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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若干问题

乌买尔
·

达吾提
(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 新疆民汉语文翻译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 46)

摘要 沐文从应 用语言学的角度
,

结合我国新疆等地高校的维吾 尔语教学理论和实践
,

简要评析与 阐述 了 维吾 尔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发展阶段
、

国内外现状
、

研究意义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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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8年在云南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上
,

专家们提出构建我国语言教育学科的主张
,

指出第二语言

教学是语言教育学科的重要方面
,

它包含对外汉语教学和

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
。

20 00 年在海南召开的全国第三次

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上新疆大学哈里克
·

尼牙孜教授以新

疆的维吾尔
、

哈萨克等语言教学为例 补充提出了少数民族

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母语教学的问

题
。

他的提法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充分认可和肯定
。

冯志伟先

生把我国的语言教学分为语文教学
、

外语教学
、

对外汉语教

学
、

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
、

聋哑盲语言教学和计算机辅助语

言教学等六类
。

于根元先生在 《应用语言学概论》中把我国

的语言教学分为汉语教学
、

双语教学和外语教学三大类
。

需

要指出的是 在我国的语言教学中还有一种门类 就是对汉

族或外国人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
。

在国内将维吾尔语
、

蒙

语
、

藏语
、

朝鲜语
、

哈萨克语等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均

属于此类
。

其中将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就它包括

对汉族学生( 含民考汉 )的维吾尔语教学和对外国人的维吾

尔语教学等
。

遗憾的是 我国应用语言学教材中均没有涉及

上述语言教学之类型
。

以下笔者结合维吾尔语教学实践和

理论 对我国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发展阶段
、

教学

模式
、

国内外现状
、

研究意义做一简要论述
。

一
、

发展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后
,

党和国家为了培养在少数民族地区

工作的汉族干部 曾在前中央民族学院
、

西北民族学院和新

疆大学等高校开办了维吾尔语言专业
,

培养了大批精通维

吾尔语言的汉族干部
。

他们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
、

国家安全
、

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

随

着我国改革开放
、

西部大开发
、

科学发展
、

构建和谐社会特

别是新疆跨越式发展等事业的不断推进
,

我国特别是新疆

对这类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

维吾尔语专业招生规模逐步

扩大
。

目前在新疆大学
、

新疆师范大学
、

新疆财经大学
、

新疆

农业大学
、

塔里木大学
、

喀什师范学院
、

伊犁师范学院
、

和田

师范专科学校等高校均设有维吾尔语本专科专业
。

从 2 01 1

年开始 户央民族大学
、

西北民族大学开始招收维吾尔语专

业本科生
。

中央民族大学
、

新疆大学从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招

收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

从上世纪90 年代初以来还招收博

士研究生
。

2 0 07 年 维吾尔语专业被纳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教育厅特培计划 开始招收推免硕士研究生 2 01 1年 维吾

尔语专业被纳入自治区
“

民汉双语翻译人才培养计划
” 。

由

此 维汉双语人才的培养层次有了更大的提高
。

近几年 在

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开办维吾尔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特

培班以来 维吾尔语专业的招生规模更是不断扩大 毕业生

就业面向全国分配 就业形势良好
。

在我国 维吾尔语作为

第二语言教学已有 6 0多年的历史
。

我国的维吾尔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大体上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

1
.

新中国成立前的维吾尔语教学
。

这一时期维吾尔语

教学属于起步阶段 维吾尔族语言学家依不拉音
·

穆铁依先

生在 19 3 7一 1 95 0年间曾先后在新疆师范学校
、

新疆警官学

校
、

北京大学等院校从事维吾尔语教学工作 他和民族语言

学家李森先生于 1 94 9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创设维吾尔语专

业
。

195 1年 李森先生编写的《维吾尔语课本》在北京出版
。

19 5 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
,

国内民族语言的教学

想观念而抛了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

认为中长跑( 15 00 米 )
、

跳跃
、

投掷
、

单杠双杠
、

跳马技巧等项目危险性高 容易发生

安全事故 所以不能教学生这些项目
。

要不一旦孩子在校内

受伤 家长不问青红皂白就状告学校
、

索赔
,

也令学校领导

心俱
。

当然 体育教学活动中的安全问题不是说不重要
、

不

重视 这一点人人都明白 作为体育教师心里更加清楚 在
教学活动中他们是非常注意的

,

并采取各种方法措施来予

以防止
、

杜绝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
。

在学校不能为了安全而

把一些主要的教学内容和球类竞赛活动都取消
。

我们并不

反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和现代舞之类进入体育课堂
,

我们只是坚持竞技体育留在体育课堂
、

回归体育课堂
,

因为

事实已充分证明竞技体育运动确实对增强青少年的体质和

培养他们意志品质有巨大的作用
。

一个人要生存要生活 首
要的不能没有健康 !没有健康就没有欢乐

。

一个人一旦失去

了健康 无论他是如何的富有 庄活中也是欢乐不起来的 !

一个人没有较强的基本活动能力 加跑
、

跳
、

抛掷
、

攀爬
、

游

泳等 池就等于缺少了至关重要的自救和逃生手段
,

因为有

很多危险事件是人们不可预知的 是突如其来的 六不能不

防患于未然
。

那种为了体育活动安全而一味拒绝竞技体育

留在体育课堂的思想观念
,

是在为发生教学安全事故而推

卸责任
,

更是对培养下一代人的工作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

现
。

另外 只有让竞技体育回归体育课堂才有可能让青少年

学生懂得什么是奥林匹克 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 懂得什么

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什么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这

些普遍的体育运功知识
。

⑥按规定配备女体育教师
。

按国家

有关文件规定 户学一定要配备一定比例的女体育教师
。

九

年级以上体育课男女生分开来上
,

以方便实施教学
。

近些年

来 在
“

关系就业
”

的社会背景下
,

中学校园里除了个别学校

有中年的女体育教师之外 很少看见年青的女体育教师了
,

对中学的体育教学工作带来了不少影响
,

希望政府主要部

门解决这一问题
。

最后
,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规定》 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厂健康

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
,

是中华民族

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

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

切实加强体育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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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划归到新创建的中央民族学院
。

李森教授等在这里

创建了包括维吾尔
、

哈萨克
、

柯尔克孜语言等在内的突厥语

教研室 焙养了大批维汉双语人才
。

. 2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时的维吾尔语教学
。

这

一时期维吾尔语教学得到了发展并初具规模
。

自1 9 5 2开始

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

新疆省干校
、

新疆语文学院
、

新疆师

范学院以及 19 61 年以后的新疆大学均开设维吾尔语专业
。

曾在这些院校任教的李森
、

依明
·

图尔逊
、

图尔迪
·

艾合买

提
、

吾守尔
·

艾依提等先生作为我国维吾尔语教学与研究的

先驱 曾给汉族学生讲授维吾尔语
。

与此同时 他们积极地

投入到维吾尔语课程和教材建设中
,

不断探索维吾尔语教

学的方法与规律
,

培养了一大批精通维吾尔语的汉族双语

人才
。

3
.

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的维吾尔语教学
。

这一时期维吾

尔语教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

在这个

阶段 户央民族大学
、

新疆大学
、

新疆师范大学
、

喀什师范学

院的一些学者和从事维吾尔语教学的教师
,

为了提高维吾

尔语教学质量
、

培养合格的双语人才 从第二语言教学理论

与实践出发
,

吸收和借鉴我国本体语言学和第二语教学理

论 从不同角度
、

不同层面 对将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进行了更深入全面地研究
。

这一时期的维吾尔语专业招

生规模有所扩大
,

教材及教学质量以及维吾尔语教学水平

均有了显著的提高
。

二
、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
,

特别是上世纪90 年代

以来 西欧
、

北美和东亚国家的一些人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

在本国或者来到我国的北京
、

新疆等地 把维吾尔语作为第

二语言来学习
。

如新疆大学
、

新疆师范大学自上世纪80 年代

以来每年接受二三十名外国籍学生学习维吾尔语
。

从笔者掌

握的资料看
,

目前在国外 加美
、

德
、

荷兰
、

日本
、

瑞典等国家

的一些高校已开设了维吾尔语课程 并制定了相关的教学大

纲 编写了配套的维吾尔语教材
。

有的地方还把维吾尔语教

材的编写和教学辅助用具的制作等工作当作课题来完成
。

美国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日a h n
.

R
.

F编著的《S pG

ke n Uhyg
u峥( 维吾尔语口语 )

,

于 19 91 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

社出版
。

2 003 年至 2 005 年
,

印第安那大学的中亚地区语言研

究中心 ( C E LCA R )的 T a la n t M a叭永a n u l i博士主持完成了题为

《维吾尔语教学资料》的课题 其研究成果为《A nl nt 刚 uc ot

yr C OU 巧 ie n Uhyg
u峥( 维吾尔语入门教程 20 05 年 )

。

笔者于

20 04
~

2 00 5年在美国访学期间曾作为顾问参加该课题的研

究工作
。

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 A ir en ne M
.

。呵 e r博士于

20 03
一

20 05 年主持完成了 《Uhyg ur aL n到age
p r q犷a哪 ( 维吾

尔语课题 )
。

近几年 美国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

印第安纳大

学
、

堪萨斯大学大学
、

南加利佛尼亚大学
、

威斯康辛大学不

定期地开设了维吾尔语课程
。

目前美国每年举行两次的

N C丁(L 较少讲授的语言 )全国研讨会上也有涉及维吾尔语

教学内容的论文宣读
。

德国学者 iM c h ae l Fir 州 er ick 与阿布都

热西提
·

亚库甫合著的《U卿 isr c h》( 维吾尔语 ) 于 2 002 年在

德国的威斯巴登出版
,

这部著作成为德国巴伐利亚省教育

文化厅题为
“

众人眼中的中亚
”

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

荷兰

学者 F阁 er ic h O ej m庐买提热依木
·

沙依提
、

热汗古丽
·

艾

合买提合著的《Uhyg ur
.

Ma n ua l仃 c

~
巧丽 m 》( 维吾尔语会

话手册
·

英文版 ) 于 2 0 05年在荷兰的尤特里奇出版
。

此外
,

F阁er ihc eD 」m g还编著了 《A G ar

~
r J M司er n Uhyg

u峥

( 现代维吾尔语语法 )
,

该书的英文版也于 2 0 07年在荷兰的

尤特里奇出版
。 ①在日本 ,1 991 年 1 0月小松格编著的《现代维

吾尔语词典》 (维吾尔语— 日语 )由泰流社出版
。

目前日本

人学习维吾尔语一般都参考这部词典
。

1 9 98年 6月在小松格

教授的主持下
,

东京大学文学部为四年级学生讲授了维吾

尔语课程
,

所使用的教材为 《维吾尔语一土耳其语教程》
。

1 99 8年 4月至 1 9 99 年 11 月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也曾

开设维吾尔语课程
。

2 001 年 3月经日本丝绸之路俱乐部筹划

并由三遭社出版了 《基磁白丫岁 )卜言吾》( 基础维吾尔语 )教

材 该教材是专门为日本人学习维吾尔语而编写的
。

同年 7

月
,

该俱乐部和三遭社又筹划出版了 《白丫岁 )卜言吾常用单

捂》( 常用维吾尔语词汇 )
。

这两本学习手册均是我国新疆籍

学者阿孜古丽所编著
。

2 0 03 年 2月至2 0 05 年 4月 东京都朝日

文化研究中心首次开设现代维吾尔语课程
,

学习者大部分

是对丝绸之路和维吾尔族文化感兴趣的日本人
。

2 0 0 4 年 1

月至 2 00 5年8月 东京土耳其一中亚文化研究中心讲授了维

吾尔语
。

这两个研究中心所使用的教材为上述的《基础维吾

尔语》
、

《常用维吾尔语词汇 》
。

另外 他们还编写出版了 《白
丫岁 )卜言吾四迥固》( 四周维吾尔语 )等手册

。 ②

据了解
,

近几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也开始开设

维吾尔语课程
。

新疆大学艾赛提
·

苏来曼教授于 2 0 03 至20 04

年在瑞典访学期间就在这所大学讲授过维吾尔语
。

( 艾赛

提
·

苏来曼 2 0 0 6) 哈萨克斯坦学者。
·

K a习

~
编著的《维吾

尔语教程》于 2 0 05 年在阿拉木图用俄文出版
。

以上学者在积

累许多经验和方法的同时
,

还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不断探

索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与方法
,

制定教学大

纲
、

编写教材 在维吾尔语教学中采用了最新的教学方式和

教学手段 稳步地提高了维吾尔语教学的质量
。

在国内 从
上个世纪90 年代至今北京和新疆的部分学者和高校教师在

将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尝试

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 加在教学内容
、

方法
、

课程建设
、

教

材编写等方面完成了一些课题
、

发表了一些论文
。

19 94 年至

1 99 9年 新疆大学的热扎克
·

买提尼亚孜教授主持完成了新

疆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 《维吾尔语精读》( 上下册 )
,

并于 2 000 年由新疆科技出版社出版
。

陈世明
、

热扎克
·

买提

尼亚孜编著的《维吾尔语实用语法》于 19 97 年由新疆大学出

版社出版
。

哈力克
·

尼牙孜教授主编的《基础维吾尔语》
、

马

德元
、

塔西甫拉提
·

艾拜都拉
、

吾买尔
·

阿皮孜
、

等编的《大众

维语》于 19 97年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
。

2 003 年至 2 00 5年
,

胡毅教授主持完成了新疆大学二十一世纪教育教学改革工

程项目— 《维吾尔语专业基础教学内容结构和体系的改

革与实践》 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和教材
。

其教材《维吾尔语

听说教程》自2 0 05 年 9月起已运用于维吾尔语教学
。

中央民

族大学的易坤秀
、

高士杰编著的《维吾尔语语法》于 1 99 8年 2

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

还有阿孜古丽
·

阿布力米提

编著的《维吾尔语基础教程》于 2 0 0 6年 4月由中央民族大学

出版社出版
。

新疆师范大学
、

喀什师范学院等高校部分教师

也正在对维吾尔语课程建设和教材等抓紧研究
,

编写出版

了维吾尔语精读
、

口语及语法教材
。

此外 在以上高校工作

的教师陆续在 《新疆大学学报》
、

《语言与翻译》
、

《新疆师范

大学学报》 等刊物上发表了研究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的几十篇学术论文 其内容涉及维吾尔语教学的原则
、

策

略
、

特点
、

方法
、

改革
、

现状
、

难点
、

易犯错误
、

学习动因等问

题的分析和探讨
。

三
、

教学模式

目前 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大致有以下几种模

式 :

1
.

以汉语为主
、

维吾尔语为辅的模式
。

这是常规模式
,

一 11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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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的维吾尔语教学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

一直延续到

大学毕业
。

其间
,

公共课程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用汉语讲

授 ;一
、

二年级的《基础维吾尔语》
、

《维吾尔语精读》等专业

课程的教授以汉语为主 维吾尔语为辅
。

教师在整个教学活

动中 基本上沿用
“

翻译教学法
”

月各相关的教学内容译成汉

语
。

到三
、

四年级逐步增加用维吾尔语讲解的比例 做到尽

量多用维吾尔语 使学生能较快地进入维吾尔语交际环境
。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 这种做法还明显地体现于 口语实 习中
。

学生在本科第三学年前往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农村进行口语

实习
。

在此期间 掌生按计划分往维吾尔族农户家中 与他

们同住
、

同吃
、

同劳动
,

与当地居民朝夕相处
。

通过这种方

式 提高学生用维吾尔语开口说话的能力
。

.2 汉语和维吾尔语并行的实验模式
。

这种模式的维吾尔

语教学适用于维吾尔语专业本科阶段的四年级和硕士研究

生阶段
。

主要的做法是 精通维吾尔语和汉语的教师将《现代

维吾尔语研究》
、

《汉维翻译理论与实践》
、

《维吾尔民俗文化》

等部分课程先用维吾尔语讲授
,

之后将其内容用汉语讲一

遍
,

或者同时使用维汉两种语言来讲授这些课程的内容 尽

可能地为学生创造直接用维吾尔语听课的语言环境
。

.3 本硕连读模式
。

这种模式也叫特殊培养模式
。

这种模

式是针对符合硕士研究生入学条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的
。

这种模式旨在培养较高层次的维汉双语人才
。

按照较新的

教学计划
,

在培养过程中第一学年以班级为单位学习专业

方向课程和公共课程 第二学年前往实习地 在实习地被分

往学校
、

行政部门
、

新闻宣传等单位 庄要进行维吾尔语口

语实习
,

以强化维吾尔语的实际运用能力
。

第三学年在学

校 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几万字维吾尔文资料的翻译 最后

参加由学校研究生院组织的听说等过关考试并毕业
。

随着

这个层次教学规模的扩大
,

这种模式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

式日趋完善
。

.4统招研究生模式
。

这种模式也叫一般模式 是针对通

过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的具有学士学位的本科毕

业生的
。

他们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规定的课程 再用一年半

的时间撰写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并毕业
。

此外还有新疆各

高校从事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教师研究生班
,

他们按

照自治区教育厅的统一安排
,

参加学校特殊的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
。

被录取者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完成硕士研究生规

定课程
,

再用一年半的时间撰写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并答

辩毕业
。

.5 高层次培养模式
。

这种模式是针对通过全国博士研

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的具有硕士学位的人员
。

他们一般用一

年的时间完成规定的课程
,

再用两年的时间撰写博士研究

生毕业论文并答辩毕业
。

在此期间 他们主攻维吾尔语言与

文化
、

维吾尔语与汉语对比研究等专业方向
。

这种模式旨在

培养高层次的维汉双语人才
。

四
、

研究内容与意义

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其他语言 ( 如汉语
、

英

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肩相同的规律 池有不同的特点
。

维

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
,

主要是由维吾尔语自身

的特点所决定的
。

新中国建立六十年多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来 维吾尔语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

比

较深入地揭示了维吾尔语的特点和规律
,

建立了维吾尔语

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

也为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

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从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来看 维
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应以培养维吾尔语交际能力为目

标
,

以技能训练为中心 将语言知识转化为技能
,

以基础阶

段为重点
,

以维汉语对比为基础 与文化因素紧密结合包括

与维吾尔语学习和维吾尔语交际有关的维吾尔文化因素
。

以上这些维吾尔语教学目的和特点决定了维吾尔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的内容
。

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内容包括

语言要素( 维吾尔语语音
、

词汇
、

语法 )
、

言语技能 (听
、

写
、

读
、

写 )
、

言语交际技能( 维吾尔语语用规则
、

话语规则
、

交际策

略 )和相关文化知识(维吾尔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背景知识 )

等 这几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维吾尔语交际能力的基础
。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 真正确立其学科地位
,

目前在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中要继续开展和

深化几个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一 ) 必须科学地阐述并论证

维吾尔语作第二语言教学的性质
、

原则
、

特点及其在我国语

言教育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关二 ) 用科学的方法确定维吾尔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念和教学方法 关三 ) 用现代计算

语言学最新的统计分析方法
,

科学地界定维吾尔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各个不同学习阶段的具体教学 目标和内容 ;

( 四 )注重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第二语言教学法包括国内对外

汉语教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以及国外语言教学法中的
“

听

说法
” 、 “

认知教学法
” 、 “

交际教学法
”

等优秀成果 关五 ) 回顾

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发展进程
,

认真地总结维吾

尔语教学宝贵的方法和经验 关六 ) 继续探讨现行维吾尔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现状 关七 ) 分析和总结对汉族学生

和外国人进行维吾尔语教学的不同特点 关/ 、 ) 调查研究将

维吾尔语本体研究成果运用于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中的问题 关九 ) 继续调查分析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的教学内容基本框架
,

包括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

教学大纲 最低限量词汇项 目
、

语法项目等 关十 )进一步开

展将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各种动因
、

心理因素
、

认知因素和感情因素等方面的探讨 关十一 ) 继续加强对维

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材的研究
,

重点探讨教材编写

的依据和原则
、

教材设计的类型以及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等 关十二 ) 进一步加深对维吾尔语言要素教学中的难点

分析 包括维吾尔语的语音
、

词汇
、

语法教学中的偏误分析 ;

(十三 )探讨和研究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中的

各种手段的运用 包括电视
、

广播
、

录音机
、

M 3P
、

录音笔
、

多

媒体等手段的使用
、

作用及实效等 关十四 )进一步全面研究

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培训和学科建设 关十

五 )研究与合理设计维吾尔语水平考试
。

我国的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尚未得到全面系统

的研究 由于维吾尔语专业有其特殊性 加之该专业招生规

模小
、

教学队伍人员少
、

教材难以出版等原因 维吾尔语作

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 其教学思想
、

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至今还处在一种传统的
、

较落后的状态
。

因

此 规实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
。

这方面的

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
、

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

言教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作

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的研究
。

该项研究的成果对深化教

学改革
、

提高教学质量
、

培养合格人才
、

促进学科建设等具

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

第二
、

维吾尔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的研究将从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的角度

出发
,

探索在高等学校对汉族学生进行维吾尔语教学的规

律 其成果将会进一步充实和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填补目

前我国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的

空白
。

第三
、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丰富和完

善我国第二语言教学理论
,

为其提供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方面的理论和经验 ; 它还可直接应用于制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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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

文 璐
(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 00 0 1)

摘要 藉境对于理解语篇语义具有重大作用
,

翻译的首要任务是正确理解原文
。

然而
,

正确翻译的基拙 应在于准确把

握语境
。

本文以语境类型理论为基拙
,

首先分析并确定了语境的定义
,

然后根据其分类 阐述 了语境与翻译的关 系
,

从而说
明 了语境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

。

关键词 藉境 ;翻译 ; 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 :G 6 4 2刀 文献标志码 八 文章编号 :1 6 7 4一 9 3 2 4 ( 2 0 1 4 ) 22 一。11 3一。 2

一
、

引言

语境存在于一切形式的语际交流活动中
,

只要有语言

的交流 特定的语境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

任何翻译都旨在

把原文的信息用译文再现出来
。

早在 1 94 4年 融贯中西的朱

光潜先生在 《谈翻译》一文中指出
“

上下文决定的意义
”

在文

学翻译上最为重要
。

( 朱光潜 J 9 8 3 3 5 5) 他所说的
“

上下文
”

就是当代语言学所指的语境
。

关于语境的研究由来已久
。

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

马里诺斯基 ( M al i n
昵k) 于 19 2 3年首先提出了

“

语境
”

( cm
-

t e Xt J iS ut 丽 m )这一概念
。

弗斯(J
.

R
.

F i rt h) 将语境发展为语

内语境和语外语境
。

韩礼德创导的系统功能语法对语境理

论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

并将决定语言特征的情境因素归纳

为三种 :语场 (行el d)
、

语旨( et n的和语式O l t 泪e )
。

国内著名

语言学家胡壮麟 ( 19 94 ) 把语境分为三类 : 语言语境 i(l n
-

到 iist c c印 t e Xt )
、

情景语境 ( iS 加丽 m al c m t e Xt ) 和文化语境

( cu lut ar l cm et Xt )
。

他认为语言语境指一个词
、

一个短语乃至

更长的话语和语篇前后的内容 ; 情景语境指与交际有关的

人物
、

场合和时间 文化语境是指语篇所涉及的社会
、

文化
、

经济
、

宗教和政治背景
。

综上所述
,

虽然对于语境的定义不

尽相同 但是这些定义没有本质的差别 启们所包含的范围

有许多重合的地方
。

本文以胡壮麟的语境分类为基础 结合

具体实例分别探讨三种不同语境在翻译中所起到的重要作

用
。

二
、

语境与翻译

1
.

语言语境与翻译
。

语言语境亦称上下文 包括词
、

短

语和语句以及篇章之间的关系
。

语言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

中使用的 在不同的语境下 语言所代表的具体意义也不尽

相同
。

若脱离具体的语境词的意义是不受限制的 所以会发

生译意偏差甚至误解
。

翻译活动是一项从理解到表达的过

程
。

语言语境在理解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在表达阶

段 亦是如此
。

例 1
.

…
yet 月5 i t s a l祀 ti

吧 h a PPe n s t hat a Pe巧m

d e P a电 h is life 油
0 15 ear lly des e vr i n g J t he Par is es t he

St印-e c u ett r c a

vesr 解
r h i s bm es 油

0 15 a gc 仪1 C h r istj a n 月

手仪l 阳 er n t 月 手仪 I C hi ld 月 手仪 l 俪 fe 了 a gc 仪l h u s b a n d 油
。

a c t u a lly d叱 hvae
a d is cm sd aet fa 币 ly ot 11T I Jr n h is l伍s… ( W

.

M
.

hT a c k e卿 v ian yt F ia )r … 不过偶尔也有几个死人当得起

石匠刻在他们朽骨上的好话
。

真的是虔诚的教徒 慈爱的父

母 孝顺的儿女 贤 良的妻子 尽职的丈夫 他们家里的人也

调整各高等院校维吾尔语专业的教学计划 役计教学内容
,

编写教材 进行课堂 内外教学等各个方面
。

第四
、

这种研究

还可以成为地方政府培训基层汉族干部学习维吾尔语的参

考依据 池可成为大众媒体社会教育节目的参考依据
。

综上所述
,

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是我国语言教

育工作的一部分
,

是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的一个学科分支
,

它也是我国在新时期出现的新的教育

课题
。

因此 须将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应纳入我国语

言教育学科体系 确定其学科地位
。

为此
,

目前应从少数民

族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
,

把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

言教学的对象
,

探索在高等学校对汉族学生进行维吾尔语

教学的规律
,

这是维吾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亚待全面

而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
。

引进和借鉴第二语言教学先进的

理论
,

对它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开展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很有

必要
。

此外 户 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重点学科的建设也需要

这种研究的不断深入
。

附注 :

①有关德国与荷兰 维吾 尔语教学及研究方面 的信息由德国的新

疆籍学者
、

现为中央 民族大学长江学者阿布都热西提
·

亚库甫博

士提供
。

②有关 日本维吾 尔语教学及研究方面 的信息 由曾经在 日本学习

和工作多年的新疆籍学者阿孜古丽博士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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