走

了
” 。

中国学生在碰到类似情况时
,

就自然用英语

的
“

有
”

—
th ere b e

来代替了
。

笔者认为
,

中国学生英语句子结构反 映出的
“

主题
+
述题

”

的特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

语的影响
,

但从更深层次说
,

中国学生倾向于使用

主题结构
,

不管是在汉语中
,

还是在英语中
,

这都

是中国传统整体思维模式的反映
。

中国人整体优先

的思维方式强调整体概念
,

也使语句的意义高度依

靠上下文关系
,

突出句子在篇章 中与上下文或语境

的联系
,

从而施事主体 (即主语 ) 可以蕴含在行为

事件的主观表现 中而不被视为句子构造 的主要成

分
’4 1

,

以致常被 省略 中国学 生用 英语写作 时
,

仍是以整体思维去构筑英语句子
,

就产生 了许多英

语语法所不能认同的
“

主题
十 述题

”

结构

(二 ) 中国学生英语句子类型存在的问题

笔者曾对所教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期中考试英语

作文作过一项调查
,

发 现简单句约 占 60
.

2%
,

复

合句约占 29
,

l%
,

两者相差 31 1 个百分点
:

而笔

者对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所作的抽样调查显示
,

英语为本族语者所写文章中
,

简单句约 占 43
.

6 %
,

复合句占 34
.

9 %
,

两者相差仅 8
.

7 个百分点
。

这让

我们感到
,

中国学生虽已学习英语多年
,

仍然喜欢

写简单句
。

当然写简单句本身没有什么错
,

但学生

在写作存在逻辑关系的各句时
,

常常未能用一些过

渡连接语 (t
ran sit ion al wo rd s

) 适当地把这些句子连

接起来
,

而对于某些句子来说
,

这些过渡连接语是

必不可少的
。

如
:

(4 ) Yo u ean ta lk 们 th the rn ,

p la }J w ith t}le , 1 , an 〔I

te a 〔
、

1
1
d le ln kn o w le d g e

.

Yo u oan g e t a Io t o f 1
1 a p p in e s s

.

例 4 中两个简单句其实在意义上有 一定 的关

联
,

即教师的快乐来 自于与学生的交流
、

相处
。

这

句话可作如下修改
:

(4 a
) Yo u e a n tal k w idl th e m

,

p la ) w ith d le m an d

te a e }1 tlle ,n k n o w le d罗
,

fro
ln w l

liell yo u ean g e t a lo t o f

ha p p in e s s
·

笔者在学生 的作文 中还发 现很多逗号连接句

(C o l

二
a : p lie e s

)
,

约 占 3
.

9 %
,

如 (划线单词 fo
r

为

笔者添加 )
:

(5 ) Se e o n d
,

te a o hin g 15 a Clla lle n 罗 fo r yo u ,

fo r

)乃 u s l
lo u

ld c a tell u p w ith th e la te s t in-fo
n n a tio n so t圣

la t yo u

ean a l
、、ays q u就ify yo u二e ir fo r

th e e

二
e r

.

这种句子在

英语中属病句
,

但相应的汉语译文却是可以理解且

正确的
。

中国学生英语作文中像这样可用却未用适

当过渡连接词的句子还很多
,

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认

为是汉语意合的特点干扰所致
。

中国哲学
、

艺术和语言注重的是心理时空
,

尤

其偏重于时间的逻辑事理性
,

即使是空间
,

也常常

表现为流动的空间
、

’5」
。

因此
,

中国人在用语言表

达一些较复杂 的思想时
,

往往按 照动作发生的顺

序
,

或逻辑顺序
,

逐步交代
,

从而形成一种
“

流水

句
”

式的时间型样态
。

例 (4) 中
,

教师得到快乐

是果
,

与学生交流
、

相处是因
,

按因在前
,

果在后

的逻辑顺序排列而未用任何连接词
。

另一方面
,

中



何芸等
:

浅析文化差异与英语写作

国人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
,

强调直觉
、

普遍联系
,

轻视分析
,

这种思维方式也必然使中国人倾向于将

语句的语意
、

语境
、

修辞
、

逻辑等都融铸一体
,

所

以在例 (5) 中
,

因从教与不断学习
、

充实
、

挑战

自己两者之间的必然关系已蕴含在上下文中
,

明确

表达这一关系的词
,

如 fo r ,

就被省略了
。

中国学

生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来塑造英语语句
,

从而丢

弃了许多在他们看来并不影响意义表达的连接词
。

西方民族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形式逻辑
、

抽象思

维
。

人们用清晰的几何学方法来认识自然
,

从理解

到表达都渗透着理性因素
。

这些表现在英语句式

上
,

就是以限定动词为中心
,

以主谓结构为主干
,

通过大量反 映形式关系的动词不定式
、

分词
、

介

词
、

连词
、

关系代 (副) 词等把句子其他各个成分

层层搭架
,

由中心 向外扩展的
“

空 间型构造
’,

〔川
。

中国学生如果不知道这点
,

写出来的中式英语语句

就会因缺少了显示语际关系
、

主次先后的连接词标

记
,

让重分析
、

重逻辑的西方人无法理解接受了
。

言
、

文化的差异
,

并在教学中加强学生在写作中的

跨语言
、

跨文化的交际意识
。

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

在英语写作中不只拘泥于一词一句的正确
,

而更加

注重文章的整体交际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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