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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语理论下的中式英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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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式英语普遍存在于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它受母语的影响 , 既不同于母语 ,又区别于英语 , 是一

种过渡性语言。母语的迁移是中式英语的最重要成因。母语作为学习者已经掌握的语言系统必定对目的语产

生很大的影响 ,而过渡语是 “母语—过渡语—目的语”系统中的一个必然过程 , 它具有必然性 、系统性 、渗透性和

过渡性等特点。因此 ,英语教学中应客观看待 , 重点在于制造语言环境 ,培养英语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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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styleEnglishexistscommonlyinthecourseofEnglishstudyforChineselearners.Influencedbytheirmother
tongue, differentneitherfromnativelanguage, norfromEnglish, itisaninter-language.Mothertonguetransferisthemostimportant
reasonofChinese-styleEnglish.Mothertongue, asalanguagesystemmasteredbythelearners, influencesundoubtedlythetargetlan-
guagewhileinter-languageistheinevitablecourseinthesystem“mothertongue—inter-language—targetlanguage”whichpossesse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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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外语学习者说英语时总是会出现一些不被

英语本族人所接受的语言 ,并且在语流、语速、用词 、

句子结构及言语风格等方面也总是与英语本族人的

表达方式大相径庭 , 这些带有汉语烙印的英语常被

称为中式英语(Chinglish)。邓炎昌认为 ,中式英语

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由于受到母语的影响和干扰而

生成的口语和书面语 ,是一种符合语法规范的 ,却不

符合标准或地道的英语表达习惯的表达方式 , 尽管

有时能被理解 ,却不能被本族语者接受。[ 1]美国专家

JoanPinkham曾对中式英语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定

义:“ Chinglish, ofcourse, isthatmisshapen, hybrid

languagethatisneitherEnglishnorChinesebutthat

mightbedescribedas̀ EnglishwithChinesecharacter-

istics' ”(中式英语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 , 又区别

于目的语 ,是一种带有母语特征的不地道的畸形语

言)[ 2] 。

这种语言具有独立的风格。中式英语是过渡语

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学习者向目的语体系过渡过程

中无法避免的语言现象。本文试图从过渡语理论出

发 ,对中式英语形成的原因及特点进行探讨。

一 、过渡语理论

“过渡语(Interlanguage)”一词最早是由 Selinker

在“LanguageTransfer”一文中提出的 ,他于 1972年在

IRAL上又发表了另一篇论文“Interlanguage”,这篇文

章被视为过渡语理论的奠基作之一。他认为过渡语

是目的语学习者的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 ,在结构上处

于母语与目的语的中间状态。Selinker对过渡语所作

的定义不仅指出过渡语本身是一个“阶段—过程”的

双重系统 ,而且还揭示了它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系统 ,

即“母语—过渡语—目的语”系统中的一个必然成分

和过程。[ 3]在这个系统中 ,目的语学习者从母语出发 ,

经过过渡语 ,到达目的语。尽管他认为更多的学习者

在到达目的语之前出现学习的石化现象(fossiliza-

tion),但他坚定地认为 ,要到达目的语 ,必须经过过渡

语。过渡语是第二语言认知中的必经之路。

Corder把过渡语系统看作是某一特定目的语的

方言 ,强调了语言能力形成的动态与发展的过程
[ 4];Nemser认为过渡系统是不断向目的语系统靠近

的近似系统 ,强调其向目的语系统的发展 [ 5];Selink-

er强调的是过渡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系统自主性 , 它



是由某个第二语言学习者自主发展起来的规则系统

创造出来的 [ 3] 。虽然 3位学者观点各有不同 ,但他

们都首先把过渡语系统看作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 、

独立的言语输出为基础的语言系统。然而 , 到了后

期 , Ellis指出 ,过渡语是学习者所构建的抽象的语

言规则系统 ,以此作为学习者理解与生成第二语言

的基础 [ 6] 。这个规则系统被看作一种心理语法。这

种带有心智色彩的理论与早期的过渡语理论假设的

基础从根本上不同。笔者更为赞同早期过渡语的理

论。首先 ,应把过渡语看作存在于客观外界的语言

系统 , 通过观察学习者的言语行为推理学习者过渡

语产生的心理过程。 Selinker归纳了以下 5个最重

要的心理过程:语言迁移 , 过度概括 , 训练迁移 ,学习

策略和交际策略。其中语言迁移 , 特别是母语迁移

对过渡语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 3]正如 Ausubel

指出的:第二语言学习中竭力避免母语迁移作用是

不现实的 ,也是无效的。[ 7]

过渡语认知一定遵循它自身的构建规律 , 而这

种规律的建立基础是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相互作

用。在习得目的语之前 , 学习者头脑中已经存在着

母语 , 当学习者由于缺乏必要的目的语知识在交际

中遭遇困难时 ,就会求助于母语去弥补目的语知识

的不足 ,就是因为学生把当前的目的语信息与母语

的学习经历进行类比 , 导致在目的语习得及其运用

过程中 ,外语及其外语所依附的外语思维在与母语

及其所依附的母语思维的竞争中必然处于弱势地

位 ,从而出现具有很强汉语特点的过渡性语言———

“中式英语”。母语迁移的前提条件是母语与目的语

之间有相关关系 ,即存在相似或相异之处。当两种语

言结构相似时 , 迁移就会促进目的语的学习 ,称为正

迁移;当结构不同时 ,迁移则干扰或阻碍目的语的学

习 ,称为负迁移。中式英语正是汉语负迁移的结果。

母语迁移在过渡语语音、词汇 、句法、语用等各个层面

中都有体现 ,本文着重从词汇层面来进行探讨。

二 、中式英语在词汇运用方面的具体研究

(一)“假朋友”现象的研究

　　中国学习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先建立了

比较完整的母语系统 , 然后才开始学习目的语的。

在词汇学习过程中 , 很多学习者想当然地以为不同

语言、文化和感知之间有大量的共同之处 ,并将两种

语言的语义大致对等起来 , 无视母语和目的语在概

念分类上的区别 ,忽略那些在母语和目的语中表面

看似对应而实际存在语义差异的单词。中式英语最

突出的表现就是生搬硬套 , 把母语和目的语进行逐

字替换 ,通过字面直译进入目的语运用。这些假对

应词明显地体现了母语的结构特征。例如在翻译

“拳头产品”时 , 当学习者看见 “拳头”一词 ,脑海中

最先闪过的就是 “fist”。因为 ,学习者最初是通过借

助原有认知结构中母语的 “拳头”来对等记忆 “fist”

的意义;随后“fist”这一形式与 “拳头”这一概念 , 经

过多次共现 ,形成了固定的语义联结 ,长时间难以重

组出现词汇石化 , 这时 “拳头”的信息被复制到了

“fist”上 , 形成了母语过渡阶段。然而 , 根据语境 ,

“拳头产品”是用来描述优异的有市场竞争力的产

品 , “拳头”的意思是“优异的 , 有吸引力的”而不是

其核心意义指身体的部位 ,因此应选用 “knockout”。

学习者没有从相关语境输入中整合重组信息 , 仅仅

机械地借用母语语义概念 , 用汉语表达进行了直接

或简单的替换。

(二)动 /名词搭配错误现象的研究

中国学生动 /名词搭配错误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

是动词与后面的名词搭配失当 ,相互搭配的词要么不

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要么违反了搭配中两个词的语义

同现规则 ,或者是用了违背语义选择限制的替代词 ,

造成语用失误和语义异常。为了研究母语与动 /名词

搭配错误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表 1中“do”的几个显著

搭配进行一下分析研究。如果我们在汉语中找到与

这些错误组合对等的动 /名词组合 ,我们就认为这些

错误的组合是受了母语影响而产生的。

表 1　“do”动名词搭配

1 docooking 做饭

2 dobusiness 做买卖

3 dochurch 做礼拜

4 doacompany 做伴

5 doresearch 做研究

6 doadream 做梦

7 doahost 做东

8 doaguest 做客

9 doanofficial 做官

10 doacomposition 做文章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 ,几乎各例都显出母语影响

的痕迹 ,而符合英语规则搭配和语境的 “做(作)”与

“do”的对应却没有多少。这表明学生在词汇学习

中只注重一个个孤立的单词以及该词在汉语中对等

意义的记忆 ,在进行语言产出时急忙调用母语词汇

和规则临时硬译。 从地道的英语思维出发 , 能与

“research”构成搭配表达 “做研究”的动词还有很

多 , 如 “conduct”、 “make”、 “pursue”、“undertake”、

“workon”、“carryout”等等。但由于 “`做(作)' 就

等于`do' ”的固定的心理词汇对等关系 , 中国学生

在运用时 ,会首先选择与汉语语义直接对应的英语

词“do”进行语义解释和转换 , 然后比照汉语的搭配

模式把英语的词汇元素进行组合 , 最终形成独特的

既包含母语特征又包含目的语特征的过度语———中

式英语。究其原因应当是 , 教学中过分注重语法结

构的准确性 ,对词语的运用环境及搭配提供不正确

的语言输入 ,导致学生对目的语的词语和搭配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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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错误假设 ,并过度依赖母语词语的对等翻译。

三 、由过渡语理论分析中式英语特点

(一)必然性

　　根据过渡语理论 , 目的语学习者的语言系统

是不同于本族语者语言系统的独立语言系统。也

就是说 ,除了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系统外 , 还存

在着与两个系统并列且介于它们之间的过渡语系

统。由于目的语是在母语掌握之后进行学习的 ,

必然会在各个层面上受到母语的影响。 因此 , 在

学习者完全掌握目的语之前的语言系统均属于过

渡语 ,它的出现是目的语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

母语作为客观存在对目的语影响的必然性使得中

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中无法避免中式英语的出

现 , 只是程度上会有所差异。

(二)系统性

Selinker认为 ,在以潜在的心理结构为基础的

理论建构中 , 学习者的言语行为或行为事件是可

以预测的 , 如某些潜在的心理过程 , 母语迁移 , 规

则泛化等是普遍存在且有规律可循的。[ 3]这里的

系统性即是指过度语与其它自然语言一样具备自

身的连贯结构 , 研究者可以对其进行系统的语言

分析。尽管过渡语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 , 但在过

渡语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表现出内部的一致性和系

统性。而且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也有

一定顺序 , 受规律支配 , 这套规律是由学习者自主

创造的。在同一文化背景下 , 处于同一发展阶段

的语言学习者采用基本相同的手段构建过渡语。

中式英语随着学习者新语言知识的摄入和对假设

的不断修正并逐渐趋向目的语正确形式的过程

中 , 通常都要经历 4个阶段:无规律错误阶段 , 过

渡语形成阶段 ,系统阶段和稳定阶段。

(三)渗透性

该特征由 Adjemian提出 , 它是指过渡语可以受

到来自母语和目的语两方面的规则或形式的渗透。

从母语来的渗透 ,就是正迁移和负迁移;从目的语方

面来的渗透 ,则是对已经学过的目的语规则或形式的

过渡概括。[ 8]正因为过渡语具有可渗透性 ,才使其成

为一个既不同于学习者母语 ,又区别于目的语的特殊

语言系统。中式英语正好具有这种双重性 , 它蕴含着

母语色彩的某些特质 ,同时也承载着目的语的烙印。

(四)过渡性

由 Nemser的近似系统理论得知 ,第二语言学习

者的过渡语是一个不断变化 ,发展和完善的连续体 ,

不是从一个阶段直接跳入另一阶段。它是一个动态

的语言系统。[ 5]随着语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

交际的需要 ,新的语言规则进入过渡语系统后具有

渗透能力 ,使得过渡语系统处于不断的重组之中 ,并

由简单到复杂 ,逐渐向目的语靠拢 ,即具有逐渐进化

的特征。 “中式英语存在是阶段性的 , 随着学习者

英语水平的提高 ,即语言熟练程度的不断提升 ,大部

分中式英语是可以克服及避免的。” [ 9]

(五)顽固性

尽管如上所说 ,中式英语在不断接近目的语过程

中会得到改善 ,但不可能完全消除而达到目的语这个

理想的终点。Selinker注意到大约只有 5%的二语学

习者可以达到与目的语使用者相同的心理语法水平 ,

大多数人往往到了某一阶段就会停止 ,他称这种现象

为“石化(fossilization)” [ 3] 。甚至年龄的增长和目的

语知识的多少也无法改变这种固定状态。中式英语

也具有这种特性。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外语学习群

体 ,但绝大多数人并不见得就一定能成功掌握外语。

基于上述分析 , 我们在英语教学首先应该客观

对待中式英语 , 因为 “中式英语是汉语学习者在学

习过程中运用母语迁移策略而产生的过渡语 , 是学

习者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语言现象。所

以 , 教师首先应认识到 , 中式英语不是学习的失败 ,

而是学习发展的必然过程 , 体现了学习者语言的发

展阶段。” [ 9]其次 , 要提高教师过渡语教学水平 , 因为

我国大部分的外语老师其实往往也是 “第二语言的

习得者”;第三 ,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制造语言环

境 , 培养英语思维。对此 ,教学中不但要重语法更要

重运用 ,尽可能使用语言运用的真实材料 ,更多的制

造语言环境 , 增大目的语信息输入量 , 增多输入次

数 , 积极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去构建过渡语体系 ,在

英语语言形式 (如单词、词组、句子)与概念之间建

立直接联结 ,而不是英语与汉语之间的简单对等的

联结。随着这种概念与语言形式联结的不断增强 ,

目的语学习者可以逐步获得目的语词汇提取的自动

性 , 有效的防止对母语已有语义知识和概念的依赖。

另一方面 ,注重学生英语词汇搭配意识的培养。强

调这些词语运用的具体语境和搭配限制 ,对比母语

与英语词汇搭配特点和差异 ,避免母语负迁移 ,在实

际运用中完善过渡语体系。

以过渡语和母语迁移为理论依据 , 研究中式英

语的意义在于对中式英语给出正确的定位:它是以

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过程中不可逾越

的阶段 ,是一种必然现象。我们不应该把中式英语

看作语法错误 ,而应该视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母

语干扰下生成的语义的 “不地道”现象。作为一种

过渡性语言 ,中式英语研究是我国英语教学研究的

必要前提。因此 , 正确认识与分析中式英语能更深

刻地了解我国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心理 ,从而更好

地指导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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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任何事情过犹不及 , 毕竟在具体的大学教

学活动中 ,教学内容是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教学方

法的改进与研究无可置疑 , 但如果看不到教学内容

对教学方法的制约和影响 , 一味无视教学内容的价

值 ,甚至脱离教学内容实际 ,来追求方法的翻新和新

的教学模式的创建 , 整个教学活动就有被导向教学

方法中心论的可能 , 这种倾向对于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是不利的。

四 、促进教学管理方式的变革

对于现代大学而言 , 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教学

管理措施和方式的变革。当前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

大 ,随着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挤压 ,教师和

学生视大学为社会组织 ,管理者视大学为企业组织 ,

而政府则视大学为服务机构 ,由于视角不同 ,彼此就

很容易在目标、法律、动机 、风格等问题上发生冲突 ,

管理的矛盾日益尖锐。新建院校由于长时间处在院

校合并和学校升格的环境中 ,以及学校定位的变化

之中 , 整个教学管理工作的头绪较多 , 管理难度加

大 ,矛盾更加突出。从管理制度建设来说 ,要么综合

一下各院校的经验和做法 ,形成一个大而全 ,却可能

无自身院校管理特色 、效率低下的管理模式;要么就

只能基本维持原有的管理模式 ,使管理滞后于学校

的发展需要。如何消解管理当中存在的矛盾 , 理顺

关系 , 需要教学管理工作有新的措施和工作思路。

首先 ,必须高度重视教学管理文化的建设。这

种教学管理文化一方面是要更加符合教学管理的需

要 ,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另一方面特别需要建立

起一支相互间高度信任的管理团队 , 大家彼此乐于

在一起工作 ,被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目标所激励 ,相

互易于理解 ,方便做出快速的决定。这样的一支团

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纯粹事务性的管理工作 , 而应

该成长为学习型和智囊型的团队 ,能够系统思考 ,整

体地、全方位地看问题 ,能够为学校的教学工作提供

必要的智力支持。

其次 ,大学的教学管理既需要刚性的制度建设 ,

更需要柔性的人文管理 , 毕竟大学是一个不同一般

的社会机构 ,其扮演的社会角色也是复杂性和多样

性的结合。对现代大学管理而言 , 无论教师还是学

生 , 无论个人还是群体 , 其积极而巧妙的参与 , 对学

校来说都至关重要 ,而且这也意味着管理再也不仅

仅是管理者的事了 ,因此 ,必须在学校树立人人是工

作者 ,也是管理者的观念 ,最大程度地调动师生的管

理积极性。当然 , “管理又是一种冒险 ,因为某些系

统的管理技术可能毁掉大学唤起人们的想象 、毅力、

和自由奉献的能力 , 而这些是原创性学术的根

本。” [ 6]因此 ,教学管理方式的变革表明 ,大学有责任

去创造和运用有效的管理方法来提高大学的生存能

力和效率 ,为学者、教师所从事的工作和学生的学习

提供服务 ,从而真正体现管理服务于教学的理念。

同时 ,新建院校又应该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打破

原有的管理中的条条框框 , 建立新的教学管理机制

和制度 ,逐步把教学管理视为增强学校竞争力 ,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总之 , 教学质量的提高绝非朝夕之功 , 也绝不

可能通过改革就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 尤其是对

于本来基础就较为薄弱的新建院校来说就更非易

事。但是 , 只要认真遵循高等教育规律 , 实事求

是 ,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 把师生的积极性发挥

到最大限度 , 把教学质量的提高视为院校发展的

生命线 , 那么 , 新建院校同样可以走出一条不同寻

常的发展之路 , 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更加具

有多元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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