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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本文通过全面梳理国内外语义迁移研究文献$将当前的语义迁移研究概括为词汇

语义迁移%命题语义迁移及概念迁移三大类$从中归纳出六大类语义迁移证据$并对六大类语

义迁移证据作了尝试性解释$从而描绘出目前对语义迁移的研究现状$展望了未来的语义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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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言迁移涵盖语音%形态%句法%语义%语用等

多个语言层面" 然而!近年来在我国主要的外语

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些语言迁移文章-如王文

宇 #FFF!郭翠 !""#!戴炜栋%王栋 !""!.大都侧重

于综述形态%句法等语言结构迁移方面的研究情

况!而对语义迁移则很少提及" 笔者尝试以#语

义迁移$为题名!检索 1D[T近 #" 年 - #FFF/

!"#".发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上的相关论文情

况!竟然连一篇也未能检索到" 本文试图对国内

外语义迁移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着重讨论两个

问题)一是现有研究所揭示的语义迁移的证据有

哪些-即语义迁移的表现.!二是现有研究如何

对这些证据做出解释 -即语义迁移的发生机

制."

二%语义迁移的主要证据

纵观林林总总的语义迁移文献!大致可分为

三类" 一是从词汇语义层面-/&Y57*;&U.->57;+'K

;>,.>+U.着手的研究!二是从命题语义层面-W,*WK

*;5>5*-./;&U.->57;+';>,.>+U.着手的研究!第三则

是从概念层面着手的研究!即概念迁移-7*-7&W>+K

./>,.-;0&,.研究" 前两者属于从传统视角出发开

展的研究!后者则是从一个新视角出发开展的

研究"

"一$从词汇语义层面着手的研究

当前!对语义迁移的研究大都基于词汇语义

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构成整个语义迁移

研究的主体" 从词汇语义层面着手的迁移研究主

要从二语词汇学习%理解和使用-产出.三个方面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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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2*/U-#FFL.从二语词汇学习难度角度考

察了语义迁移" 先前的研究表明!母语为瑞典语

的英语学习者由于瑞典语与英语更相似!他们在

英语学习方面比母语为芬兰语的学习者更胜一筹

-?In2*/U#FMG." 基于此!?In2*/U-#FFL.设计了

!M 道多项选择题!每一道题目均有四个备选答

案!其中!有两个选项是 #短语动词$ - W2,.;./

=&,';!如 W+>*00.!另两个选项是#独词动词$-*-&K

W.,>=&,';!如 W*;>W*-&." 短语动词和独词动词的

两个选项中各有一个是正确的" 结果发现)-#.

讲芬兰语的英语学习者所选答案的错误率要比讲

瑞典语的英语学习者高出 #" 个百分点!二者具有

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两类被试所选答案错误

率差异最大的是那些在瑞典语中有直接对应表达

-而在芬兰语中没有.的短语动词选项*-$.两类

被试所犯错误的比率差异随英语水平的提高而逐

渐持平" 此外!D&+-&,-#FF!.也发现!那些母语

和二语中都存在的%指称普遍概念范畴的词语!二

语学习者学习和使用起来比较容易"

?>,57_ -#FM".! ,̀.2.Uc:&/-.W -#FMG. 和

P5>725;*- -#FF!. 等从学习者对二语词汇语义边

界理解 -S! /&Y57./;&U.->57'*+-9.,87*UW,&2&-K

;5*-.的角度考察了语义迁移" ?>,57_ -#FM".选用

!F 名操波斯语-%.,;5.的伊朗英语学习者做被试!

实验要求被试就 6'4! 8-( -:! A4#7Q! ?4Q! 84Q!

841! <#"$! 8-4,! 6:'5"! ,#0等 #" 个称呼语各自

体现#地位$#正式程度$#性情相投性$-/5_&U5-9K

&9-&;;.%#利害一致性$-;*/59.,5>8.%#亲密度$#权

势$-W*X&,.等语义特征的程度进行评分" 结果

显示!被试主要依据母语-波斯语.中比较凸显的

词汇语义维度///#地位$!而不是目标语-英语.

中比较凸显的维度///#亲密度$来#构想$-7*-K

7&W>+./5d&.英语称呼语" ,̀.2.Uc:&/-.W -#FMG.

的研究先给母语为西班牙语的被试呈现 #" 组图

片!每组图片包含 GKJ 幅彼此相似但大小%形状有

异的同类物体的图画!然后要求被试从被选词中

选择一个恰当的词来描述每一组图片中的每一幅

图画" 结果表明!被试是按照与他们的母语///

西班牙语相同的方式来界定二语词汇的语义边界

的" P5>725;*- -#FF!.考察了母语对学习者二语

词汇原型理解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即使是处于

高级阶段的成年学习者!对二语词汇的理解都受

到他们母语的影响$-W(M#."

1*,,&.K:&-5-305&/9-#FF".!].;;&/3,&- -#FFN.!

\5-3'*U-#FJM.以及 :5;_+W -#FF!.等主要从词

汇使用的角度考察了语义迁移" 1*,,&.K:&-5-3K

05&/9 -#FF".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在

指定语境下使用英语介词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结

果发现他们倾向于使用与其母语///西班牙语具

有一致#原型$的英语词语" ].;;&/3,&- -#FFN.考

察了语义迁移对二语词汇选择的影响" 该研究以

母语为挪威语的英语学习者为被试!所采用的主

要任务形式是翻译和完型测试" 结果显示!被试

倾向于认为二语词语与母语词语在语义上存在一

一对应关系!他们常常类比母语词语的意义来延

伸二语词语的语义范围-;&U.->57,.-3&.!并据此

来使用二语词语!结果常常导致他们在应该使用

两个不同的二语词语的地方却使用一个二语词

语" \5-3'*U-#FJM.主要对母语为芬兰语和瑞典

语的英语学习者使用英语词汇时所犯错误的类型

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被试的绝大多数词

汇错误都是由于被试依照母语对应词的意义来延

伸二语词语的意义所造成的" :5;_+W -#FF!.考

察了波兰语本族语者和德语本族语者在英语翻译

任务中所犯词汇错误的情况!结果显示!波兰语被

试所犯错误的 NGe%德语被试所犯错误的 !#e都

是由于被试设想二语词语与母语词语意义完全等

同!并以此来延伸二语词语的意义范围或采用

#直译$ -/*.- >,.-;/.>5*-.造成的- W(MF.*:5;_+W

还发现!母语迁移也是造成两组被试为同一搭配

提供不同英语翻译形式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如 f*-3#FM$* 12.-3

#FMJ* 1*&#FMJ* O.3+>.-9 S.+0&,#FML* 6*W;&>

./(#FMJ* ?X.- #FFJ* :/+UK[+/_.c S&=&-;>*-

#FM$.从学习者二语词汇使用特点-如#过度使

用$#回避$.角度来考察语义迁移" 例如!f*-3

-#FM$.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由于受到汉语#使

22 g动词g22$结构的影响!在说%写英语的

时候大量运用':-W)g7*UW/&U&->(结构" 12.-3

-#FMJ.则报道说!中国英语学习者常常避免使用

一些含K)! K4'$%! *#:)! .#! %)5! %'3)! %#! "-3)!

:-W)! 5-W)! I#4W等#小动词$ -;U.//=&,';.的规

LN#

第 # 期CCCCCCCCCCCCCCC姜C孟$邬德平*语义迁移的六类证据及其解释



约化表达"

以上有关词汇语义迁移的研究结果可概括

如下)

#(母语中有#对应词$的二语词语!学习者学

起来比较容易!准确度也比较高*

!(学习者倾向于按照母语对应词的语义维度

和边界来理解和使用二语词语*

$(学习者在二语词汇使用中所犯错误常常可

以归结为他们依据他们心目中的母语对应词的语

义范围和原型来使用这些词语所造成的*

N(学习者倾向于过度使用那些与他们母语中

的对应词语-或表达.一致性程度高的二语词语

-或表达.!而倾向于回避使用那些在他们的母语

中没有准确对应词语的二语词语-或表达."

"二$从命题语义层面着手的研究

母语影响可以发生在词汇语义层面!这已成

为学界的共识!很少有争议" 然而!主张母语影响

也可以发生在命题语义层面!这还是一个敏感而

少有公开讨论的问题" 在众多语义迁移文献中!

以比较含蓄地方式首次提及母语可以从命题语义

层次-W,*W*;5>5*-./;&U.->57;+';>,.>+U.发生影响

的可能是6(E9/5--#FMF." 在该书#?&U.->57;$部

分!E9/5- 以#W,*W*;5>5*-./;&U.->57;$为题!开宗明

义地讨论了语义结构的跨语言差异问题" 他指出!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是语义迁移研究的一个根

本性问题!尽管#强式$的语言相对论-即#语言决

定认知$的立场.已不大为人接受!但一个#弱式$

相对论-即#语言影响认知$的立场.却是可信的"

基于此!E9/5-认为不同语言在语义结构上的跨语

言差异可能是语义迁移的一个重要来源)

语义迁移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语言

和思维的关系问题22相应地!母语的语义

结构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习者对.

二语的使用!也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W(J#.

一个弱式的沃尔夫立场获得了一些实证

支持-例如!E;3**9! R.8! .-9 R5,*- #FJL 的

一些研究结果.!但目前还很难说清楚一种

语言的语义结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另一种

语言的产出和理解发生影响" -W(M$.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E9/5-更清楚地讨论了命

题语义迁移的问题-W(JGKJJ." 他举例说!爱尔兰

语是一种以 #介词性代词$ - W,&W*;5>5*-./W,*K

-*+-;.为特色的语言!在该语言中!没有与英语动

词#2.=&$确切对应的词!与英语句子#F"-3):#$X

),$最贴近的爱尔兰语翻译是)

CCCCC6q .5,3&.9C.3.U(

CCCCCT;CU*-&8C.>KU&(

由于受到爱尔兰语这一#介词结构$特点的影响!

爱尔兰英语-]5'&,-*K@-3/5;2.出现了与标准英语

差别很大但与爱尔兰语相似的语义结构" 例如!

标准英语#;)"-. - K-. ")-45$ #V#0 I#$(5"-3)

:#$),I#44')1$会被说成是#(")")-45I-1K-. #$

"':$#("):#$),I#44')1I'++K)#77,#0$" 这无疑

是说!爱尔兰语的语义结构迁移到了爱尔兰英

语中"

事实上!不少学者都论及了命题层次的语义

迁移问题!只不过这些学者都没使用#命题语义

迁移$这些字眼" 例如![&7;_&;-!""".就指出!

二语学习者很容易产出一些不地道的表达!这些

表达#通常形式完好!也可以理解!但就是缺乏本

族语者表达所具有的那种地道性$ - W(#L# ."

O.-&;5-!""$. 也提到!#老师们通常看到的一种

现象是!当学生试图自然流利地说%写-二语.却

又没有得到老师适当的指导时!常常会产生出

#语义怪异$的二语信息$ -W(G#." 命题语义层

次上的母语迁移现象对我国外语学界的同仁们也

同样不陌生!日常英语教学中的所谓#汉式英语$

#中式英语$-125-3/5;2.!多数情况下所指的其实

就是语义结构的迁移!即命题语义层次上的迁移"

例如!笔者所教的一些学生在对#E- 6&&-.3&,;(

?>+985-3P',*.9$进行命题作文时就写出了这样

的句子-斜体部分所示.)-#.:&;59&;! 7*//&3&&-K

,*//U&->&YW.-;5*- :-W)1150.)$51-K+)5#5#0*" I'5"

*#++)%)).0*-5'#$ 5- *,9&,>*':@4#3)5")'4*0+504-+

&0-+'5')1*-!.P>>&-95-3;72**/;.',*.9 2.;U.-8.9K

=.->.3&;(%5,;>! 2 ?&7*-9! 5"),*#0+. .#7045")4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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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5-$.'$% 5#5")*#0$54,10*" -15")*015#:1! %)X

#%4-@"'*-+)$3'4#$:)$5(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将命题语义层次上

的语义迁移表现概括为)学习者倾向于按照母语

的语义结构来组织二语表达!结果往往导致其表

达语法正确而语义怪异"

"三$从概念层面着手的研究!

).,=5;-!""".指出!概念迁移研究致力于#探

讨底层的非语言-或超语言.概念表征对学习者

或双语者母语和二语使用的影响$ -W($." 从这

一视角出发的研究包括).,=5;-#FFN! #FFM.!?>+>K

>&,2&5U-!""$.以及O.-&;5-!""$.等"

).,=5;-#FFN.对 JL 名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

学习者的中介语词汇指称模式-5->&,/.-3+.3&/&Y5K

7./,&0&,&-7&W.>>&,-;. 进行了考察" 该研究的被

试涉及母语为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汉语%葡萄牙

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 M 种语言%

#G 个国家的不同英语学习者" 在实验中!实验人

员首先给被试看一段从卓别林-12.W/5-.的哑剧

电影摩登时代-8#.)4$ (':)1.中剪辑的片断!然

后要求被试用笔头复述故事情节" 结果发现!被

试的#指称词汇选择$-,&0&,&->5.//&Y57./72*57&.与

其母与背景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来自不同母语背

景的被试的词汇选择偏好随其母语背景的不同而

呈现不同的模式" 例如!在指称该电影片断中从

运面包的卡车上偷面包的那位年轻妇女时!MMe

的日本被试使用了 35,/一词!M$e的葡萄牙被试

和 JJe的韩语被试使用了X*U.- 一词" 另外!在

指称该妇女和卓别林撞了一个满怀这一事件时!

$Me的韩语被试使用了U&&>一词!LJe的西班牙

语被试使用了7,.;2一词!$$e的阿拉伯语被试使

用了.7759&->一词!!Le的汉语被试使用了 '+UW

一词!L"e的葡萄牙语被试则避免使用动词来指

称这一事件" ).,=5;-#FFM.在 ).,=5;-#FFN.基础

上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

上证实了研究者所作的以下几项预测)

#(来自同一母语背景的学习者会从同一词汇

范围->2&;.U&,.-3&*0/&Y57./*W>5*-;.选词来指称

目标客体*

!(来自同一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指称目标客

体时会有相同的词汇指称原型->2&;.U&,&0&,&-K

>5.//&Y57./W,*>*>8W&.*

$(学习者的词汇指称倾向-即词汇范围%词

汇原型.随母语背景不同而呈现差异*

N(学习者的中介语词汇指称倾向与各自的母

语词汇指称倾向相一致*

L(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的词汇指称倾向随

学习者年龄和二语水平的提高其相互差异逐渐减

小并向本族语者靠近" -).,=5;#FFM) J"KJ$.

?>+>>&,2&5U-!""$.主要考察了概念迁移对学

习者编码%表达世界的影响!该研究采用消声电影

作为收集语料的手段" 其结果发现!德语本族语

者在表达所看电影中呈现的某个事件的时候!往

往会包括一个结束点-&-9W*5->;.!以将整个事件

闭合起来*而英语本族语者则不大会包括这样一

个结束点" 例如!对同一事件!英语本族语者可能

会说#(I#$0$1-4)I-+W'$% .#I$ - 4#-.$!德语本

族语者则会说#=#$$)$ +-07)$ -07)'$):R)+.I)%

N'*"50$% )'$)1;-$01)1$ -6X*-+-;X./_ ./*-3.

/.-&>*X.,9;.2*+;&.!后者比前者多包括了#>*K

X.,9;.2*+;&$作为整个事件框架-&=&->0,.U&.的

结束点" 由于受到英语的影响!学习德语的英语

本族语者在使用德语的时候也常常不包括这样一

个结束点" 例如!他们会说#GI)'=#$$)$ +-07)$

-07.)4654-11)+-$%$ -6X*-+-;X./_ >2&;>,&&>.K

/*-3.!而不提#>*X.,9;.2*+;&$这一事件框架闭

合成分"

此外!V.=/&-_*-#FFF! !""!.%O.-&;5-!""$.%

%.&,72 .-9 [.;W&,- #FMG .% f5/;*- .-9 f5/;*-

-#FMJ.%\5-3'*U-#FMG.%).,=5;-!""".等也论及

了概念迁移现象" 例如!V.=/&-_*-!""!.提到!一

名母语为俄语的英语学习者由于受俄语表达

#'8>(X;&'&$->*'&5-;59&*-&;&/0.的影响!在描述

所看电影中一位陷入沉思的妇女时!说出了以下

句子)#;2&5;9&&W 5-;59&2&,;&/0$"

简而言之!当前概念迁移研究所揭示的语义

迁移表现可概括为)

#(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的二语词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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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倾向不仅相互之间而且与本族语者之间都存在

很大差异!但却与其母语词汇指称倾向有很大的

一致性"

!(学习者在使用二语时!常常按照母语的模

式来对要表达的内容进行编码"

"四$六类主要的语义迁移证据

综上所述!目前从词汇语义%命题语义和概念

-认知.三个方面所获得的主要语义迁移证据可

概括为)

#(学习者学习有母语#对应词$的二语词语

比较容易!准确度也比较高"

!(学习者倾向于按照母语对应词的意义来使

用二语词语!并常常导致二语词使用错误"

$(学习者常常#过度使用$ -*=&,W,*9+7&.与

母语一致的二语词语!而回避使用那些缺少母语

对应词的二语词语"

N(学习者在使用二语指称客体时!倾向于选

择与他们的母语对应词一致的二语词语来指称

客体"

L(学习者倾向于按照母语的语义结构来组织

二语表达!结果往往导致其表达语法正确而语义

怪异"

G(学习者在使用二语表达时!常常按照母语

的模式对要表达的内容进行编码"

!

三%对语义迁移证据的解释

"一$对第一%二类证据的解释

对六类主要的语义迁移证据中所列第一%二

类证据!学者们往往借助于#语义等同假设$ ->2&

&4+5=./&-7&28W*>2&;5;.来加以解释" 语义等同假

设认为!学习者在学习二语过程中总是倾向于将

二语与母语 -词汇. 的意义等同 - ?X.- #FFJ)

#GG." 由此!可以认为!有母语对应词的二语词

语之所以学习起来比较容易!是因为学习者可以

直接将母语对应词的意义#搬$过来!供二语词使

用" 也就是说!学习者不必学习或至少是不必从

零开始学习这类二语词语的意义" 对于学习这类

词语准确性较高的问题!可以认为是因为)不同语

言的词汇语义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也同时存在

许多共享的语义成分!正是些共享的语义成分!使

这类二语词语学习起来有较高的准确性-至少在

学习的初始阶段是如此的."

)5.-3-!""N.最近提出的成人二语词汇习得

发展模型为此提供了支持" 该模型认为!成人二

语词汇发展要经历 #词汇联想$ -X*,9 .;;*75.K

>5*-.%#母语词目干预阶段$ -S# /&UU.U&95.K

>5*-.和#充分整合阶段$ -0+//5->&3,.>5*-.三个阶

段" 在第一阶段!学习者二语词条的词目-/&UK

U..里缺乏语义%句法%形态等信息-只是在词位

里包含发音%书写等形式信息.!对二语词语的使

用要靠指针 - W*5->&,. 激活其母语对应词 -S#

>,.-;/.>5*-.的词目信息-句法%语义等信息.来实

现" 第二阶段二语词条的词目里已经包含语义%

句法%形态等信息!但这些信息是属于母语对应词

的!即二语词语共享了母语对应词的词目信息"

只有到了第三阶段!二语词条的词目里才真正发

展起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语义%句法%形态等方面的

信息" 不过!大多数成人词汇的发展都#僵化$在

第二阶段" 从这一模型出发!有母语对应词的二

语词语的优势正在于!它可以充分利用与母语对

应词共享的那部分语义信息!较早地在自己的词

条里建立起自己的词目信息!而不必像没有母语

对应词的二语词语那样!必须#白手起家$!一点

一滴地!经历一个长期过程!才能建立起属于自己

的词目信息"

第二类证据也可依据该模型得到解释)学习

者之所以倾向于按照母语对应词的意义来使用二

语词语!是因为二语词语一般都处在#词汇联想

阶段$或#母语词目干预阶段$ -只有很少的一部

分二语词语真正达到了#完全整合阶段$.!而处

这两个阶段的二语词语都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

词目信息!它们除了利用母语对应词的语义信息

外!别无选择" 至于#按照母语对应词的意义使

用二语词语导致二语用词错误$ 的问题!当然是

由于二语词语的语义信息-;&U.->575-0*,U.>5*-.

和母语对应词的语义信息存在差异所致"

"二$对第三类证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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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证据是)学习者常常#过度使用$ -#X

3)4@4#.0*).与母语一致的二语词语!而回避使用

那些缺少母语对应词的二语词语" 对此类证据!

可以借助S&=&/>-#FMF.提出的言语产出模型并结

合上述成人二语词汇发展模型给予解释"

S&=&/>-#FMF.认为!言语产出要经过概念化

-7*-7&W>+./5d.>5*-.%形式合成-0*,U+/.>5*-.和发声

-.,>57+/.>5*-.三个基本阶段" 依此理论模型!言

语产出中的词汇提取问题发生在形式合成阶段"

在此阶段!前言语信息里的概念信息与心理词条

里的语义信息进行匹配!若一致则激活并提取到

相应词条!反之则无法激活并提取到相应词条"

就二语词语而言!可区分三种情况)#(处于词汇联

想阶段的二语词语///这类词语由于心理词条里

没有自己的语义信息!它们必须先通过语义匹配

激活母语对应词的心理词条%提取到母语对应词!

再凭借母语对应词与二语词语之间的#词汇通

道$-/&Y57./7*--&7>5*-.提取到二语词语*!(处于

母语词目干预阶段的二语词语///这类词语由于

心理词条里存在从母语对应词的词目里复制过来

的语义信息!它们可以通过前言语信息直接激活

心理词条的方式来提取*$(处于充分整合阶段的

二语词语///这类词语由于心理词条里已存在属

于自己的语义信息!它们可以通过直接激活心理

词条的方式来提取" 在这三种情况中!显然!前两

种情况都是以母语对应词的意义为基础来提取二

语词语的" 由于大多数二语词语都处于第一%二

阶段-而达不到第三阶段.!这即是说二语词语的

使用大都要以存在母语对应词为先决条件" 缺少

母语对应词!就意味着二语词语在使用中提取不到

所需的意义信息" 既然如此!学习者在言语产出中

除了使用那些有母语对应词的二语词语之外!别无

选择"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学习者往往回避使用那

些在母语中没有对应词的二语词语以及过度使用

与母语一致的一些二语词语的问题"

"三$对第四类证据的解释

第四类证据是)学习者在使用二语指称客体

时!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母语词汇指称倾向相一

致的二语词语来指称客体" 对此!我们首先可以

借助上述 S&=&/>-#FMF.和 )5.-3-!""N.的理论框

架来解释" 如第三类证据的解释所述!大多数二

语词语在心理词条里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信

息!其提取都要依靠母语对应词的意义" 既然如

此!二语学习者在使用二语指称客体时!为了能成

功地提取到二语词语!他必须确保自己制定的前

言语信息与母语对应词的意义一致!其结果就必

然导致学习者往往选择那些与母语对应指称词高

度一致的二语词语来指称客体"

此外!我们也可借助 ).,=5;-#FFM.提出的混

合概念表征系统假设来给予一定解释" ).,=5;

-#FFM)!G.认为!二语学习的结果在二语学习者

的心理形成了一个混合的概念表征系统!它包括

三种类型的概念)基于母语的概念-S#K'.;&9 7*-K

7&W>;.%基于二语的概念-S!K'.;&9 7*-7&W>;.和共

享的概念-;2.,&9 7*-7&W>;." 其中!基于母语的概

念和共享的概念都是与母语相关的概念" 这两种

概念便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对学习者的二语学习

和使用发生作用的影响源" 具体到词汇指称问

题!这些与母语密切相关的概念便会使学习者在

使用二语指称客体时具有明显的母语偏向性!即

使学习者倾向于选择那些与母语指称倾向相一致

的二语词语来指称相关客体"

以上两种解释各有侧重!但都只描述了同一

过程的不同阶段" 我们认为!将二者结合起来!将

得到一个更加圆满的解释)学习者概念系统中大

量存在与母语相关的概念///基于 S# 的概念和

S#KS!共享概念!这些概念发生运作!使学习者制

定的前言语信息具有明显的母语倾向性!即学习者

总是倾向于制定能与母语对应词意义很好契合的

前言语信息" 基于这一契合!前言语信息总是先激

活那些二语词语在母语中的对应词语!然后再通过

所激活的母语词语去激活所相应的二语词语" 而

对于那些没有母语对应词的二语词语!前言语信息

的母语倾向性就决定了它们根本不会被激活"

"四$对第五类证据的解释

第五类证据是)学习者倾向于按照母语的语

义结构来组织二语表达!结果往往导致其表达语

法正确而语义怪异" O.-&;5-!""$.最近提出的

#概念化原则$ ->2&1*-7&W>+./5d.>5*- V,5-75W/&.可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此类证据"

概念化原则的基本内容是)当学生独立地产

出二语交际信息时!他们倾向于按照母语概念系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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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方式来#思考$交际信息->2&8>&-9 >*#>25-_$

>2&U&;;.3&*+>5- >&,U;*0>2&5,DS7*-7&W>+./;8;K

>&U.!其结果导致所产生的交际信息在结构上是

二语性质的!但在概念结构上却是母语性质的

-W(G#." O.-&;5的概念化原则得到了 [&7;_&;

-!""".的支持" 她认为!不同语言的差异不仅表

现在形式结构上!也表现在底层的概念化方式

-7*-7&W>+./5d.>5*-;.上" 学习一种二语!不仅要学

习该语言的特定形式结构!还要学习与这些形式

结构紧密相连的概念结构-7*-7&W>+./;>,+7>+,&;."

学习者使用二语的问题在于!他们往往倾向于依

赖他们母语的概念基块 ->2&7*-7&W>+./'.;&*0

>2&5,U*>2&,>*-3+&.即将目标语的形式映射到母

语的概念化方式上-U.W >.,3&>/.-3+.3&0*,U;*-

S# 7*-7&W>+./5d.>5*-;. -W(#L#.!从而产生徒具二

语的形式却具母语语义内容的非地道表达"

由此!我们可对第五类证据做出如下解释)学

习者之所以倾向于按照母语的语义结构来组织二

语表达!是因为他们按照母语的概念系统来生成

交际信息-即 #前言语信息$.*他们产出的表达

之所以语法正确而语义怪异!是因为他们按照母

语概念系统生成的交际信息与二语的形式结构很

不匹配"

"五$对第六类证据的解释

第六类证据是)学习者在使用二语表达时!常

常按照母语的模式对要表达的内容进行编码" 对

此!?/*'5--#FFG.提出的#讲话思维$ ->25-_5-30*,

;W&._5-3.可给予一定的解释"

?/*'5--#FFG.认为!#用语言表达体验就构成

讲话思维///讲话思维是一种在交际中启动的特

殊思维形式$ -W(JG." 他将#讲话思维$界定为)

#'讲话思维(涉及选择-#.适合于以某种方式将

此事件概念化的!以及-!.适合于用该语言编码

的客体和事件的那些特征"$-'>25-_5-30*,;W&._K

5-3( 5-=*/=&;W57_5-3>2*;&72.,.7>&,5;>57;*0*'I&7>;

.-9 &=&->;>2.>-.. 05>;*U&7*-7&W>+./5d.>5*- *0>2&

&=&->! .-9 - '. .,&,&.95/8&-7*9.'/&5- >2&/.-K

3+.3&.-W(JG." 他认为!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学习

一种特地方式的#讲话思维$!#每一种语言都训

练讲这种语言的人在谈论事件和体验的时候以不

同方式去注意这些事件和体验$ -W(MF. " 既然

讲不同的语言要求启动不同的讲话思维!那么对

于第六类证据!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学习者之所以

在使用二语表达时常常按照母语的模式对要表达

的内容进行编码!是因为他们在使用二语时仍然

习惯于按照母语讲话思维来讲话"

这一解释也与 [&//&,U.--#FFL.的看法相一

致" [&//&,U.-指出!#不同的语言倾向于使讲该

语言的人以不同方式将经验概念化!当二语学习

者在使用二语将需要表达的事件'语词化(的时

候!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去选择有利于他们保持

母语视角的语言工具"$-W(#$J.

四%结语

本文从梳理语义迁移基本证据%归纳对语义

迁移证据的解释情况入手!概览了当前国际语义

迁移研究的现状" 可以看出!当前的语义迁移研

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不足)

#(语义迁移研究偏重于词汇语义层面!而对

于命题语义层面的迁移现象严重忽视"

!(当前的研究侧重于揭示语义迁移的表现!

获取其存在的证据!而对语义迁移发生的内在机

制缺乏深入探讨"

$(由于缺乏对语义迁移机制的深入探讨!使

得当前的语义迁移研究无法找到一个能统摄概念

迁移%词汇语义迁移%命题语义迁移三大类研究的

清晰的理论框架!导致这三大类研究之间渊源不

明!各自为政///有不少研究内容是交叠重复的!

却被冠以不同的研究名称"

N(由于当前的语义迁移研究过分囿于词汇语

义层面!相关研究手段和方法比较狭窄和有限"

同时!从当前的研究结果中!我们也可以获得

以下启发)

#(语义迁移可能相关于讲不同语言的人在概

念系统上的跨语言差异"

!(语义迁移可能相关于学习者的两种语言

-二语与母语.在心理词汇表征方式上的特点和

联系"

$(语义迁移现象发生的源头可能应追溯到言

语产出过程中的前言语信息生成阶段!即概念化

环节"

由此!我们认为!未来的语义迁移研究可以从

以下几点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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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并充分整合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关于#概念化$ -7*-7&W>+./5d.>5*-.的有关论述!

!

结合双语词库研究的有关成果!立足言语产出过

程!构建一个能充分解释现有各种语义迁移证据

的理论框架"

!(从新构建的理论框架出发!廓清当前的概

念迁移%词汇语义迁移与命题语义迁移三大类研

究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现有的各种语义迁移证据

进行合理归类"

$(立足新构建的理论框架!从深%广度两个方

面进一步拓展语义迁移的基本证据!并以此为基

础!对新构建的理论框架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以期

逐步深入地揭示语义迁移的内在过程和机制"

N(加强对命题层次上的语义迁移研究!拓展

语义迁移研究的范围"

L(借鉴双语表征或试验心理学的某些研究手

段和方法!开辟语义迁移研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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