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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基本味觉词“ｓｗｅｅｔ”是典型的多义词，其一词多义现象的产生与我们的认知识解密切相关。通过隐喻
识解，味觉词“ｓｗｅｅｔ”可出现跨感知域的词义衍生，如由味觉感知义向听觉感知义、视觉感知义或心理感知义的衍生。通
过侧显识解，味觉词“ｓｗｅｅｔ”可出现同一感知域内的词义衍生，如心理感知域内的形容词义向名词义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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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多义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它展现了人类语言的经济性原则，通过赋予同一词形以更多的

词义来减少词的数量，减轻人们记忆词汇的负担［１］。味觉感受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大多

数语言中都存在着丰富的味觉词。随着人类认知能力和语言的发展，味觉词的语义也随之演变和拓展，

从而形成味觉词一词多义的现象。对味觉词一词多义现象的认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词义

间的认知理据关系，还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认知因素在词汇多义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通过

检索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对味觉词多义现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英语

基本味觉词“ｓｗｅｅｔ”是典型的多义词，它除了表示“味道甜的”以外，还可以表示“（声音）悦耳的，和谐
的”、“（人或动物）可爱的，迷人的，讨人喜欢的”、“空气清新的”、“快乐的”或“糖果”等等。那么，

“ｓｗｅｅｔ”的这些词义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其词义的衍生涉及哪些认知过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１０ＹＪＡ７４０００３）；湖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１５Ｃ１２２４）；南华大学项目（２０１５ＸＪＧ－ＰＹ０９）
作者简介：莫丽红（１９８２－），女，湖南益阳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翻译等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探讨的问题。本文拟从认知识解的视角对味觉词“ｓｗｅｅｔ”一词多义的现象进行探讨。

１　认知识解
认知语言学是以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概念化和认知方式为基础来研究语言的

新兴学科［２］［３］１４。认知语言学将意义视为基于人类经验的“概念化”。这一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意义是

抽象概念”的传统观点，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意义的动态观———意义的形成是基于认知机制对经验进行

组织、分类、抽象和不断识解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对经验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过程［４］２。意义是基于体

验的心智现象，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具有动态性、相对性和模糊性。语义存在于人类对世界的识解中，

在本质上具有主体性［５］。意义既包括概念内容也包括对该内容具体的识解方式［６］４３。因此，语义不仅

与概念内容有关，还与对这一内容的识解方式有关。在语言使用中，认知过程（即识解）会作用于概念

结构，影响意义的生成［７］。从认知主体的识解来看，意义不是在词库中已经细化好了的，而是在实际运

用中在线即时识解时产生的（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即动态识解的结果［８］９２。

识解是人们所表现的以不同的方式构想和描述同一情景的能力［６］４３。对于识解的描述和分类，许多认

知语言学家都进行了探讨，其中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９］１１６－１３７对识解的分类名称为“焦点调整”，包含３个小类：选择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视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抽象（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后来，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对其分类进行了一些修改，将识解重
新分类为：详略度（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聚焦（Ｆｏｃｕｓｉｎｇ）、凸显（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视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６］５５－７３。其中，“突显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是指一个表达式唤起一定的概念内容（认知域），叫做它的基体（ｂａｓｅ）。在这一基体内，它
赋予某一结构特殊的突显地位，叫做它的侧显（ｐｒｏｆｉｌｅ）。一个表达式的侧显就是在它的概念基体内它所
指示的内容。因此侧显是一种注意的焦点。也就是说，在一个构想的场景中某些成分以不同的方式得到

不同程度的突显，这就构成了识解的一个方面：在同一概念内容中（认知域或基体）和同一构想场景中，

由于实体被突显的方式不同而产生了基体一样而意义不同的现象”［１０］。此外，Ｃｒｏｆｔ＆Ｃｒｕｓｅ参照心理学与
现象学的认知过程，将识解分为注意／凸显（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ｌｉｅｎｃｅ）、判断／比较（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视角／
位置（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ｎｅｓｓ）、构成／完型（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Ｇｅｓｔａｌｔ）［８］４６。其中，注意／凸显（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ｌｉ
ｅｎｃｅ）又进一步细分为选择（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注意辖域（Ｓｃｏｐｅ）、梯度调整（Ｓｃａｌａ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和动态关注（Ｄｙ
ｎａｍｉｃ）。选择（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的认知过程又具体包括侧显识解（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和转喻识解（Ｍｅｔｏｎｙｍｙ）。判断／比较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可进一步细分为范畴化（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和图形／背景（Ｆｉｇｕ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视角／位置（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ｎｅｓｓ）可进一步细分为参照点（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指示（Ｄｅｉｘｉｓ）、主观性／
客观性（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构成／完型（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Ｇｅｓｔａｌｔ）可进一步细分为结构图示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力动态（Ｆｏｒ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关联性（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语法范畴可以通过词项的意义内容加以区分，词项的语法范畴不是由其总体的概念内容决定，而是

由其侧显（ｐｒｏｆｉｌｅ）或前景化（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的本质决定［１１］４９－７５。同一概念内容由于其识解方式和凸显内

容的不同，可表现出不同的语法范畴。如对于同一概念内容，如果侧显的是事体（ｔｈｉｎｇ），则是名词，如
果侧显的是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则是动词，如果侧显的是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则是形容词、介词或副词等。如以
下例句（１）、（２）、（３）中的ｇｒｅｅｎ表现为不同的语法范畴，就是不同的识解运作于同一概念内容的结果。

（１）Ｔｈｅｌｅａｖｅｓａｒｅｂｒｉｇｈｔｇｒｅｅｎ．
（２）Ｍａｊｏｒｒｏａｄｓａ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ｇｒｅｅｎ．
（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ｕｒｃｉｔｉｅｓ．
正是对概念结构的识解运作产生了词汇表达的不同解读［７］，从而使同一词汇表现出多个不同的词

义和多种不同的语法范畴，形成一词多义的现象。英语基本味觉词“ｓｗｅｅｔ”是典型的多义词，其语义演
变的多义化过程与认知识解密切相关。因此，其意义的演变可以从认知识解的视角得到合理的阐释。

２　英语基本味觉词“ｓｗｅｅｔ”的一词多义现象
“通常情况下，一个词在最开始时只有一个意义，随着时间的发展，词的意义会不断的拓展和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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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原义与衍生词义共存时，便形成了一词多义现象”［１２］１０９。因此，味觉词“ｓｗｅｅｔ”一词多义现象的形成
也是由于其源词义不断拓展和衍生出新词义的结果。要探索味觉词“ｓｗｅｅｔ”的一词多义现象的形成，首
先必须了解其源词义。我们可以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３］中释义的排列顺
序来确定该词的源词义。因为《牛津英语大辞典》（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是一部基于大型语料库
的历时词典，所有词义和例句按其在历时语料中出现的先后编排，被誉为词典中的《圣经》。词义在该

词典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能基本反映出该词词义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顺序，最先出现的词义为原始词义，

先出现的词义为后出现词义的源词义。”［１４］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３］３８３中
的释义，“（味道）甜的”（Ｐｌｅａｓ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ｔａｓｔｅ；ｈａｖｉｎｇａ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ｔａｓｔｅｏｒｆｌａｖｏｕｒ）是“ｓｗｅｅｔ”的源词
义，其他词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该源词义衍生而来，这些衍生词义主要包括：

（１）（气味）芳香的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ｓｍｅｌｌ；ｈａｖｉｎｇａ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ｓｍｅｌｌｏｒｏｄｏｕｒ；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Ａｌｓｏｓａｉｄ
ｏｆｔｈｅｓｍｅｌｌｏｒｏｄｏｕｒ．）

如：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ｇａｖｅｏｆｆａｓｗｅｅｔ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鲜花散发出甜蜜的芳香。）

（２）（声音）悦耳的，优美的，和谐的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ｈａｖｉｎｇｏｒｇｉｖｉｎｇａ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ｓｏｕｎｄ；ｍｕｓｉｃａｌ，
ｍｅｌｏｄｉｏｕｓ，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ｓａｉｄｏｆａｓｏｕｎｄ，ａｖｏｉｃｅ，ａ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ｓｉｎｇｅｒ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ｏｎａ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如：Ｓｕｓａｎ’ｓｖｏｉｃｅｗａｓａｓｓｏｆｔａｎｄｓｗｅｅｔａｓａｙｏｕｎｇｇｉｒｌｓ．
苏珊的声音如小女孩般温柔悦耳。

（３）快乐的，愉快的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ｉｎｄｏｒ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如：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ｓｗｅｅｔｌｉｆｅｓｈｅｈａｄａｌｗａｙｓｃｒａｖｅｄ．
她一直渴求的就是快乐的生活。

（４）可爱的，迷人的，讨人喜欢的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Ｌｏｖｅｌｙ，ｏｆ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如：Ｙｏｕｒｌｉｔｔｌｅｂｏｙｌｏｏｋｓｖｅｒｙｓｗｅｅｔｉｎｈｉｓｎｅｗｃｏａｔ．
你们的小男孩穿上新外套，样子真可爱。

（５）糖果（ａｓｍａｌｌｓｈａｐｅｄｐｉｅｃｅｏｆｃｏ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ｙｍａｄｅｏｆｓｕｇａｒ）
如：ａｂａｇｏｆｓｗｅｅｔｓ一袋糖果
Ｅａｔｉｎｇｓｗｅｅｔｓｉｓｂａｄｆｏｒｙｏｕｒｔｅｅｔｈ．
吃糖果对牙齿有坏处。

（６）甜食；布丁；饭后甜点（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ｈａｖｉｎｇａｓｗｅｅｔｔａｓｔｅ；ａｓｗｅｅｔｄｉｓｈ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ａｍｅａｌ；ａ
ｐｕｄｄｉｎｇｏｒｄｅｓｓｅｒｔ，ｅｔｃ．）

如：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ｈ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ｓｈｅｓｉｍｐｌｙｃｈｏｏｓｅｓｆｒｕｉｔｓ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ｏｖｅｒｆａｔｓａｎｄｓｗｅｅｔｓ．
为了保持自己的体重，她选择只吃水果和蔬菜而不吃肥肉和甜食。

Ｉｃｅｃｒｅａｍｉｓｍｙ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ｓｗｅｅｔ．
冰淇淋是我最喜爱的甜品。

（７）快乐，乐趣 （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ｔｏｔｈｅｍｉｎｄｏｒ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ａｆｆｏｒｄｓ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ｏｒｇｒａｔ
ｉｆｉｅｓｄｅｓｉｒｅ；（ａ）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ａ）ｄｅ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如：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ｎｊｏｙｔｈｅｓｗｅｅｔｓｏｆｌｉｆｅｗｈｉｌｅｗｅａｒｅｙｏｕｎｇ．
我们要趁年轻时享受生活的乐趣。

（８）使……快乐，使……愉快 （Ｔｏ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ａｓｗｅｅｔｏｒ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ｗａｙ；ｔｏｇｉｖ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ｔｏ，ｄｅｌｉｇｈｔ，ｇｒａｔｉ
ｆｙ．）

如：Ｙｏｕｗｉｌｌｈｅａｒ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ｈａｔｗｉｌｌｓｗｅｅｔｙｏｕｇｒｅａｔｌｙ．
你将听到一个使你非常快乐的消息。

由此可见，随着人类认知能力和语言的发展，英语基本味觉词“ｓｗｅｅｔ”由源词义“（味道）甜的”衍生
出多个新的词义，从而形成了一词多义的现象。这些衍生的词义主要包括：（气味）芳香的；（声音）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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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美的，和谐的；快乐的，愉快的；可爱的，迷人的，讨人喜欢的；糖果；甜食，布丁，饭后甜点；快乐，乐

趣；使……快乐，使……愉快等。

３　英语基本味觉词“ｓｗｅｅｔ”一词多义的认知识解分析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认为，意象的形成依靠基体（ｂａｓｅ）和侧显（ｐｒｏｆｉｌｅ）［９］７。基体是一个述义所参照的辖域，

侧重是基体被突显的部分、成为注意焦点的部分或词语标示（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部分的述义。一个词语的语义
值（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ｖａｌｕｅ）不单取决于基体，也不单取决于侧显，而是取决于基体和侧显的组合。对于英语基本
味觉词“ｓｗｅｅｔ”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我们认为其不同词义的产生主要源于基体和侧显的不同组合。
３．１　同侧显不同基体

味觉词“ｓｗｅｅｔ”的源词义是“（味道）甜的”，如：（１）Ｔｈｉｓｓａｕｃｅｉｓｔｏｏｓｗｅｅｔ．（这种酱太甜了。）通过隐
喻识解，在不同的概念基体中侧显相同的结构或成分，使“ｓｗｅｅｔ”衍生出新的词义“（气味）芳香的”，如
（２）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ｇａｖｅｏｆｆａｓｗｅｅｔ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鲜花散发出甜蜜的芳香。）在此，句（１）的“ｓｗｅｅｔ”“（味道）甜
的”属于味觉感知义，激活的概念基体是味觉感知基体，在该概念基体中所侧显的成分是“一种美好的

感受”，句（２）的“ｓｗｅｅｔ”“（气味）芳香的”属于嗅觉感知义，激活的概念基体是嗅觉感知基体，在该概念
基体中所侧显的成分同样是“一种美好的感受”。因此，通过隐喻识解，基于相同的侧显———美好的感

受，使“ｓｗｅｅｔ”的词义实现由味觉感知域向嗅觉感知域的投射，从而使其词义由味觉感知义“（味道）甜
的”衍生出新的词义，即嗅觉感知义“（气味）芳香的”。同理，词义“（声音）悦耳的，优美的，和谐的”也

是由味觉感知义“（味道）甜的”通过隐喻识解衍生而来，词义“（声音）悦耳的，优美的，和谐的”激活的

概念基体是听觉感知基体，在该概念基体中所侧显的成分也是“一种美好的感受”。基于相同的侧显，使

“ｓｗｅｅｔ”的词义实现由味觉感知域向听觉感知域的投射，从而使其词义实现由味觉感知义“（味道）甜
的”到嗅觉感知义“（气味）芳香的”的衍生。词义“可爱的，迷人的，讨人喜欢的”属于视觉感知义，也是

通过隐喻识解由源词义“（味道）甜的”衍生而来，该视觉感知义激活的概念基体是视觉感知基体，所侧

显的结构或成分是“一种美好的感受”。基于相同的侧显，“ｓｗｅｅｔ”的词义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听觉感知
域，从而使其词义实现由味觉感知义到视觉感知义的衍生。词义“快乐的，愉快的”侧显的是“一种美好

的心理感受”，它所激活的感知基体是“心理感知基体”，该词义也是通过隐喻识解，由味觉感知义“（味

道）甜的”衍生而来。基于相同的侧显———一种美好的感受，“ｓｗｅｅｔ”的词义由味觉感知域投射到心理
感知域，从而使其词义实现由味觉感知义到心理感知义的衍生。

由此可见，通过隐喻识解，基于相同的侧显“一种美好的感受”，使味觉词“ｓｗｅｅｔ”的词义由味觉感
知域向嗅觉感知域、听觉感知域、视觉感知域和心理感知域投射，从而使该词的词义由源词义“（味道）

甜的”衍生出新的词义“（气味）芳香的；（声音）悦耳的，优美的，和谐的；可爱的，迷人的，讨人喜欢的；

快乐的，愉快的”。

３．２　同基体不同侧显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认为，语法范畴可以通过词项的意义内容加以区分，词项的语法范畴不是由其总体的概

念内容决定，而是由其侧显（ｐｒｏｆｉｌｅ）或前景化（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的本质决定［１１］４９－７５。同一概念内容由于其识

解方式和凸显内容的不同，可表现出不同的语法范畴。如对于同一概念内容，如果侧显的是事体

（ｔｈｉｎｇ），则是名词，如果侧显的是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则是动词，如果侧显的是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则是形容词、
介词或副词等。通过侧显同一概念基体中的不同成分，味觉词“ｓｗｅｅｔ”也表现出不同的语法范畴，从而
实现语义的拓展与衍生。具体来说，“ｓｗｅｅｔ”的源词义“（味道）甜的”侧显“味觉感知基体中关系（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表现出形容词的语法范畴。而“ｓｗｅｅｔ”的名词义“糖果；甜食，布丁，饭后甜点”都是由源词义
“（味道）甜的”衍生而来。“ｓｗｅｅｔ”的形容词义“（味道）甜的”和名词义“糖果；甜食，布丁，饭后甜点”
都激活相同的概念基体———味觉感知基体，但是它们侧显了该概念基体中的不同成分和结构。形容词

义“（味道）甜的”侧显事物的特征、属性和关系，反映人们所经历的某种特定的味觉感受和经验，名词义

“糖果；甜食，布丁，饭后甜点”侧显事物本身，是人们对经验的重新识解，对“属性、特征、关系”的概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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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通过对同一概念基体中的不同成分或不同结构进行侧显，使味觉词“ｓｗｅｅｔ”的词义发生了演
变，使其词义由本义“（味道）甜的”衍生出新的词义“糖果；甜食，布丁，饭后甜点”。“ｓｗｅｅｔ”的名词义
“快乐，乐趣”和其动词义“使……快乐，使……愉快”是由“ｓｗｅｅｔ”的形容词性的心理感知义“快乐的，
愉快的”衍生而来。名词义“快乐，乐趣”、动词义“使……快乐，使……愉快”和形容词义“快乐的，愉快

的”都激活相同的概念基体———心理感知基体，但是它们侧显了该概念基体中的不同成分或结构。形

容词义“快乐的，愉快的”侧显特征、属性和关系，反映人们所经历的某种特定的心理感受，名词义“快

乐，乐趣”侧显事体（ｔｈｉｎｇ），而动词义“使……快乐，使……愉快”侧显的是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因此，通过
对同一概念基体中———心理感知基体的不同成分或不同结构进行侧显，使味觉词“ｓｗｅｅｔ”的词义由形容
词性的心理感知义“快乐的，愉快的”衍生出相应的名词义“快乐，乐趣”和动词义“使……快乐，使……

愉快”。

４　结语
通过对英语基本味觉词“ｓｗｅｅｔ”一词多义的认知研究，我们发现一词多义现象的产生与我们的认知

识解有密切的联系。通过隐喻识解，味觉词“ｓｗｅｅｔ”可实现跨感知域的词义衍生，如由味觉感知义向听
觉感知义、视觉感知义或心理感知义的衍生。而通过侧显识解，英汉基本味觉词可实现同一感知域内的

词义衍生，如通过对同一概念基体中的不同成分或不同结构进行侧显，可使味觉词“ｓｗｅｅｔ”的词义由形
容词义向名词义和动词义的衍生。因此，正是对概念结构的识解运作产生了词汇表达的不同解读［７］，

从而使同一词汇表现出多个不同的词义和多种不同的语法范畴，形成一词多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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