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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规律、动因及其对英语词汇习得的启示

莫　 丽　 红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随着词义的不断演变和拓展,英语味觉词成为了典型的多义词,其词义演变的规律为:由味觉感知义向听觉、
视觉、嗅觉、心理等其他感知义拓展;由味觉感知义向非感知义拓展。 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动因既包括外部动因,又包括认

知动因。 其中,外部动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弥补语言表达空缺的需求、对特殊语用效果的追求;认知动因主要包

括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以身喻心的认知方式、以身体经验来理解和认识外界事物的认知规律。 这些研究对英语词汇习得具

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英语词汇学习中,教师可积极引导学生深入探究词汇意义演变的规律及动因,全面掌握词汇意义发展

的过程及理据,从而使学生对所学词汇的意义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有效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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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味觉词是英语词汇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具有味觉感知义,还具有嗅觉感知义、视
觉感知义、听觉感知义、心理感知义、非感知义等,是
典型的多义词。 英语味觉词的这些意义并不是孤立

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其一词多义的现象是由于其词

义的不断演变和拓展而形成的。 对英语味觉词词义

演变规律及词义演变动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

清晰地了解英语词汇意义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而
且有利于我们系统地把握促使英语词汇意义发展变

化的外部客观因素及主观认知因素,从而使语言学

习者对英语词汇意义形成的理据及词汇意义之间的

内在联系具有全面的了解,有效地提高词汇学习的

效率。 因此,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规律及词义演变

动因的研究,对英语词汇习得具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的英语味觉词研究主要集中在

英语中味觉的词汇编码研究、英语味觉词与其他语

言味觉词意义的跨语言对比研究等方面。 例如,
Strik Lievers & Winter(2018)对英语中味觉的词汇

编码进行了研究[1]; Zhao et al (2018)、解海江等

(2008)、吴海燕(2011)对英语味觉词与汉语味觉词

的意义进行了跨语言的对比研究[2-4]; 李国南

(2002)对英语、日语、汉语等语言中的味觉词的意

义进行了跨语言对比研究[5] 等等。 现有的英语味

觉词相关研究中,对其词义演变规律及动因的研究

较为少见。 因此,文章将对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

规律、动因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对其在英语词汇习得

中的指导作用进行深入的探讨,旨在探究英语词汇

意义形成的理据及英语词汇意义发展变化的过程及

规律,为英语词汇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　 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规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的发展,英语味觉词的

词义逐渐发生演变,在味觉感知义的基础上不断地

拓展出新的词义。 通过对相关历时语料的考察和分

析,我们发现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规律主要包括:
(一)由味觉感知义向其他感知义拓展

英语味觉词的词义由味觉感知义向其他感知义

的拓展主要包括:由味觉感知义向嗅觉感知义拓展;



由味觉感知义向听觉感知义拓展;由味觉感知义向

视觉感知义拓展;由味觉感知义向心理感知义拓展。
具体来说,第一,英语味觉词由味觉感知义拓展出新

的词义“嗅觉感知义”。 例如,味觉词“ sweet”由味

觉 感 知 义 “ 甜 的 ( having the pleasant taste
characteristic of sugar or honey; not salt, sour, or bit-
ter)”① 拓展出了嗅觉感知义 “芳香的 ( smelling
pleasant like flowers or perfume; fragrant)”;味觉词

“sour”由味觉感知义“酸的(having an acid taste like
lemon or vinegar)” 拓展出了嗅觉感知义 “恶臭的

(having a rancid smell)”,等等。 第二,英语味觉词

由味觉感知义拓展出新的词义“听觉感知义”。 例

如,味觉词“ sweet”由味觉感知义“甜的”拓展出了

听觉感知义“(声音) 悦耳的、和谐的 (( of sound)
melodious or harmonious)”,等等。 第三,英语味觉词

由味觉感知义拓展出新的词义“视觉感知义”。 例

如,味觉词“ sweet”由味觉感知义“甜的”拓展出了

视觉感知义“(尤指人或动物)可爱的、迷人的、讨人

喜欢的((especially of a person or animal) charming
and endearing)”,等等。 第四,英语味觉词由味觉感

知义拓展出新的词义“心理感知义”。 例如,味觉词

“sweet”由味觉感知义“甜的”拓展出了心理感知义

“快乐的、愉快的(pleasing in general; delightful)”;
味觉词“ sour”由味觉感知义“酸的( having an acid
taste like lemon or vinegar)”拓展出了心理感知义

“(使)变得不愉快(make or become unpleasant)”;味
觉词“bitter”由味觉感知义“辛辣的、苦的(having a
sharp, pungent taste; not sweet)”拓展出了心理感知

义“令人痛苦的、令人不愉快的、难以接受的(painful
or unpleasant to accept or contemplate)”,等等。 由此

可见,由味觉感知义向其他感知义拓展是英语味觉

词词义演变的主要规律之一。
(二)由味觉感知义向非感知义拓展

由味觉感知义向非感知义拓展是英语味觉词词

义演变的另一重要规律。 例如,味觉词“sweet”由味

觉感知义“甜的”拓展出了非感知义“容易操纵的、
运转平稳的( working, moving, or done smoothly or
easily)”“丝毫的、一丁点儿的(用在短语和感叹句

中表示强调) ( used for emphasis in various phrases
and exclamations)”。 味觉词“ sour” 由味觉感知义

“酸的”拓展出了非感知义“(土壤)缺少石灰质的、
酸性过重的(( of soil) deficient in lime and usually

dank)”“(石油、天然气)含硫较高的((of petroleum
or natural gas) containing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sulphur)”,等等。

综上所述,英语味觉词的词义按照一定的规律

发生了演变和拓展,不仅在味觉感知义的基础上拓

展出了嗅觉、听觉、视觉、心理等其他感知义,还在味

觉感知义的基础上拓展出了非感知义。 那么,是哪

些因素促使英语味觉词的词义发生演变和拓展的

呢? 接下来,我们将以体验哲学理论为指导,对英语

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动因进行研究。

二　 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动因

在著作《体验哲学———基于身体体验的心智及

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1999)中,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了体验哲学理论。
“体验哲学被认为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6]。
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概念化过程就是基于身体的

体验过程” [7]139。 “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

的体验而形成的,并且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

解” [7]497。 “基于身体经验的理解对于思维内容、思
维结构、意义等起主要作用” [7]78。 体验哲学强调

“体验”和“认知”,“这两个要素充分地体现出认知

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 语言是在

对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

成的。 语言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8]。
英语味觉词是对味觉概念的语言编码,而味觉概念

是人们通过对外界事物的体验认知而形成的。 由此

可见,英语味觉词是人们在对外界事物进行“互动

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通过语言编码而形

成的。 其词义的发展不仅与外界客观因素密不可

分,而且与人的主观认知因素也息息相关。 因此,英
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动因既包括客观的外部动因,
又包括主观的认知动因。

(一)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外部动因

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外部动因是指促使英语

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外部客观因素,这些外部客观因

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动因。 语言是人类

进行各项社会活动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和工具,
语言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语言随着

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变。 现存词汇

的词义演变是人类语言变化的重要体现,社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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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习俗、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经济等社会文化因素

的发展变化会促使人类语言不断地发展变化,也必

然会导致现存词汇的词义发生演变。 因此,社会文

化的发展变化是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外部客观动

因之一,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促使英语

味觉词的词义发生拓展,使其在味觉感知义的基础

上不断地拓展出新的词义。 例如,味觉词“sweet”拓
展出新的词义“容易操纵的、运转平稳的(working,
moving, or done smoothly or easily)”与人类社会的发

展及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 味觉词“sour”
拓展出新的词义“(土壤)缺少石灰质的、酸性过重

的(( of soil) deficient in lime and usually dank)”
“(石油、 天然气) 含硫较高的 (( of petroleum or
natural gas) containing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sulphur)”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对土壤、石油、
天然气等物质的成分检测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 味

觉词“bitter”拓展出新的词义“苦啤酒( beer that is
strongly flavoured with hops and has a bitter taste)”与
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啤酒酿制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
因此,英语味觉词的词义演变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

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
第二,弥补表达空缺的功能动因。 新事物及新

概念的不断涌现可能会使现有词汇无法满足人们的

表达需求和交际需求,从而导致在交际中出现语言

表达空缺的情形。 为了弥补这种语言表达的空缺,
成功交际,人们可以创造新的词汇来描述新事物及

新概念,或使用已有词汇来表达新事物及新概念。
然而,不断地创造新词会使人们记忆词汇的负担加

重,不符合人类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因此,使用已有

词汇来表达新事物及新概念的方法比创造新词更简

单方便,更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例如,“由柠檬

汁或酸橙汁和酒混合而成的饮料”在其出现之初是

一种新的事物,人们的语言系统中可能没有用于表

达该新事物的现有词汇,从而出现了语言表达的空

缺。 为了填补这种语言表达空缺,人们通常可采用

创造新词或用旧词表达新义的方法。 显而易见,用
旧词表达新义更简单方便,也是更经济实用的途径。
可能由于“由柠檬汁或酸橙汁和酒混合而成的饮

料”具有酸味,人们便用表示味道酸的词汇“sour”来
描述这种新出现的饮料,从而使英语味觉词“ sour”
演变出一个新的词义“由柠檬汁或酸橙汁和酒混合

而成的饮料”。 当“sour”的这个新词义获得人们的

认同后,该新词义会被广泛地使用和传播,并逐渐演

变为“sour”的一个固定的义项,从而使英语味觉词

“sour”在味觉感知义“酸的”的基础上拓展出新的

词义“由柠檬汁或酸橙汁和酒混合而成的饮料”。
由此可见,弥补由于新事物及新概念的不断涌现所

导致的语言表达空缺,以实现和满足人们的表达需

求和交际需求,是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和拓展的功

能动因。
第三,特殊表达效果的语用动因。 在语言使用

及交流中,人们为了提升语言的感染力,增强语言的

表现力,使语言表达获得新颖、生动、幽默、风趣、引
人注目等特殊的语用效果,会使用现有词汇来表达

新的概念,从而使该词汇在现有词义的基础上拓展

出新的词义。 因此,对语言表达特殊语用效果的追

求是促使词汇意义演变和拓展的重要动因之一。 同

样,在语言使用及交流中,为了让语言表达更形象生

动、更具感染力,人们可能会使用表达味觉感知概念

的味觉词来描述其他的非味觉概念。 例如,在英语

使用中,人们可能为了使其语言表达更新颖、更生

动,达到增强语言感染力和表现力的语用效果,会使

用表达味觉感知概念的英语味觉词“ sweet”来描述

嗅觉感知概念“芳香的”,心理感知概念“快乐的、愉
快的”,听觉感知概念“(声音)悦耳的、和谐的”,非
感知概念“容易操纵的、运转平稳的”等,从而使英

语味觉词“ sweet”的词义发生演变,在味觉感知义

“甜的”的基础上拓展出“芳香的” “快乐的、愉快

的”“(声音)悦耳的、和谐的”“容易操纵的、运转平

稳的”等新的词义。 由此可见,对语言特殊表达效

果的追求是促使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语用动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弥补语言表达

空缺的需求以及对特殊语用效果的追求是促使英语

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外部动因,这些外部因素充分说

明了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与拓展的必要性和必然

性。 但是,英语味觉词的词义演变并不是任意的,而
是具有特定方向性的。 例如,英语味觉词的词义均

由味觉感知义向其他感知义和某些特定的非感知义

拓展了。 那么,英语味觉词的词义演变为什么会呈

现出特定的方向性呢? 这是因为英语味觉词的词义

演变除了与以上外部客观动因密切相关外,还与人

类的认知规律和认知方式息息相关。 事实上,除了

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语言的变化与人类的认知活

动也是密不可分的。 “人的经验和认知能力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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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和理解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没有独立于人的认

知以外的所谓意义” [9]。 因此,英语味觉词词义演

变的动因不仅包括客观的外部动因,还包括主观的

认知动因。 接下来,我们将对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

的认知动因进行研究。
(二)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认知动因

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认知动因是指促使英语

味觉词词义演变的主观认知因素,这些主观认知因

素主要包括: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以身喻心的认知

方式、以身体经验来理解和认识外界事物的认知规

律。 具体如下:
第一,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是英语味觉词由味

觉感知义向听觉感知义、嗅觉感知义、视觉感知义等

生理 感 知 义 演 变 的 认 知 动 因。 “ 通 感 隐 喻

(synaesthetic metaphor)是指在语言中,某一感觉域

(sensory domain)中的感受可通过另一感觉域的概

念来描述[10-11],涉及源域( 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

(target domain),因此被视为一种特殊的隐喻类

型[12-14]。 通感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均为人类的感

官感觉,主要包括味觉、嗅觉、听觉、触觉、视觉。 作

为一种特殊的隐喻类型,通感隐喻是“人类认识客

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一种重要手段” [15],是人类的

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规律。 在语言的使用及

交流中,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会促使人们使用某一

感官感知域的经验来认知和理解其他感官感知域的

经验,从而使人们的经验实现跨感官感知域的映射。
同样,在英语的使用过程中,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促

使人们使用味觉感知域的经验来认知和理解嗅觉感

知域、听觉感知域、视觉感知域等生理感知域的经

验,用味觉概念来描述嗅觉概念、听觉概念、视觉概

念等,从而使英语味觉词的词义发生演变,在味觉感

知义的基础上拓展出嗅觉感知义、听觉感知义、视觉

感知义等。 例如,英语味觉词“sweet”表示“甜的”,
是对“味道甜”这种舒适美好的味觉感知经验的概

念化。 当认知主体体验到“芳香的”这种舒适美好

的嗅觉感受时,味觉、嗅觉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促使

认知主体用描述舒适美好味觉感受的词汇“ sweet”
来概念化“芳香的”这种舒适美好的嗅觉感受,从而

使英语味觉词“sweet”的词义发生演变,在味觉感知

义“甜的”的基础上拓展出嗅觉感知义“芳香的”。
同样,当认知主体体验到“(声音)悦耳、和谐的”这
种舒适美好的听觉感受时,味、听觉通感隐喻的认知

规律促使认知主体用描述舒适美好味觉感受的词汇

“sweet”来概念化“(声音)悦耳、和谐的”这种舒适

美好的听觉感受,从而使英语味觉词“sweet”的词义

在味觉感知义“甜的”的基础上拓展出听觉感知义

“(声音)悦耳的、和谐的”。 而当认知主体体验到

“可爱、迷人、讨人喜欢的”这种舒适美好的视觉感

受时,味、视觉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促使认知主体用

描述舒适美好味觉感受的词汇“sweet”来概念化“可
爱、迷人、讨人喜欢的”这种舒适美好的视觉感受,
从而使英语味觉词“sweet”的词义在味觉感知义“甜
的”的基础上拓展出视觉感知义“可爱的、迷人的、
讨人喜欢的(charming and endearing)”。 又如,英语

味觉词“ sour”表示“酸的”,通常来说,味道酸是未

成熟水果的典型特征,给人不适的味觉感受。 因此,
英语味觉词“ sour”的味觉感知义是对“味道酸”这

种令人不适的味觉感知经验的概念化。 当认知主体

体验到“恶臭的”这种令人不适的嗅觉感受时,味
觉、嗅觉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促使认知主体用描述

令人不适的味觉感受的词汇“sour”来概念化“恶臭

的”这种令人不适的嗅觉感受,从而使英语味觉词

“sour”的词义发生演变,在味觉感知义“酸的”的基

础上拓展出嗅觉感知义 “恶臭的 ( having a rancid
smell)”。 由此可见,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是促使英

语味觉词的词义由味觉感知义向听觉、嗅觉、视觉等

生理感知义拓展的认知动因。
第二,以身喻心的认知方式是英语味觉词的词

义由味觉感知义向心理感知义演变的认知动因。
Eve Sweetser 在其著作《从语源学到语用学》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1990)中提出了“以身喻

心”(Mind-as-Body Metaphor)的认知规律。 “以身喻

心”是指“人们使用外在的身体经验来理解和认知

内在的心理经验,使用身体感知域的词汇来描述心

理域的概念” [16]45。 “以身喻心”是一种特殊的概念

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认

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促使人们用身体经验来概念

化心理经验,用表达身体感知经验的词汇来描述心

理感知概念。 因此,在以身喻心认知方式的作用下,
味觉感知经验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身体感知经验之

一,通常被用来理解和认知内在的心理感知经验,表
达味觉感知经验的味觉词也通常被用来描述心理感

知概念。 例如,英语味觉词“sweet”的基本义是味觉

感知义,表示“甜的”。 由于糖或蜜等甜味食物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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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舒适美好的味觉体验,因此,“ sweet”的味觉感

知义是对“味道甜”这种舒适美好的味觉感知经验

的概念化。 在以身喻心认知方式的作用下,当人们

感知到“快乐的、愉快的”这种舒适美好的心理感受

时,通常会使用舒适美好的味觉感知经验“甜的”来
理解和认知“快乐的、愉快的”这种舒适美好的心理

感知经验,使用味觉感知域的词汇“sweet”来描述心

理感知域的概念“快乐的、愉快的”,从而使英语味

觉词“ sweet”的词义发生演变,在味觉感知义“甜
的”的基础上拓展出心理感知义“快乐的、愉快的”。
又如,英语味觉词“bitter”的味觉感知义表示“辛辣

的、苦的”。 由于辛辣的、苦的食物通常给人不好的

味觉体验,因此,“bitter”的味觉感知义是对一种不

好的味觉感知经验的概念化。 在以身喻心认知方式

的作用下,当人们感知到“痛苦的、不愉快的、难以

接受的”等不好的心理感受时,通常会使用不好的

味觉感知经验“辛辣的、苦的”来理解和认知“痛苦

的、不愉快的、难以接受的”这种不好的心理感知经

验,使用味觉感知域的词汇“bitter”来描述心理域的

概念“令人痛苦的、令人不愉快的、难以接受的”,从
而使英语味觉词“bitter”的词义发生演变,在味觉感

知义“辛辣的、苦的”的基础上拓展出心理感知义

“令人痛苦的、令人不愉快的、难以接受的”。 由此

可见,以身喻心的认知方式是促使英语味觉词的词

义由味觉感知义向心理感知义拓展的认知动因。
第三,以身体经验来理解和认识外界事物的认

知规律是英语味觉词的词义由味觉感知义向非感知

义演变的认知动因。 味觉词的味觉感知义是认知主

体在味觉体验的基础上,对味觉感知经验的概念化。
由于“味觉感知经验的获得需要人们与被感知物体

进行实际的身体接触(actual physical contact with the
thing sensed)” [16]44,因此,味觉感知经验是一种具体

的身体经验。 在以身体经验来理解和认识外界事物

的认知规律的作用下,人们通常使用味觉感知经验

这种具体的身体经验来理解和认知感知经验之外的

外界事物,从而使味觉词的词义发生演变,在味觉感

知义的基础上拓展出非感知义。 例如,英语味觉词

“sweet”的味觉感知义“甜的”是人们在味觉体验的

基础上对“味道甜”这一味觉感知特征的概念化,体
现具体的身体经验。 由于甜味食物通常给人舒适美

好的味觉体验,因此,味觉概念“甜的”体现舒适美

好的身体经验。 在语言使用中,当形容机器等外界

事物“容易操纵或运转平稳的”特征时,在以身体经

验来理解和认识外界事物的认知规律的作用下,人
们通常会使用表达身体经验的味觉概念来描述外界

事物的这种特征。 由于具有“容易操纵、运转平稳”
特征的机器等外界事物会给人舒适美好的体验,因
此,人们通常使用表达舒适美好身体经验的味觉概

念“sweet”来描述机器等外界事物“容易操纵、运转

平稳”的特征,从而使英语味觉词“sweet”在味觉感

知义“甜的”的基础上拓展出非感知义“容易操纵

的、运转平稳的”。 又如,英语味觉词“bitter”的味觉

感知义“辛辣的、苦的”是人们在味觉体验的基础上

对“辛辣的、苦的”这一味觉感知特征的概念化,体
现具体的身体经验。 由于辛辣的、苦的食物通常给

人不好的味觉体验,因此,味觉概念“bitter”体现令

人不适的身体经验。 在语言使用中,当形容冲突、争
论等外界事物的激烈、尖刻等特征时,在以身体经验

来理解和认识外界事物的认知规律的作用下,人们

通常会使用表达身体经验的味觉概念来描述外界事

物的这些特征。 由于具有激烈、尖刻等特征的外界

事物大多会给人带来不适的体验,因此,人们通常使

用表达令人不适的身体经验的味觉概念“bitter”来

描述外界事物的激烈、尖刻等特征,从而使英语味觉

词“bitter”由味觉感知义“辛辣的、苦的”拓展出非感

知义“激烈的、尖酸刻薄的”。 由此可见,以身体经

验来理解和认识外界事物的认知规律是英语味觉词

的词义由味觉感知义向非感知义演变的认知动因。

三　 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规律及动因的研究对英语

词汇习得的启示

“没有语法,人们不能表达许多东西;而没有词

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东西” [17-18]。 词汇学习是

语言学习的基础,也是提高学习者听、说、读、写、译
各项技能的关键。 因此,英语词汇学习是英语学习

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英语词汇中,很多单词同味

觉词一样,具有多个不同的意义,是典型的多义词。
如何有效记忆并熟练掌握英语词汇的多个义项是学

生英语词汇学习的关键和重点。
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规律及动因的研究对英语

词汇习得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通过对英语味觉词

词义演变规律及动因的研究,我们清晰地了解到英

语味觉词的多义现象是由于其词义不断地演变和拓

展形成的,在社会文化发展、填补语言表达空缺、追
求特殊语用效果等客观动因,以及通感隐喻、以身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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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身体经验来理解和认识外界事物等主观认知

动因的作用下,英语味觉词在味觉感知义的基础上,
按照一定的规律不断地拓展出新的词义,从而形成

了一词多义的现象。 事实上,在英语词汇中,很多多

义词的形成都与词汇意义的演变和拓展密不可分。
通常情况下, “一个词在最开始时只有一个意

义” [19]。 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多英语词汇的意义在

某些特定动因的作用下,会按照一定的规律不断地

演变,逐渐拓展出其他新的意义,从而成为了具有多

个不同义项的多义词。 因此,英语多义词的各个词

义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 在学习英

语词汇的过程中,学生若能深入了解多义词词义演

变的规律及词义演变的动因,有助于全面掌握多义

词词义发展的过程和理据,充分了解各个词义之间

的内在联系,从而对所学词汇的意义不仅能知其然,
还能知其所以然,达到提高词汇习得效率的良好效

果。 因此,在进行英语词汇教学时,教师在引导学生

学习词汇的音、形、义等基本知识的同时,可积极引

导学生了解词汇意义演变和拓展的规律及动因,传
授给学生根据英语词汇的本义来掌握其他拓展意义

的词汇学习策略,使学生能根据词义发展的理据及

词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联想记忆多义词的各个义

项,而不是采用机械记忆的方法来单独记忆各个词

义,从而使学生的词汇学习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四　 结　 语

通过对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规律及动因的研

究,我们发现英语味觉词在味觉感知义的基础上不

断地拓展出新的词义。 一方面,由味觉感知义拓展

出了听觉感知义、嗅觉感知义、视觉感知义、心理感

知义等其他感知义。 另一方面,由味觉感知义拓展

出了非感知义。 而促使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和拓展

的动因既包括客观的外部动因,又包括主观的认知

动因。 其中,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外部动因主要

包括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动因、弥补表达空缺的功

能动因、特殊表达效果的语用动因。 英语味觉词词

义演变的认知动因主要包括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
以身喻心的认知方式以及以身体经验来理解和认识

外界事物的认知规律。 这些研究发现对英语词汇习

得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英语词汇学习中,教师在

引导学生学习词汇的音、形、义等基本知识的同时,
可积极引导学生了解词汇意义演变和拓展的规律及

动因,使学生深入理解词汇意义发展变化的过程及

各词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能根据英语词

汇的本义来掌握其他拓展意义,有效提高学生的词

汇学习效率。

注释:
①文章中英语味觉词的各项释义均引自《新牛津英汉

双解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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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s and Motivations of the Meaning Extensions of English Taste Word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Vocabulary Acquisition

MO Li-ho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meaning extensions, English taste words have become typical polysemous words. The meaning ex-
tension rules of English taste words mainly include: the meaning extensions from senses of gustatory perception to other perceptual sen-
ses of auditory perception, visual perception, olfactory perception and mental perception respectively; and the meaning extensions from
senses of gustatory perception to the non-perceptual senses. The motivations of the meaning extensions of English taste words include
both external motivations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s. The external motivations mainly include the motiv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motivation of filling the expressive vacuum, and the motivation of achieving special expressive effects.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s mainly
include human beings’ cognitive pattern of synaesthesia metaphor, human beings’ cognitive pattern of Mind-as-Body metaphor, and
human beings’ cognitive pattern of understanding the external things with physical experience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
tions for English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he teacher can actively guid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rules and motivations of the meaning ex-
tensions of English words, which are helpful for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and reasons of the meaning development of
English words, so that the students are able to know what the meanings are as well as the reasons why these meanings come into being,
and the efficiency of vocabulary acquisition can be greatly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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