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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中普遍存在着一词多义现象，从一词一义到一词多义经历了复杂的词义延伸和拓展历程。从认知语

言学角度，认知语言学基于语义的中心地位，强调了语言的理据性，指明一词多义是人类思维方式和认

知手段在语言层面上的具体体现。本文基于原型范畴化、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探讨了一词多义现象产

生的认知理据。词义发展的认知理据性也进而为多义词教学提供了有益启示，指出多义词教学活动的开

展要依据词义延伸的认知理据性，以期实现词汇教学的效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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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ysemy is a commonplace phenomenon in language. The transition from monosemy to polyse-
my is inherently a complex process of semantic extension as well as expansion.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assumes a central position and semantic change in language 
is predicated on cognitive rationality, namely, the phenomenon of polysemy is in essence the con-
crete embodiment of human thinking mode and cognitive means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On the ba-
sis of the theories of prototype categorization,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metonym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gnitive rationality of polysemy. The cognitive rationality of semantic change is 
expected to provide beneficial revelations for polysemy teaching. That is, polysem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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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touch upon cognitive rationality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vocabula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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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义是人类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一词多义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语言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多义词各

义项之间的联系方式也是一词多义研究的核心。一词多义语言现象与人类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词义延

伸不是任意性的或无因可寻的，多义词各义项之间都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认知理据性关系。人类从词汇

的原型义项出发，利用隐喻和转喻认知思维，赋予现有词汇新的义项，这种理据性词义衍生过程也是人

类认知方式在语言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本文通过探讨一词多义语言现象及词义延伸所依据的具体认知机制，以期为多义词教学提供有益启

示，帮助学习者更为高效地掌握词汇的多重意义。 

2. 多义词  

2.1. 多义词的产生 

语言是不断变化的，最能反映语言变化的归属于词汇的变化，词汇语义的变化。在社会发展初期，

人类所能接触的事物极为有限，有限的词汇就能满足表达的需求，因而词汇在刚出现的时候通常是单义

的。并且，一词一义不会产生语义歧义，因而一词一义是语言在自然情景下的一种理想状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事物和新观念的不断产生，人类认知世界的不断扩大，词汇发展若要继续

维持一词一义，仅通过创造大量的新词汇来表达新事物和新观念，势必会不断加剧人类词汇记忆负担，

长久下去这是不太可能的。因此，通过赋予同一词汇更多词义，能够减少语言中词项的数量，从而减轻

人们记忆词汇的负担。一词一义到一词多义的发展历程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和省力原则，满足了交际过

程中需要的简便性，为人类认知世界进一步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语言途径，因而一词多义这一语言现象的

发展是必然的，是势不可挡。 

2.2. 多义词教学 

一词多义作为一种极为普遍的语言现象，一直都是语言教学过程中的棘手问题，因此帮助学习者掌

握词义的延伸和拓展过程对于语言词汇教学尤为重要。在以往多义词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往往只局限于

讲解词汇的几个最基本义项，抑或对所有常用含义进行一股脑地输入，但又未能够基于该词汇产生的相

关文化背景和语义拓展认知机制，对该词的语义认知网络进行逻辑梳理。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多义词

语义网络，学习者只是一味的死记硬背，未能够意识到一词多义产生的认知理据性，而这不仅会加重了学

习者的词汇记忆负担，使其抓不住该词汇的重点义项，更限制了语言学习者词义扩展能力的发展，使其不

能在语境中灵活地理解该多义词，在词汇运用过程中也显得“蹑手蹑脚”，从而导致多义词习得效率差。

与此同时，许多教师在讲解词汇时，过于强化词形与词义的一一对应，且过分追求词义匹配的记忆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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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导致学习者词义习得思维固化，不能灵活掌握多义词的各义项和整体把握多义词的语义范畴。 

3. 多义词的认知理据 

基于认知语言学框架，语言是人类基于对客观世界体验认识而产生的具体结果，语言词汇所表达的

意义，以及词汇的正确使用，都取决于人们对于周围真实世界的感知和范畴化[1]。也就是说，认知语言

学认为语言是以使用为基础，突出了语义的中心地位，并强调了所有符号单位都有意义，即语言符号与

意义之间具有理据性[2]。一词多义这一普遍语言现象的发展自然也与人类认知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

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词义延伸和拓展的认知理据是合理的。 

3.1. 多义词的原型范畴化理论解析 

3.1.1. 原型范畴化理论的基本概念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通过对“game”的研究论述了范畴边界的不确定性，范畴

内成员关系的不平等性，提出了著名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家族相似性理论将范畴比作家族，范畴内

所有成员都是由一个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相似性网络联系在一起，同一范畴内的成员都具有“家族相似

性”，但每个成员的地位又是不同的，相似性大的是该范畴中的中心成员，即“原型”，相似性小的则

是边缘成员，非典型成员。20 世纪 70 年代，以 Rosch (1975)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基于“家族相似性”，

针对一系列自然和非自然范畴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原型”是进行范畴化的重要方式，范畴是以“原

型”为认知参照点进行建构的，并随着成员相似性程度的递减向外扩展，直至模糊的边界，从而建立了

原型范畴理论[3]。原型也被认为是某一范畴中最好、最典型的成员，且具有该范畴最多的共同属性。因

此，原型范畴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家族相似性”和“原型”。 

3.1.2. 多义词的原型范畴化机制 
范畴化认知机制赋予人类形成概念的能力，概念又是词义形成和语言运用的出发点。原型范畴理论

指明，每个范畴都有原型，人类可以依据范畴原型对该范畴进行相关的推断和联想，这一观点的提出为

一词多义发展研究提供了认知理论依据。 
Lakoff (2008)指出多义词是一个以原型为基础的范畴化过程的特例，多义词的各个义项是相关范畴的

成员[4]。同样地，Langacker (2017)认为，一个词项代表了一个范畴，一个词项又有多个义项，这些义项

通过家族相似性的语义特征相互联系，共同归属于同一个语义范畴。义项之间存在中心和边缘之分，且

多义词是基于其中心意义，向四周呈放射式进行词义延伸，最终共同构建一个语义网络[5]。Taylor (2003)
也曾指出，多义词是具有多个离散而又相互关联意义的范畴， 该范畴是一个“多中心结构”，含有多个

原型，这些原型通过家族相似性实现相互关联[6]。 
综上所诉，原型范畴化理论认为多义词具有中心义项和边缘义项，且存在一个最具有突显性的义项，

这个义项被称为“原型义项”。在词义延伸和拓展过程中，词汇的各个义项通过“家族相似性”彼此相

连，以“原型义项为”为中心，呈放射式向四周拓展，从而形成一个语义链，最终促成一词多义现象。 

3.2. 多义词的隐喻机制理论解析 

3.2.1. 隐喻的基本概念 
传统观点认为隐喻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但是 Lakoff 与 Johnson 在 1980 年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

喻》一书中，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隐喻本质进行了全新的诠释，阐明了隐喻的概念性本质，指出

隐喻不仅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模式及认知手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

交流之中，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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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的工作机制是概念映射，即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跨邻域映射，源域是人们所熟悉的或具体的事物，

而目标域则是人们不熟悉的或者更为抽象的事物。根据 Lakoff & Johnson (1980)，概念隐喻可分为三类：

结构隐喻、本体隐喻、和方位隐喻[7]。结构隐喻指的是用具体且清晰的概念去认知建构另外一个抽象而

模糊的概念。本体隐喻指的是用具体的事物或概念来比喻人类的抽象经验。方位隐喻指的是在相似性的

基础上由空间域映射到非空间域的一组映射。总的来说，隐喻认知机制可用于对抽象的复杂事体进行具

体化的认知推理，进而拓展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认知范围以及认知效果。 

3.2.2. 多义词的隐喻机制 
隐喻概念映射依赖于概念之间的认知相似性。相似性是隐喻意义产生的基本条件，是隐喻赖以成立

的基本要素。隐喻基于相似性，其相似性既可以指位置、功能、形貌上的相似也可以指心理上的相似[8]。
基于相似性的隐喻认知机制，在一词多义发展历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使用者基于隐喻认知机

制，不断扩展和延伸词汇意义，其结果也具体体现在多义词各义项之间会直接或间接地存在一定的相似

性。语言学习者也能依据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关系，洞悉各义项之间的语义认知网络，进而提高

多义词的习得效率。综上所诉，词义拓展的一个重要认知手段就是隐喻，通过明晰多义词各义项基于相

似性而共同构建的语义认知网络，能够更好地实现多义词习得效率化。 

3.3. 多义词的转喻机制理论解析 

3.3.1. 转喻的基本概念 
传统观点认为转喻是用事物的名称替换相邻事物名称的修辞手法。认知语言学则认为转喻不仅是一

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建立在体验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语言中大量的转喻也反映了人类普

遍的认知思维模式。Lakoff & Turner (2009)指出转喻为同一个概念域内的概念映射，涉及的是代替关系，

主要承担指代功能[9]。 
转喻的发生是基于认知上的邻近原则和突显原则。邻近原则指明转喻是以事物间的邻近联想为基础，

突显原则强调人们会基于事物相对突显的一方面，进而感知在认知上相对不突显的另一方面。Langacker 
(2000)指出人类在交流过程中，更倾向于思考和谈论在认知上最为突显的事件，而转喻则能够巧妙地协调

并且兼顾认识突显原则和信息最大化原则[10]。也就是说，转喻是在同一认知域内用易感知、易理解的部

分代表整体或整体其他部分。在转喻中转体充当参照点并能激活或提供了解转喻目标的心理通道。因此，

转喻之所以被理解是因为突显的转体能激活转喻目标，或提供了解该目标的心理通道。转喻的本质是指

同一理想认知模型内，用突显且易感知的部分代替整体乃至整体中的其他部分，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

体代替不突显的部分[11]。 

3.3.2. 多义词的转喻机制 
Apresjan (1974)认为多义词可分为两类：不规则多义词和规则多义词。不规则多义词指的是词汇各个

义项之间的联系是不规则的，且主要以隐喻为认知理据[12]。规则多义词则指词汇各义项之间存在规律性

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又是基于转喻认知理据。Radden & Kövecses (1999)也从语义三角关系论证了转喻

更具本原性，指出语言本质上是转喻的，转喻是指在语言使用中用其中一个代替另一个的表达方式[13]。
“概念转喻是语言创新运用的一种重要方式，概念转喻是语言中词义的引申和扩展的重要理据之一，也

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重要体现”[14]。 
因此，转喻作为词义拓展的另一个重要认知手段，其概念映射的认知基础依赖于概念之间的邻近性，

这也进而反映在词义以转喻思维延伸的时候，各义项之间的关系特征会体现“邻近性”；多义词的习得

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学习者能否明晰各义项之间存在的意义邻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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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知对多义词的教学启示 

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了一词多义语言现象产生的认知机制，阐释了词汇源词义同其它衍

生义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理据性关系，指明原型范畴、隐喻和转喻思维方式是一词多义发展所依赖

的具体认知理据性。基于语义延伸的认知理据，多义词教学也可以从中获得有益启发和理论支持。 

4.1. 突出原型义项，强化“语义共核”意识 

原型范畴化理论指出，人类在感知客观世界时会以原型成员为概念中心并逐渐过渡到边缘成员，在

此过程中，人类的认知范围会不断扩大，认知程度也会不断加深。这一理论的提出为多义词教学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依据原型范畴化理论，多义词具有中心义项和边缘义项，且存在一个最具突显性的原型

义项，其他义项以此为中心进一步延伸拓展，共同构建一个基于原型、向四周呈放射式的语义网络。原

型义项通常是指在认知上突显，且为学习者最熟知的，最容易记忆，也最容易掌握的基本词义。相对于

其他义项，原型义项就是在该语义范畴中最核心的意义，且与处于边缘地位的其他义项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这一联系也是基于家族相似性这一认知属性实现的。 
有鉴于此，教师应依据原型范畴化教学思维模式，首先对原型范畴化的思维方式进行阐释，帮助学

生明晰这一语义延伸的认知理据。在具体的多义词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突出原型义项的核心地位，给予

其优先讲解，强化学习者的“语义共核”意识，让学习者能够注重词汇的原型义项， 并以此义项为中心，

分析探讨各义项共同构建的语义认知网络，将不同的义项归属于同一个系统而有序的语义辐射范畴。教

师也要有意识地探讨分析各义项之间存在的“家族相似性”，使得学生能整体把握多义词各个义项之间

的联系和区别，以此加强辐射范畴的词汇教学，强化逻辑记忆，改变机械记忆词汇的枯燥和乏味，提高

词汇学习的兴趣和自信，进而提高多义词的教与学的质量；与此同时，通过培养学习者的原型范畴思维

意识，学习者能够逐渐发展依据语境推断具体语义的能力，在多义词习得过程中也能重点突出，融会贯

通，举一反三 ，提升其多义词自学能力，从不同的维度提高多义词的习得效率。 

4.2. 阐释词义延伸的认知机制，培养隐喻和转喻思维 

传统的词义教学中，词义讲解大多都局限于词汇的指示意义，对其内涵意义和隐喻意义很少提及，

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生词汇学习的不彻底性，并限制了其词义扩展能力的发展[15]。针对这一情况，

通过向学习者阐释词义延伸的认知机制，培养学习者隐喻和转喻思维意识，可作为改进多义词教学的有

效途径。 
原型范畴理论指出原型义项处于语义范畴的核心地位，人们以此义项为中心，进而衍生出其他的边

缘义项，促成了一词多义语言现象的发展。词汇原型义项可能是任意地与词形音位配对，但是语义的延

伸和拓展绝非是任意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认知理据，是基于人类隐喻和转喻认知机制的结果。词义延伸

主要是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思维方式来实现的，隐喻的相似性和转喻的邻近性概念都有助于学习者洞

悉多义词各义项之间的联系。借助隐喻和转喻思维，可以实现边缘义项与原型义项之间的相互联系[16]。
因此，隐喻和转喻理论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词义延伸的基本规律，基于语义相似性，意义关联

的逻辑记忆也更能提高学生的记忆效率，促进词义的深度学习。 
有鉴于此，针对多义词教学，教师应该阐释隐喻和转喻的基本概念，表征功能和处理功能，帮助语

言学习者充分了解隐喻、转喻等词义延伸的基本认知机制，使其明晰词义拓展的非任意性，在多义词习

得过程中，也能够有意识地去关注并且更好地理解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脑中形成系统有序的词义认

知网络。在语言习得研究中，这也被认为是一个扩展学习的过程[17]，属于比较深层次的信息处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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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能够把杂乱无序的机械记忆转变为联想逻辑记忆，因而能增加信息在记忆中保留的可能性，进而提

升词汇学习效率[18]。与此同时，在基于隐喻和转喻认知思维的词汇探索性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运用

丰富的想象力和联想力，不断地建立假设，验证假设，构建逻辑自洽的词义认知网络。这种基于理据、

发现规律的学习过程能够引导学习者更充分地享受语言学习的乐趣，进而有效地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力

与信心，同时也能培养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多义词习得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在利用隐喻和转

喻认知机制的系统性，自然合理地进行词义联想，进而提升词义扩展能力以及丰富多义词习得策略。 

5. 结语 

本文作为多义词教学的应用研究，探讨了词义延伸所遵循的认知理据，指明一词多义是基于原型范

畴，隐喻和转喻认知思维而产生的语言现象。基于词义延伸的认知理据性，本文也进而阐释了认知思维

的培养对实现多义词教学效率化的重要性，指出词汇教学应重视词汇的原型义项讲解，强化学习者的“语

义共核”意识，提高学习者的隐喻和转喻思维能力，使其能够洞悉词汇各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合理构

建语义认知网络，进而提高多义词的习得效率。综上所诉，词义延伸认知理据为多义词教学提供了一个

全新的认知视角，对实现多义词教学效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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