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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现代语义学基本理论(如语义三角形理论、语义基本结构类型理论、语义变异类型理论、语义场
理论等)和对比语义学基本语义范畴(如数、颜色、委婉、称谓等)为中心命题，以语义深层(功能)对比
为基本方法，以俄汉(适当兼顾英汉)为语言材料，揭示语义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理论之间内在联系
的规律性，透视非亲属语言间共时和历时形态特征及其转换的基本方法；同时运用语言学“三个平面
”理论和句子语义学基本原理，尝试探讨某些语义句法结构与翻译问题，运用篇章语义学理论首次提
出并系统论述篇章翻译思想等。
本书原名《语言与翻译新论——语义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1988年出版，经十年教学使用，反响
良好，今修订再版，书名略作变动，以适应教学需要，作为“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之一种出
版，供高等外语院校本科生、研究生及广大翻译工作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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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秉钦(193 5-)，笔名秉公，天津宁河人。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教授，历任莫斯科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教育部翻译学科通讯评议组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政协天津市委员等。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府生涯中，一直从事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史和对比语言学研究与教学，先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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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第一章　语义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理论　　第一节　语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
此时期，语义学的发展受到了语言学界三大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第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其理论贡献在于：他明确提出，“语言是一种自足的结构系统”。
此说是建立在数对影响深远的对立概念基础之上的：包括“语言”和“言语”，“内部的”和“外部
的”，“共时态”和“历时态”，“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他的著名的这种“二分法”指明了语言研究“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作出了里
程碑式的贡献。
并在此理论基础上，出现了世界著名三大学派：布拉格学派（以音位学研究为主）、哥本哈根学派（
以语符学研究为主）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以布龙菲尔德和霍凯特为代表人物）。
这三大学派完全是对他的思想的具体阐发。
　　第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此理论的贡献在于：他把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区别开来，导致语言学领域的又一场革命。
他认为，人类语言并非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首先是一种生理现象。
人类头脑中存在一种特殊的语言处理机制，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
他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一种语言的语法，其主旨在于描写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
固有的语言能力。
而且，如果这种语法是完全明晰的——句话说，如果这种语法不是依赖于有理解力的读者的智力，而
是提供一种对读者理解力的明晰分析_我们就可以（多少有点多余地）把它称作生成语法。
”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生成语义学”（其语义部分具有生成性，而句法部分只具有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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