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導言：動機、目的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學習外國語時總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困難，一般而言，可分為二方面：

第一，在語音、詞法、句法、詞彙學等領域上，母語和外國語之間結構類

型的區別﹔第二，掌握母語以外的另一語言〈尤其當此兩種語言差距甚大

時，例如：俄語和漢語〉，由於兩個民族的歷史傳統、生態環境、風俗民情、

宗教信仰、思維方式等等的不同，造成兩種語言反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傳

統，並且以不同的角度來解析外部世界，產生不同的世界圖像。特別是成

語，它是語言世界的詞彙平面中最富活力和表現力的單位之一，最能體現

民族文化的特點，也就是說，在成語中保留了栩栩如生的形象思維及表情

色彩。所以，在學習的過程中，需要具備歷史、生活風俗、民族文化、藝

術、文學等背景知識之基礎，然而，這往往是學習語言者缺乏的，因此，

本論文以成語為研究的基礎。 

目前，在學術界有關成語的研究總類繁多，本論文選擇含有動物詞彙

的成語作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上述的背景知識所形成的特殊語義範圍，

可明顯地在人類最親近的朋友－動物身上被發現。因為人與動物相依共

存，接觸頻繁，因此，在人類的語言中必然存在大量反映動物名稱的詞彙，

存在著大量以動物為喻體的比喻性短語，並依據動物的外貌、顏色、習性

等特徵賦予它們特定的情感和喻義。綜上所述，研究含動物詞彙的成語對

於掌握外語是有極大助益的。 

另外，學習俄語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翻譯的領域，由於俄、漢語源於

不同語系，差異極大，如何能保留俄語作品中的民族特性，正確地翻譯出

所要表達的思想，這也常是俄語學習者困擾之處。因此，要注意地不只是

語言之間的結構差異，還要注意語言背後的民族文化意涵，所以，選擇此

論題來做研究。 



本論文期許能藉著研究含動物詞彙的成語，將俄語的學習由語言表面

的結構學習提升到語言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意義，並為俄語成語找尋適當的

漢語翻譯分法，使得後學者在學習時便於掌握，相信本論文的主題在學術

理論與實質教育意義的支持下，是具有足夠迫切的需要性，並且給予延展

學術理論視野的可能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包括：研究及對比俄、漢語中含動物詞彙之成語所

具有的文化內涵，以及藉由比較其形象與意義上的異同，進而提供適當的

翻譯。為了達到此目的，在本文中提出並回答下列學術研究的任務： 

－探索並比較俄、漢語動物詞彙的文化意涵； 

－評定俄、漢語中含動物詞彙的成語之語義； 

－給予含動物詞彙俄語成語適當的漢語相對應翻譯，並提供四種翻譯方法。 

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必須注意的不只是語言之間的結構差異，還有

在語言中所反映出民族的世界圖像之特點差異。本論文利用研究含動物詞

彙之成語的方法來豐富自己的視野，藉由觀察俄漢雙語的比較，更加彰顯

本論文所研究的這一課題的珍貴性。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語料分析法 

在本論文的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首先，就是語料分析法，

從俄、漢語字典及俄、漢成語字典中挑出含有動物詞彙的成語單位與成語

例句，整理出約六百多個含動物詞彙俄、漢之成語，以便於本論文的分析

與研究工作。 



（二）對比研究法 

其次，由兩個方向進行分類比較：一為依據動物之種類進行分類，然

後分別就其在俄、漢語中所涵蓋的文化意涵進行對比研究；二為依據俄漢

語成語裡動物詞彙之間形象與意義上的關係，著手對比、分析，以及討論

俄語成語的翻譯，並擬出四種翻譯策略。 

 

（三）國情語言學研究法 

在俄漢含動物詞彙成語的對比過程中，必須利用國情語言學研究法，

因為國情語言學是一門透過文化內涵來研究語言的學科，不論是透過文化

來研究語言，探討俄、漢含動物詞彙成語之文化意涵，或是由語言到文化，

進行形象與意義異同比較，為俄語成語尋求適當的漢語翻譯，都必須藉助

國情語言學這個方法，以達到本文研究成果的準確性與趣味性。 

 

 

正如以上所述，本論文將以俄、漢各字典中，所整理出的六百多項含

動物詞彙之成語，為主要的研究語料。可想而知地，在實際使用語言時，

一定還有許多成語單位未被列入，因為語言不停地在發展，要完整地概括

所有的成語單位，實在不可能。不過，筆者認為目前所收集的資料也已經

足夠進行討論，原因有三： 

１．這各約三百多項含動物詞彙之俄漢成語已足以支持本論文的研究； 

２．可為以漢語為母語而學習俄語的人，提供正確了解俄語成語的方法； 

３．可為今後以漢語為母語的俄語研究者鋪出繼續研究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