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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1年，杭州大学外语系“外汉语言对比研究”课题组曾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了
《语言对比研究》一书。
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课题组成员撰写的我国汉德、汉日、汉俄、汉法语言对比研究综述，但是由
于时间紧迫和其他因素，汉英对比研究的综述未能列入，给我们留下一大遗憾。
自那时起，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对《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我国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作一番更为
全面、详细的梳理。
这个愿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新世纪的临近显得更加强烈。
其实，一些从事对比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杨自俭教授和潘文国教授也曾公开地提出要写一部英汉对比
研究史。
到了90年代末新浙江大学的成立，促成了2000年上述想法的实现。
1999年，在原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大学语言学系、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外语教学部的
基础上组建了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大外院成立之后迅速建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并把汉外对比研究作为该所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2000年原属4所院校从事汉外对比研究的教师一起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了一项名为
“20世纪汉外语言对比研究”的课题。
不久，该课题被批准立项，项目编号为N95115。
《20世纪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就是全体课题组成员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在这3年里，曾参加本课题研究工作的有（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陈向阳、陈月红、何文忠、
刘慧梅、马博森、邵灵侠、谭惠娟、王之光、吴永琴、谢志宇、许高渝、张建理、朱余刚。
除陈月红博士由徐烈炯教授推荐，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外，其余人员均来自浙江大学。
协助课题组整理材料的有本院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点的部分研究生，他们是：何向花、傅利
琴、黄静、刘华荣、缪晓蓉、潘晓霞、魏建华、邬杨源、姚巧莉、张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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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对比语言学史，对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研究都有参考意义。
它的理论价值在于展示了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变化，为对比语言
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它的应用价值，一是可作为中外语言学专业师生的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参考书，二是书后的两个资料索
引是基础研究的一项前提工作。
对学术研究来说，资料工作的价值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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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汉外语言对比研究百年回眸  1.1 20世纪上半期的汉外语言对比　1.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
外语言对比　1.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汉外语言对比　1.4 20世纪90年代的汉外语言对比第二章 汉语和
英语的对比研究　2.1 汉英语音对比研究　2.2 汉英词汇对比研究　2.3 汉英语法对比研究　2.4 汉英修
辞对比研究　2.5 汉英语用对比研究　2.6 汉英语篇对比研究第三章 汉语和其他主要外语的对比研究
　3.1 汉俄语言对比研究　3.2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3.3 汉德语言对比研究　3.4 汉法语言对比研究第四
章 香港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4.1 汉英语言对比研究　4.2 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　4.3 语言对比与语言教
学研究　4.4 语言对比与语言习得研究　4.5 语言对比与社会语言运用研究　4.6 与语言对比相关的其他
问题第五章 新世纪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展望附录一 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论文篇目索
引(1954-2000)附录二 汉外语言对比专著、论文集索引(195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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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1952年，苏联专家马蒙诺夫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就提到了在外语教学中运用
比较方法的问题。
他指出：“研究外国语必须依赖于学生们对本国语的了解，并将这两种语言的语法现象进行必要的比
较⋯⋯在外国语教学中应当广泛应用比较法.对比外国语与本国语的语法结构，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领
会外国语的特点，同时并能加深对本国语言的了解。
”①次年，《俄文教学》转译了苏联学者拉赫曼诺夫的《教授法与语言学》。
该文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教授语音、语法和词汇所应当比较的方面，如教授语音时可比较单个音的
发音方法，比较类似的或相仿的音的发音，比较音在词和词组中的发音，比较重音和语调；教授词汇
时可从词义范围、搭配、构词法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教授语法时对比相应的句法和词法现象，如词序
等。
不但要比较本国语和外国语有分歧的语法现象，相似的现象也要比较。
萨利斯特拉的论文《论中学外语教学依靠本族语言的原则》、马赫穆多夫（苏）和依萨阡柯（捷）合
写的《论两种语言的对比》，以及苏联《非俄罗斯学校俄语教学》杂志围绕着俄语和学生本族语对比
问题的讨论情况也先后被译介到中国。
这些论文和讨论不但涉及了从教学法角度的对比问题，如对比的教学意义和教学价值，而且涉及了语
言学上的对比问题，如对比的理论价值、如何对比、对比的实质和重点等问题。
一位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苏联专家还在该校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提出了外语院系的科学研究中
应包括俄汉语言对比项目的设想，他认为，在俄汉语言对比大项目中可以包括俄汉语构词法、标点符
号使用、句子次要成分、成语、语音系统、简单句的词序、领属意义表现法、主从关系表现法、复合
句等研究课题。
苏联的比较教学法原则及与此相关的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不同语言之间对比的思想在我国学者和外语教
学工作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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