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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出发, 运用转喻和隐喻的认知机制分析了泛化英语专有名词首个词义的获得及其

引申义的多义范畴, 旨在为研究泛化英语专有名词的意义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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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语专有名词泛化

语言的发展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词汇方面,英语专有名

词, 这一类指某一特定的人、物、地的名词 ,越来越多地转化

成了普通名词, 比如 sandw ich, echo, badm inton等都是从专

有名词泛化而来的。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做了研究。W i-l

liam R Espy 1978年曾编纂了一本关于英语专有名词普通化

的专著, 收录了由专有名词转化而来的普通名词多达 1500

个 [ 1]。国内不少学者对英语专有名词普通化现象进行了分

析。这些研究有的从渊源谈专有名词普通化 [ 2], 有的着重于

专有名词普通化类型和形式的总结 [ 3], 有的着眼于专有名词

泛化的文化内涵和语义变异 [ 4], 还有的从修辞角度对这一现

象进行分析研究 [ 5], 他们从各个角度帮助英语学习者认识和

了解英语专有名词的泛化, 但均未涉及泛化英语专有名词意

义获得的过程。本文以英语专有名词中的人名和地名为语

料, 运用有关转喻和隐喻的理论对泛化英语专有名词的意义

进行认知研究, 以期借助这两种人类共有的具有强大解释力

的认知机制帮助英语学习者更好地掌握这一语言现象。

英语专有名词泛化, 有学者称为英语专有名词转换或者

英语专有名词普通化等,有自然和非自然之分 [1]。非自然泛

化多见于科技英语,如 ohm, w att, cur ie, ampere, Bra ille等

等。这种泛化一般以人名居多 ,是科技界为纪念这些为人类

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由有关的组织机构作出决定实

施的。也就是说, 先人为地规定使其泛化,然后才加以使用,

我们称这种泛化为非自然泛化。相反,自然泛化的专有名词

是人类漫长的认知过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为的规

定, 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因此我们称这种泛化为自然

泛化。英语中有很多普通名词是从专有名词自然泛化而来

的, 例如: ca rdigan (羊毛衫, 源自英国著名军官 Z th E earl Car-

dig an), u top ia (乌托邦,完美的理想境界, 源自英国作家 S ir

Thomas M ore的小说中的一个小岛的名字 U top ia), boyco tt

(抵制, 源自爱尔兰社会活动家 Char les Boycott) 等等都是由

专有名词自然泛化而来的普通名词。本文将集中讨论自然

泛化的专有名词的意义。

二  两种主要的认知机制

(一 )转喻

Lackoff& Johnson在他们合作的5我们赖以生存的隐语6

一书中指出, 转喻是一种概念现象,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

方式。它和隐语一样不仅是修辞手段, 而且是普遍的语言现

象 [ 6]。它以经验为基础,遵循一般和系统规则, 其过程就解

释为映射的过程。转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映射是在同一

个域中进行的,本体和喻体是一种替代关系, 即通过某事物

的突显特征来辨认该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具有邻近性关系

特征。另外转喻的投射一般是双向的, 事物的突显性呈现在

同一域中,可因不同的视觉而转换。思维模式主要有 /整体

于部分0、/部分于整体0、/地名于机构0、/原因于结果 0、

/人名于作品0等。

(二 )隐喻

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隐喻是人们对抽象概

念认识和表达的强有力工具, 不仅是语言的, 更重要的是认

知的、概念的。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常常使用反映某一领域

事物和表达某一范畴概念的语言形式, 来反映另一领域事物

和表达另一范畴概念, 也就是说, 人们利用已有的经验来认

知新的感受,并认知比较抽象的事物或概念。从本质上讲,

人的概念系统是隐喻性的, 是通过语言体现出来的, 所以隐

喻又称概念隐喻。作为语言的基本形式, 词汇的产生是与概

念隐喻密切相关的。理解词汇的意义, 不能停留在语言形式



的表层, 还应该深入到产生各种语言现象的思维模式之中。

隐喻不仅是根据对具体事物的认知模式来认识和构造对其

他事物的认知模式, 而且是将整个认知模式的结构、内部关

系转移, 这种转移被称为源模式 (源域 )向目标模式 (目标

域 )结构的映射 [ 7]。

三  具有单一词义的泛化英语专名

泛化后的英语专名有的词义衍生能力强,可以获得多个

意义, 而有的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获得一个引申意义。

这些具有单个词义的泛化的英语专名与该专名在认知域上

通常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或者是事物与其典型特征之间的

关系, 典型特征包括如英语专名所指的对象的外表、性格、职

能以及所在地的产品和发生的著名事件等。两者之间的投

射都是基于人们对该事物某突显特性的认知,是以某些部位

所具有的独特特征为基础实现的。这种典型特征经反复使

用和联想, 转喻意义就会被固化下来, 成为该名词约定俗成

的词义的一部分, 有的甚至已作为固定的义项收入辞典之

中。本文主要讨论两类英语专有名词: 人名和地名。其中人

名有以下几种来源: 希腊罗马神话, 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 历

史人物。例如:

Y ahoo这个词很早以前就出现在英语中了, 爱尔兰小说

家乔纳森# 斯威夫特 ( Jonathan Sw ift)在 1726年出版的名著

5格列佛游记 6 ( Gulliver 's T rave ls)中描写了主人公 Gu lliver

在第四次出海时漂流到了一个神秘岛国 ) ) ) 智马国

( H ouyhnhnm s),那里的主人是聪明善良的马 ,而仆人是一群

贪婪好斗、没有理性、生性淫荡的人形牲畜, 这些长相丑陋

( de fo rm ed)的牲畜就叫做 Y ahoo。所以如果你翻开任何一本

词典, Y ahoo的意思都是指那种 /粗鲁令人讨厌的人0 ( coarse

bru tish person)。现在 Yahoo一词用于一家喻户晓的网站名,

取 /虎生虎气0之意。类似的来自文学作品中的还有如 C in-

derella(灰姑娘 ), 长期被忽视的人或物, catch - 22进退维

谷, 以及 Shy lock贪得无厌,冷酷无情的人等。

John H ancock亲笔签名, 源自美国政治家约翰 # 汉考

克, 因其在5独立宣言6上的签名笔迹遒劲令人瞩目, 故有此

引申。

Put your John H ancock on the do tted line. (请你在虚线上

亲笔签名 )

Pygm alion皮格马利翁是一位有名的雕塑家, 他用象牙

雕塑了一位美丽可爱的少女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并真诚地期

待自己的爱能被她接受。这种真切的期待感动了爱神, 就给

了雕塑以生命。现有引申义为 /受益于自身努力的人0。

一些英语地名也经常被泛化,例如:

W a terloo是比利时城镇,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军队惨败在

此, 现指困难或惨败。

w atergate, 源于 1972年 6月 17日,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

委员会派人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此事暴露

后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现在 - gate这一后缀表达的政

治丑闻这一特性逐渐得以突显 ,通过转喻的认知机制便有了

Cam illagate (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之间的婚外情 ), Irangate /

hostagegate (伊朗门事件 /人质丑闻 ) , B illygate (比利门丑

闻 ), C lintongate(克林顿性丑闻 ), Interngate (白宫实习生性

丑闻 )等词汇。

类似的例子还有 Shangha i(使失去知觉而被绑架当水

手,源自 19世纪时使用强迫手段裹挟水手远航东方尤指上

海 )等。

四  泛化英语专名多义现象

(一 )多义现象

多义现象 ( po lysemy )是语言的普遍现象。在英语中,单

义词 ( m onosem ic w ords)是很少的, 多数的词都是多义词

( polysem ic wo rds)。多义现象的根源是词义的演变。在词义

的演变过程中原来的词义可能出现分化, 形成新的词义。一

个词产生新的意义后, 旧义可能消亡, 也可能保留。新旧词

义共存一个词内就形成了多义现象 [8]。多义现象的产生是

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多义词的各个词义尽管纷繁复杂,但

仍然构成一定的关系。

有些泛化的英语专名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引申意

义,在这多个意义中, 第一个意义的获得跟我们在第二节里

谈到的泛化英语专名单个意义获得的机制是一样的, 即转喻

为基本的认知机制,第二个及以后的更多意义则通过转喻或

隐喻的认知机制获得。本节里我们将主要谈谈泛化英语专

名的多义现象。

(二 )泛化英语专名多个意义间的关系模式

泛化英语专名经常呈现多义性特征, 其获得的第一个引

申义 (以5英汉大词典6的释义为标准 [9] )是这个语义范畴的

原型和中心意义,其他的义项分布在原型周围, 通过辐射和

链接两种方式与原型直接或间接相联系。

1、辐射式。辐射式,一个词中心意义居于中心位置, 好

比毂,其他意义环绕着它 ,好比辐条 [10]。例如:

T ro jan horse

基本义: [希神 ] 特洛伊木马; 木马计 (古希腊人围攻特

洛伊城,久攻不下, 设计一匹空心大木马, 并将一批精兵埋伏

其中,置于城外, 佯作退兵; 特洛伊人以为敌兵已撤, 便将木

马拖入城内,夜间伏兵跳出,打开城门, 希腊兵一拥而入攻下

特洛伊城 )

引申义:

( 1) (潜藏内部的 )颠覆分子, 内奸, 颠覆集团; (从内部

进行的 )颠覆阴谋, 颠覆活动

( 2) (计算机 )木马病毒

意义 ( 1)和 ( 2)均源自希腊神话中的木马计, 通过隐喻

和转喻的认知机制获得, 它们彼此独立,呈辐射式分布。

2、连锁式。连锁式, 又叫连锁变化,是一个多义词的意

义范畴中的各种意义扩展的另一种方式。[ 10]有的词由于词

义的不断演变,其扩展意义逐渐游离中心意义或原始意义,

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甚至完全没有联系。例如,

candida te, 原义为 a person dressed in white, 用来指 a w hite-

robed seeker fo r o ffice。原来在古罗马,谋求官职的人总是穿

着白袍子跟老百姓见面, candidate就有了 /穿着白衣、谋求官

职的人0的意思, 现在 /穿着白衣的人0这个原始意义已经废

弃了, cand idate可用来表示 /谋求官职的人 0或 /候选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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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U. S. P residentia l Cand idate, 意为 /美国总统候选人0。

词义的这种 /连锁联结0可用下列方式表示:

A穿白衣的人

A + B穿着白衣、谋求官职的人

B谋求官职的人或候选人

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示:

Ay A + By B

从以上图式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 A与 B之间的联系难

以辨认, 但 A与 B意义之间具有某种联系, 这就是人们对古

罗马文化习俗的认知 ,谋求官职的人总是穿着白袍子。A被

认为是核心含义或原始意义, 而 B被认为是连锁的扩展意

义。例如:

Odyssey

基本义: 古希腊诗人荷马写的一史诗, 描绘的是 Odysse-

us特洛伊城攻陷后回家途中历时十年, 历经波折, 战胜种种

艰难险阻, 终于回国与妻子团聚的故事。

引申义:

( 1) [常作 o- ] (历经沧桑的 )长期流浪, 漫长的行程

( 2) 智力或精神上的长期的探索过程

意义 ( 1)源自奥得修斯艰辛的耗时的回家行程, 意义

( 2)则在意义 ( 1)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 从身体的艰辛演变

到智力和精神的艰苦探索。两种意义呈链条式演变。

M ara thon

基本义: 希腊古时马拉松平原一城镇, 公元前 490年马

拉松战役的战场, 雅典人在此击退了波斯大军的入侵。

引申义:

( 1)马拉松赛跑 ;

( 2)长距离比赛 ,耐力比赛;

( 3)持久的活动 ,显示耐力的活动;

意义 ( 1)源自马拉松战役中一士兵跑步从马拉松跑到

雅典报捷后身亡的英雄事迹, 意义 ( 2)和意义 ( 3)在意义 ( 1)

的基础上成链条式演变。

实际情况是词语基本义的发展演变一般都比较复杂, 辐

射式和链条式两种方式往往交织在一起。例如:

Judas

基本义: [宗 ] 犹大

引申义:

n. ( 1)出卖朋友的人

( 2) [常作 j- ] = judas hole窥视孔

a. ( 1)用作繇子的;引领至屠宰场去的

作为名词时的意义 ( 1)和 ( 2)都与犹大背叛耶酥的事实

有关,通过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方式获得, 相互之间有着某种

内在的联系, 这两种意义是通过原型 /犹大 0辐射而来的。

作为形容词时的意义 ( 1)则是由名词意义 ( 1)通过连锁的方

式扩展而来的。

五  结语

泛化英语专名的引申义的获得是通过隐喻和转喻手段

而形成的。一个物体、一件事情、一个概念有很多属性, 而人

的认知往往更多地注意到其最突出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属

性,即突显属性。泛化英语专名首个意义主要是通过对专名

所指的人或地突显属性的认知而获得的。在获得首个引申

义后,有相当一部分专名获得了多个意义, 通过辐射和链接

两种方式与原型直接或间接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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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gnitive Study of theM eaning( s) of Commonized

English Proper Nouns

L IYong- fang, JIA De- 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In term s o f cognitive sem an tics, the present paper anan lysed how common ized Eng lish proper nouns ( CEPNs) get

the ir in itia l ex tented m ean ing and how the po lysem ous extendedm eanings of som eCEPN s form a po lysem ous category through the cogn-i

tive m achan ism s- - - m etonym y and m etaphor. It a im s at prov 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 f them eaning( s) o f CEPN s

K ey words:  comm on ized Eng lish proper nouns;  m etonym y;  m etaphor;  po lyse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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