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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名d名'形式单位意合对比研究

邢秋红!廖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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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名d名'形式单位形简意赅#基于对比视角探讨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的认知共性及双

方意合的差异#发现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共有的体认属性有四个+体验基础!宏观的意合机制!宏观

的制约因素!意合的结果$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意合存在概念类型!凸显对象!具体路径三个层面的

差异" 对汉英&名d名'形式单位认知共性和意合差异的探讨有助于挖掘其意合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认识其实质"

关键词#&名d名'形式单位$意合方式$制约因素$差异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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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名d名*形式单位#由两个独立的名词构成#

形式结构简单#语义生成复杂#易造成理解(掌握

和运用上的困难) 汉英均有'名d名*形式单位#

对比汉英'名d名*形式单位形义生成的方式有助

于解决其在教学与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此类

语言现象形义生成的普遍规律#有利于语言文化

的传播) '名d名*形式单位研究涉及六个方面!

"($核心词判定标准#有句法关系限制#句法+语

义限制#限定名词的功能三种!

) "!$语义类型#

参照成分名词间的语义关系将其分为组成和相

似(类属(处所(目标和活动四类#参照组合特点将

其分为联合型(关系型(特征映射型(混合型四

类"

) "$$语义透明度#其语义透明度低#多从语

义关系入手探讨其整体义#通常以分解法和扩展

法消歧#

) "3$生成机制#有深层句法结构向表层

句法结构转换说#范畴化说#概念整合说#隐喻(转

喻(隐转喻三维度说和框架独立与复合说$

) ""$

词序先后制约因素#受认知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

"0$汉外对比#有汉英(汉俄(汉泰#汉语与维(蒙

等少数民族语言形式结构和意义生成的差异研

究&

#及'名d名*形式单位个案的类型学意义探

讨'

) 但上述对'名d名*形式单位形义特点的描

述多限于表象#尚未具体到基石#即它们所依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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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邢秋红#等!汉英'名d名*形式单位意合对比研究

事物(事件概念框架#而框架又受制于经验基础(

文化模式(识解)

因此#以汉英'名d名*形式单位为研究对象#

在形式单位概念框架理论(概念化相关理论的指

导下尝试回答两个问题!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

'名d名*形式单位的认知共性是什么, 二者意合

的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4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

直陈和组构是指在超出常识或非默认值范围

内相对直接地表达事物(关系或事件#隐略部分元

素#其相应的形式单位减少#也即表达没那么详实

和具体!

) 直陈(组构分别对应非直陈(非组构#

统称意合#均为概念化方式) 用体认语言学的话

说#意合就是依靠体验基础#即事物(关系或事件

概念框架#通过转喻(转隐喻等组词造句"

)

形式单位概念框架理论包括事物概念框架理

论和事件概念框架理论两部分) 事物分具体事物

和抽象事物) 事件分行为(领有(状态(存现四类)

行为事件第一层次至少有施事和行为两元素#至

多有施事(行为(受事(对象四个元素-第二层次有

关于第一层次元素的知识元素#如施事(受事和对

象的属性特征以及行为的构成要素如目的(时点(

时段(场所(方式(工具(过程(状态(伴随事件(结

果等-第三层次是关于第二层次元素的知识元素#

如目的的具体内容(场所的种类(伴随事件的构成

要素等) 领有事件第一层次有领主(领有(所属三

个元素-第二层次有第一层次元素的属性特征或

构成要素#如领有本身(时点(时段(场所(结果等-

第三层次是关于诸如领有构成要素的知识元素)

存现事件第一层次一般有存现物和存现两个元

素#另有场所和时间元素-第二(三层次分别有关

于第一(二层次元素的知识元素) 状态事件第一

层次一般有状主+经历者和状态两个元素-第二层

次是关于状主和状态的知识元素#如状主的特征

等#状态的程度等-第三层次是关于第二层次元素

的知识元素) 所有的事件与其构成元素是整体与

部分的关系#

)

廖光蓉指出!'概念转喻是一种认知操作#也

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该过程中#基于相关性或邻

近性#在同一个概念域或概念域矩阵中#通过突显

一个概念或概念域#为进入另一个概念或概念域

提供心理入口#的域义源自对源域义的比较详尽

的阐释#源域义不会消失#相反会成为的域义所依

靠的概念结构的一部分)*

$转喻分整体与其部分

之间的转喻和整体中不同部分之间的转喻两大

类%

) 整体除了是具体或抽象的事物(范畴或事

件#还可以是两个以上的事物的组成部分#范畴成

员的总和或事件要素的总和#部分则为整体的组

成要素#因此#转喻还可分为简单转喻"单次转

喻$(复合转喻"连续两次转喻$和复杂转喻"连续

三次及以上转喻$#所谓连续转喻指的是借源域

先指代一个的域#然后再指代另一个的域11

&

同一语境是进行汉英对比的基础#但由于存

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等差异#很难实

现语境的完全同一#因此#本文权且将背景相当且

整体义一致的情形也算作同一语境#以考察汉英

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的认知共性

及其意合的差异) 鉴于'名d名*形式单位数量庞

大#本文用例选取遵循典型性(代表性(广泛性相

结合的原则#语料主要来源报纸杂志(网络媒体(

在线辞典(网络新语词网站等)

二4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

形式单位的认知共性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的

认知共性体现在体验基础(宏观的意合机制(宏观

的制约因素和表征的结果四个方面)

!一"体验基础相同

意义的生成需基于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事物(

事件是客观世界存在的方式) 意义的本质是经

验#经验的本质是人类直接或间接对客观世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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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事件属性特征的经历体验!

) 事物概念和事

件概念框架具有激活性(开放性#其内部结构层级

分明#逻辑有序#自成一体) 汉英同一语境针对同

一客体的'名d名*形式表征具有相同的体认基

础#即均基于体验到的事物(关系或事件及其相应

的逻辑结构#文化模式#事物(关系或事件最吸引

人眼球成分的确认即客观凸显(主观注意(视角(

选择(概念化(详略度(情感(态度(主观性(主体间

性等#概念化可选择隐喻(转喻(概念合成(类推

等"

) 正是这些体验基础为汉英'名d名*形式单

位在同一语境中针对同一客体进行意合表征提供

了基石)

!二"宏观的意合机制相同

意合的本质是对形式的抽象化#也即形式数

量的减少#这就要求意合的认知主体需具备一定

的认知识解能力和认知操作能力#包括识别(加

工(整合语言的能力#以及如何凸显隐略#如何实

施转喻(转隐喻等认知操作的能力) 同一语境中

汉英对同一客体的'名d名*形式表征方式在宏观

层面大致相同#即均以转喻(隐转喻为主要认知操

作手段) 以转喻为媒介#参照限定成分和中心成

分涉及转喻的复杂程度#还可将'名d名*形式单

位重新分为成分涉及转喻型(成分涉及转喻加隐

喻型(成分涉及转隐喻型三大类#如此还可解决已

有的参照内部结构(语法功能(语义关系等标准造

成的'名d名*形式单位类别众多和类别重叠等

问题)

!三"宏观的制约因素相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表征意

合的目的在于实现其韵律结构(形式结构(概念结

构之间的最佳平衡) 基于言语的发出方和接收方

视角#其意合受到诸多语言内外因素的制约) 首

先#就发出方而言#'名d名*形式单位的形式结构

具有稳定性和优越性#且名词为众词类之首#'名

d名*形式单位为名词与名词高效组合的结果#这

种形简意赅的语言单位符合语言规律#经济高效-

此外#还受其经历经验(认知能力(个人偏好(现时

语境(文化模式(思维方式(社会惯例等因素的影

响#掺杂了主观性(主观化(情感态度等) 其次#就

接收方而言#还需考虑主体间性(语用效果等因

素) 此外#象似性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然而受

到经济(抽象等因素的影响#语言表达难免失

真#

#从而推动汉英'名d名*形式单位同一语境意

合表征同一客体的实现)

!四"表征的结果相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概

念表征的结果均为意合#也即通过名词与名词形

式层面的简单并置反映概念层面复杂的组合过

程) 意合的本质就是尽可能少地使用形式来表征

复杂的概念#运用意合这种概念化手段会造成

'名d名*形式单位形式结构和概念结构的不对

应#也即语言表达与事物(关系或事件结构逻辑不

一致#象似性差) 不仅如此#除'名d名*形式单位

以外的诸多其他形式单位也是概念层面意合的结

果#即在相应的概念框架中#利用框架元素与元素

间的隐略凸显#以转喻(转隐喻为主要认知操作手

段实现形式和意义的匹配和概念的生成)

三4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

形式单位意合的差异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的

意合存在差异#表现在概念类型(凸显对象(具体

路径三个方面)

!一"概念类型的不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的

意合在概念表征类型上有时存在差别) 表征概念

类型不同#势必会导致意合方式的差异)

"(#值班室进出人员多!但案犯在

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难逃公安干警的火

眼金睛) "'福建日报(!(66!

2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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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敏锐的眼光*的'火眼金睛*和'<?DE<

<M<*均为意合'名d名*形式单位#但前者表征状

态事件概念#后者表征领有事件概念) 汉语的

'火眼金睛*为由两个形况类复合名词并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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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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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邢秋红#等!汉英'名d名*形式单位意合对比研究

的联合式'名d名*形式单位#其意合方式为部分

复杂转喻后整体转喻#即在'敏锐的眼光*状态事

件概念中#第一步#部分'眼*和'睛*代整体'眼

睛*-第二步#在其伴随领有事件概念框架中#领

主金代属性坚硬(纯粹#领主火代其属性明亮(猛

急#而后通过隐喻金和火的这些属性又指代状态

敏锐-第三步#在伴随领有事件眼睛有光概念框架

中#领主眼睛代属性'"眼$光*#后通过隐喻#把

'眼光*比作'观察事物的能力*#后状态敏锐代状

主d状态敏锐的眼光-第四步#整体转喻为敏锐的

观察事物的能力) 英语'<?DE<<M<*的意合方式为

成分转喻加隐喻#然后整体转喻) 首先#在'鹰的

眼睛*伴随领有事件概念框架中#表征为限定成

分的领主简单转喻#即领主代领主加所属形式标

记'<?DE<0A"鹰的$*) 其次#表征为中心成分的所

属简单转喻内包隐喻#即第一步领主眼睛代所属

眼光#后把'眼光*比作'观察力*-第二步与经转

喻后的限定成分<?DE<组合表征鹰的眼光#通过整

体转喻#此时作为伴随领有事件领主鹰的眼光指

代敏锐的观察力#有时还会整体转喻为'具有敏

锐观察力的人*) 汉语'名d名*形式概念意合形

式表征受双音化(四字格规律(科学经验(文化典

故等的影响) 英语'名d名*形式单位的意合受现

实经验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较多#通过对自然经验

的总结#发现鹰这种动物眼光的特点并映射到人

眼之上#英语的思维方式较之于汉语更为直接)

"$#再过些日子!秋老虎一过!那些

小鸡就会扇着无毛翅膀!学着叫$勾勾

喽%了) "沈从文'会明(#

"3#SO-; ?AXE&Q<B;'A81-0&1#9;D

;)%! XW'A; W<;?% B;'AW?=TW<?B;<='.

B;<AOTT<==?B;<=B;?. '. G-B&U<=)"444L

D&/0&'&L%,#

意为'立秋后的异常炎热天气*的'秋老虎*

和'X.%'?. AOTT<=*均为意合'名d名*形式单位#

但前者表征存现事件概念#后者表征行为事件概

念) '秋老虎*的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转喻#中心

成分隐喻#然后整体转喻#即首先在'秋天的老

虎*存现事件概念框架中#通过转喻#表征为限定

成分的时间段的部分'秋*整体'秋季(秋天*#后

时间代时间标记加时间'在秋天*#其次通过隐

喻#把存现物'老虎*比作'高气温*#最后整体转

喻表征上述概念) 根据维基百科#英语的'X.%'?.

AOTT<=*指的是美国土著居民#即印第安人在长

期生活中发现的一个深秋到冬季气温回暖如夏天

的时段#其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和中心成分分别

转喻#然后整体转喻#即在'发现*行为事件概念

框架中#通过转喻#表征为限定成分的施事

'X.%'?.*首先以整体'印第安人*代部分'某个+些

印第安人*#后作为施事代施事d行为d过去时态

形式标记#再代施事d行为d过去时态形式标记d

被动态形式标记'I&O.% UMX.%'?.*-然后#表征为

中心成分的受事'AOTT<=*依靠伴随的领有事件

概念框架#通过转喻以领主'AOTT<=*代所属'高

气温*#最后二者组合整体转喻表征上述概念)

可见#汉英'名d名*形式单位的意合还受生成者

知识结构(经历经验(文化背景的影响)

!二"凸显对象不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意

合在凸显对象的选取上有时存在差别)

""#羡慕$空中飞人%/ 研究发现出

差太多也有健康风险) "'新浪财经

网(!!#(*

2

0

2

*#

"0# ]<'.D?%,&-+&%%0,%T?MU<

D&&% I&=M&O=-?=<<=! UOB-?. U<U?% I&=

M&O=;<?EB;)

"WWW)Z<B&)-&T#

意为'经常出差的人*的'空中飞人*和'=&?%

W?=='&=*均为意合'名d名*形式单位#但二者在意

合表征同一客体时#前者凸显空中交通#后者凸显

陆地交通) '空中飞人*的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

复合转喻#中心成分复杂转喻#然后整体转喻) 在

'出差*行为事件概念框架中#表征为限定成分的

场所天空复合转喻#表征为中心成分的施事出差

的人复杂隐喻#即通过转喻#第一#处所代处所标

记加处所'在空中*#后处所加处所标记加名词化

标记'在空中的*-第二#在'飞行的人*这一伴随

行为事件概念框架中#行为方式和施事凸显#通过

转喻#行为方式d施事代行为方式d施事d名词化

标记'飞的人*#后行为方式d施事d名词化标记

'飞的人*代行为方式d施事d名词化标记d时间频

次'经常飞的人*-第三#通过整体转喻#'空中飞

人*指代'经常出差的人*) 英语'=&?% W?=='&=*的

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复合转喻#中心成分隐喻!在

'出差*行为事件概念框架中#通过转喻#表征为

限定成分的场所 =&?% 代处所标记加特指冠词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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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B;<=&?%*#然后#表征为中心成分的施事

通过隐喻#把'差旅人*比作 '战士*#这是基于经

常出差的人会间接通过缴纳过路费等对公路进行

'捍卫(保护*)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

形式单位意合在凸显对象上的差异涉及汉英两种

语言对'出差*这一事件不同的经历和体验#较之

于英语国家#中国地域广阔#交通发达#飞机为出

差最便捷且最常用的交通工具#而多数英语国家

国土面积狭小#差旅人更多地乘坐的是陆上交通

工具)

"1#还有!你瞧那个带绿领结的男

人!扭得像唱青衣的!叫人长鸡皮疙瘩)

"张天翼'温柔制造者(#

" * # :;<A?'% B;?BA;<D&B2,,#)

"9;<#W;<. A;<A?WB;<I'ET)"'海词在

线词典(#

意为'因寒冷或恐惧而造成的皮肤上起的小

疙瘩*的'鸡皮疙瘩*和'D&&A<UOT>*均为意合

'名d名*形式单位#但二者在意合表征同一客体

时所选取的对象有所不同) '鸡皮疙瘩*的意合

方式在'鸡皮一样的疙瘩*状态事件概念框架中#

表征从属状态事件中状主的限定成分'鸡皮*转

喻#表征主状态事件中状主的中心成分'疙瘩*转

喻#即通过转喻#从属状态事件中的状主'鸡皮*

代其主事件的状态'像鸡皮一样*#此外#'疙瘩*

简单转喻#指'皮肤上的小颗粒突出物*) 英语的

'D&&A<UOT>*的意合方式更为复杂#即在'鹅皮一

样的疙瘩*状态事件概念框架中#表征状态具体

内容之从属状态事件状主的限定成分'D&&A<*转

喻#表征主状态事件状主的中心成分' UOT>*直

陈#即通过复合转喻#领主'D&&A<*代领属'D&&A<*

的皮肤#后领属皮肤代领属的具体内容皮肤上起

小疙瘩的状态#后与直陈表征的中心成分'UOT>*

组合表征上述概念) 可见#汉语偏重显性凸显#英

语则侧重隐性凸显)

!三"具体路径不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意

合宏观层面的操作机制均为转喻#但在转喻的具

体路径上存在差异)

"6#做个$压力汪%还是把压力传递

出去/ "'听力课堂(!!#(0

2

*

2

(!#

"(##X* % E'/<B&W&=/ W'B; L?B='-/!

UOB;<* AB&&TO-; &I?#$%)##<9<<*E

"U$.)8! (66"

2

!

2

(#

意为'因为有压力而成长#但是又因承受不

了压力终日抱怨#像小狗一样汪汪叫的人*的'压

力汪*和'AB=<AA>O>>M*均为意合'名d名*形式单

位#'压力汪*虽为英源译借词#但在意合的具体

操作方式上与'AB=<AA>O>>M*略有不同) '压力

汪*的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复杂转喻与中心成分

转隐喻#即在'有压力的人*状态事件概念框架

中#通过转喻#首先表征为限定成分的状态属性

'压力*代'人有压力*这一伴随存现事件概念框

架中的存现标记d存现物'有压力*#后伴随状态

事件概念框架中的存现标记d存现物代伴随状态

事件概念框架中的存现标记d存现物d名词化标

记'有压力的*) 其次#表征为中心成分的状主人

转隐喻#先是在伴随领有事件概念框架中#所属的

具体内容即叫声的具象形式汪7Wy.D8代所属叫

声#后所属叫声代领主狗#然后通过隐喻#把'人*

比作'狗*) 'AB=<AA>O>>M*的意合方式为#限定成

分复合转喻#中心成分隐喻#即在'有压力的人*

状态事件概念框架中#通过转喻#表征为限定成分

的状态的内容 AB=<AA"压力$代状态标记d状态的

内容'O.%<=AB=<AA*) 最后#表征为中心成分的状

主通过隐喻#把人比作'>O>>M"小狗$) 汉英同一

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在意合具体操作

层面的差异受构词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汉英

均为焦点后置#此外#在具体的意合过程中#相比

英语#汉语'名d名*形式单位的意合更是具体到

相应概念框架更深的层次#且二者对概念主体的

主要特征的描述手段不一致#汉语的文化模式里

把狗看作弱势群体#有'单身狗* '加班狗* '累成

狗*等说法#而英语则直接选用'>O>>M*一词来突

出压力人群的弱小性和卑微性)

"((#曹云金也想做成活草娃娃!于

谦说他更适合平面宣传!要做成刘德华

那样的帅哥图!一定会成为少女杀手)

"'郭德纲相声集(#

" (! # ;̀< OEB'T?B<'30'/ ;&21)$

W&OE% >=&U?UEMU<?-OB<E'BBE<>O>>M)

"'地道英语(!!#("

2

1

2

!*#

意为'对少女极具吸引力的男人*的'少女杀

手*和'-;'-/ T?D.<B*均为意合'名d名*形式单

位#其意合均运用了转喻和隐喻#但具体生成不一

样#'少女杀手*是限定成分转喻后与中心成分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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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位包含隐喻#而'-;'-/ T?D.<B*是隐转喻后

同位内包隐喻#也即词的具体操作不同) 汉语的

'少女杀手*是在'对少女极具"有$吸引力的男

人*领有事件概念框架中#首先表征为限定成分

的对象少女复杂转喻!先是对象代指向形式标记

d对象'对少女*#后代指向形式标记d对象d领有

'对少女具有*#再代指向形式标记d对象d领有d

所属'对少女具有吸引力*#再指向形式标记d对

象d领有d所属d所属形式标记'对少女具有吸引

力的*#最后代指向形式标记d对象d领有d所属d

所属形式标记d程度标记 '对少女极具吸引力

的*) 然后#表征为中心成分的领主男人隐喻#即

把'男人*比作'杀手*) 英语的'-;'-/ T?D.<B*是

在'对少女极具"有$吸引力的男人*领有事件概

念框架中#先是表征为中心成分的对象少女隐转

喻#即首先把'少女*比作'-;'-/"小鸡$*#同时内

含转喻#转喻方式同汉语'少女杀手*所依赖的领

有事件概念框架中的对象少女-后是表征为限定

成分的领主男人隐喻#即把'对少女极具"有$吸

引力的男人*比作'T?D.<B"磁铁$*) 汉英同一语

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单位的意合差异主要受

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的影响)

结语

汉英'名d名*形式单位不仅具有相似的形式

语义特点#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共性) 汉英

'名d名*形式单位在同一语境中针对同一客体的

认知操作均基于一定的体验基础#即事物(关系或

事件及其相应的逻辑结构#同时还受制于各自形

式特点(个人偏好(思维方式(社会惯例(文化模式

等因素#且从宏观方面来说#意合的机制均为转

喻#二者的结果均为意合) 但汉英'名d名*形式

单位针对同一语境中同一客体的意合存在微观层

面的差异#包括概念类型的差异(凸显对象的差

异(具体路径的差异三个方面) 汉语'名d名*形

式单位的意合主要受双音化(韵律(天圆地方的思

维方式(文化模式等的影响#英语'名d名*形式单

位的意合则更多地受句法结构(俚俗文化(更为直

接的思维模式(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d名*形式

单位认知共性和二者意合概念化方式差异的探

讨#可以挖掘出'名d名*形式单位在认知层面的

属性特点#揭示其生成的一般规律以认识其实质#

从而在理论层面促进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的发

展#在实践层面通过窥视语言生成者的思维方式

和知识结构#以便于提高认知主体的语言表达能

力和运用能力#同时还可为汉英互译(外语及对外

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后续还可扩大视

野#开展对'名d名*形式单位类型学意义的认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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