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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名－动转类的转喻理据与名－动转类的词汇学习的问题，提出转
喻是名－动转类最根本的构词理据，并据此对名－动转类的词汇学习展开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转喻是名－动转类的一种最根本的构词理据，对转喻理据的良好掌握有助于学习者对
名－动转类的正确理解和深层习得。
同时，对名－动转类词汇学习的研究发现，概念结构的延伸和重组是名－动转类形成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其形成过程中，语境因素、文化因素和学习者个人的概念整合能力等制约着名－动转类的词汇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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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爱晶，女，1971年生，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北恩施人。
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中国认知语言学会
会员。
2006年于江西师大获取硕士学位，2009年在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获取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主持中国博士后和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另主持了厅级和校级项目三项。
迄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在《当代语言学》、《现代外语》、《外语学刊》、《外语与外
语教学》、《中国外语》、《外国语文》等外语类核心期刊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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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如，明末清初的诗人陈维崧的名句“丝竹扬州，曾听汝，临川数种”（《满江红·过邯郸道上
吕仙祠示曼殊》）中的“临川”可以用来转喻汤显祖。
原因就在于“临川”是汤显祖的籍贯所在地，在由“汤显祖”、“临川”、“戏剧家”概念共同构造
而成的一个类层级结构中，人们对“临川”和“汤显祖”这两个概念具有认识上的同一性。
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下，可以用“临川”转指汤显祖其人。
反过来，“汤显祖”这个概念符号又与“临川”建立了同一性认识。
因此可以说两者之间是一种认识上的“邻近”关系，可以实现相互指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样的两个概念可以相互指代，但是这样的一种转指方式只是人们对事物认识的
心理实现，事物的本质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在“汤显祖”和“临川”之间画上等号。
　　一、转喻的可能世界逻辑特征　　和分类逻辑一样，可能世界逻辑也是用来分析转喻的机理的。
可能世界逻辑认为，人们的认识空间是由许多可能世界构成的。
真实世界是可能世界的一种，只不过其可能性为百分之百，是可能世界的特例；真实世界中的事物是
已经实现的或至少认为是可实现和可证明的。
其他的可能世界却不一定是这样的情况，包含在其中的事物也许是无法证明其真实性的。
　　可能世界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已知世界现实性逻辑的一种超越，即对于现实世界并不存在
，但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具有认知意义的内容的一种追求、描摹和把握。
可能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在可能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仿体对应”。
这种仿体对应关系的建立一经确立，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假设，对隐喻所隐含的类比等价性等作出
具体的陈述（安军、郭贵春，2007：100-106）。
　　可能世界逻辑对转喻研究的启示在于：不仅真实世界中的事物之间可能发生概念上的转指，甚至
其他可能世界里的事物如果具有类属同一性的话，转喻同样是可能发生的。
这就使得我们对转喻的研究从现实世界扩展到想象世界和特设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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