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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多义现象与认知

王锡艳

(中国海洋大学 英语系
,

青岛 2 66 0 7 1)

【摘 要】 本文讨论 了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解释多义现象的指导作用
,

重点论述 了多义现象与

语义范畴之间的关系
,

隐喻
、

转喻对词语多义形成的作用
,

以及对 当前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指导作

用
。

【关键词】 多义现象 ; 认知 ; 隐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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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义现象

多义现象是指一个词语有几个或多种互相联系

的意义的语言现象
。

过去我们常说某项词义是某个

词的意义的一部分
,

但是
,

实际上每个多义词的各项

词义之间都有相互的联系
。

我们把一个多义词的这

些意义称为词的多义聚合
,

多义聚合现象实质上是

我们常说的一词多义现象或多义现象
。

然而
,

传统的

语义理论并没有把握多义现象的全部与本质
。

认知

语言学表明多义现象 (包括不同义项和不同词性 )是

通过人类认知手段 (如隐喻和转喻 )由一个词的中心

意义向其他意义延伸的过程
,

是人类认知范畴和概

念化的结果
。

“

通过对进行认知活动的生物体的身体构造和经验

的研究来理解意义
”

(肠k o ff 19 87
: 2 66 )

。

经验主义

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现实
,

也没有离开客观现实而

独立存在的感知和思维
,

只有相对于一定环境 (自然

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的认知
。

经验主义强调经验在

人的认知和语言中的重要性
。

在这里
, “

经验
”

不是指

狭义地发生在某个个体身上的事件
,

而是指人类经

验的总和 :
包括人类的身体构造

、

基因遗传
、

在客观

世界中的物理运动
、

社会组织等等
。

3
.

多义现象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

2
.

认知语言学及其哲学基础

认知语言学是一种新的解释语言现象的研究方

法
,

是认知心理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
,

属于

广义的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
。

他的哲学观可以概括

为经验现实主义
,

简称经验主义
,

这一哲学观点旨在

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是
“

类典型及基本层次范

畴理论
”

(山
e ht e o叮 Of p or t o yt p e s a

dn b a s i e 一 l e v e l

c at
ego ir es )

。

这一理论与传统的客观主义的范畴观有

本质的不同
。

客观主义认为范畴由范畴成员的共有

特性来界定
,

一个物体如果具有某范畴成员的所有

特性
,

则它属于该范畴
,

否则不属于该范畴
,

不存在

似是而非
,

模棱两可的情况
。

发现这一理论缺陷的第

一人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 L
.

W i t t g e n s t e i n ,

19 5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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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范畴成员之间没有共同的特性
,

只有多种方

式的相似性 ( fa m ivl er se mb lan
c e )

。

范畴也没有固定

的明确的边界
,

随着新事物的出现范畴可以扩大
。

而

且
,

范畴成员不象传统的理论认为的那样具有同等

的地位
,

而是有中心成员和非中心成员之分
。

在此基础上
,

美国心理学家 R os hc 提出了
“

类典

型及基本层次范畴理论
” 。

R os hc 对不同文化的范畴

形成进行 比较
,

发现许多范畴都是围绕一个类典型

(脚 ot ytP e) 构成的
,

判断某物体是否归人某范畴
,

不

是看它是否具备该范畴成员的共有特性
,

而是看它

与类典型之间是否具有足够的家族相似性
。

4
.

多义现象与认知语言学

4
.

1 多义现象与语义范畴

u ko ff ( 19 87
: 5 7) 指出类典型效应不仅存在于非

语言的概念结构中
,

而且也存在于语言结构中
,

因为

语言结构同其他概念结构一样
,

都是建筑于同样的

认知机制之上
,

与其他认知范畴之间并没有本质的

区别
。

语义范畴也是原型范畴
,

其义项成员不具有同

等的地位
,

而是有中心的
、

典型的义项和边缘义项之

分
,

中心义项即原型义项 ( p or ot t y p e m e a n i n g )被认为

是语义范畴最具代表性的义项
,

往往是人们首先认

知 的
,

也是语言符号最早获得的义项
,

是
“

直接
”

意

义
。

语义范畴围绕原型意义向外扩展
。

.4 2 多义现象与隐喻
、

转喻及词汇教学

一词多义现象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现象之一
。

认知语义学用意象图示及其隐喻
、

转喻理论来说明

一个词语相互关联的多个义项之间的关系
,

较好的

解释了多义现象
。

认知语言学认为
,

一个词的基本义项通过隐喻

或转喻作用发展其他义项
。

隐喻是一种认知机制
,

它

利用的是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或相似性
,

将指示该事

物的词语从一种认知域投射到另一认知域
,

前者被

称为源域 ( s ou cr e d o m a i n )
,

后者为 目标域 ( t a吧 e t

do m ia n)
。

与隐喻不同的是
,

转喻所涉及的是一种
“

接

近
”

(
e o n t i , i yt )和

“

突显
”

( s al i e n e e )的关系
。

所 以两

者的区别在于
,

隐喻是不同域之间的投射
,

而转喻是

相近或相关联的同一域中
,

一个突显事物代替另一

个事物
。

以词语 he ad (作为名词 ) 为例
,

oL gn m an

D ie t i o n

卿
。 r ht e E n

砂i s h 压
n四娜 对这一词条共

列 出21 项词义
。

H ea d起初指的只是人的头部
,

后来

又应用到指动物的头部
,

即义项 ( 1) the uP p e :
of

fo er lnD st id : is 勿 n
of ht o b 。

方 of an an i m以 ht at

e o n `成sn t h e b几龙n ,
t he e h icf

s e二 e o嗯’a, 幼
,

山 IJ r he

mD 以 h
,

这个义项可以看作是h ae d这个词 的基本义项

或 中心义项
。

在基本词义 的基础上
,

运用转喻
,

“

he dn
”

一 词 又 获 得 了 义 项 ( 2) the se at of t he

in te l l e c t ; th e m idn 表示
“

智力
,

能力
” 。

同样运用转喻
,

“
h e

ad
”

一 词 又 获 得 了义 项
,

( 4 ) a a 尸e rs o n ,

an

idn 动idu al 和 ( 4 ) 6 a 5 1喇
e idn iv 记 u 以 o u t of

a

n “

mb
。 ; (。 ..9 of do me 爪

。
an i m曲 )表示人数或头数

(动物 )
。

而义项 ( 5 )
、

( 6 )
、

( 9 )都运用了隐喻
。

其中
,

义 项 ( 5 ) a ht e e

dn
t

hat is l切 p e r ,

h i岁铸
r , o r

叩尸os iet t he fo ot 表示物体的顶部
、

上部
,

( 5 ) b the

s o

cur
e

of
a s ter am

,

南
e r e : e

.

表示源头
。

义项 ( 6 )a

a d i r e e ro r ,

le
ad

e r 和 ( 6 ) 6 o en i n e h j ge of
a

ivd is 动 n
or de 尸时me nt in an 叼窟云

二e
or ￡。 itt 琳勿

n 表

示领导
、

首领
。

义项 ( 9 ) a t he uP p e

mosr
: 尸o int of

尹or,’
e e ti咭 尸喇 of an

o
bj’ e e t

,
t he t叩 和 ( 9 ) b r he

s `ikr i咭 尹时 of
a w e叩 o n ,

: o o l o r imP le me
n r 指物

体的顶端或顶点
。

以上三个义项 ( 5 )
、

( 6 )
、

( 9) 中所涉

及的认知域都不同于基本义项 ( l) 的认知域
,

但运用

隐喻投射理论我们可 以很容易的理解义项 ( 5 )
、

义项

( 6) 及义项 ( 9 )
。

上述分析不仅说明了每个意义范畴

的各个义项之间的关系
,

还进一步说明了隐喻
、

转喻

对于一词多义或词义发展的重要性
。

因此
,

学生在学习英语词汇时可以根据词的基

本含义和认知规律推导出一个单词在不同语境下的

确 切 词 义
。

如 在 《新 编 大 学 英语 》 第 一 册

升口叻
刀侧动

e IT扭
少e l 一文开头的第一句

,

I fe 女滋
。 a

。 er ck 中
,

大多数学生已经掌握。 er 硫的基本义项

是指在事故中严重损害的车
、

飞机等
,

但如果学生主

动运用 隐喻认知机制就不难推断 出在这个句子 中

w er c k 的另一个义项
:
身体或精神严重受损伤的人

。

又如
,

在英语中级听力第三课的一个对话中有这样

一句话
,

1 c
an b aer 妙

。。 er my
e xP e

sn es
,

学生能理

解这句话的意思
。

但当他们被问及
。二er 在文中的含

义时
,

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从
。 。 e : 的

“

覆盖或遮掩某

物
”

这个意思推断出来的
。

实际上此处 c , er 运用了
“

钱够用
”

这样一个义项
。

由此可以看出
,

英语学习者

会不 自觉的运用隐喻认知来推断词义
,

而且这种做

法也是行之有效的
。

所以在英语词汇教学中
,

教师应

当对词语的隐喻意义进行适度讲解
,

这样学习者就

可以在基本义项的基础上逐渐掌握词语的隐喻义
。

(下转 2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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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3 页 ) 这些现象的存在
,

如果我们党组织不给

以高度的重视
,

并积极加以解决
,

实现
“

三个代表
”

的

要求就会流于一种空谈
。

从目前情况看
,

加强在青年

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
,

最关键的
,

一是要转变观念
,

积极实施
“

党员先锋工程
” ,

变被动为主动
,

用党组织

的关心
、

关怀去感染青年教师
,

用党的先进性和奋斗

目标去教育
、

引导青年教师
,

增强党组织对青年教师

的吸引力 ; 二是要强化责任制
,

加强考核
。

要建立相

对 固定的联系人制度
,

从各个环节抓紧培养
,

力争使

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队伍中党员 比例有

一个较大的提高
。

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做好在青年教

师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

(上接 7页 )

同时
,

应当注意
,

许多词语的隐喻义是在灵活运

用的基础上产生的
,

这就需要学习者具备主动运用

隐喻认知机制掌握词义的能力
。

5
.

结论

隐喻和转喻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
,

因为经

验域在所有的文化中并非一样的
。

要想准确掌握英

语词义
,

英语学习者还需要加深对目标语文化的学

习和了解
,

这样才能在基本义项的基础上
,

通过从源

域到 目标域的正确投射理解词语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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