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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olysemous words are a difficult problem for many students 
to solve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 theor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takes polysemous word “dead” in Maritime English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teach-
ing strategies of the polysemy, hoping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polysemous word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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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义词的理解和运用是许多学生在翻译实践时的难点问题。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为视角，以海

事英语中的多义词“dead”为例，分析多义词翻译教学策略，期冀为教师的多义词翻译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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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好语言的基础是掌握词汇，词汇的运用是人类认知理解的过程，容易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英

语词汇中有诸多多义词，提高学生对多义词的掌握能力一直是个教学难题。海事英语作为特殊用途英语，

其专业性强、有特定语境和文化，部分通用英语的词汇在海事英语中有专门的词义，会被赋予新的含义，

也出现很多一词多义的现象。而海事英语中对于一些具有多重含义的词汇翻译教学研究较少，因此越来

越多的航海类院校及企业重视海事英语的多义词翻译教学。 

2. 多义词现象与隐喻认知观 

多义词现象是一个词语有多种具有相互联系意义的语言现象，是人类通过隐喻的认知手段由一个词

的基本词义向它义引申的过程，是人类认知范畴和概念化的结果。认知隐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人们

的系统概念，也是多义词的丰富来源(娄宏亮，余淑媛，2019) [1]。 
“隐喻的认知观”系统阐述了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主要有：1) 隐喻的普遍性：不论是在语言上还

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2) 隐
喻的概念性：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相反，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隐喻性；3) 隐喻的系

统性：由于隐喻性概念是系统的，所以人们用来谈论此概念的各方面的语言也具有系统性(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2]。根据始源域的不同，隐喻分为三类：空间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空间隐喻是一

种意象图式隐喻，此类隐喻是将始源域的空间结构投射到非空间概念的目标域上，使此概念具有了空间

方位感；实体隐喻是将抽象的事件、活动、情感等视为有形的实体和物质，所以此类始源域的成员是实

体或物质；结构隐喻指通过一个结构清晰、界定分明的概念去构建另一个结构和定义模糊或缺乏内部结

构的概念(李越，2010) [3]。因此，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和认知工具，在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纽带作用，

深深影响着多义词的习得。 

3. 隐喻在多义词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英语中词汇量是庞大的，且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大量新词应运而生，部分单词的多种释义也

在不断扩展，这给英语词汇翻译教学带来巨大挑战。此外，传统应试型英语教育倾向于指定课程范围内

词义的机械使用，不利于学生翻译实践、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师在指导翻译教学实践时，

应帮助学生掌握词汇的基本释义和隐喻语义，运用高效合理的翻译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有效利用专业词汇，从而做到准确翻译。 
通过中国知网(CNKI)关键词栏检索“dead”，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方面来看，2004~2019 年，共有

40 篇有关 dead 的学术论文，而在海事范畴内，尚无对 dead 这一词的深入探讨。而海事英语属于特殊用

途英语的范畴，具有自身的语言特点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其特点有：1) 专业术语多，措辞准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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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严谨，前后一致；2) 赘述和重复少，内容简洁到位，有别于文学作品；3) 多长句和复合句，被动语态

使用频繁(刘肖沛，2004；黄静，2008) [4] [5]。有鉴于海事英语的专业性以及 dead 一词自身的复杂性，

笔者将从海事英语中“dead”这一多义词着手分析，探讨将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应用于英语多义词的翻

译教学方法。 

3.1. 隐喻思维 

在学生对词汇理解、记忆与运用过程中，隐喻思维、隐喻意识可以发挥积极影响。而当前，由于部

分教师在多义词翻译教学中忽视了隐喻思维的正面作用，只是单纯从词汇的发音、基本词义、词性等方

面进行讲解，导致学生对词汇学习缺乏兴趣，课堂反响一般。在词汇翻译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讲解词汇

基本释义后，耐心引导学生在词汇核心含义的基础上，通过联想、对比、归纳、引申等方式，让学生对

该词汇有深刻理解，从而获得隐喻认知。以 dead 为例，该词基本词义是“死，死亡”，但 dead 在海事

英语中隐喻含义广泛，教师在讲解这个单词时，可以启发学生进行隐喻方向的思考，而不是“填压式”

被动接收；可以让学生大体了解该词词义的发展变化及不同义项之间的联系，和学生一起归纳出该词的

相关搭配用法。如此一来，良好的师生互动替代传统而乏味的讲解，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其隐喻思维得

到培养，词汇量也得以扩大。 

3.2. 隐喻视角下的词汇翻译策略 

在翻译实践中准确翻译多义词需要掌握一些切实有效的翻译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引导学生

灵活运用翻译方法，以海事英语中“dead”翻译为例： 

3.2.1. 直译法 
当原文词组意思比较直观明晰，按照字面意思或《英汉大词典》中有相关释义便可以直接翻译时，

可以采取直译法。dead 这一词的在词典中的有形容词、名词、副词三种词性，释义多达 23 种，其多种释

义是在核心含义“死亡的、死一般的”基础上，通过关联和映射的隐喻思维产生。由于“dead 死亡”是

世界上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常见情景，常被赋予隐喻色彩并当作喻体灵活使用，因而该词与不同的常见

词搭配具有不同的含义。 
比如，海事英语中轮机、电子电气领域词汇 dead band 翻译为“(参数值的)死区，无控制作用区”，

其中 dead 的释义就源自于《英汉大词典》中“无作用的、无效的”这一解释。所以死区(dead band)并非

“死亡”，它也称为中性区(neutral zone)或不作用区，是指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中，对应输出为零的输入

信号范围。而且在机械系统中也有类似死区的概念，例如齿轮组中的背隙，是指输入量的变化不能引起

输出量有任何明显变化的那段区间。 
dead front 这一轮机、电子电气领域词汇翻译为“前端无电的”，其中 dead 的释义就源自于《英汉

大字典》中“无电流的，不通电的，非放射性的”这一解释。 
海事英语驾驶领域词汇 dead ahead 译为“正前方”，这里 dead 的释义源自《英汉大词典》中“直接

地，正对地”这一副词词性的解释。 
海事英语驾驶领域词汇 dead calm 翻译成“风平浪静、完全无风”，这里 dead 的释义源自于《英汉

大词典》中副词词性的“全然地，绝对地”这一解释(英汉大词典，陆谷孙，2007) [6]。 
此外，还有 dead band action 死区效应、dead end 死胡同，行不通、dead part 不带电部分、dead rack travel

齿条行程死区(程昕，胡智林，2012) [7]，dead aft/astern 正后方、dead belt 静区、dead angle 死角(程昕，

胡智林，2012) [8]等词语，均可以采用直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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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意译法 
隐喻研究从修辞学到认知语言学的转向为隐喻的翻译研究带来诸多启示。在莱考夫和约翰逊认知语

言学的概念隐喻视角下，由于汉英文化及文学传统的差异，隐喻意象很难替换。各种语境制约往往使隐

喻翻译转而以传达原意象的含义为主要目标。意译法可以摆脱语言形式的限制，通过语义转换传达基本

信息，再现隐喻含义(肖家燕，李恒威，2010) [9]。 
根据结构隐喻，通过一个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域自然是不同的，但它们的结

构保持不变，即各自的构成成分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赵艳芳，2001) [10]。比如，dead man 字面意思

是死去的人，但是在海事英语语境下，众所周知，死去的人是没有任何控制力，在海面上漂浮只能随波

任意逐流。于是，dead man“在海面上漂浮、随波任意逐流的死人”这一概念根据构成成分的对应关系，

建构成海事英语中“空载线，锤回绳，凌乱飘扬的绳索头”这一释义(William Henry Smyth, 1867) [11]。 
dead head 字面意思是“无生命迹象的头颅、死一般的头颅”，而真正含义是“系缆木桩。”根据实

体隐喻中“将抽象的事件、活动、情感等视为有形的实体和物质”这一理念(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dead“死一般的、无生命迹象的”这种抽象状态与“木头的、系缆绳加以固定的”这一有形实体具有相

似性，即都具有“静止的”状态，因而延伸出系缆绳用以固定之义；而根据结构隐喻中“两个不同认知

域的概念各自构成成分存在有规律的对应关系”这一理念(Lakoff, G. & M. Johnson. 1980)，head 则是把人

体部位的具体概念映射到了船舶装置这一概念，根据“头(人体的上端)”这一形象延伸到“码头上用来固

定船舶的装置”，即木桩之义。因此在海事英语语境下，dead 和 head 的两个隐喻含义相结合，可以把

dead head 生动形象地翻译成系缆木桩。 

3.2.3. 特点释义法 
当出现在身边的一种事物或现象的某种特点与另外一种看似毫无联系的事物或现象的某种特点存在

一定相关性时，往往可以将其特点映射、延伸、联想到另一种事物或现象上，这种行为便是隐喻。因此，

根据 dead 一词的相关特点，可以采取其引申义进行翻译。 
比如，dead 最常见的意思就是“死的”，由于活物死去便失去了行动能力，无法活动，所以 dead 喻

指与“死”相关的状态特点，可以引申出“静止的，固定的”意思，因而 dead sheave 便根据这一特点，

翻译成“固定滑轮；桅头滑槽”；因为死去便失去用武之地，也无法有作为，所以 dead 喻指与“死”相

关的事物性质特点，可以引申为“无用的，闲置的”之义，因而 dead load 便根据这一特点翻译成“固定

负载，无用负载，载重量”。 

3.3. 隐喻概念的认知及跨文化意识 

虽然每个人生活、工作的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人们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有诸多共同的

生活经验、文化共性和认知过程，这些相似性和共性映射到不同的认知域中，会形成各种不同的隐喻。

因此一些通用英语中的词汇出现在海事领域内，受到海事文化、思维、常识等影响，会形成与海事相关

的隐喻含义或意义引申。综上所述，教师在英语多义词教学期间，可强化学生对不同文化隐喻概念的认

知，加强跨文化意识。 
比如 dead on end 字面意思是“尾部死了”，但其实根据航海文化，船舶在处于逆风时，船艉是不受

风，其余部位会受逆风影响，也就是说逆风对于船舶 on end 这部分是 dead (无作用力)的，因此根据这一

文化常识，dead on end 翻译成逆风，这样译通俗易懂，便于船舶人员快速理解。 
dead freight 虽然字面意思是“死运费”，但根据海事文化，它被译成“空舱费；空舱运费；亏舱运

费”。因为在海运拼箱出口过程中，在截单截货日前一工作日的中午 11 点以后，因订舱人原因造成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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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及时出运，导致拼箱公司舱位空置，拼箱公司由此向订舱人收取的弥补该损失的费用。因此，根据

文化常识，dead 在此指“空舱、亏舱”的意思。 
dead door 这一船舶词汇翻译成“船舶外开窗”，乘船时可以发现船上的玻璃窗外有一层对外开的金

属窗即船舶外开窗。船舶设置此窗的目的是为满足载重线方面的风雨密要求和处所的耐火完整性要求。

同时当海上风浪大时，船舶外较危险，需及时关窗保证安全并阻挡海水进船。dead 在此处表示死的，若

直译为“死门、死户”或者“决定生死的门”，会让人觉得不知所云。其实，结合航运文化常识，当海

上出现风浪时，一旦船舶窗户不能防水，大量海水进入船中，船舶重量增加，翻船或沉没的危险性就大

大增加，所以做好船舶的防水工作是不容忽视的。船驶在海上，一旦出现火灾水灾，船舶周围一般没有

可以及时出现的外援，门窗是否具有防火防水以及密闭功效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海事英语中，把 dead 
door 译为“船舶外开窗”。此外，用 dead 这样的词，也可警示海上工作人员重视门窗作用。 

4. 结语 

隐喻是多义词的丰富来源，亦是不同词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以海事英语中“dead”为例，可以采用

隐喻视角下的直译法、意译法、特点释义法、加强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的翻译方法。除上述方法的

讲授，教师进行课堂多义词翻译教学时，应引导学生不仅要掌握单词的基本含义，也要掌握其隐喻含义，

注重培养学生的隐喻思维和跨文化意识，同时注意根据学生不同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因材施教。通过对

海事英语单词“dead”这一典例的分析，研究了多义词翻译教学策略，期冀提高词汇翻译教与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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