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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短语动词多义性的认知分析
———以 “go up冶多义性为例

黎摇 金摇 琼
(湖南理工学院 公共外语教学部,湖南 岳阳 414000)

[摘摇 要] 摇 英语短语动词结构复杂,语义丰富,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是一种比较难把握的语言现象,但是其多义性的形

成是遵循我们的认知规律的。 短语动词的多义性根源于动词和小品词的多义性,动词和小品词的多义性主要由我们对它们

本身的意象图式的不同视角焦点和隐喻思维形成的,短语动词的多义性是由动词和小品词的意义分别形成不同的输入空间,
两输入空间之间经过有选择性的投射,在整合空间的加工而形成了短语动词的多义性。 为了探讨多义性形成的机制,文章以

“go up冶为例,对其多义性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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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英语短语动词(phrasal verbs)或(verb - particle
constructions)是由常见动词和小品词构成,从短语

动词的结构来看,短语动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
动词 + 介词、动词 + 副词和动词 + 副词 + 介词。
虽然短语动词的结构貌似简单,但其语义具有一定

程度的不可分析性,因而短语动词的多义性对于英

语学习者来说是一种比较难把握的语言现象,而且

大多数英语学习者认为一个短语动词的义项之间是

独立的,没有任何联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尝

试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短语动词的多义性,探索短

语动词多义性形成的理据。

一摇 短语动词多义性特征

多义性是指一个语言单位有着一系列相互联

系,但有区别性特征的意义。 对于短语动词而言,其
结构具有特殊性,因而其多义性的产生跟其特殊的

语法结构是分不开的。 短语动词由常见的动词和小

品词构成,因而短语动词的多义性就由常见动词的

多义性和小品词的多义性而产生。 常见的短语动词

语义网络很复杂,其实看似复杂的语义网络之间都

是有其存在理据的,跟人的一般认知规律是不可分

的。 小品词包括常见的介词和副词,介词语义比较

简单,副词的语义就比较复杂。 从表面上看,短语动

词的多个义项之间没什么联系,也找不出什么规律,

因而感觉短语动词的多义性很难理解,更是难以记

忆。 但是,只要我们找到了多义性形成的理据,不仅

让我们能更牢固的掌握各义项之间的关系,也将会

让我们对其它短语动词意义的学习和理解提供帮

助。 从短语动词的构成来看,其多义性的形成由以

下三种因素引起:(1)动词的多义性;(2)小品词的

多义性;(3)短语动词本身的多义性。

二摇 短语动词多义性形成的理论基础

语义范畴中,某一语义范畴的成员是不能够完

全确定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范畴成员也会随之

变化,但是语义范畴成员的变化也不是随意的。 一

个词语的多个义项之间都会存在某种联系,从认知

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支配着一词

多义关系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意象图式、隐喻和概念

整合。
(一)意象图式和隐喻

意象图式是一种建立在人们对事物之间基本关

系的认知基础上的知识结构,是大脑中反复出现的

知识组织形式,它是抽象关系和具体意象之间的纽

带,是理解和认知更复杂概念的基本结构。 由于人

体的特点和地球的引力,人与外部世界首先形成的

是一种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关系在经验基础上经过

多次反复,就会在大脑中形成一种抽象的认知结构



即意象图式,它不是具体丰富的形象,而是经过抽象

化了包含少数构成成分和简单关系的结构,是人类

理解和认识更复杂概念的基本结构。 没有这样的图

式,人们就不能理解和表达经验,也不能把不同的经

验联系起来。 所以说,图式赋予我们的经验以完整

的结构,也就赋予了词语以意义[1]。 莱考夫(1987)
总结了人类经验中的一些基本意象图式:部分 - 整

体图式、连接图式、中心 - 边缘图式、起点 - 路径 -
目标图式、上 -下图式、前 - 后图式、线性图式和力

图式等等[2]。 当人们在这些基本意象图式基础上

观察事物时,人们注意焦点的变化就会导致词语意

义的变化,词语的多个义项也就形成了。 为了充分

描述语义,兰盖克常用注意、焦点、心里视角、基底 -
侧面、辖域、图形 - 背景、射体 - 地标等概念来描述

语义结构。 短语动词中动词和小品词多义性的形成

都是和我们大脑中的起点 - 路径 - 目标图式相关

的,我们注意焦点的变化形成了动词和小品词的基

本语义网络。 在描述动词和小品词的多义性形成过

程中我们运用了射体和地标的概念来描写语义

结构。
莱考夫(1980)把隐喻看作是人们思维、行为和

表达的一种方式,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果与工

具[3]。 我们大脑中的概念是以隐喻方式存在的,行
为也是按隐喻方式组织的,因而语言也是按隐喻方

式组织的。 在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总会以

自己熟悉的过去经验来理解新事物,这种经验之间

的映射在语言学中称之为目标域与源域之间的映

射。 短语动词中动词和小品词的基本义主要是由意

象图式的不同视角引起的,它们的引申义主要是通

过隐喻映射形成的。
(二)概念整合理论

Fauconnier 于 1994 年提出“心智空间冶的概念,
将其描写为“小概念包冶,认为要理解语言的意义和

组织结构,就要研究人们谈话或听话时所建立起来

的认知域,即心智空间[4]。 “概念整合冶就是把不同

心智空间的信息进行有选择性的提取,然后通过整

合形成新的概念结构的一系列认知活动。 在此理论

基础上,Fauconnier 和 Turner 提出了四空间理论,四
空间是指:输入空间 I、 输入空间 II、类属空间和整

合空间[5]。 类属空间反映两输入空间共同的和抽

象的组织和结构,两输入空间之间的映射具有选择

性,所选择的信息投入到整合空间后通过“组合冶、
“完善冶和“精致冶等一系列的心智活动而形成新的

意义。 人的心智空间具有动态性,它会依据人的不

同视点和注意力的焦点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当短语动词中的动词和小品词组合在一起时,
动词的意义形成输入空间 I,小品词的意义形成输

入空间 II,输入空间 I 和输入空间 II 共有的抽象结

构形成类属空间,输入空间 I 和输入空间 II 相互映

射而形成整合空间。 动词的多义性使输入空间 I 里
面参与映射的概念具有多样性,小品词的多义性使

得输入空间 II 中参与映射的概念具有多样性,因而

两空间相互有选择性的映射和组合就会有无数个可

能,这些可能的映射组合进入到整合空间,经过完善

就形成了短语动词的多义性。

三摇 短语动词多义性的认知分析

为了更好地阐释短语动词多义性形成的认知机

制,下面以常用的短语动词“go up冶为例,从认知的

角度来说明其多义性的来源。 为了确保 “ go冶,
“up冶和 “go up冶 义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其所有义

项都来源于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4 版。
(一)动词“go冶多义性的认知分析

“go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用动词,go 描

述的是一个有着起点、过程和终点的动态过程,它的

词义在我们大脑中呈现的就是一个起点 - 路径 - 目

标的路径图式。 根据 langacker 常用的射体和标体的

概念来描述其语义的方法,圆圈代表的是一定的时间

轴上某一运动着的射体(tr)与横线代表的是某一相

对静止的标体(lm),它的意象图式可以描绘成:

根据这个图式,我们会发现,随着我们注意力焦

点的变化,go 的语义也会随着变化,从而形成了 go
的多义性。 Go 的主要义项有:(1)当我们注意力的

焦点放在起点位置时,go 的词义是:表动作,从说话

的人或书写的人所处之处离去的动作;(2)当我们

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终点时,go 的语义是:表位置,
放、置、摆在通常的或应在的位置;(3)当我们把注

意力的焦点放在终点后的位置,go 的词义是:表结

束,不再存在、消失、消散;(4)当我们把注意力的焦

点放在整个由起点到终点的过程中时,go 的词义是

表状态,进入某种状态,变为等。
(二)小品词“up冶多义性的认知分析

“up冶是在短语动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小品词,
它描述的是一个我们设想中的一个运动物体为射体,
以空间轴为标体的一个起点—路径—目标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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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圆圈代表的是射体(tr)与横线代表的是某一相

对静止的标体(lm),它的意象图式可以描绘成:

Up 意义的生成也是随着我们注意力的焦点变

化而变化的,它的基本义主要有:(1)当我们注意力

的焦点聚集在射体上升的过程时,它的意义是:向
上,即趋于或处于直立的姿势或位置,趋于较高的地

方、位置、条件、程度等;(2)当我们注意力的焦点集

中在最上面一个射体上时,它的意义是:在上面,即
处于较高的地方、位置、条件、程度等;(3)当我们注

意力的焦点集中在射体的最顶端时,即量变达到最

大值向质变的过渡即完成,它的意义是完成;(4)当
我们把射体和标体换个角度来看,即射体保持静止,
而移动标体时,它的意义是朝向,即靠近(某人或某

物)。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up—的其他 3
个义项都是在不同基本义的基础上通过隐喻而实现

的。 如义项(5):朝着重要的地方或在重要的地方

和朝着大学或在大学(尤指牛津或剑桥)是第二基

本义通过隐喻而获得的,是空间域投射到社会域上

的结果。 义项(6):朝着一国的北部;在一国的北部

是通过第四个基本义通过隐喻而获得的,是空间域

投射到方位域的结果;义项(7):成碎片;分离是第

一个基本义通过隐喻而获得的,成碎片的概念可以

理解为撕的纸片量越来越多,纸就变成碎片了,是一

种空间域向数量域映射的结果。
(三)短语动词“go up冶多义性的认知分析

当 Go 和 up 组合在一起时,go 在我们心中呈现

出中心图式概念,up 使这一图式具体化、范畴化,这
一范畴化了的图式概念和意义的生成是输入信息在

人的心智整合空间经过整合而得到的。 go up 的意

义在我们心智空间在线生成时,go 的义项形成了输

入空间 I,up 的义项形成了输入空间 II,它们共有的

抽象组织和结构路径图式构成了类属空间,类属空

间规约了两输入空间之间的映射,它们有选择性的

相互映射,映射的结构投射到整合空间,人们将映射

在整合空间的概念结构根据自身的已有知识进行进

一步加工就形成了新的意义,由于两空间的相互映

射是多样化的,因而,go up 意义也是多样化的,这就

造就了 go up 的多义性。
当我们选择输入空间 I 中 go 的义项(1)表动

作,从说话的人或书写的人所处之处离去的动作和

输入空间 II 的义项(1)向上,即趋于或处于直立的

姿势或位置,趋于较高的地方、位置、条件、程度等;
时,经过在整合空间的加工得出了 go up 的基本义

项:(1)走向;前往。
当我们选择输入空间 I 中 go 的义项(1)表动

作,从说话的人或书写的人所处之处离去的动作和

输入空间 II 的义项(6)朝着一国的北部进行相互映

射,在整合空间就形成了义项 go up 的基本义项(2)
(从一处)到(另一处);尤指北上。

当我们选择输入空间 I 中 go 的义项(2)表位

置,放、置、摆在通常的或应在的位置和输入空间 II
的义项(2)在上面,即处于较高的地方、位置、条件、
程度等,经过在整合空间的加工得出了 go up 的基

本义项(3)张挂着、张贴着。
当我们选择输入空间 I 中 go 的义项(4)表状

态,进入某种状态,变为和输入空间 II 的义项(3)量
变达到最大值向质变的过渡即完成进行相互映射,
再经过在整合空间的加工得出了 go up 的基本义项

(4)(喊声或欢呼声)响起,爆发。
当我们选择输入空间 I 中 go 的义项(1)表动

作,从说话的人或书写的人所处之处离去的动作和

输入空间 II 的义项(5)朝着重要的地方或在重要的

地方和朝着大学或在大学(尤指牛津或剑桥)进行

相互映射,在整合空间就生成了 go up 的基本义项

(5)上大学(尤指牛津和剑桥)。
当我们选择输入空间 I 中 go 的义项(3)表结束,

不再存在、消失、消散和输入空间 II 的义项(3)量变达

到最大值向质变的过渡即完成,它的意义是完成;在整

合空间就生成了 go up 的基本义项(6)着火、爆炸。
在《牛津短语动词词典》中,go up 的义项还有:

( 7)(价格、水平等)上涨、上升;(8)筑起、建造,这
是 go up 的义项(1)走向、前往,通过事件域在数量

域的相互映射而形成的。 Go up 的义项(9)升级、晋
级是其义项(1)走向、前往,通过事件域和等级域相

互映射的结果。

四摇 结论

通过对短语动词多义性的认知分析,我们认识

到,短语动词的义项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各义项的形

成是遵循我们的认知规律的,只要我们按照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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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理解记忆,就会大大减轻我们的记忆负担,也会提

高我们学习的效率,从而达到我们灵活运用短语动

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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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he Extending Meanings
in Shuo Wen Guang Yi and Shuo Wen Jie Zi Zhu

PENG Qiao鄄yan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摇 Extending Meanings are studied in Wang Chuan Shan爷s Shuo Wen Guang Yi firstly in the form of special works;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with Shuo Wen Jie Zi Zhu for the methods of word notes,style and terms used in this book. There are almost the
same views about the laws of extending meanings between these two books. In view of the original ideals about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extending meanings in Shuo Wen Guang Yi,the linguistic field ought to write it into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establish the just status.

Key words:摇 Shuo Wen Guang Yi;摇 Shuo Wen Jie Zi Zhu;摇 extending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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