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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与翻译》

内容概要

《思维模式与翻译-揭示英语的奥秘》，本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秉承“贵在创新、重在实践”的原
则，期盼在英汉互译学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上有所突破，作者重视语义、语用和社会文化在翻译的思
维模式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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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与翻译》

作者简介

　　陆国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
、全国高等院校外语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1991年被列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出版的
《名人录》。曾在海内外出版的专著及主编的词典有：《英汉和汉英语义结构对比》（专著）、《现
代英语词汇学》（专著）、《现代英语构词》（专著）、《现代英语联想与搭配》（专著）、《现代
英语表达与理解》（专著）、《英汉概念结构对比》（专著）、《英语句型研究》（专著）、《新世
纪英语新词语双解词典》（获中国辞书一等奖）、《英语联想和搭配词典》、《英语新词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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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与翻译》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立论依据一、概念能力二、概念映射三、概念整合第二章 思维模式一、思维模式的组合1.语言
和思维的融合2.语言和文化的融合二、思维模式的启动和运行三、概念结构第三章 思维模式的特征一
、英语思维模式的特征1.关系词凸现结集2.不按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搭建概念结构3.严格遵循英语思维
模式的运行规律二、汉语思维模式的特征1.动词凸现结集2.搭建概念结构3.遵循汉语思维模式运行规律
第四章 英汉思维模式互动转换一、概念表达结构化1.经典例证2.触类旁通二、激活概念结构联想机制1.
同义概念结构联想2.反义概念结构联想三、关联概念结构联想四、以话语为核心的概念结构联想五、
词义、词性和词序的整合六、概念结构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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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与翻译》

编辑推荐

　　《思维模式与翻译：揭示英语的奥秘》是在《英汉概念结构对比》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作者认
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思维模式，而每种语言的思维模式都有自己的特征。作者在句法结构研究上
注重语义、语用和社会文化在思维模式上的整合，把概念表达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对此运用很
多实例加以充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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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与翻译》

精彩短评

1、评论可以简化为: 理解为先, 不逐字翻译, 理解后按照最自然的中文翻译出来即可. 
2、内容不多，但受益匪浅，不容错过
3、思维模式与翻译：揭示英语的奥秘，实惠。
4、从认知角度讲英语学习
5、一本小书，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翻译，归纳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异同，对英汉互译很有启发。
6、对习惯使用中式英语的人，在思维方式上起到一定改变作用。
7、没想到还读了这么本书，挺薄的，不过里面有的内容值得学习
8、这是一本好书，概念是很实在的东西，却非要惯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真是万
能啊
9、便宜，小巧但使用方便，实用的一本书，不错
10、书还是很受用的，建议先读《英汉概念结构对比》，再来读这本书。
11、理解为先, 不逐字翻译, 搞清“概念结构”后按照最自然的中文翻译出来即可.
12、我旦老先生的书。大意：1. 不要想着静态的词的对应，要从他所谓（出现在实际文本和语境中的
）“概念结构”入手，2. 用他所谓两种语言的思维模式来重新组织句子，把“概念结构”再整合成地
道的表达。讲真，读书的时候看这些也就“哦”一下，自己写过译过几十近百万字才知道每天挣扎的
就是这些。书中例句也是，当年看到恐怕只觉得巧妙，现在觉得颇可探究一番。
13、举的例子都很简单，但提供的翻译译文对比果然让小菜鸟我深深佩服，深觉专业翻译之“路漫漫
其修远兮”。可是理论说明写得好抽象，反正我虽然学语言但不是linguistics专业的，也看得云里雾里
。例子对比不带解释是要让读者自己领会的意思么？可是全文的结构就是先陈述理论A，再举例
子BCD，既不在陈述理论时解释理论，又不在例子后面呼应理论，说明这个例子怎么就说明理论了。
这这这⋯⋯这可让人如何是好？
14、思维与翻译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本书对这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值得阅读。
15、看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笑了。
16、从网上看到的一本书 ，对英语思维培养和英汉对比翻译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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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与翻译》

精彩书评

1、据说是一篇论文编辑整理成的小册子。既然是论文，那么就有论题和论述。论题就是：中文和英
文的思维模式是不同的。那么论述就是对中文和英文语言所谓思维模式不同而在不同章节的具体分析
。分析的方法当然主要还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至于从中谈到的社会文化，并没有深入举例讨论
，只是简单提到，毕竟这又是一个需要更加深入讨论和分析的思维角度（宗教，地域，政治等等）。
应该说，陆老的初衷其实是想从最基本最浅层的他所谓的在两种语言结构体系下建立思维单元组合的
“概念结构”，就是这个小东西的排列组合使得中英语言的思维模式不同。所谓“思维概念”不同，
在我看来就是从一开始，大家看待事物和表达事物的方式就是不同的。引用对两种语言最形象的比喻
说明：英语就像是一串葡萄，对于想要表达的中心主题就是那根主干，至于一个个葡萄，就是用介词
，连词，短语等等相互串联起来的用来表达事物／事件内容，存在状态等等的修饰，整个葡萄通过错
落有致的大小枝节将各个葡萄紧致地窜到一个根上。而中文就是竹子，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逻辑顺序
，一节一节进行表述。总之，英文重描述，中文重叙述。英语重形式的存在状态，中文重动作的发生
先后。全书章节部分的分析论述和一些例句论证的合理科学性和确切说明，感觉很多有些牵强（个人
意见）。我想，陆老对两者语言所进行一一的剖析，其真正目的也是想读者能够从中能从分析例句中
慢慢到体会两种语言思考看待对象的模式的所谓不同。对于翻译，当然，理解目标对方的思维角度，
寻求目标语言的表达方式，继而正确不失偏颇的传达源语言的表达主题。自己的感悟，想要做好一个
译者，真正还要需要多多积累积累，让英文的那个小东西在脑子里发芽成长成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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