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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喻的制约因素对研究生英语阅读的启示

曹师一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2!$$$$$

摘4要#转喻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在概念层面操作的认知机制" 转喻的识解受人的主观性!认知语境和

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为了提升在英文阅读中的转喻能力#研究生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认知能力#主动积

累语言知识$根据认知语境把握篇章结构$拓展文化背景知识" 培养研究生的转喻能力可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

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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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长期以来#转喻被认为是一种语言修辞方法#

是两个有着某种联系的词的转换' #$ 世纪 *$ 年

代#转喻的研究开始受到认知语言学家的关注'

目前#认知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转喻不仅仅是一种

修辞手段#更是一种语言现象#是人类基本的思维

方式' 人类语言是建立在(形式转喻概念)基础

上的#其本质上具有转喻特征' 转喻是在同一理

想化认知模型内#用一个概念实体作为工具#为另

一个代表认知目标的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途径的认

知过程%!&

' 认知语言学框架下#转喻体现的不仅

仅是现实世界名词的替代关系#而是更为复杂多

元的概念替代关系#转喻的本体和喻体是人们复

杂庞大的概念网络对生活场景和典型元素的概念

表征#这些概念因(邻近)关系而联系在一起%#&

'

目前#国内外语言学界对转喻的认知本质*分类*

运作机制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有了较丰富的

研究成果#但关于转喻识解制约因素的研究却很

少' !G*0年#:>9?M9?等提出了认知语境理论%%&

#

为后来的学者探讨语境对转喻的制约提供了基

础' !GGG 年#NA&&9. 等从人类经验*感知选择和

文化偏好等方面探讨了转喻的制约因素#提出了

#!条认知突显原则' 国内学者熊学亮等认为转

喻识解受到认知语境的制约%2&

#这一制约作用主

要体现在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方面' 段春云简要

分析了认知和语用因素对转喻的制约作用#认为

不同的转体选择是对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

界等语境因素以及具体的交际目的进行顺应的结

果%"&

'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将转喻的制约因素和

研究生英语阅读联系起来的相关文献'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第一外语$ 教学大

纲对研究生英语阅读水平的要求是(掌握并能运

用各项阅读技能"如概括中心思想#猜词悟意#预

见#推理和推论等$#具有语篇水平的分析能力'

能较顺利地阅读并正确理解有相当难度的一般性

题材文章和其他读物#速度达到每分钟 0$ c1$

词#读后能够理解中心思想及内容)' 要求中提

及的各项阅读技能的使用无不体现转喻思维#但

从研究生英语阅读水平的现状来看#他们的转喻

能力极其缺乏' 尽管研究生已掌握一定数量的词

汇和句法知识#但对语篇的分析能力较弱#他们能

识别和理解修辞层面的转喻语言#但对概念层面

的转喻了解不够' 本文从探讨转喻的制约因素入

手#积极探索相应的方式方法#指导研究生突破制

约#正确识别和解读转喻#培养转喻思维#提高阅

读效率'

!4转喻的制约因素

认知过程中的相对突显原则为转喻思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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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据' 在诸多概念实体中#那些突显的*重要的

部分或者易感知的整体被作为认知参照点#唤起

其他不那么突显或不易感知的实体%0&

' 在认知

参照点建立的某个特定语境内#由转喻词语指定

的实体作为一个参照点#为被描述的目标提供心

理途径#并把听者或读者的注意力引到目标上'

如 (:;9(@A>?9BBCDA-9)"她是个美人儿'$)#人脸

"DA-9$是人身体最突显*最具辨识度的部分#根据

人们的认知规律#它能被人们作为认知参照点#自

动地唤起人们对(人)这一整体的认知'

但是#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即便是研究生读

者#有时也并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识别和理解转

喻' 如以下例句中的(E9(,(.=)#哪些是转喻语言#

哪些不是2 如果是转喻#分别指代什么内容2

"!$E9(,(.=(@<'-AB9& (. .'?B;9?. T;(.A)

"#$E9(,(.=(@X9?C9g-(B9& AM'LBB;9-'8(.=FV

<C8>(-5A89@)

"%$E9(,(.=̂ (<<.'BC(9<& B'>?9@@L?9D?'8'LBV

@(&9)

再比如#以下例"2$中(HA?C)的转喻意义不

成立#不能转喻地指代 HA?C制作的食品#而例

""$ 中作家名 ( :;A/9@>9A?9) 却能转喻地指代

:;A/9@>9A?9的作品'

"2$HA?Ĉ A@&9<(-('L@)

""$J<(/9?9A&(.=:;A/9@>9A?9)

由此可见#转喻的成立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偶

然的#转喻的识解是受某些因素限制的' 具体来

说#转喻的识解主要受人的主观性*认知语境和社

会文化因素的制约'

!)!4人的主观性

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依赖我们大脑中存

储的经验知识来对抽象复杂的现象进行概念化的

过程#在强调经验知识对概念结构形成的显著作

用的同时#也不可忽视理性意识在认知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 在转喻的实现过程中#人类大脑中储

存的知识不是单一或孤立存在的信息单元#而是

密切关联的网络模型#各个概念成为互相连接的

网络节点#只要其中某一个相对突显的节点被激

活#与之相关的图式就可以同时被激活' 而人的

理性意识极大地影响着转喻关系原则的使用和突

显成分的选择'

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差异#人们对语言的

理解和使用也各不相同' 如 ( :;9(@A>?9BBC

DA-9))和(:;9(@A;'BD(=L?9))都能用来表达(她是

个美人儿)之意#都是(部分代整体)转喻#但两者

在运作过程中突显成分不同#前句突显 (DA-9

"脸$)#后句突显(D(=L?9"体型$)#因此#正确理解

转喻的本质需要理性意识的参与'

!)#4认知语境

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语境是人们在经验*认

识基础上对某一概念的心理认知构造网络#包括

语言使用涉及的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

文知识"工作记忆$和背景知识"知识结构$三个

语用范畴'

转喻识解离不开认知语境' 在阅读理解过程

中#认知语境实际上是读者信息化了的语用知识#

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语用知识进行含义

推导' 从具体的操作过程来看#读者在读到某个

词语*句子或篇章时#根据需要自动激活与之相关

的认知语境的某个具体内容#从而顺利地理解

语料'

认知语境的完型性是转喻识别的认知基础'

认知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完型性' 作为整体的

客观世界的每个事物#都是由各个成分构成的'

这些成分经过特定组合形成一个全新的整体' 对

这个全新整体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

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 认知语境的各个组

成部分中#那些突显的成分更容易被激活#进而转

喻地唤起人们对整个语境的认知' 作为整体的语

境发生改变#其各个成分的突显度随之变化#可激

活成为转喻目标义的成分也相应改变#这体现了

转喻的偶然性' 每当语篇提供的客观信息不够#

不能给予读者必要的上下文知识#或者个人主观

上缺乏某方面或多方面的知识与信息时#完型便

变得不完整#从而使转喻不能被正确识解' 在上

述例"2$中#作为人名的(HA?C)不在(厨师)这一语

境的突显成分之列#因而不具备(厨师代菜品)转

喻意义' 而例""$中#作为人名的(:;A/9@>9A?9)在

(作家)这一语境中属于突显成分#因而形成了(作

家代作品)转喻'

认知语境的动态性决定了认知转喻的偶然

性' 认知语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动态性' 认知

语言学的(语境)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过

程' 静态语境是人们在经验*认识基础上对某一

概念的心理认知构造网络# 它强调转喻理解中共

有知识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语境

不再局限于已经存在或规定好的条件# 或事先确

定的*一成不变的外在因素的简单组合#而是动态

的#是一种主观认识' 在阅读中#读者根据具体情

景中的相关特征来建构语境#当建构的语境中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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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成份与文本重合时#转喻即成为可能' 然而#

很多时候同一个转喻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会

获得不同的解读#如上述例"#$和例"%$中#由于

不同的上下文语境#同一个转喻形式(E9(,(.=)具

有了不同的转喻意义#分别指代(B;9-(B(_9.@'D

E9(,(.="北京市民$)和(B;9='X9?.89.B'DE9(,(.=

"北京政府$)' 由此可见认知语境对转喻理解限

制力之强大' 从另一角度看#通过语境#转喻在使

用上会更加丰富多彩#在理解上更加灵活多变'

从认知
!

语用的视角看#转喻的类别也呈现

一个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过程#即 (常规转喻
!

即

时转喻)连续体模式%1&

' 该模式认为!已经完全

在语言或认知上约定俗成了的转喻属于常规转

喻#位于连续体的一端/而为了顺应当时语境所产

生的临时性转喻属于即时转喻#位于连续体的另

一端/中间则为过渡性区域#包含了从即时转喻向

常规转喻规约化进程各个阶段的转喻#即半规约

化转喻' 静态语境观能轻易识别常规转喻#而半

规约化转喻和即时转喻的理解则高度依赖动态

语境'

!)%4社会文化因素

从认知角度来说#人们对世界的概念化方式

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差异' 社会文化语境制

约概念化认知#因而也制约意义' 人们常常根据

文化倾向来选择转喻#因此#文化差异也会影响转

喻的理解和使用'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有

时会使用不同的喻体转指同一对象' 如!中国人

喜欢用(饭碗)转喻地指代(生计)# 而西方人则

用(B;9/.(D9A.& D'?/"刀叉$)' 可见#事物之间的

转喻关系#不仅存在于物理世界#也存在于人们的

文化心理世界'

"0$JB(@.'L@9-?C(.='X9?@>(<B8(</)

"1$W'L?9& ÂB9?-A. .9X9?M9=AB;9?9& L>)

教材课后练习中#要求学生将例"0$的句子

翻译成英文' 研究生在第一次阅读后很难迅速*

准确*简洁地表述其意义' 但当教师用例"1$引

导学生后#学生很快理解句子意义为 (覆水难

收)#转喻地指代(已成定局#无法挽回)' 例"0$*

例"1$都是(范畴成员代范畴特征)转喻#不同的

文化背景选择了不同的喻体' 在西方文化中#

(8(</"奶$)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人们对其

属性也十分了解#因而作为认知突显#为转喻识别

提供了心理路径' 而在中国文化中#相对( ÂB9?

"水$)而言#(8(</"奶$)处于范畴的边缘#很难用

来激活整个范畴的特性'

#4在研究生英语阅读中突破制约&培养转

喻思维

要顺应我国英语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大趋势#

研究生的英语学习不应再停留于死记硬背阶段#

而应掌握语言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运用转喻思维#

由点到线到面#由词到句到篇#整体把握作者意

图#理解语篇的深层含义#最终真正能够以外语为

工具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和研究' 下面我们以复旦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潮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

"以下简称(-教程.)$中的部分转喻为例#探讨

如何在研究生英语阅读实践中突破制约#培养转

喻思维'

#)!4提升认知能力&积累语言知识

阅读是读者逆向解析作者语词编码的心理过

程#是读者与作者交流的过程' 在阅读过程中#阅

读者通过目光接触获取语篇中的直观信息#而对

隐含信息的处理则伴随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如识

别*记忆*联想*类比*分析*推理*判断甚至再生

成等%*&

'

人的主观性在阅读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没有了主观性#所有的心理活动都不复存在' 作

为一个具备了更多知识储备的认知主体#研究生

更应该主动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在识别和记忆

更多词汇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联想*类比*分析*推

理*判断等心理活动#运用转喻机制不断扩充词汇

量#甚至再生成一些新词'

"*$P;9B?A.@<AB'?K@>?'M<98(@B;AB;9(@A>9?V

D'?89?̂ (B;'LBA@BA=9# A. A?B(@B̂ ;'@9>9?D'?8A.-9

<''/@,L@B<(/9B;9'?(=(.A<# ,L@B<(/9A><AC'?A@'.=

'?A-'8>'@(B('.# .'B;(.=MLB(./ '. A>A=9)

"G$ELBB;9B?A.@<AB'?K@(.B9?>?9BAB('. .'B'.<C

BA/9@B;9D'?8'DB;9'?(=(.A<

3

(./

3

MLB(B&'9@.KB9X9.

&9>A?BD?'8B;9-'.B9.B)

例"*$和例"G$来自-教程.第一单元 A)8B

C98D%:E '%F>9GF< 5F<E)! H>)08F9CI%F)8<8JH8<:@B

K<F%9:#两例中的((./)都是指代(文字)而非(墨

水)#这是典型的(形式代内容)常规转喻' 在教

学过程中#学生基本能毫不费力地掌握((./)指代

的具体内容#但对其转喻本质却不得而知' 此时#

学生对转喻的理解停留在(语言修辞)层面#认为

转喻就是一种词层面的替代关系#其功能是使文

本变得更加生动' 此时#教师可适时讲解转喻的

认知和概念本质#演示转喻的运作过程#使学生能

发挥主观能动性#轻松识别和理解更丰富的转喻

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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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中出现的很多一词多义*词类转换和

词缀现象#也是转喻机制运作的结果'

"!$$79"O(.D?9C1@=L9@B$ ;A& 9g>?9@@9& ;(@

'>(.('. B;ABA. 'LBM?9A/ 'D8A& -'̂ &(@9A@9(. B;9

U.(B9& :BAB9@-'L<&(8A/96JS: <''/ <(/9A-'88'.

-'<&)) 6@;9BA</9& AM'LBA.(8A<-A?-A@@9@M9(.=

>?'-9@@9& D'?-ABB<9D99&# O(.D?9C;A& (.B9?,9-B9&#

(JB;A@,L@B@B'>>9& 89-'<& D?'8 9AB(.=A.'B;9?

ML?=9?))

"!!$ (b?99@>99-; .'B'.<C<(X9@# (B?'-/@6)

O(.D?9CB'<& B;9-;99?(.= 9̂<<

3

(̂@;9?@)))):;9

X'̂9& .9X9?A=A(. B'BA/9D?99@>99-; D'?=?A.B9&)

6.& @;9̂ 'L<& .'B@B'> @>9A/(.='LB)(J-'89D?'8A

>9'><9̂ ;'@B?L==<9& A.& &(9& B'L@9B;9(?X'(-9(.

B;(@-'L.B?C# A.& J?9DL@9B'M98L__<9&#)@;9@A(&)

例"!$$和例"!!$来自-教程.第二单元 4<@@

4)L%< I<M! N"8<> '%:C8)JH8%<K#!GG0 年#美国著

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在其关于疯牛病

的专题节目中听到嘉宾谈及用动物的尸体制成牛

饲料时#说!(JB;A@,L@B@B'>>9& 89-'<& D?'89AB(.=

A.'B;9?ML?=9?)"这让我彻底停止吃汉堡'$)此期

节目播出后#牛肉价格暴跌#一部分农场主将温弗

瑞告上法庭#并要求其赔偿损失' 经过历时两年

的法庭对峙#最终陪审团判定农场主败诉' 走出

法庭的时候#温弗瑞对她的支持者说! (b?99

@>99-; .'B'.<C<(X9@# (B?'-/@6 "自由言论不仅存

在#而且还很有震撼力6$)美国舆论认为这是(自

由言论)的胜利'

当日常语言中缺乏表达某一概念相对应的词

时#人们往往从熟知的词汇中借用某些词汇来表

达这一新的概念' 很多时候#人们在基本词义的

基础上#借助转喻这一基本思维模式#由此及彼#

使原词具有引申意义' 不同意义相互关联#要对

其正确理解需要转喻思维'

(-'<&)一词原义为(寒冷的)#形容词' 基于

(邻近性)和(突显性)等认知原则#人们赋予了

(-'<&)多个引申义' 如例"!$$中#第一个(-'<&)

作为名词#意指(感冒)#是一个(原因代结果)转

喻/第二个(-'<&)作为副词#意指(彻底地*毫无准

备地)#用(寒冷的)生理感觉指代(毫无准备地)

这一心理反应#是一个(部分代部分)转喻' 例

"!!$中(?'-/)原义为(岩石)#岩石的特点之一是

(会滚动)#而滚动的岩石通常让人感到(震惊*害

怕)' 通过(物品代特性)(特性代结果)的人类思

维的多次转喻操作#此处的(?'-/)具有了动词意

义(使震惊)'

" !# $ O;9. -ABB<9>?(-9@><L889B9& @;'?B<C

ADB9?B;9>?'=?A8A(?9&# A=?'L> 'D-ABB<989. M<A89&

O(.D?9CD'?B;9(?D(.A.-(A<<'@@9@A.& @L9&)

"!%$J?'.(-A<<C# f'?9AK@=?'̂(.=J.B9?.9B>?'M<98@

@B98D?'8(B@@B?9.=B; (. (.D'?8AB('. B9-;.'<'=C)

例"!#$和例"!%$同样来自-教程.第二单

元' (A(?)本为名词#意指(空气)#此处用作动词#

意指(播出)"声音通过空气传播$#是(工具代行

动)转喻/(@B98)本为名词#意指(根)#此处用作

动词#意指(根源在于)#是(受动者代动作)转喻'

英语中词缀的使用是扩大词汇量的一个重要

方法#它不仅是一种构词方式#也是一种转喻现

象'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讲解词缀的用法时#可引

导研究生掌握词缀的转喻运作机制#利用教材中

出现的一些简单词汇#抛砖引玉#鼓励学生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进行词汇积累' 如读到

课文里的(B9A-;9?"教师$) (DA?89?"农民$)等词

时#教师可讲解后缀(

3

9?)的用法' (

3

9?)添加在

动词之后#构成施事名词#表示施动者#体现的是

动作和动作实施者之间的转喻关系/(

3

9?)添加

在名词之后#表示与之相关的人#往往能够体现事

物整体与部分#或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转喻关系'

研究生理解了该词缀的转喻本质之后#便能轻松

识解此类词汇' 如-教程.中的(B?'LM<98A/9?"捣

乱者$)源自(B?'LM<9

3

8A/9"制造麻烦$)#构词法

体现的是动作实施者和动作的转喻关系/(MAMC

3

M''89?"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源自(MAMC

3

M''8

"生育高峰期$)#体现的是部分与整体的转喻关

系/( &'B-'889?"喜欢上网的人$)源自 ( &'B-'8

"网站$)#体现的是部分与部分的转喻关系'

词汇层面的转喻在研究生英语阅读材料中出

现频率高' 在阅读实践中#经过教师的引导#研究

生便能举一反三#逐步积累#不断扩充有限词汇的

无限 意 义' 比 如# 有 些 研 究 生 能 够 仿 照

( '̂?/A;'<(-"工作狂$)#形容一个在讲座上爱提

问的同学为(hL9@B('.A;'<(-"问题狂$)'

#)#4突破语境制约&把握篇章结构

6<V:;A?AD(提出#转喻不仅是词汇层面的符号

运作#更是一种超越词汇层#进入语篇层的意义表

征%G&

' 魏在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转喻是构成语

篇的主要成分#它渗透于语篇的各个层面%!$&

'

胡壮麟指出#替代是语篇结构衔接的一个手

段%!!&

' 结构衔接是指语篇中某一词语*词组或小

句#通过与语篇中另一预设结构的句法结构的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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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回指本结构中某些未明确出现的词语*词组或

小句' 也就是说#同一语篇内两个语言成分之间

的替代关系#构成语篇的衔接和连贯' 而替代从

本质上来说就是转喻' 此类转喻的理解必须依赖

认知语境#尤其是上下文知识' 语篇中各种概念

和关系彼此相关#读者通过转喻思维运作#对语篇

的中心意思和作者意图进行准确的推理#而认知

语境为整个推理过程提供纽带%!#&

' 认知语境对

转喻思维的制约作用在回指现象*省略现象和语

篇连贯中尤为常见'

"!2$P;AB1@̂ ;C9.B?'>C(@&9>?9@@(.=)

代词回指不仅是一种语法现象#也是语篇衔

接的一个重要手段' 常见的代词有(B;(@) (B;AB)

(B;9@9)(B;'@9)等' 例"!2$来自-教程.第四单元

6:F89"J#其中的(B;AB)回指文中上一段关于( ;̂C

9.B?'>C(@&9>?9@@(.=)的论述#这里的转喻关系可

理解为(一般代特殊)#即一般用词(B;AB)转喻地

指代(熵让人沮丧的原因)这一特殊概念' 宏观

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形式代形式)转喻' 具备

回指功能的词还有('.9) ('.9@) (@') (B;9@A89)

(AM'X989.B('.9&)等' 如同样来自第四单元的句

子例"!"$和例"!0$'

"!"$ELBBA/9M(<<('.@'D̂ A?8A.& -'<& 8'<9V

-L<9@8(g9& B'=9B;9?# A.& B;9-;A.-9@B;ABA<<B;9

-'<& '.9@̂ (<<̂ A.&9?B'̂A?& B;9?9D?(=9?AB'?A.& A<<

B;9 Â?8 '.9@ (̂<< Â.&9?ÂAC D?'8 (BA?9

X(?BLA<<C.(<)

"!0$JB@998@A@(D,L@BM?9A/(.=9X9. (@A. L>V

;(<<D(=;B)P;9?91 @A=''& ?9A@'. B;ABB;(@@;'L<&

M9@')

NA&&9.等认为#不仅语言形式与语言形式之

间存在转喻#语言形式与其所指物#以及所指概念

与所指物之间也存在转喻关系' 在例"!0$中#

(@')替代了前文(JB@998@A@(D,L@BM?9A/(.=9X9.

(@A. L>;(<<D(=;B))#两者形式完全不同#表面意义

似乎也不一致#但它们表征的是同一个概念#因而

属于转喻语言'

省略现象在研究生英语阅读教材中层出不

穷' 概念转喻是理解省略现象的认知机制之一#

而认知语境制约着对被省略部分意义的理解'

例如!

"!1$P;9O(.D?9CB?(A<̂ A@9g>9-B9& B'B9@BB;9

-'.@B(BLB('.A<(BC'D@L-; <Â@)JB&(& .'B)

此句来自-教程.第二单元#意指(人们希望

温弗瑞案的结果能用来测试此类法律的合宪性'

结果证明此类法律是不合宪的)' 其省略意义

(结果证明此类法律是不合宪的)的推理需要依

靠上下文关于温弗瑞案判决结果和 (@L-; <Â@

"X9==(9<(M9<<Â@#果蔬毁誉法$)的相关论述'

英语中某些副词和连词#如(@(8(<A?<C) (;'̂V

9X9?)(MLB)(A<B;'L=;)等#在篇章中具有衔接和连

贯的功能#它们能指引读者由此及彼#即在同一概

念域内由一种语言形式表征另一种语言形式*事

物或概念#具备了转喻功能' 如!

"!*$ :(8(<A?<C# AB?A.@<AB'?;A@B'M9AM<9B'

?9A& A@̂ 9<<A@A-?(B(-A.& ?̂(B9A@̂ 9<<A@Â ?(B9?)

"!G$R.B?'>C(@.'B(.9X(BAM<99X9?Ĉ;9?9#;'̂9X9?)

来自 -教程 . 第一单元的例 " !* $ 中的

(@(8(<A?<C)能转喻地激活人们关于文中所述类似

现象的内容记忆#来自第四单元的例"!G$中的

(;'̂9X9?)表转折关系#引导读者关注前文和后文

相反的内容#因而都是概念层面的替代关系'

在研究生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引入转喻思

维#指导学生把语篇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的

各个部分#并通过理解某一部分来带动另外一部

分#带领学生运用转喻理论激活相关内容#进而确

切地理解文章含义#迅速地掌握主旨内容'

#)%4拓展知识范围&延伸文化背景

"#$$)))SAL8A.& QAX9?9g9?B9.'?8'L@(.D<L9.-9

'. @'-(9BCA@B;9C.9A?<C8'.'>'<(_9D'?L8@D'?>LM<(-

&9MAB9@)H'@Bf'?9A.@=9BD(?@B;A.& (.D'?8AB('. D?'8

>'?BA<@33

此句来自-教程.第二单元的补充阅读文章

'>): '98L@O%KK#原文来自新闻周刊 Q9̂@̂99/#主

要讲述网络谣言逼死韩国影星崔真实事件及其引

发的思考' 在读者依据文本重构的认知语境整体

中#(谣言来源)成分具有相对突显性#唤起读者对

文章主旨(谣言杀人)的认知#体现了篇章层面的

转喻思维' 而根据下文(>'?BA<@"门户网站$)一词#

研究生很容易推导出(SAL8)和(QAX9?)是韩国门

户网站的名称#为了理解其确切的意义#学生在教

师的引导下#进一步查证确认#了解其文化背景'

在此基础上#根据已有的对转喻本质的认知#研究

生读者能轻松识别句中指称的并不是其字面意义#

而是在这两个门户网站上(造谣传谣的人)'

"#!$SL?(.=B;9B?(A<# O(.D?9C;A& X'(-9& ;9?

D(?8M9<(9D(. B;9b(?@B689.&89.B)

(B;9b(?@B689.&89.B)字面意义为(第一修

正案)#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美

国国会制订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和侵犯新闻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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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此句中转喻地指代(言论自由)' 读者如果

没有掌握第一修正案的相关文化背景#就不能正

确地识解其转喻意义' 此类具有文化内涵的转喻

语言#对转喻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研

究生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和鼓励研究

生不断拓展知识范围#延伸文化背景#为转喻思维

提供更丰富的联想内容'

%4结语

用认知的方法研究语言#并用研究结果指导

语言实践#已然成为语言学发展的一大趋势' 许

多实证研究证明运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指导英

语阅读实践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研究生更应掌握

转喻思维方法#突破各种限制因素#在英语阅读中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系统地储备语言知

识#延伸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并在此基础

上#运用各种阅读技巧#根据认知语境准确猜词悟

意#合理展开预见*推理等心理活动#把握篇章结

构#拓展转喻思维广度#提升转喻能力#为未来的

学习和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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