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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化理论把一词多义看成是原型义项经过隐喻或转喻生成的多个边缘义项)针对一词多义在

语言翻译中产生的困难'本文总结了原型范畴化认知理论影响下的一词多义的定义%产生根源和产生模式)针对翻译过程

中'一词多义经常受到语境效果弱%语义频率低和边缘义项难的影响'本文提出三点应对方法(首先'译者首先应该顺应语境

需求'进行子义项的选择)其次'译者必须接受认知语言学的语义动态观'灵活处理在新的语境中出现的多义单词)最后'译

者应扩大知识面'加强对边缘义项了解和推测能力)

关键词!一词多义!原型范畴化!原型义项!边缘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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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多义是人类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

#

.

)&一词多

义'指一个词可能会承载二种以上的意义)一词多

义'作为一个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早已引起众多语

言学家和翻译学者的关注-

!

.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

为词汇是音义任意结合的语言符号'所以看不到多

义之间的相互关联'仅把不同词义当成修辞性语言

进行理解-

%

.

)认知语言学家
7*

S

3)3)

则认为'词义

与认知范畴是等同的-

A

.

)一词多义不是任意的语言

现象'而是有认知和心理基础的)任何词语意义的

发展演变都是人类认知范畴和概念化的结果)因

此'认知语言学把一词多义定义为(以词汇的基本意

义为基本范畴'通过认知意象图式的联结作用'把已

知概念隐喻和转喻到新概念中'从而产生的多个

意义-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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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认知语言学对一词多义的阐释'本文首先

陈述了原型范畴化理论下一词多义的产生根源%产

生机制和产生模式)然后'按照一词多义在语义认

知上的特点'从三个方面具体研究分析一词多义的

原型范畴化认知对一词多义翻译策略的影响'以及

如何克服一词多义在翻译中引起的困难)首先'译

者应该根据单词使用的语境'确定单词的原型义项

和边缘义项!其次'译者必须遵循动态语义观'即在

原型义项的基础上'灵活处理在新的语境中出现的

多义单词的边缘义项!同时'译者还应加强对译文专

业知识的理解'以加强对边缘义项的了解和保证对

边缘义项的推测能力)

二"原型范畴化理论对一词多义的认知

#一$一词多义的原型范畴化认知

原型范畴化理论'是相对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
!"""

多年前的经典范畴理论提出的'从人类

思维和认知机制出发'研究语义从原型范畴到新范

畴的转移和裂变)认知语言学中原型范畴理论认

为'英语的词汇意义就是一个原型范畴'每个单词都

有基本义和延伸义(基本义就是这个范畴的原型'延

伸义就是在原型范畴的基础上'通过人类的认知'将

物理空间映射到概念空间'将具体事物概念映射到

相应的抽象概念结构上'从而延伸出新的义项-

E

.

)

词义范畴的各义项成员之间有中心义项和边缘义项

之分)中心义项'即原型义项'是人们最早获得%最

先认知的义项'也是语义范畴中最具代表性的义项!

而边缘义项是围绕原型义项的词义辐射'从而形成

的多个相互关联的子义项)各个子义项又各自形成

该词汇范畴的不同子范畴)

因此'随着对范畴认知的深化'对范畴成员认知

深度和广度的提高'新的语义就会不断派生'一词多

义也就成了人类认知过程中语义表达的必然现象)

#二$一词多义的产生根源

一词多义来源于人类认知所存储事物和概念的

局限性和事物及概念之间的相似性'是人类认知概

念的多义性在语言上的体现)在认知新事物的过程

中'人的大脑能自觉地根据已有经验审视新事物'通

过意象图式的联结作用'努力寻求新事物和原有已

知事物间的联系'将新认识的范畴与已知范畴相联

系'用已知概念承载新概念'于是就产生两个认知

域'即由源域"

9'()P3Q'6+1*

#到目的域"

:+)

S

3:Q'\

6+1*

#之间的投射)这种投射有两种(一种是隐喻

性投射'即从物理概念域到抽象概念域的投射!另一

种是转喻性投射'即从基本层次范畴到高层次范畴

或低层次范畴的投射)这两种投射是人类的主要认

知模式)隐喻性投射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涉及到

两个认知域'强调从源域到目标域映射的结果'而转

喻则建立在邻近性原则上'体现同一认知域中两个

元素的相关性-

@

.

)这两种由源域到目的域的认知模

式就构成了语义派生的根源)

所以'认知语言学认为'从一词多义的语义来源

看'多个子义项的形成很大部分是借助隐喻和转喻

实现的-

$

.

)

#三$一词多义的产生模式

根据原型范畴化理论的认知方式'一词多义的

产生模式主要有两种(辐射型和链型)在辐射型模

式中'各个边缘义项以原型义项为核心'向四周不断

扩展'构成一种辐射状结构'各个后起边缘义项相互

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联'但是都与原型义项有一定

的相关性)而链型模式主要指以原型义项为核心开

始衍生出第二义项'再从第二义项衍生出其他边缘

义项'形成一种链式的语义扩展过程-

G

.

)

不过'在大多数词汇的边缘义项发展过程中'辐

射型和链型往往同时存在"即为网络模型#)词源研

究可以印证一词多义的产生模式)例如(单词

:/(6<

的原型义项是$拇指&)通过辐射型模式产

生边缘义项("手套的#拇指部分'"向上翘起拇指#示

意要求搭车!以及通过链锁型模式延伸出更多边缘

义项("用手指#迅速翻阅'"指用拇指#翻坏%翻脏等)

总之'一词多义的扩展模式体现了人类的认知

是以最经济的方式进行的)一词多义的产生根源表

明了边缘义项的产生原因'而一词多义的产生模式

表明了边缘义项与原型义项之间的关系模式)翻译

时译者不仅需要掌握原型义项'还要根据一词多义

的产生根源和模式'推导出其在不同概念域或不同

层次范畴的边缘义项'才能使译出的文字符合原文

意义'表达准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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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原型认知理论的一词多义翻译

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传统翻译理论一直

把词汇层面的翻译看作语言符号的转换)这种只强

调语言形式的翻译'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类语言的认

知特点)而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从语言意义的角

度'按照人类认知的特点'强调语言翻译必须达到源

语言与目标语言的认知对等)针对一词多义在翻译

中经常导致发生的错误(语境效果弱易产生错误'词

义出现频率低易出现错误'边缘义项不了解易出现

错误'下文将参照一词多义在语义认知上的特点'具

体研究分析一词多义的翻译)

#一$根据语境确定义项

英语单词的语义与汉语之间从来就不是一一对

应的关系)如果只按照字典上的释义'简单进行语

言符号转换'就不能清楚地表达源语言所包含的语

境信息%实现源语言的表达目的'从而会出现译文晦

涩难懂'表达呆板等问题)例如以下例句中的

P/+*

S

3

如果全部翻译成$改变&'"

!

#%"

%

#%"

A

#句就

会给译文读者带来很大的理解障碍)

"

#

#

e3199'9:(<<')*:/+:*''*3P+*383)

P/+*

S

3/19'

N

1*1'*=

"

!

#

a/3*)(9:19-')63Q

'

+P/361P+,P/+*

S

3

/+9:+X3*

N

,+P3=

"

%

#

I-

;

'(T1,,:)+83,+<)'+Q

'

-1*Q+*+

S

3*P

;

:/+:P+*P/+*

S

3:/3P())3*P

;

Q1)3P:,

;

=

"

A

#

e39:(--3Q/19<+

S

T1:/+-3TP/+*

S

39'-

P,':/1*

S

=

以上四个例句中'只有第一句中的
P/+*

S

3

可以

按照原型义项直接翻译成$改变&)而其他三句中

P/+*

S

3

的语义已经被隐喻投射到新领域'所以翻译

时必须根据语境'选择
P/+*

S

3

义项范畴中的其它子

义项)在例"

!

#中$

)(9:

'

P/361P+,

&的语境决定了

P/+*

S

3

的语义被投射到科学领域变成$"化学#反

应&!例"

%

#中$

+<)'+Q

'

P())3*P

;

&的语境信息决定了

P/+*

S

3

原型义项被投射到货币领域'变成$"货币#

兑换&!例"

A

#中$

<+

S

'

P,':/1*

S

&又一起决定了

P/+*

S

3

的语义被转喻投射到生活领域'必须具体化

为$用以替换的衣服&)

总之'单词本身是无法完全确定语义的)以上

这些例句中'

P/+*

S

3

的原型范畴$改变&被映射到多

个不同领域和层次范畴'产生多个相互关联的子义

项)所以'对一词多义的翻译一定要按照单词出现

的具体语境'确定原型中心义项被投射到的认知领

域'选择相应的子义项'从而实现正确地理解和

翻译)

#二$接受语义动态观

传统语义观认为语义都是静态的%封闭的'因此

往往只是按照词典进行词义选择'使得翻译停留在

句子层面)而认知语言学却要求以动态的语义观'

审视单词在对应语境中的语义)因此'作为译者'首

先要接受语义动态观'不局限于词典中的词义解释'

而要以原型义项%甚至其它子义项为理据'按照语义

的投射'创建符合语境的语义)

例如'按照/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0'

633:

用作动词时的原型义项就是$遇见&)但在以

下例句中'对
633:

一词的翻译却必须进行一些动态

变化)

"

E

#

R+9:.(*Q+

;

/363:T1:/:/3K)163]1*19\

:3)-)'6&+

N

+*=

"

@

#

e'TP+*c1P/+)Q633:/199:(Q3*:91*+

N

+1)'--,1

N

?-,'

N

9

5

"

$

#

V'6/+9*383)30

N

3P:3Q:'633:/19#E?

;

3+)',Q9'*1*:/3<+)1*:/361Q*1

S

/:=

以上
%

个例句中'

633:

都表示$遇见&的含义)

可是'由于人物身份的变化'语言使用的正式程度也

在变化'如果按照词典直接翻译成$遇见首相%遇见

学生%遇见儿子&就会显得语言表达单调%无法与语

境吻合)所以'按照语义动态观'结合实际语用环

境'把以上
%

个例句中的$遇见&'分别翻译成(

例'

E

(他上周六接见了日本首相$

例'

@

(理查德老师怎么能穿着夹脚拖鞋去给学

生上课呢/

例'

$

(汤姆从没想到他竟然半夜还能在酒吧撞

上他
#E

岁的儿子$

很明显'$接见&%$给学生上课&%$撞上&都更加

灵活的表示了$遇见&的意思'既没有脱离原型义项'

又翻译得更加生动%真实'符合上下文语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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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语义是处于一个开发系统中的'随着语境

而动态变化的)任何译者都必须在了解词典义项的

基础上'根据语境'灵活地完成翻译)

#三$增加对边缘义项的了解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语义原型范畴理论'边缘义

项是通过语义引申机制'如隐喻%转喻而形成的'有

时'抽象程度较高%与原型义项相距较远'就会成为

翻译中的障碍)很多的翻译错误都是由于译者自身

知识面的限制'对边缘义项的陌生导致的)例如(

"

G

#

e196':/3)T+99:1,,'*:/3:+<,3

'

9'/3

/())13Q:':/3/'9

N

1:+,+-:3)/19T')X=

"

B

#

e3/+9:'Q)+T(

N

+:+<,31*/19)3

N

')::'

P,3+),

;

9/'T:/3Q)+6+:1P)193'-(*36

N

,'

;

63*:

)+:3=

对于以上例句中的
:+<,3

一词'大部分英语学

习者只熟悉它的原型义项$桌子'台子&'所以在翻译

例"

G

#时'根据
:+<,3

的原型义项'和
/())139:':/3

/'9

N

1:+,

提供的语境'大部分译者能正确地理解
:+\

<,3

的语义$医院里病人躺的台子'即手术台&)但在

例"

B

#中'由于
:+<,3

的边缘义项$表格&很少被非专

业人士使用'并且离原型义项$桌子&太远'所以很多

译者无法对上句做出正确的理解和翻译)

当然'原型义项和边缘义项之间并不是绝对的

二分关系)例如'

V+<,3

对于医生来说原型义项就

是$手术台&'对于饭店服务员就是$餐桌&'对于体育

爱好者就是$乒乓球台&'而对于会计工作者就是$表

格&)

所以'相对于不同职业所拥有的专业知识'被首

先认知和熟悉的义项会有所不同)作为译者'不仅

应该依照一词多义的产生机制'推测从原型义项投

射到其他领域的边缘义项'还应该扩大知识范围'以

减少边缘义项对翻译形成的障碍)

四"结论

一词多义的语言现象体现了语言产生的灵活

性%对新情境的适应性和人类语言自身的创造性'是

人类语言强大生命力的具体体现)本文借助原型范

畴化的语言认知方式'解释了一词多义是人脑自觉

根据已知概念投射到新概念上的隐喻和转喻实现

的'主要通过辐射型和链型不断扩展'产生新的边缘

义项)为了达到源语言与目标语言认知对等的翻译

目的'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符合语言认知特点的翻

译策略)译者不仅需要了解源语言的原型义项'更

需要遵循动态语义观'审视源语言所对应的语境'发

现其所投射到的语义领域'选择其对应的边缘义项)

因此'译者需要正确地认识一词多义的语言本质'以

认知语言学动态语义观为指导'充分熟悉源语言所

在专业领域的边缘义项'避免以语言形式转换为核

心的语言翻译'才能克服一词多义带来的翻译困难'

提高语言翻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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