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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菜名的生成及其语言类型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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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常德米粉”为例考察地域菜名的生成，制约其生成的因素可分为两类：语言外和语言内因素。语言外因
素包括人类认知的百科知识结构和语言生成者的主观注意，语言内因素包括语言经济性原则和现代汉语的双音节化趋

势。生成的基本机制为转喻，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元素组合侧显、以定中结构匹配侧显组合、语义生成与扩容。从语言

类型学的视角来看，类似“常德米粉”这类产地＋受事侧显是地域菜名生成最典型的方式，因此这类侧显具有普遍意义，
间接反映出人类思维、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确存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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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菜①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体验最多的客体之

一，对菜名的生成进行探究，能较好地以此窥视语

言生成者的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挖掘出菜名生

成的一般规律，本文选择地域菜名的生成进行研

究。我们国家地域广阔，自古信奉“民以食为

天”，各地美食数不胜数。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

美食大多以“地名＋食材”的方式命名，如北京烤
鸭、北京炸酱面、科尔沁小肥牛、盐城龙虾、鄂州武

昌鱼、常德米粉、五常大米、阳澄湖大闸蟹、德州扒

鸡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特产美食。仔细考究起

来，这些美食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强调食材原

产地，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独特的地方风味，是严

格意义上的“地理标识产品”，如阳澄湖大闸蟹、

五常大米；另一类强调某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对原

材料的出产地没有过多的要求，属于更为宽泛意

义上的地方特色美食，如北京炸酱面、德州扒鸡、

桂林米粉等。“常德米粉”是湖南省较负盛名的

菜品之一，其红油厚实，吃后令人唇齿留香，通行

湖南各地乃至云、贵、鄂、赣等地，深受大众的喜

爱。人们经常食用，对它的体验较丰富，所获的经

验较完善，又因受制于行文篇幅，故本文主要以

“常德米粉”为例探讨地域菜名的生成机制，尝试

以小见大，管中规豹。

目前有关菜名的研究大多与菜名翻译相关，

熊欣从跨文化交际视角系统总结了汉语菜名翻译

的策略和技巧②；周桂英认为，中国菜命名的理据

是多样的，翻译中国菜名时，拥有不同命名理据的

菜名需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③；杨琼、贾德江在功

能翻译视野下，通过对《中文菜名英文译法》翻译

原则的研读，尝试统一良莠不齐的汉语菜名英译

版④。另有一些研究关注菜品命名与文化的关

系，如段益民从菜的命名着手，探究汉族文化的中

和之美⑤；刘德龙等、鄢莉分别探讨了地方菜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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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渊源①②。在跨语言对比研究方面，伍锦

辉等对汉英菜名概念框架元素语言形式化的凸显

方式进行了相关探究，发现二者存在的差异较少，

共性较多③。

已有成果颇丰，为后来之研究打下了坚实基

础，但略微不足的是，少有学者关注菜名生成背后

的认知理据、思维机制，且缺乏语言类型学视野下

的考察。认知语言学强调，客体事物或事件经由

人的涉身体验后，会成为人零散、杂乱的经验，这

些经验被概念化后，成为较系统的概念结构或知

识结构。概念框架中存在诸多元素，基于一定的

语用目的，其中一些元素以转喻、隐喻等方式被凸

显，被凸显元素以组合形式存在，最终通过符号编

码获得相应的语言形式，这就是生成。生成蕴含

了概念阶段和形式阶段。在概念阶段，经过认知

加工，语言生成者心智中概念结构里的元素一部

分被凸显，其余元素被隐略；如有需要，还需基于

语言的使用模型（语言构式），将凸显元素进行排

序，获得组合。在形式阶段，将排序好的概念组合

匹配出对应的语言单位，生成最终的语言形式。

本文以“常德米粉”为研究对象，拟在已有研究基

础上，尝试定性地解决如下问题：（１）制约地域菜
名生成的因素有哪些？认知机制和概念化过程如

何？（２）其他语言中是否存在拥有类似侧显的
菜名？

二　地域菜名生成的制约因素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一个事件概念

化、词汇化的过程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音义之间

的任意匹配，而是受到各种语言内和语言外各种

因素的制约。

（一）语言外制约因素

（１）百科知识结构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指出，侧显（ｐｒｏｆｉｌｅ）是基体（ｂａｓｅ）

中凸显出的“浮现物”，基体则是我们理解或生成

侧显的基础④。换言之，语言层面，侧显可为一个

概念结构或知识结构，基体则为理解或生成侧显

所依靠的相关百科知识结构。如，“人手一份”中

的“手”，此处用作动词，而非名词。由“手”激活

了一个字面概念，接着基于这个字面概念还可激

活一个更大的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用手取某物”，

其中，施事为“某人”，行为是“取”，工具为“手”，

受事是“某物”，基于该知识结构，发生转喻：以工

具代工具和行为。

“常德米粉”表征的为一个事物概念，但它的

生成需涉及由它激活的一个百科知识结构“烹

饪”，故我们在生成“常德米粉”时需基于常德米

粉的烹饪知识结构，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知识结

构下，才能生成“常德米粉”。故可知，“常德米

粉”的生成所依靠的基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

烹饪米粉”，其中，施事为“某人”，行为是“烹饪”，

受事为“米粉”；此外，还存在施事、行为、受事的

相关元素，如受事的颜色“白色”，产地“常德”，行

为的流程“先煮受事，再给受事浇上已炒好的臊

子和红油”，行为的产物“将一种较粗的米粉煮熟

后，配以已炒好的臊子和红油而制成的一种烹饪

地在常德的汤粉”。

从广义上说，情景知识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百

科知识，既可以指话语情景，包括参与交际的人

物、地点、时间、方式、内容、缘由等各种因素，也可

以是非言语因素的行为情景。“常德米粉”这种表

达与“北京烤鸭”“德州扒鸡”等生成方式略有不

同，它隐略了欲表达概念中的行为“烹饪”，其包

括了“烹饪的方式”，语言生成者之所以能隐略

“烹饪”而不担心会错误识解该表达，情景起到了

较大的辅助作用———“北京烤鸭”“德州扒鸡”尽

管属于传统菜品，但其制作工艺和制作流程过去

秘不示人，现在也还不太为人所知，而“常德米

粉”是一种更为大众化的菜品，即便第一次听说

“常德米粉”的人，在情景（制作常德米粉的现场，

甚至是看到食用常德米粉的现场）的支撑下，也

能看明白常德米粉的烹饪流程为：水煮米粉后，再

给米粉浇上已炒好的臊子和红油，而非让食客直

接食用煮熟的米粉。

百科知识结构给语言生成者的概念化提供了

操作的原料，它们是最终映射于形式层面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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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事，以及语言单位所承载的语义———行为的

产物①。这些元素皆源自“常德米粉”所激活的一

个更大的百科知识结构，故倘若缺乏此基础，纵然

语言生成者拥有各式认知操作，也无法生成“常

德米粉”。百科知识结构是制约“常德米粉”等地

域菜名生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２）语言生成者的主观注意
语言形式的生成受制于其所表征的概念结

构，概念结构又源自人的认知，即不同的认知会导

致不同的语言表征。语言生成者的主观注意是人

认知的一部分，其自然也能影响语言形式的生成。

如，主观注意到事物概念“甲”中的元素“美丽”

“纯洁”，我们便能以“莲花”概念化“甲”，因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最后导致了事物概

念“甲”中的元素“美丽”“纯洁”的凸显。若主观

注意到事物概念“能用粉笔在地上做出 ３Ｄ画的
人”中的元素“能力超群”和“受人敬重”，语言生

成者便会以“粉笔帝”概念化“能用粉笔在地上做

出３Ｄ画的人”，最后导致了事物概念“能用粉笔
在地上做出３Ｄ画的人”中的元素“能力超群”和
“受人敬重”的凸显。

“常德米粉”的生成所依靠的基体为百科知

识结构“某人烹饪米粉”，其中，存在诸多元素。

受到其他拥有该侧显构型（产地＋受事）菜名的影
响，语言生成者会主观注意到该百科知识结构中

的产地和受事，接着选择凸显概念中的产地“常

德”和受事“米粉”，再匹配以相应的语言单位，最

终生成了“常德米粉”。可见，语言生成者的主观

注意是“常德米粉”生成的制约因素之一。

（二）语言内因素的制约

（１）语言经济性原则
Ｚｉｐｆ基于数理统计法，探究了词频与词长之

间的关系，他发现词频与词长成反比：较短的词明

显比较长的词更受人们喜爱。基于此，他提出了

一条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原则，即省力原则———

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②③。Ｚｉｐｆ的省力
原则在各个领域影响深远，Ｖｉｃｅｎｔｉｎｉｔ沿用了这一
观点，但在表述上似乎有所区别，他将其称之为语

言经济性原则，并用以探讨语音的演变④。之后，

诸多语言学学者也将语言经济性原则不同程度地

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如 Ｇｒｉｃｅ提出的合作原
则中的数量准则强调人们说的话应满足交际所需

的信息量，且不能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⑤；吕叔

湘曾深入浅出地指出，在语言交际中，能用三个字

表达的意思就绝不用五个字，能一句话说清楚的

事，就绝不说两句，这就是语言经济性原则⑥。

Ｌｅｅｃｈ也对语言经济性原则进行了诠释：在所传
输信息量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缩减文本的内容，从

而致使言语交际变得快捷和流畅⑦。Ｅｖａｎｓ＆
Ｇｒｅｅｎ认为，语言经济性原则为以最小的认知努
力，去收获最大的信息量⑧。可见，语言经济性原

则要求我们在交际过程中，需以一个相对简短的

语符去表征一个概念结构，而非以一个相对冗长

的语符。“常德米粉”作为一种菜品，命名的前提

为容易被人们记住，故理应使用一个较简洁的语

符。“常德米粉”在将“将一种较粗的米粉煮熟

后，配以已炒好的臊子和红油而制成的一种烹饪

地在常德的汤粉”这一概念词汇化过程中，相比

“常德红油米粉”等更为冗长的表达方式，前者的

语言经济性更强，更易让人记忆，更易获得人们的

喜爱，更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其“红油”这一烹

饪特征如前所述可以通过菜品制作现场得到的情

景知识予以弥补，没有必要显现在菜品名中。

当然，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并非简单地等同于

表达方式求简求短，而是在信息内容和语言形式

之间的最佳平衡。比如，“北京烤鸭”、“德州扒

鸡”等菜品中就包含了烹饪方式，这是因为这些

菜品的制作过程不像“常德米粉”一样为普通大

众所熟悉，凸显烹饪方式则成为必要的选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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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ｉｃｅ，Ｈ．Ｐ．“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ｅ，Ｐ．ａｎｄＭｏｒｇａｎ，Ｊ．Ｅｄｓ．Ｓｙｎｔａｘ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ｐｐ．４１－５８．
吕叔湘：《语文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６５页。
ＬｅｅｃｈＧ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Ｇｒｏｕｐ，１９８３．
ＥｖａｎｓＶ，ＭｅｌａｎｉｅＧ．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２５５－２５６．



第２３卷 周启强：地域菜名的生成及其语言类型学考察

似的，“云南过桥米线”则凸显了其独特的文化蕴

涵①，菜品名中“过桥”一词背后所负载的美好传

说为这款地方美食的流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

（２）现代汉语的音律特征
伴随音节结构的简化，现代汉语呈现出显著

的双音节趋势②。古汉语中的许多单音节词都附

加上虚义的词缀形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

词，如：老虎、老师、石头、被子、车子。当代汉语构

词更是表现出一种双音节基础上的多音节倾向，

地域菜名因为需要包含体现地域特色的地名，自

然都属于多音节词汇。“常德米粉”的构成成分

“常德”和“米粉”本身属于双音节词，它是一个

“双音节＋双音节”四音节词，符合现代汉语的典
型音节规律。同样地，从音律特征来看，大量四音

节的地域菜名都属于这种结构。而其他音节的地

域菜名，也都以双音节为基础，单双音节交替搭

配，构成音律和谐的多音节词汇，如：“北京炸酱

面”“鄂州武昌鱼”的内部结构为“双音节＋（双音
节＋单音节）”；“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双音节＋
单音节）＋（单音节＋双音节）”；“科尔沁小肥牛”
情况略有不同，由于“科尔沁”③这个地名是蒙古

语直接音译过来的，只能把它看作一个不可分割

的三音节词，而其后的“小肥羊”依然符合现代汉

语构词的音律特征。

三　地域菜名生成的认知机制和概念
化过程

地域菜名生成的基本机制为转喻。转喻是一

种认知方式，它存在于语言现象之中，且是语言现

象产生的动因④。转喻的运行机制为利用某事物

或事件熟知的或易感知的部分来代该事物或事件

或其他元素，抑或是用某事物或事件来代其内部

的某个／某些元素，二者间具有邻近性或相关性。
我们仍以“常德米粉”为例，来考察地域菜名

生成的基本机制和过程。“常德米粉”的生成所依

靠的基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米粉”，依靠

该知识结构，凸显产地“常德”和受事“米粉”，方

式为转喻，即以产地“常德”和受事“米粉”代行为

的产物“将一种较粗的米粉煮熟后，配以已炒好

的臊子和红油而制成的一种烹饪地在常德的汤

粉”。随即，获得了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产地“常

德”＋受事“米粉”。最后，将侧显匹配以定中结构
“常德米粉”，即将“米粉”视作中心成分，再添以

限定成分“常德”，生成菜名“常德米粉”，其概念

化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１）元素组合侧显
如前所述，食物烹饪的基体包含厨师、食材、

过程等要素，烹饪过程则通常体现了地方特色和

个人风格，“常德米粉”生成方式是以产地“常德”

＋受事“米粉”代行为的产物，其中产地“常德”作
为烹饪地域特征和食材“米粉”成为侧显元素，成

为概念化的基本成分。

（２）定中结构与侧显相匹配
概念化过程中，概念结构中的侧显需编码为

语言单位，进而储存于人的心智之中。由上述可

知，侧显为产地“常德”＋受事“米粉”，因欲表达的
为事物概念，故首先将更具类属属性的“米粉”至

于中心成分位置，再将更具修饰、限定属性的“常

德”置于限定成分位置，即以“常德”修饰和限定

“米粉”，也将侧显匹配以定中结构“常德米粉”。

（３）语义生成与扩容
从“常德米粉”的概念化过程来看，它最初的

含义应该是一种“以稻米加工为主料、盛行于常

德、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主食”。值得注意的是，

随后“常德米粉”的语义容量发生了扩展。米粉

本来就是许多地方颇受欢迎的早餐，常德厨师因

势利导，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常德米粉”推广

到南方各地，成为与“桂林米粉”“云南过桥米线”

齐名的大米加工主食。在各地区民众食用过常德

５１１

①

②

③

④

云南著名特色小吃过桥米线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的来历传说是在清朝时，滇南蒙自县城外有一湖心小岛，一位秀才常常到

岛上读书，秀才贤惠勤劳的娘子就经常弄了他爱吃的米线送去给他当饭，但等出门到了岛上时，米线就已经不热了。后来一次偶然送鸡

汤的时候，秀才娘子发现鸡汤上覆盖着厚厚的那层鸡油有如盖了盖子一样，可以让汤保持温度，如果把佐料和米线等吃时再放，还能更

加爽口。于是她先把肥鸡、童子骨等炖好清汤，上覆厚厚鸡油；米线在家烫好，把各种配料切得薄薄的，到岛上后用滚油烫熟，之后加入

米线，鲜香滑爽，非常好吃。此法一经传开，人们纷纷仿效。因为到岛上要过一座桥，大家为了纪念这位贤妻，后世就把这种米线叫作

“过桥米线 ”了。

吴为善：《双音化、语法化和韵律词的再分析》，《汉语学习》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科尔沁”在蒙古语中意为“造弓箭者”。

ＵｎｇｅｒｅｒＦ，ＳｃｈｍｉｄＨＪ．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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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粉后，便将“常德米粉”这种表达与客体即现实

中的常德米粉进行了思维层面地匹配，随即关于

“常德米粉”的知识结构被进一步扩充，“常德”作

为地理概念上的本体意义逐渐弱化乃至消失，而

作为“食物地域特征”的喻体意义不断强化，反映

在制作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常德”，甚至烹

饪者也可以不是常德人，任何人只要是大致按照

相应流程制作出来的米粉都可以称为“常德米

粉”。

四　地域菜名的语言类型学考察
语言类型学是对不同语言的结构类型进行分

类的科学。简单来说，研究的内容为语言间的共

性、理据，从而进一步揭示人类思维的共性。本文

中的语言类型学主要侧重挖掘概念层面的共性以

及理据。

“常德米粉”生成所依赖的基体“某人烹饪米

粉”中的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为产地＋受事，这是
汉语地域菜名生成最典型的方式，汉语中还存在

诸多这样存在同样侧显的菜名，如“娄底米粉”

“永州血鸭”“东安鸡”“桂林米粉”“兰州拉面”

“芷江鸭”等，不仅如此，拥有这样的侧显的菜名

在其他语言中也大量存在，具备语言类型学的

意义。

（一）英语中地域侧显的菜名

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ｓａｕｓａｇｅ指坎伯兰香肠，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
（坎伯兰）位于英格兰的西北部，于 １８８９年至
１９７４年之间，曾为一个行政区划上的郡。１９７４
年，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郡、兰开夏郡、约克郡的

一部分地区统合，成为新的坎布里亚郡。这种香

肠诞生于坎伯兰仍单独为郡的时期，这道菜名生

成所依赖之基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香

肠”，其中存在施事“某人”，行为“烹饪”，受事

“香肠”①。此外，还存在施事、行为、受事的相关

元素，如产地“坎伯兰”、受事的颜色“红色”等。

因只有被凸显的元素才能被反映于语言表征层

面，故可知，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ｓａｕｓａｇｅ的侧显（凸显元素
组合）也为产地＋受事。

Ｂｕｆｆａｌｏｗｉｎｇ是指布法罗鸡翅。在布法罗
（Ｂｕｆｆａｌｏ），又称水牛城，是美国纽约州西部伊利湖

东岸的港口城市，纽约州第二大城市（仅次于纽

约市）。这道菜名生成所依赖的基体为百科知识

结构“某人烹饪鸡翅”，其中存在施事“某人”，行

为“烹饪”，受事“鸡翅”。此外，还存在施事、行

为、受事的相关元素，如产地“布法罗”。因只有

被凸显的元素才能被反映于语言表征层面，故可

知，Ｂｕｆｆａｌｏｗｉｎｇ的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也为产地
“布法罗”＋受事“鸡翅”。与前述语料不同之处在
于，ｓａｕｓａｇｅ表征的概念为“香肠”，与受事“香肠”
对应，而ｗｉｎｇ标记的为“翅膀”，可为“各种昆虫
和禽类的翅膀”，与受事“鸡翅”不对应。我们认

为，因存在语境和已有知识结构的强有力支撑，且

考虑到语言的经济性，此处的ｗｉｎｇ蕴含了限定成
分“鸡”，只是在形式层面未予以表征，故应将

ｗｉｎｇ表征的概念视作生成所依赖的侧显中的受
事，而非受事的中心成分。另外，此语料中，ｗｉｎｇ
表征的为“鸡翅”，倘若深究，受事应为“鸡翅的

肉”，而非笼而统之的“鸡翅”，但显然，“鸡翅的

肉”这种表达似乎和我们的语感不符。实则，“鸡

翅”里已蕴含了“肉”，故 ｗｉｎｇ（鸡翅）表征的概念
应视作生成所依赖的侧显中的受事，而非受事的

来源物。

（二）日语中地域侧显的菜名

“博多ラ
"

メン”指博多拉面（“ラ
"

メン”是

汉语“拉面”的音译形式）。博多，九州第一大城

市，福冈市的七大行政区之首。博多拉面是以福

冈县福冈市制作的“豚骨汤”和“直细面”为基础

衍生出的汤面。这道菜名生成所依赖的基体为百

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拉面”，其中存在施事“某

人”，行为“烹饪”，受事“拉面”。此外，还存在施

事、行为、受事的相关元素，如产地“博多”，受事

的原料“面粉”。因只有被凸显的元素才能被反

映于语言表征层面，故可知，“博多ラ
"

メン”的

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也为产地＋受事。
（三）德语中地域侧显的菜名

ＭüｎｃｈｎｅｒＷｅｉβｗｕｒｓｔ指慕尼黑白香肠（Ｍüｎ
ｃｈｎｅｒ，慕尼黑，是 德 国 巴 伐 利 亚 州 的 首 府；
Ｗｅｉβｗｕｒｓｔ，白香肠）。这道菜名生成所依赖的基
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白香肠”，其中存在

施事“某人”，行为“烹饪”，受事“白香肠”。此

６１１

①“坎伯兰香肠”中的“香肠”是烹饪的原料之一，即烹饪者需将香肠用黄油进行煎炸处理，进而完成这道菜。和”坎伯兰香肠”不

同，”神户牛肉”是一种未经过烹饪处理的肉制品，故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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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存在施事、行为、受事的相关元素，如产地

“慕尼黑”，受事的颜色“白色”。因只有被凸显的

元素才能被反映于语言表征层面，故可知，

ＭüｎｃｈｎｅｒＷｅｉβｗｕｒｓｔ的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也为
产地＋受事。

（四）共性、差异及其动因

通过考察可知，汉语、英语、日语、德语中皆存

在侧显为产地＋受事的菜名，如上所述。这反映
出人们在概念化“菜”时的思维共性，即皆存在以

产地＋受事概念化行为的产物这一思维机制，且
都将侧显编码为定中结构。共性的成因可能如

下：据考古学成果显示，无论是黑种人、白种人、黄

种人皆起源自非洲，再迁徙于欧洲、亚洲、美洲等

其他几大洲，同根同源决定了不同人种的生理共

性，这些共性中自然包括了大脑思维机制的相近。

如上所述，虽然人类的部分知识结构和思维

多存共性，但不同的周遭环境以及生活阶层会对

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便会

造成差异。汉语、英语、日语、德语中虽然皆存在

侧显为产地＋受事的菜名，但细究之下便会发现

它们存在细微差异。“常德米粉”中的“米粉”和

ＭüｎｃｈｎｅｒＷｅｉβｗｕｒｓｔ中的Ｗｅｉβｗｕｒｓｔ是复合词，而
“博多ラ

"

メン”中的“ラ
"

メン”和 Ｂｕｆｆａｌｏｗｉｎｇ
中的ｗｉｎｇ均是简单词；此外，“米”为“粉”的制作
原料，而 Ｗｅｉβ（白色）是 ｗｕｒｓｔ（香肠）的颜色，可
见，受事中两个成分彼此的概念关系不同。

结语

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体验最多的客体之一，

对菜名的生成进行探究，能较好地以此窥视语言

生成者的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挖掘出菜名生成

的一般规律。本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

论，对“常德米粉”生成的制约因素、方式和结果

进行了研究，并对除汉语外，英语、日语、德语中是

否也存在具备相同侧显的菜名进行了考察。本研

究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法，未采用定量研究法，今后

还可进一步做量化研究。此外，今后在进行菜名

生成的语言类型学考察时，可进一步扩充语言的

种类，不再局限于几种语言。这些都是今后研究

的方向。

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ｓｈＮａｍ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ＺＨＯＵＱｉｑ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ｄｅｒｉｃｅｎｏｏｄｌ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ｈ
ｎａｍ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ｗｈｏｓ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ｎ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ｏｔｗ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ｉ．ｅ．ｅｘｔ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Ｍｅｔｏｎｙｍ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ｔｈａｔｉ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ｈｅａ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ａ
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ｒｅ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ＰＬＡＣ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ｉｓｔｙｐｅ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ｈａ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ｙ
ｐ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ｓｈｎａｍ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７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