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4 年 月 中国社会料竽院研窆圭院孪报

第 期 ( 总 期 )

汉语新词语英译的 隐喻

认知模式分析

吕世生

【提 要 】 应建构 隐喻认知的理论框架 , 分析新词语的文化语义生成机制 , 进而认识其

翻译规律 。 新词语翻译是文化语义导向寻求隐喻认知过程的 对应 , 其特 点是文化语 义和认

知过程两个层 面的对应 。 新词语文化语义隐喻认知的普遍性与 文化模式 的特殊性聚合于原

词语与译入语的对应过程 。 这要求译者在原词语的文化语义扭曲程度和译入语的可接受性

之 间取得平衡 。 如文化语义扭曲程度在可接受范 围 内
, 译者应优先考虑译入语的 可接受性 。

否则 , 则 应 以可接受性为代价 , 保证原语语义扭曲程度在可接受范 围 。

【关键词 】 新词语 文化语义 隐喻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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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描述 , 及其弥合策略的探讨 。 关于文化
―

、 弓 § 问题 , 这类研究没有解释文化之于新词语语义

新词语指反映当前 段时期 内的新事物 、

本质联系 , 因而新词语翻译无法摆脱传统研

现象 , 且在 定細 内广为流传的词 、 廳或短
究范式的局限 , 新词语的不可译性及可接受性

语 。 汉语的新词语主要有三种类型 ： 新近 段时
等根本问题无法解释 。

①②③④⑤有鉴于此 ’ 本文尝

间生成的词语 , 原有词语语义变迁形成的词语以

及外来语 。 外来语是他者文化的概念进入中 国文

化的词语表达 。 新生成的词语和
“

旧词新义
”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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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索新词语语义及其与文化的普遍联系 , 由 机制是隐喻认知 。 文化语义是在其概念意义的

此揭示新词语翻译的内 在机制 。 语义是词语的 基础上 , 在文化模式作用下通过隐喻 、 转喻等机

本质属性 , 研究语义的转换首先要厘清这
一

本 制 , 概念范畴中的某些属性突显而形成的转义。

③

质属性 。 新词语的本质特征是文 化语义 , 文 化 根据认知语义学 ,

一

个事物具有多种属性 ,

语义是概念意义之上的
“

附加意义
”

。 这种附加 词语的概念意义只反映其本质 的 主要属性 , 其

意义具有多种选择性 , 其选择具有文化倾向性 。 他属性作为潜在的语义特征储存在语义中 。 在

不同文化语境下或可存在类似 的概念 , 但其词 特定的语境下 , 某些潜在 的 属性被激活 , 通过

语表征方式 , 概念意象通常存在较大差异 。 这 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形成词语的联想意义 。

《按

种情形新词语翻译研究无法 规避 , 这是其一 。 照利奇 的观点 , 联想意义就是文化语义的具体

其二 , 新词语语义生成机制是隐喻认知 , 文化 体现 ( 本文关于文化语义的讨论基于 这
一

理

因素决定源域 ( 巳知 的或具体的概念 ) 及其属 解 ) 。

⑤ 认知语义学的这种解释表 明 , 词语潜在

性特征 选择 , 进而决定 了 源域映射到 目 标 域 属性激活过程是一种文化模式导 向过程 。 在不

未知的或抽象的概念 ) 的结果 。 文化是文化语 同文化模式的作用下 , 词语潜在属性的选择表

义生成的决定性因素 , 文化之于新词语语义 的 现为鲜明 的文化倾向性 , 文化语义的生成取决

这种普遍联系 , 新词语翻译研究必须做出解释 。 于文化模式 。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意义的生成机制 , 由此 关于文化模式 , 研究者基于不同 的视角 给

揭示 了意义生成的普遍规律 。 这对新词语文化 出了不同定义 。

’

从认知视角将其定

语义的生成及其与文化的普遍联系均具有较强 义为
“
一

个社会群体间所共享 的认知 图式
”

。

的解释力 , 因此 , 本文拟 以 隐喻认知理论为分 基于原型论的定义是 ： 人们的 习惯性直觉 ,

析工具 , 研究新词语文化语义的隐喻认知过程 , 依据民族或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对现实世界的理

进而 明确新词语的语义及其与文化的普遍联系 , 想化的
一

种看法 。 这
一

定义将文化模式归结为

以揭示新词语翻译的
一

般规律 。

① 王德春 ： 《
一

门新 的语言学分科 同传语义学略伦 》 , 吴
— 、 新 ■口 口乂特仳及 口乂 友富等 ： 《 同传语 义研究 》 , 上海 外语教 育出 版社 年

生成模式 版 , 第 页。 王德春使用的术语是 民俗语义 , 现多用文化

语义代替 , 本文使用后者 。

新词语是社会文化现实 的直接反映 , 社会 ② 陈建民 ： 《 中国语言与 中国社会 》 , 广东教育出版社 挪 年

士儿从十儿 曰 ； 立 从■ 沾姬 、拓 廿 士 曰 士
版

, 第 页 。 在此使用利奇划分的不 同类型 的意义术语 ,

文化的变化是新词 口 产生 的渊源 , 其生成具有
其中 种意义类赚称为联想意义 , 分属于 文化语义的

明显 的文化特征 , 反映在语义上就是其文化语 不同类型 。

义特征十分突 出 , 文化语义是新词语生成并得 ③ 张再红 ：

“

词汇文化语义认知研究
”

, 华 中科技大学博士论

一 文 , 年 。

以 流行的决定性因素 。

张再红 ：

“

词汇文化语义认知研究
”

华中科技 大学博士 论

关于词 语的文 化语义 , 王 德春 的 定 义是 ： 文 年 。

“

文化语义是民族性的
一

种表现 , 它反映使用语言 ⑤ ’ °
： 《语义学 》 ’ 李瑞华 等译 ,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

由从 口论 说 曰 亡 口论士儿 土
社 年版 ’ 第 页 。 鉴于国 内学 界多用 概念意 义

家 史和 民族 具有 民族文化特色 。

这 术语 , 本文用概念意 义替换利奇 的理性意 义 。 关于 文

也就是 兑 , 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 , 增添了附 的 化语义的界定学界 尚有 争论 , 请参见苏新春 、 魏春木等人

民族文化色彩 , 离开民族文化背景 , 难以准确理
的研究 ： 苏新春 ： 《文化词语词典的收词与释 义 《辞书研

究 》 年第 期
；
魏春木 ： 《跨文化交 际中 的语义位移

解词 口 的 义 。 陈建民 贝 为文化 口义是 ：

研究 》 《外语教学 》 年第 期 。

过联想而产生的附加意乂
”

。 上述两个定乂的共 ⑥
’

同点即 ： 文化语义是概念意义的联想意义 。

：

认知语义学则进
一

步阐 明 了概念意义 和联
⑦ ：

想意乂两者之间的联系 , 声 目文化语乂的生成 。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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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一

社会群体对客观世界的简单的典型的看法 , 义 。 汉语利用语音的相似性生成 了
“

晒
”

这
一

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模式则是人们对客观事实 新词语 。 这几例表明 , 语音隐喻是汉语新词语

的各种理解和假设的相对固定的集合 。 生成的重要方式之
一

。 另
一

种重要方式是词汇

文化模式创造隐喻 , 决定隐喻 的属性特征 层面的隐喻 , 这是更为常见 的方式 。 下述新词

选择 , 同时也是隐喻 的知识渊源和建构的基础 。 语都属于这
一

类型 , 如菜鸟 、 潜水 、 山寨等等 。

一种文化的核 心观念 , 如价值观 、 世界观等通 以
“

菜鸟
”
一

词为例 , 该词 源于台湾方言 , 指

常借助隐喻表达。 文化模式既是概念意义扩展 刚刚学会飞行的 小鸟 , 飞行 中 经常掉落地上 ,

的基础 , 又是词义理据的来源 。
① 后泛指初 涉某

一

领域的新手 , 特别 是电脑 网络

隐喻是重要的认知机制 。

② 隐喻是利用已知 领域的新手 。 这是典型的词汇层面隐喻认知机

的 、 具体的事物理解未知 、 抽象的事物的认知 制生成的新词语 。

“

潜水
”
一

词属于常用语 , 其

过程 。 基于二者的相似性 , 隐喻将前者 ( 源域 ) 文化语义是指匿名 上 网或隐身登陆不发表言论

的某些概念属性映射到后者 ( 目标域 ) , 从而在 的行为 , 这种行为被喻指为潜水 , 用人们熟知

已知和未知的两个概念间建立起联系 。 如
“

婚 的潜水活动隐喻登陆 网络 , 却不发表言论的行

姻是城堡
”

这一隐喻 ’ 即 是将城堡 ( 源域 ) 的 为 。 这是典型的 词汇层面隐 喻认知形成 的新

某些属性特征 , 如禁锢 、 约束等映射到
“

婚姻
”

词语 。

这
一

目标域 , 赋予后者类似的属性特征 。 隐喻 从上述新词语语义生成的叙述中 ’ 不难看

是人类普遍的认知规律 , 但隐喻受制 于特定的
出这样

一

个事实 , 在文化模式作用下 , 词语的

文化模式 。 文化模式对隐喻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 概念意义扩展 , 体现 为文化语义 。 文化语义是

语音隐喻和词汇隐喻两个方面 。 利用语音的相 某些新词语的本质特征 , 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

似性生成新词 吾是常见情形 , 如韩 流 、 訂 、

从新的视角藤新词语的跨文化交流 。

半糖夫妻 、 海归 、 负翁 、 美眉 、 铁的 、 晒 、 黑

客等词即属于这一类型 。

“

韩流
”

是近年较为流 三 、 隐喻认知机制过程对应

行的新词语 , 意指具有韩 国文化特征 的 生活方
、 、

式 , 指韩国娱乐产 品 段时期 内在我 国 较为流
、

目

行的 种现象 。 細语语音与气象学名词
“

寒
■与文化语 系 ’ ■揭

流
”

构成谐音 。

“

寒流
”

的属性特征之
一

是 ,

一 吾翻译的基料！律 。 艘械 翻 ’

段时间内某一地区的 主导气候特征 , 主导 、 流 关注重点 由先前词语的概念意义转 向文化语义 。

行是其属性概念之一 。 这
一

特征借助语音与韩
如前所述 , 根据隐喻认知理论 , 文化语义是概

国文化娱乐产 品 、 生活方式在我国 流行的现象 念意义基础上借助 隐喻机制生 成的联想意 义 。

产生联系 。

“

韩流
”

即 是利用语音隐喻生成的新
虽然隐喻是普遍 的认知机制 , 而且不 同文化的

词语 。 利用语音隐喻生成的另
一

典型新词语是 隐喻构成要素和过程均相同 , 这可视为文化语

“

面了
”

。

“

面了
”

在北方方言中喻指人的性格如 义能够跨文化交流的认知基础 。 然而 , 其构成

“

面团
”
一样 , 软弱无能 ,

“

面 了
”
一词取此谐 要素 自身则具有其特性 , 如域源概念属性 。 由

音隐喻大学毕业生求职时听命于人 ’ 任人摆布 于不同 的 自 然环境 , 历史文化传统 , 不同文化

的状态 。 外来语音译成为汉语新词语是语音隐 社团所熟悉关注 的事物 、 现象及其属性特征均

喻生成新词语 的另
一重要来源 。 汉语新词语 存在差异 。 因 此 , 源域的属 性特征 , 或具体形

“

晒
”

是英语 的音译 。

“

晒
”

的概念意

义是把东西放 置于阳 光下 , 联想 意义 有分旱 、
① 。 邮 ：

曝露 、 展示 , 把相关信息放到 网上等 , 往往含
。

’

、 、
丄

、 — ② ,

有弦耀之意 。 央语 的概在意义是接又 ( 经
,

验 ) 、 分享 、 参与等 , 它没有上述汉语的联想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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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常有差异 。 而更为重要的是 , 同
一

事物往往 这个文化语义开始 , 查找英语中相对应的词语 ,

有多种属性 , 哪一种属性或哪一些属性被 映射 然后分析其隐 喻映射过程及其构成要素特征 ,

到 目标域往往存在较大差异 。 这种差异 的决定 以确立其是否与汉语
“

凤凰男
”

对应的 隐喻认

性因素或可解释为文化模式所致 。 文化模式在 知关系 。 汉语凤凰
一

词 , 英语的对应词是

以往的研究 中被视为误译的影响因 素 , 但它 的 , 其概念意义是传说中漂亮的神鸟 , 生活在

影响不仅仅止于误译 , 而且还是隐喻认知机制 阿拉伯的海岸 (

作用的框架结构 ( , 是这
一

过 , 它的文化语义是
“

浴火重生的不死鸟
”

。 英

程构成要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 。 就这一意义 语中这一概念与
“

高贵
”

、

“

脱俗
”

这样的 目 标

而言 , 对隐喻认知机制 可做如下 阐述 。 隐喻是 域缺乏文化经验关联 , 因此 , 这
一源域

人类普遍 的认知机制 , 这
一机制总是在

一定的 属性不能映射到
“

高贵
”

、

“

脱俗
”

这
一

目标域 。

文化模式下得以发挥作用 。 不同的文化模式下 , 由此可见 , 和
“

凤凰男
”

这
一概念认知

隐喻构成要素 的表征方式 , 或具体属性特征 的 机制不能构成对应 。 欲寻找与另
一

隐喻过程对

突显性存在差异 。 基于这一认识 , 新词语翻译 应的英语词语 , 我们尝试变换分析视角 , 以 映

可以理解为 , 基于隐喻映射结果 , 即文化语义 , 射结果为起点 , 寻求英语中 隐喻认知关系对应

分析其在不 同文化模式下 的生成过程 , 寻求文 的文化语义 。

化语义的隐喻认知过程 。 具体过程为 , 对 隐喻 与汉语
“

凤凰男
”

文化语义对应的英语词

认知构成要素做具体分析 , 以 确定 目 的语文化 语是 。 尽管文化语义对应 , 但这

语义与源语文化语义 的对应关系 。 根据对新词 一

短语与
“

凤凰男
”

的隐喻认知过程是否对应

语翻译的这
一

认识 , 我们或可以 完成新词语翻 仍需进一步分析 。 的概念意义是

译研究从概念意义到文化语义的转换 。 下面将 “

丑小鸭 。 英语传说中丑小鸭后来变成了天鹅 。

以不 同类型 的汉语新词英译为例分别 阐述这
一

丑小鸭的文化语义是卑微到 高贵 。 这
一

语义的

隐喻过程由 几个基本隐喻构成 。 其源域概念是
汉语新词语 中文化语义特征突 出 的一类数 长相丑陋的小鸭子 , 目 标域概念是卑微低贱的

量较多 , 相关的新词语如 , 考碗族 、 婚嫂 、 凤 人 。 该传说的另
一隐喻过程的源域概念是天鹅 ,

凰男等均属此类 。 隐喻认知模式对这类新词翻 目标域概念是高贵的人 。 这
一

连续隐 喻的 映射
译的解释较为充分 。 以

“

凤凰男
”
一词为例 。 结果是 , 出身低微 ’ 但最终成为具有高 尚社会

“

凤凰男
”

指来 自农村或经济不发达的小城镇男 地位的人 。 尽管这
一

隐喻过程的 源域与汉语的
性大学生毕业后在大城市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 ,

不同 , 但英汉两个源域均具有多种属性 , 多种
特指 中国 年代以后的社会现象 。

“

凤■
”

属性特在棚麵性 。 在不同 文化模式作用
一

词是隐喻认知机制生成 的新词语 。 汉语 中凤 下 , 这些相 同 的属性映 射到 了 相 同 的 目 标域 ,

凰有高贵 、 超凡脱俗的含义 。 该词语 以凤
細取得了 相同 的 映射结果 , 相似的 文化语义

喻出身低微成为社会地位显赫的精英 。 该词语
彳寻以 生 成 。 这 分析表 明 , 以 文化语 义人手 ,

的另 含义 肖样借鹏輸触成 , 巾 国文化
分析難喻认贿程及難颇雜征 , 寻求

中有
“

乌鸦变凤凰
”

的说法 。 乌鸦隐 卑雑
自喻认知的舰 , 是汉语新词语翻译 的基本特

贱 ’

征 。 这—过程 在两个层社体现 了 对应关 系 ,

胃— ’

文化语义的对应 以及 由源域向 目标域映射 的属
“

凤凰男
”

这 新词 认知■四个
勝征均达到对应 。 对汉语新词语翻译规律 的

构成要素 , 分别为源域 ( 出 身低微 的男 子 ) , 目

标域 ( 社会地位优越的人 ) , 文化模式 ( 中 国文
上
… —

, 、
— ① 参见 ： ：

化模式 ) , 映射⑷果 , 即这
一

过程生成的文化 口
, , 上 海外语教

义——社会地位优越但是出 身低微的男子 。 由 育出 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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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发现在语义变迁生成的新词语翻译过程 中 流得以实现的基础 ,
而保持文化差异则是跨文

可以得到印证 。 化交流的意义所在 。 因此 , 新词语翻译这种跨
“

脱线
”
一词属于此类 。 该词语原指火 车脱 文化交流行为既要以 隐喻认知为基础 , 又必须

轨 , 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下 , 语义扩展 , 新的 保留文化异质 。 这就要求汉语新词语进入英语

语义有反常规 , 非主流之义 。 如下述例句 ：

“

逗 文化时能够保留 自 己 的文化语义特征 , 而非无

趣 的情节 , 脱线的台词 , 主持人的不惜
‘

毁容
’

条件地迁就 目 的语文化 。 否则 , 汉语新词语失

的颠覆之作 引 得现场观众火爆连连 , 掌声不 去本身的文化色彩 , 我们通过跨文化交流建构

断
”

。 该词语的翻译过程如下 ：

“

脱线
”

概念意 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世界的种种努力将归 于无

义的英文对应词是 。 这与作为汉语新词语 效 。 这是基于隐喻认知模式探索汉语新词语翻

的
“

脱线
”

语义相去甚远 。 分析汉语的 映射过 译基本规律 的另
一

认识 。 在这
一

方面 ,

“

山寨
”

程可知 , 其源域是机车运行故障 , 脱出正 常轨
一词的英译具有典型意义 。

道 , 目标域是
“

不正常状况
”

, 映射结果是言语
“

山寨
”

是词义变迁形成的新词语 , 其新词

行为反常 、 乖张 。 基于这
一

映射结果 , 在英语 语语义是指通过模仿 、 抄袭 、 恶搞等手段生产

中寻找具有对应文化语义 的词语 , 然后 , 再分 各种物质或文化产 品 。 英语中具有对应概念意

析该词语的隐喻认知过程及要素 。 寻找结果是 义的词语是 , 意为模仿他人的衣服样式 ,

一

短语 , 该短语的文化语义 模仿他人的行为 , 或模仿犯罪方式 , 特指儿童

是 。 这 的这类行为 。 这
一

语义与汉语的语义相近 , 但

显然是该词语的隐喻意义 。 其 隐喻过程是 ,
源 分析发现 , 汉语的语义是隐喻认知语义 , 而英

域是松脱的螺丝 , 其属性特征是处于异常状态 。 语则是概念意义 , 它们的对等关系仅存在于概

这一属性映射到 目标域 , 其结果是 , 人的状态 念层面 , 映射过程和结果 的对应无从谈起 。 基

反常夸张 。 可见 , 汉英两个词语的隐喻认知过 于至少两个层面对应 的考虑 , 不是理想

程对应 。 汉语火车
“

脱线
”

是铁轨 系统状态异 的替代选择 。 相反 , 为避免中 文词语为 目 的语

常的结果 , 这在汉语经验 中与人的言语异常有 误读 , 文化语义扭曲 ,

“

山 寨
”
一词可使用音

相似之处 。 因此 , 成为隐喻认知 的基础 。 同样 译 。 这种选择是隐喻认知理论对新词语翻译 的

的文化语义 ,
英语汉语的 隐喻认知过程相 同 , 另

一

启示 。 但与此相关的追问则更为复杂 , 即

尽管认知要素不 同 , 英语隐喻的源域是
“

螺丝 保留原词语文化色彩与其在译人语文化 中 的可

松脱
”

。 这表明不 同 的文化 , 不同 的生 活经验 , 接受性两者孰轻孰重 , 即翻译实践 中究竟是倾

不同事物或事物属性在认知过程 中 突显程度不 向于保留原词语的文化色彩 , 抑或倾 向于其在

同 。 所以 , 隐喻 的源域存在差异不足为奇 。 虽 译人语文化 中 的可接受性 。 这就要考虑源语文

然源域存在差异 , 但在英语文化 中 , 其文化模 化语义扭 曲程度与译人语文化可接受性两者的

式在与汉语不 同 的 源域 中选择了相 同 的 属性 , 均衡 , 甚或取舍的 问题 。 汉语新词语进人英语

从而获得 了 相同 的映射结果 。 这即是
“

脱轨
” 文化时总会伴随一定程度 的语义扭曲 , 而译者

一

词的 隐喻认知机制 , 构成 了该词英译的基 总是努力减小扭曲程度 , 但译者 的这种努力往

础 。 尽管该过程 的源域不 同 , 但是 目 标域 , 或 往受制于译语的可接受性 。 理想 的 翻译是语义

映射结果与认知过程两个层面的关系均达到 了 扭曲程度在可接受范 围 内 , 而又具有较好的可

士应 。 接受性 。 这是我们通常借助英语中 已有的词语

另
一方面 ,

“

脱线
”

的隐喻过程还表明 , 源 来替代汉语的主要原 因 。 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 ,

域到 目标域的 映射属性选择反映 了不同 文化模 如果优先考虑译入语的 可接受性 , 但语义扭曲

式认知取向 的差异 , 这种 差异体现 了 隐喻认知 程度却超出 了译者可接受的范 围 , 则译人语可

模式对新词语跨文化交流 的认知价值 。 隐喻是

不同文化认知 的普遍性 , 这是新词语跨文化交 中国新闻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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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性的优先顺序将让位于对文化语义扭 曲 的 语翻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
而且对翻译的

一

考虑 。 在这种情形下 , 则可能以 新词语在 目 的 般规律也有重要认识价值 。

语中的可接受性为代价而保证语义扭曲 程度在 隐喻是人类普遍 的认知机制 , 但 由 于文化

可接受范围 。 这是选择音译或是倾向 目的语的可 模式的差异 , 源域向 目标域的属性映射选择也

接受性的内在逻辑 ,

“

山寨
”
一

词的音译则基于这 存在差异 。 隐喻认知体现了人类认知的普遍性 ,

一逻辑 。 源域属性 向 目标域映射 的选择体现了 文化模式

、

的特殊性 。 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聚合于隐喻认

知的对应过程 。 将其置于跨文化交流语境审视 ,

大量的新词语语义是隐喻生成的文化语义 ,

’ 化

这是新词语的本质特征 。 目 前的新词语翻译
之意 ’

一

因 为跨文化交流的 目 标是建构 丰富多

究对此未能做出理论解 释 。 认知语言学 的 隐喻
多兀文化世界 。 这意—译者■在

认知模式揭示了 词语语义 , 特别是
“

附加意义
” 原词语的文化色彩 ’ 即保证新词语 的可译性 ’

的普遍生成机制 。 借助这 理论我们得以充分
保证译人词语的可接受性之间做 出块择

了

简

认识新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属性 , 进而将其
这 化胃义 ■■入

为认识新词语翻译娜随论 基于歸
— 的含

认知舰分析 , 为綱语麵是文化语
义是 ,

义导向 、 寻求隐喻认知关系对应的跨文化交流
— 入— ■ ’ —

过程 。 这 过程体賴种对应关系 , 是汉语
可接受性为代价 , 保证原语语义扭曲程度在

词语与英译词语的文化语义对应 ,
二是隐喻认

知关系的过程对应 。 这是新词语翻译的本质特
、

征 。 新词语翻译的对应关系并非止于语义层面 ,

本文作者 ： 南开大 学外语学 院教授 、 博士

而是扩展到 了语义 的生成过程 。 这不仅对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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