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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复合词的掌握是英语扩大词汇量的重要方式。复合词在学习者英语能力的提高中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复合词的多样

组合建构的原因其实有迹可循。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下的范畴理论,探究英语复合词的语义构建,从而得出英语复合词建构的认知理

据。 

关键词：范畴化 英语词汇 复合词   

 

1词汇范畴化 

“范畴”一词起初在哲学中被诸多哲学家探讨，起初是亚里士多德

著名的范畴论中的十个范畴实体。在此之后，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也试

图对范畴进行了不同的定义。 Ungerer 和 Schmd 在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中也对范畴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们认为：（1）范

畴不代表世界现象的任意划分，而应视为基于人类思维的认知能力。（2）

认知范畴以概念上突出的原型为基础, 对范畴的形成有重要作用。（3）

认知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体现在两个相邻的范畴之间既相互分离又相

互融合。（4）在原型和边界之间，认知范畴包含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 

认知语言学作为现代来语言学新兴的一个语言学派，以原型范畴理

论作为主要基础理论。原型范畴理论是在人类认知基础上形成的范畴化

理论，也称现代范畴理论。目前为止，原型范畴理论所延展出的相关研

究和理论被广泛应用。Rosch 曾以 Wittgenstein 的家族相似性为哲学基础

提出了“原型”的概念。而“原型”概念的提出在原型范畴理论的研究

领域可谓是一大突破。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中强调原型是物体范畴最

好且最典型的成员。这一理论的范畴化等级结构包括基本层次范畴，上

位范畴和下属范畴，其中基本层次范畴是典型的原型范畴。 

基本层次范畴是人们可感知的世界中物体之间最明显的层次划分。

在英语词汇中，基本层次范畴的数量具有优势。这得益于语言和文化意

义的支持。基本层次范畴的英语词汇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是人们最常选

择的类别。上位范畴则对应着词汇中最为简单地类别划分，呈现突出显

示和概括性语义。除基本层次范畴外，英语词汇范畴最常见的类型不是

上位范畴，而是下位范畴。下位范畴的英语词汇丰富了细节描述，呈现

针对性和具体化语义。 

2复合词的建构 

Black bird, black bean or black hair 这样的复合词形式体现着一种概

念性的类型关系，并阐明了它们属于下位范畴层次。在复合词的组成中，

“名词范畴 (bird, bean, hair)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基本层次的词汇，拥有

丰富的范畴结构，即原型、好、坏的例子和大量的属性，这些属性也可

以用来概念化下位范畴。相比之下,以上复合词中形容词的元素项局限于

属性“black colour”。 这样的范畴结构肯定比单纯的 bird, bean, hair 范畴

要窄得多。这些发现符合认知构词法分析，即把像 black bird 这样的复

合词看作是修饰语-中心语结构，第一个元素修饰第二个元素。 

对于苹果汁 apple juice 等名词-名词复合词，构词分析是一样的，但

是认知结构有所不同。 我们有理由假设在这种关系类型中涉及两个基

本层次范畴，即 JUICE 和 APPLE。分析发现苹果汁 apple juice 的大部分

属性也被用来命名中心词上位范畴 JUICE，即苹果汁 apple juice 借鉴了

果汁 juice 的这些属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果汁的范畴化。当研究

coat collar 或鞋带 shoelace 这样的复合词时，关于不符合修饰语-中心语

结构疑虑得到强化。在这一点上，传统上假定的类型关系和修饰语-中

心语结构之间的并行性不再维持。为大衣领子的属性大多数项都与大衣

coat (即修饰语范畴)建立链接，而与衣领(中心语范畴)没有联系。这些发

现不难解释。coat collar, shoelace, shirtsleeve 等构成反应了这样的事实，

即这些范畴被构思为由复合词的第一个元素（COAT、SHOE、SHIRT）

表示整体的的零件或配件，其概念重要性在普通语言使用中压倒了类属

关系，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称为部分-整体复合词。 

同时，需要补充的是认知结构在语言中的表达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在复合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最好地反映在合成词中，

例如 motel or heliport，涉及各种属性的两个认知范畴的交叉可以形象地

表示。然而，复合词比合成词更常见，因为它们比合成词更直接地指示

了源范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表达下位范畴时是首选。 

3总结 

综上所述，从认知范畴和基于信息的属性来描述复合词似乎比传统

的构词法分析和严谨的从属逻辑观点都有一些优势。复合词拥有一个基

本的中心词和一个严格指定修饰符元素(blackbird)的限定太过死板了。对

于许多复合词，概念上占主导地位的源范畴不一定由复合词的第二个元

素表示。根据所涉及的范畴的显著性，与第一个元素相对应的认知范畴

可能同样重要，甚至可能占主导地位(apple juice)，特别是如果一个复合

词是基于部分-整体关系(coat collar, shoelace)。复合词都会吸引额外的属

性。它们中的许多可以追溯到额外的源范畴, 并且创建了一个新的、自

给自足的基本层次词汇。这样的过程体现着词汇范畴随着人类认知结构

改变而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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