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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跨文化理解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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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

【摘 要 」二语隐喻理解的过程受制 于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及认知心理
。

本研究对英语学习者隐喻理解过程中使用的认知

手段及母语文化背景影响 实施调查
。

研究发现 学习者理解隐喻的主要方式包括依据喻体特征展开联想 以喻体的文化意象

进行推理 利用视觉刺激信息等
。

母语文化则推进了理解过程中的语言迁移及文化经验图式的迁移
。

【关键词 」隐喻 跨文化理解 母语文化影响 认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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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母语文化背景对隐喻理解的影响
。

具体研究问题

随着对隐喻思维重要性的逐步了解
,

以及文化 有 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对目的语植物隐喻理

与隐喻关系的深人认识
,

课堂中的隐喻学习逐渐引 解的影响有哪些 英语学习者对 目的语植物隐喻

起了二语学界的重视
,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重 的认知手段有哪些 本调查对象为上海某重点高

隐喻教学为二语习得带来的触动和收益
,

并提出切 校非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两个平行班
,

共计 人
。

实的教学手段以促进隐喻的认知
。

然而
,

从学习者 二 调查工具

主体角度展开的隐喻理解研究相较于教学方面的 本研究以翻译答题的方式设计调查工具
,

同时

文献显得相对薄弱
。

孙启耀
、

张建丽 考察了 辅以有声思维的实验手段
,

即被试在翻译划线部分

英语学习者在不同语言理解阶段所存在的隐喻理 英语植物隐喻 的同时
,

需要以书写记录的方式汇

解障碍
,

并为隐喻能力的提高提出相关建议
。

魏耀 报翻译过程中他们的思考内容
,

这有助于我们了解

章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 和分析他们对隐喻的思维认知过程
。

语言水平对隐喻理解具有明显作用
,

但该项研究调 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有 小题
,

查没有指出学习者具备了哪些具体的认知能力
。

个英语植物隐喻根据汉英形式与意义的对应情

显然
,

学习者文化背景
、

认知方式的差异使他们 况被分为四类
,

主要考察学习者的母语文化的迁移

在理解 目的语隐喻时存在不同于母语者的难度
。

对隐喻理解的影响
。

第二部分由 小题组成
,

每题

学习者不仅要分析语言文字和语境的冲突
,

而且 附图一幅
,

旨在考察外在视觉刺激对隐喻理解的作

需要从文化
、

心理和思维上克服自身母语认知的局 用
。

第三部分也由 小题组成
,

旨在考察文化经验

限
,

即对目的语隐喻进行
“

跨文化
”

的理解和信息加 图式对隐喻理解的影响
。

问卷中不出现
“

隐喻
”

或

工
,

因此从认知主体视角审视隐喻理解的研究具有
“ ”

等相关表述
,

以免产生任何导向
。

重要的意义
。

只有对学习者的文化背景
、

认知手段 三 数据收集

及思维的心理过程进行考量
,

才能在教学中结合和 为了确保问卷的有效性和较好的反馈性
,

我们

利用学习者的语言理解及文化认知特点
,

更为有效 在问卷设计初稿完成后
,

请 名学习者做了试测
,

并

地推动 目的语隐喻的理解进程
。

本文以英语植物 根据试测结果的反馈对问卷实施修改
,

最终定稿发

隐喻为例设计问卷
,

对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跨文化理 放
。

本项调查共计发放并回收英语问卷 份
,

其中

解状况实施调查
,

旨在了解学习者理解英语植物隐 有效问卷 份 问卷出现答题空缺即视为废卷
。

喻的具体方式
,

分析母语文化对目的语隐喻理解的 本文采用百分比的方式对问卷答题正确率进行数

影响
,

以期对英语隐喻学习效率的提高有所助益
。

据统计
。

二
、

研究设计 三
、

结果与讨论

一 调查目的及对象 一 母语文化背景对理解英语植物隐喻的影响

本调查研究以植物隐喻为语言用例设计问卷
,

根据问卷第一部分的考察
,

结合被试所写的翻

就学习者对英语植物隐喻的识别和意义获得情况 译依据
,

我们发现被试的母语文化背景对目的语隐

进行分析
,

以期了解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认知手段及 喻理解的影响程度较大
,

隐喻理解过程中语言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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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迁移的倾向比较明显
。

对于存在汉语对应形式

或意义的英语植物隐喻
,

被试的翻译正确率普遍较

高 如第 一
、 、 、 、

题 见下表
。

而对于汉语形

式意义不完全对应或没有对应 第
、 、 、

题

的英语植物隐喻
,

被试理解的偏差性较大
。

表 植物隐喻理解问卷第一部分

植物隐喻 正确率

草根

烫手山芋

… 遏制在萌芽阶段

植物人 一
·

二 苗头

雨后春笋

棘手的事情
·

翻开新的一页 重新做人

可爱的女孩

活力
、

劲头

害羞
、

腼腆的人

拜 小道消息

根据被试记录的翻译依据
,

我们发现翻译多源

于 植物形态特征的联想 母语负迁移影响
。

母语负迁移在被试的答题中表现为两种情况
。

一

是将英语植物隐喻译为汉语对应词所具有的隐喻

性表达
。

比如将
“

二
, ,

风中的稻草

与汉语 中的
“

救命稻草
” 、 “

墙头草
”

对应起来 看到
“ ”

就联想到
“

姜还是老的辣
”

将
“ ”

葡萄藤 翻译成
“

顺藤摸瓜
”

等等
。

二是根据语境

推测
,

将英语植物隐喻译为汉语习惯表达
。

比如
“

”

被译为
“

热锅 上 的蚂蚁
” “

”

被认为是
“

绣花枕头
”

或
“

花瓶
” 。

从被试的思

维过程看
,

他们在理解和翻译中倾向于用汉语思维

考量和推断英语植物隐喻的意义
,

从而直接导致隐

喻认知误区的产生
。

除了母语负迁移的干扰之外
,

被试理解英语植

物隐喻的过程还受到母语文化经验图式的影响
。

在概念形成过程 中
,

事物的理解和归类
,

不一定取

决于规定的概念特征
,

有时候会取决于人们根据自

己的知识和经验作出的解释
,

这就是基于图式的概

念形成 邵志芳
, 。

被试的生活经验图式

为隐喻意义的推测提供了补充依据
,

而在缺少英语

文化生活经验的情况下
,

根据母语文化图式解释英

语植物隐喻容易产生理解偏差
。

问卷第三部分
,

尤

其是对隐喻
`

,
”

精力充沛 的认知翻译
,

突出反映了被试的文化经验图式对英语隐喻理解

的干扰
。

此隐喻的理解正确率最低
,

仅 根据

被试翻译时记录的联想内容
,

有的被试认为吃早饭

前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
,

早饭吃完后才会充满活

力
,

因而将该隐喻译为
“

吃饱了
” 、 “

饿
”

或
“

精力充

沛
” 。

有的认为人在早饭前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

比

如 口臭
、

火气大
,

或者蓬头垢面
,

从而根据这些体验

作出相应的翻译
。

还有的被试根据豆子颗粒小
、

数

量多
,

类似汗珠的特点
,

将 翻译为
“

话

多
、

唠叨
、

嘿嗦
” 、 “

满腹牢骚
” 、 “

麻烦事多
、

忙得不可

开交
” 、 “

满头大汗
” 。

显然
,

该隐喻的理解很大程度

上受到被试的母语文化思维和生活经验的限制
。

日常生活经验以图式的方式存在于学习者的思维

中
,

它与母语迁移一样是母语文化影响目的语隐喻

理解的重要因素
。

二 英语植物隐喻的认知方式

隐喻理解的程度与学习者对隐喻信息的认知

加工方式密切相关
。

问卷调查反映了学习者在理

解英语植物隐喻过程中所采用的认知手段
,

除了结

合语境信息进行推断以外
,

主要有以下几种
。

第一
,

根据植物特征发挥联想
。

联想是由一种

事物想起另一事物的过程
,

是发散性思维的基础
。

被试翻译的思维过程包含了大量基于植物特征的

视觉
、

味觉等感官联想
。

比如不少被试根据桃子的

视觉外观 白里透红 和甜味将
“ ”

译为
“

漂亮迷

人的女孩
”

也有的依据桃子触感的柔软和 口味甜

蜜的特点
,

将其译为
“

软弱的人
”

和
“

腻人的人
” 。

在

结合语境翻译 生姜 时
,

有的被试依据生姜

给味觉带来的刺激性
,

将其译成
“

激励
”

或者
“

狠角

色
”

也有的根据生姜的佐料用途或者姜的 自然属

性温热驱寒
,

将其译为
“

配合
”

或者
“

热身赛
” 。

由于

东西方民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

且被试对同一植物

在异文化中的象征和民俗用途知之甚少
,

被试在隐

喻理解过程中
,

其联想和发散性思维大多基于 自身

对熟悉的植物特性的感官体验
,

从而容易导致隐喻

理解的偏差
。

第二
,

根据植物文化意象或生活经验进行推

理
。

从被试的答题结果看
,

主要的推理方式有两

种
,

一种是根据植物在英语文化中的喻义展开推

理
。

比如被试在知晓 是西方荣誉象征的前提

下
,

正确翻译了隐喻
“ ' ” 。

另一种

是根据母语文化经验对英语植物隐喻进行推理
。

如英语隐喻 二
,

被试认为
“

稻草与风

比
,

微不足道
” ,

而将其理解成
“

无关紧要的事
” 。

可

见植物的文化意象及被试的生活体验都是隐喻意

义的推断依据
。

第三
,

借助视觉等多感官渠道获知信息
。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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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是最常见的一种通过视觉传递信息的方式
。

尽管图片对于抽象信息的表达和传递有一定局限

性
,

但视觉图片的确为语境提供了补充信息
,

也可

以帮助推断和确认意义
。

以图片辅助理解的问卷

第二部分
,

就反映了视觉刺激对隐喻理解的引导作

用
。 一巧题的理解正确率分别为

当电灯泡 责怪错了

人 泄密
。

视觉图片辅助理解最为典型的是第 题
,

我们

提供了语境和相关图片
。

从卡通图片中我们可以

看到
,

一颗小醋栗介于梨和苹果之间
,

手中高举一

盏电灯泡
。

根据图中信息
,

结合语境
“ '

' ,

厂
,

被试可 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出划线

部分即是
“

当电灯泡
”

的意思
。

从结果来看
,

图片等视觉信息虽然具有补充信

息和帮助推理和理解的功能
,

但是学习者对图片的

接收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

在第 巧题中
,

我们试图以

一幅
“

三个女孩凑一块儿咬耳朵
”

的图片配合语境
,

以传递
“

私下泄密
”

的语义信息
。

但图中女孩以手

遮嘴的动作却引起了
“

八卦和背后议论
”

的联想
,

被

试将其译为
“

传播谣言
、

四处八卦
” 、 “

背后议论
,

说

坏话
”

或
“

挑拨离间
” 。

可见
,

在 目的语隐喻的学习

中
,

学习者往往容易接受直观的视觉信息
,

并据此

做出意义判断
。

教学中只有对视觉刺激所传递的

正确信息有意识地加以引导
,

才能避免学习主体因

主观意识而产生信息误读和误解
。

问卷调查也反映了少数 隐喻不被识别 的情

况
。

比如一些被试根据字面意思直接翻译
“

”

和
“

二
” 。

虽然直译所占的 比

例较小
,

但也表明在不能理解言外之意的情况下
,

字面直译是一种直接的答题策略
。

四
、

结语

鉴于 学习者的隐喻认知手段
,

以及理解过程

所受到母语文化的影响
,

我们认为在二语教学中
,

当涉及隐喻学习时
,

首先要注意文化信息的输人和

对比
。

二语学习者 目的语文化知识的储备是有限

的
,

而隐喻理解过程需要相关世界知识和社会经验

的补充整合
,

隐喻教学需要注重 目的语文化的输

人
,

注意引导学习者进行目的语和母语文化的比较

以便从文化的深层面推动隐喻的认知
。

其次
,

发散

思维
,

拓展语义网络
。

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和促进

学习者发散思维
,

如换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角度看待

植物的某一特点
,

有助于拓展网络知识联结
,

帮助

形成更为广大的语义网络
,

对隐喻意义的联想推断

有所助益
。

最后
,

促进多种知觉参与认知加工
。

图

片
、

实物或视频材料的展示可 以刺激学习者的视

觉
、

嗅觉等多种感官
,

为大脑提供更为直观的信息
,

通过语义和情节加工的并行深化学习者的记忆痕

迹
,

这对于隐喻的理解是一项有益的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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