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论

传统认为英语短语动词（!"#$%$& ’(#)%）类似动

词习语（’(#)$& *+,-.%），其语义具有统一性，其构成

成分具有不可分析性，尤其是短语动词中的小品词

更 是 如 此 ，如 短 语 动 词“.$/( 01” 表 示“组 成 、编

造、补足、决定等”意义，人们通常认为23!2不具有

实 际 意 义 ， 因 而 把.$/( 01作 为 一 个 单 词 动 词

（4,56&( ’(#)）来认知其语义。但是从认知语言学角

度来思考，英语短语动词中小品词的语义是可以分

析的，如上例中的23!2具有“制造、编造”等语义。

!"! 短语动词中的小品词

短语动词又称动词小品词结构 （’(#) !$#7,8&(
9-5%7#087,-5%）， 即 由 动 词 加 上 小 品 词 的 结 构

（:,5+5(#，;<=>）〔;〕。构成短语动词的小品词（介词或

副词）共有?=个，使用频率最高的@个依次为23!2、2
A3B2、2ACC2、2*D2、2AD2，其中尤以23!2使用得

最高，在《柯林斯合作短语动词词典》收录的EFFF多

条短语动词、@@FF个释义中占>=G （汪榕培，;<<H：

?F@）〔>〕。本文中所研究的小品词是指使用频率最高

的小品词23!2。

!"# 认 知 语 言 学 中 的 意 象 图 式（$%&’(
)*+(%&）

物象（C,60#(）与背景（I#-05+）是人们观察身边

事物的出发点，也是人们辨别位置关系的立足点。从

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讲，人们之所以看见事物是由于

物象通过背景在人们意象中的感知突显，如：人们看

见桌子上的一本书，是由于物象“书”从背景“桌子”

中突显出来的缘故，因而人们说“桌子上有本书”，而

不说“书下面有张桌子”。可见这里物象与背景的关

系是一种位置关系，B$&.J（;<H=：K>H2?<）〔E〕认为位

置 关 系 有 助 于 人 们 对 物 象 的 自 然 选 择 。356(#(#
（>FF;：;KF）〔?〕也认为表示位置关系的介词可以被理

解为物象与背景的关系，物象和背景能够用来解释

如介词等语言表达的期望已经引起认知语言学家的

关注。

意象图式（*.$6( 48"(.$），动标（B#$L(87-#），静

标（:$5+.$#/）与路径（!$7"）是对介词语义进行认知

分析的一些基本概念。意象图式呈现出认知语言学

中介词语义的理解过程，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语义学

原则，而应当被理解为比具体范畴和抽象原则更简

单的心目中的情景（356(#(#，>FF;：;KF）〔?〕。C,60#( ;
是介词23!2的基本意象构思图式，动标7#（小圆圈）

沿着地标&.（黑粗线）通过不同“阶段”的移动来表现

3!的语义特征，在人的意象中小男孩从墙根沿着墙

壁移动到墙的顶部，这就是23!2意象的动态表征。

C,60#( >是23!2作为静态介词使用时的意象图式表

征。人们在认知“她住在三楼上”时，目光总是先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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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向上移动到第三楼，而不是直接将目光锁定在 第三楼。

!"# 研究客体的意义

英语短语动词不仅是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者的

难点，也是英语母语者学习的难点，尤其是短语动词

中小品词的语义。因此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把短

语动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小品词!"#!的语义作为

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帮助英语学习者能更加容易掌

握带小品词!"#!的短语动词的语义、能更加准确地

使用和理解这些短语动词。

$、高频小品词%&’%的语义

小品词!"#!可以作副词，也可以作介词，是短

语动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小品词，其基本含义与事

物从低级到高级或从低处到高处的移动相关，另外

还包含其概念隐喻意义，它在短语动词中有$%个义

项，对短语动词的语义起重要作用（卡伦， $&&’：

()&!$)）〔*〕，这些义项如下：

$"! 表 示 移 动 与 位 置 （()*+,+-. /-0
’)12.2)-）

从字面意义上讲，!"#!用在短语动词中，表示

“行为向较高处或较高的位置移动”，如：+,,- ./，

0,12 ./，/.34 ./，52674 ./ 689 34:8 ./。新生成

的和通常作为非正式的带有!"#!的短语动词都受

这个义项的支配，在英语中相当普遍，如分别用在下

列例子中的75682 ./， ;25- ./，3.7- ./ 689 <4,3=

./。

>2 756823 4,/2?.++@ ./ 6= =42 A:89,A3B
C42 :0/67= A63 3, 3=5,8< =46= 342 ;25-29 ./

:8 D29B
E602+3 768 3.7- ./ +:=256++@ <6++,83 ,? A6=25

:8 6 06==25 ,? 327,893B
F574:2， 0,1:8< ?63= 689 3:+28=+@， <4,3=29 ./

:8 3=6:53B
有些短语动词通常用来指“人体朝上或向显眼

的位置 移 动 ”，如 ：956A ./， <2= ./， ;.0/ ./， 3:=
./ 689 3=689 ./。!"#!也用在大量的表示移动的短

语动词中，专指“为他人腾出空位的人的移动”，如：

D.9<2 ./，0,12 ./ 689 3G.22H2 ./。另一个相关的

意义是指“把某事物抬到一个较高的地方或位置”，

如：;67- ./，+:?= ./，/:7- ./，37,,/ ./ 689 3/,,8
./。有时这种向上的移动是来自事物表层以下，如：

D,D ./，D.DD+2 ./，9:< ./，<5.D ./ 689 /,-2 ./B
$"$ 表示增加（3-45+/12-6）

短语动词中!"#!的又一个非常普遍的义项是

表示“增 加 ”，如 ：D5:<4=28 ./， 74225 ./， ?:50 ./，

<5,A ./， 4:-2 ./， 4.55@ ./， /:+2 ./， 3612 ./，

3/229 ./ 689 =.58 ./。

$"# 表示提高或改进（3,75)*2-6）

与增加概念相关的是“提高或改进”的义项，!
"#!在为数众多的短语动词中赋予本意义，如：D5.34

I:<.52 $ I:<.52 J
（K2<289：=5 L =56;27=,5，+0 L +689065-，3= L 3=6<2； M,.5723 6?=25 "8<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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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表 示 完 成 与 结 束 （$%&%’(%&) *&+
,-./012%&)）

/01/出现在短语动词中最普遍义项之一是关

于“某 事 完 成 或 被 完 成 ”的 意 义 ，如 ：#&-,’ !"， %*+
!"， 2$334% !"， (5*44$5 !" *,# 5-,# !"。 在 由/
01/构成的新的短语动词中，也偶尔发现/01/具有

本 意 义 。 如 ：6% +*4’%# +$ 7!,+ 8$((-% 59-4% (9%
(!""%# !" 9%& ($!" #%4-29+%#4:。 句 中 的 短 语 动 词

“(!" !"”中的/01/就表示“完成”的意义。与完成概

念相关的是表示“某事到达或被进行到最后阶段或

状态”。如：#&: !"， 9%*4 !"， ;-44 !"， 4$.’ !"，

($*’ !"， +-#: !"，5*(9 !" *,# 5&*" !"。有些新

产生的短语动词中的/01/也具有“结束”的含义，

如：

<=) *;&*-# < #$,=+ 9*>% +9-( +9-,2 3!++$,%# !"
:%+?

6-( "!&"$(% (%%)%# +$ 3% +$ ,$-(% +9%) !"
*,# .&%*+% .9*$(?

短语动词中的/01/许多具有“某事物的彻底破

坏、或打破成小块”的意思，这是由表示“结束”的含

义延伸而来的。如：3&%*’ !"，3!&, !"，2&-,# !"，

)*(9 !"，&-" !" *,# +%*& !"。

!"3 表示系紧、系牢和形成障碍（$*’21&%&) *&+
$-4.%&) * 5*44%14）

/01/在很多短语动词中拥有“系紧、系牢”的意

义 ，如 ：3!++$, !"， 9$$’ !"， 4*.% !"， (.&%5 !"，

(+-+.9 !"，+-% !" *,# @-" !"。“系紧、系牢”相当于

一种组合，因而暗示出“把一条沟、缝隙或空间填满

从而形成一种障碍物而阻挡通行”，如：3$*&# !"，

3&-.’ !"， .$&’ !"， #*) !"， "4!2 !"， (9$&% !"
*,# (+$" !"。形成障碍物在许多短语动词中又延展

为“阻止正常移动或使用”，如：3!,2 !"， .4$2 !"，

;&%%@% !"，A*) !"，)-(+ !" *,# (+%*) !"。

!"6 表示变坏和损害（7/-%0%&) *&+ 8*.*)%&)）

许多短语动词中的/01/呈现出“事物被弄坏或

损 坏 ”的 意 义 ，如 ：.9!&, !"， 3&%*’ !"， 9$4# !"，

)%(( !" *,# )-B !"。具有这种意义的许多短语动

词通常用于非正式场合，如：;$!4 !"， 4$!(% !" *,#
)!.’ !"； 有的甚至表现出粗俗的含义，如：3!22%&
!"，.$.’ !" *,# (.&%5 !"。

!"9 表示准备（:41/*4%&)）

/01/在很多短语动词中具有“准备做某事”的

意思，如：3&%5 !"，.$$’ !"，;&: !"，9%*+ !"，&-2
!"，(*##4% !"，(+*&+ !"，+!,% !" *,# 5*&) !"。

!"; 表示聚集（<*2(14%&)）

大量的短语动词中的/01/具有“把事物聚集在

一 起 ”的 意 义 ，如 ：3!,.9 !"， 9%*" !"， "-4% !"，

&$!,# !" (+*.’ !" *,# (5%%" !"。其中有些是表示

“人聚在一起形成一群或一对”，如：2*,2 !"， A$-,
!"，)%%+ !"，"*-& !" *,# +%*) !"。

!"= 表 示 靠 近 、 抵 达 和 接 触 （>//4-*?(%&)，

@1*?(%&) *&+ A-B?(%&)）

/01/在一些短语动词中具有“靠近”的意思，

如 ：.4$(% !"， .&%%" !"， #&*5 !"， 4$$) !"， "!44
!" *,# (+%*4 !"。具有这个意义的/01/用来形成新

的短语动词时，通常用在非正式场合中，如：C!#
(.9)$$@%# !" +9% 4$.*4 "&%((?

89% D&%%’( %)3*&’%# $, *, *&2!)%,+ #!&-,2
+9% .$!&(% $; 59-.9 +9%: .$(-%# !" +$ E%&3-*? 通常

这一意义稍加延伸便产生出“抵达”的意义，如：

.*+.9 !" *,# .$)% !" +$。在某些情况下有时暗含

“两 者 相 等 ”，如 ：3*4*,.% !"， %>%, !"， 4%>%4 !"，

4-,% !"，)%*(!&% !" *,# (F!*&% !"。如果两个人或

事物靠得太近以至于两者完全“接触”了，如：.!##4%
!" *,# (,!224% !"。

!"CD 表示给予（<%E%&)）

/01/作“给予”讲的短语动词为数不多，如：

.$!29 !"， #%4->%& !"， "*: !"， (%++4% !" *,#
(+!)" !"。与此相关的是一组用在非正式场合中表

示“呕吐行为”的短语动词，如：3&-,2 !"， (-.’ !"，

("%5 !" *,# +9&$5 !"。

!"CC 表 示 编 造 和 制 造 （F&E1&2%&) *&+
:4-+B?%&)）

少数短语动词中的/01/具有“编造或制造”的

意义，如：.$)% !" 5-+9， .$,A!&% !"， .$$’ !"，

#&%*) !"，)*’% !" *,# +9-,’ !"。有时这些意义

更趋向于“制造某物”，如：("&-,2 !" *,# ("&$!+ !"。

这个意义经拓展在短语动词中指“事情的发生或出

现”，如：.$)% !"，.&$" !"，"$" !"，(9$5 !" *,#
+!&, !"。

!"C! 表示分开、分割（8%E%+%&)）

短语动词中/01/用作“把事物分开或切成小份

的行为”的意义的词不多，如：.*&>% !"， .!+ !"，

#->-#% !"，(*5 !" *,# (4-.% !"。在一些结构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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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是指“事物、特别是人的隔阂”，如：!"#$% &’，

!&() &’ $*+ (’,-) &’。

!"#$ 表 示 挤 压 或 压 碎 （%&’()*+, -&
./’001*+,）

./0.用在短语动词(1"#2 &’和(1"&*13 &’中指

通过“推、挤、压”使事物变小的行为。新造的、非正

式的短语动词有时也具有这个意义，如：

0-#1#( 45 )4"* .&’ *#2(’$’#" !$,,#+ &’ $*+
(&#+ $( ’$++-*67

8((#9 :-9$%# 3$( $,2$9( ;$+# 1,4)3#( )3$)
1$* !# (1"&;’,#+ &’ $*+ ()-,, ,44% 6"#$) 23#*
)3#9<"# &*’$1%#+7

=# (,$;( 3-( #9#( (3&) $*+ (>&-*13#( &’ 3-(
5$1# )4 5-6&"# -) 4&)7

$、2342语义的认知语言学分析

从意象图式?-6&"#@可以看出，./0.是指动标从

低处向高处或从低级到高级的移动，?-6&"#A表示动

标高于静标的一种状态。在人的心智中，凡是动标高

于静标的行为或状态都通常用&’来呈现其意义，当

然还包括其概念隐喻意义。一切“积极的、高兴的、上

进的、重要的”等具有褒义色彩的概念也都通常用&’
来呈现其意义。因此上述的@B个义项都可以从认知

语言学角度来对它们的语义进行分析。

义项@“表示移动与位置”又有四个次义项。一是

指行为从低处向高处的运动，如：8 3#$"+ )3# *4-(#
$*+ ,44%#+ &’ )4 (## $ 24;$* 5$,,-*6 )4 )3#
6"4&*+。句中的&’表示眼睛朝高于静标的地方看。二

是指人体朝上或向显眼的位置移动，如()$*+ &’，

C&;’ &’，6#) &’等，这里人体作为动标，座位、地面

和床分别作为静标，表达出人体朝上的移动，在人的

心智中，显眼的位置就是目光聚集的地方，而聚集的

地方往往比四周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而可以用&’
来呈现人体向显眼的位置的移动。三是指为人腾出

空位的人体的移动，为了腾出空间，动标必须向其他

人靠拢或挤拢，因而便产生了聚集的含义；四是指把

某事物抬到一个较高的地方或位置，这一语义不难

理解，可以直接从?-6&"#@中体会出来。当然，有时这

种向上的移动是来自事物表层以下，如气泡从水中

上升到水面，某物从地下被带到地表等。义项A表示

增加的语义，这里的增加是指动标在位置、程度、数

量上的提升，它包括很多方面。如：亮度的增加

（!"-63)#* &’），情绪的上升（13##" &’），硬度的增加

（5-"; &’），年龄的增大（6"42 &’），位置的升高（3-%#
&’），速度的增加（3&""9 &’，(’##+ &’），数量的增多

（’-,# &’），金额的增多（($D# &’），音量、水量、亮度

等的变大（)&"* &’）。

义项B彰显出事物品质上的提升，是程度上的变

化，静标是原先的品质，动标是改进后的品质。如：变

得更干净、知识更牢固（!"&(3 &’），变得更美观（+4
&’），情绪更高涨（’#"% &’），变得更美丽（(;$")#*
&’），味道更可口 （(’-1# &’）和身体更强健（)4*#
&’）。

义项E表达某事完成或被完成，静标是事情在被

做前的状态，动标是指做事的每一步，随着步骤（工

作量）的增多，事情也就越来越接近尾声。如：饮的数

量的不断增加，容器逐渐趋空（+"-*% &’），被吃的量

逐渐增加，所剩的逐渐趋空（#$) &’，64!!,# &’），投

入的精力不断增多，所剩的气力逐渐趋空（(2$,,42
&’）和工作量的不断增加，剩下的工作逐渐趋空

（2-*+ &’）。当然事情完成就意味着某事到达或被进

行到最后阶段或状态。如：河流的水不再流淌（+"9
&’），伤 口 不 再 有 裂 痕（3#$, &’），沟 壑 已 经 变 坦 途

（5-,, &’），门不再是开着的（,41% &’），水份、养分等

不再存在（(4$% &’），房间已经变整洁了（)-+9 &’），

和 事物不再裸露（2"$’ &’）。对于有些事物的结束

就意味着这些事物退出使用或不再具有使用价值。

如：玻璃等的结束用途就变成碎片了（!"#$% &’），

火燃烧到结束（!&"* &’），谷物等被加工结束（;$(3
&’， 6"-*+ &’）， 文 件 、纸 张 等 结 束 使 用（"-’ &’，

)#$" &’）。

义项F表达系紧、系牢和形成障碍的含义，这一

含义是从义项E中表示事物或事情完成或结束的意

义推理出来。如：把鞋带、纽扣、领带等打整完毕

（,$1# &’，!&))4* &’， )-# &’ ），把 移 动 的 事 物 固 定

住 了（344% &’），使 破 的 衣 服 不 再 破 了（()-)13 &’）。

系紧、系牢是指把一条沟、缝隙或空间填满，因而也

形成一种障碍物而阻挡通行。如：用砖把通道填满而

不能通行（!"-1% &’），用塞子把瓶口塞满后，瓶内物

不再溢 出（14"% &’， ’,&6 &’， ()4’ &’），用 土 石 把

河流填满后河水不再流淌（+$; &’）。既然已经形成

障碍，因而也就会阻止正常移动或使用。

义项G表示事物破坏或损害与义项E中事物结束

使用的语义相同。

义项H表示准备做某事的意义，这一意义与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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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项!的语义等效，因为准备做某事就意味着靠近

某事了。

义项"表达聚集的含义，所谓聚集就是指数量上

的增多，原来的量为静标，聚集后的量为动标，经过

聚集这一路径后，事物的量上升了。如：#$%&’ $(，

’)*( $(， (+,) $(， -.$%/ $( 01*&2 $(和03))( $(
都表示事物聚集聚拢的意义。当然还有一些是表示

人与人聚集在一起，如：4*%4 $(， 5.+% $(， 6))1
$(，(*+- $(和1)*6 $(。

义项!的语义是在义项"的基础上形成的，聚集

就是使分散的事物或人逐渐靠近以至于最后的完全

接触或者抵达，如：手脚与地面的接触（&-))( $(），

孤立的文字或句子相互靠近（/-*3 $(），靠近某障碍

物（($,, $(）以及靠近并接触他人的物品后据为己

有（01)*, $(）。由于事物在数量上或程度上相互接

近，因而它有时暗含两者相等。如：天平的左右托盘

上物体的数量、财政中收入与支出的金额等非常接

近以至于完全相等（#*,*%&) $(，)7)% $(），高处与

低处的高度靠近而变得平整（,)7), $(），前后左右的

位置接近一致（,+%) $(），产品的质量等与规定的标

准接近一致（6)*0$-) $(）。如果两个人或事物靠得

太近以至于两者完全“接触”了，如：身体多个部位相

互 靠 近 （&$//,) $(） 和 两 个 人 的 身 体 相 互 靠 近

（0%$44,) $(）。

义项89涉及:;<:的表示给予的含义，实际上它

与义项!类似，给予人（静标）让事物（动标）移动到目

的地或目标，让动标逐渐靠近并接触到目标，如：口

痰接近地面或声音到达对方的鼓膜（&.$4’ $(），事

物到达对方的手中（/),+7)- $(），所有的费用全部到

达 对 方 的 帐 上 或 手 中 （(*= $(，0)11,) $(， 01$6(
$(）。另外#-+%4 $(，0+&2 $(，0()3 $( 和 1’-.3 $(
用在非正式场合中，表示呕吐行为。

义项88说明:;<:的编造或制造含义，所谓制造

或编造就是把一些散落的零部件或材料聚集或组合

在一起。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散落的零部件或材料

聚集是意象图式中的静标，而组合出来的事物是动

标，在人们的心智中，组合出来的东西总是比散落的

零部件或材料处于更高的位置。如：&.6) $( 3+1’，

&.%5$-) $(， &..2 $(， /-)*6 $(， 6*2) $( 和

1’+%2 $(等短语动词，表达的都是原本不存在的事

物。当然这种编造或制造又意味着新事物的出现或

产生，如：&.6) $(，&-.( $(，(.( $(，0’.3 $( 和

1$-% $(都或多或少具有某事物出现的意义。

在义项8>中:;<:有把事物分开、分割的意义，

这一语义是经义项?表示事物结束或完成演绎而来

的，这里的完成或结束是指某些特定的事物结束其

使用性或功能，如玻璃杯碎成小块等，原来作为一个

整体的玻璃杯到后来被分开或分割成许多小块或碎

片，既而产生出分开、分割的意义。如：&*-7) $(，

&$1 $(，/+7+/) $(，0*3 $( 和 0,+&) $(都有把事物

分割成小块的语义特征。

:;<:表示挤压、压碎的意义体现在义项8@中，

通过挤压，物质的密度就变大，这与义项>表示增加

的意义相一致。

!、结论

英语短语动词是英语学习的难点，尤其是其中

小品词的语义难于掌握，本文利用认知语言学中的

物象与背景理论，对短语动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小

品词:;<:进行意象图式分析，认为短语动词中小品

词:;<:不是传统认为的不具有实际意义，它拥有的

8@个义项都是可以分析的。:;<:的基本意象图式及

其表静态使用的图式表征表明，:;<:可以用来展现

客观世界中向上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表现人们心智

世界中向上的、积极的、肯定的、高兴的、乐观的、美

好的等带有褒扬的概念。同时还有它的概念隐喻如

支配、加强、集中、显眼等意义。对小品词:;<:语义

的认知语言学分析，有利于帮助学习者和使用者更

好地掌握和运用带:;<:的短语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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