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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词汇石化现象的研究

祁爱玲

(伊犁师范学院外语系
,

新疆 伊宁 8 3 5 0 0 0)

摘要
:
石化现象是英语学习中不可避免的 问题

,

词汇学习是英语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石化现象给英语学习带来很大不

便
,

是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中难以克服的问题
。

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 范畴理论为消除词汇石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

从而可

以提高学生的二语习得效果和大学英语的整体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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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近十年的教学经验发现
,

词汇石化现象在师范院

校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普遍存在
。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

有这样一个共识
,

即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

词汇量从初级阶段

到中级阶段会有很大的提高
,

而从中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时
,

词

汇量提高的速度比较慢
,

有些是停滞不前
,

甚至有些学生的词

汇量会呈下降趋势
。

这种现象就是二语习得研究中的
“

词汇石

化现象
” ,

有些学者也称之为
“

词汇习得高原现象
” 。

现象的称

呼不同
,

但所指的是同一个概念
。

词汇石化是外语学习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现象
。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 ?D ?A w ikil
n S

说过
“

没有

语法
,

人们不能表达很多东西
,

但是没有词汇
,

人们则不能表达

任何东西
” 。 「, ]

语言学家 Zi m m e m all (l 99 7 )认为
, “

词汇学习对语

言学习者而言
,

应处于中心地位
,

作用最为关键
。 ” 口 l

由此可见
,

词汇在大学英语学习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

如何消除词汇

石化
,

提高大学英语词汇运用水平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

值

得人们对其重视和研究
。

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为此

现象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

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认

为
,

概念是以原型的方式存在于人脑的
。

概念形成的过程即范

畴形成的过程
。

原型位于范畴的最中心位置
,

其他成员按照家

族相似性处于从原型到边缘的某个位置上
。

词义分为上义层

(
s u p e or dr i n a t e l

e v e
l )

、

基本层 (b
a s ie l

e v e
l )和下义层 (

s u b o dr in a t e

el ve l )
。

基本层对应于原型
。

在学生处于词汇石化阶段时
,

如果

教师能把原型范畴理论应用到词汇教学中去
,

必将引起学生词

汇量质的飞跃
,

提高他们学习 芙语的效果
。

1 国内外对石化现象的研究综述

19 72 年塞林克提出了
“

词汇石化
”

这一概念
,

他指出
: “

外语

学习者的中介语趋于保留与它的 目的语有关的那些石化了的

语言点
,

语法规则及亚系统特征
,

不受外语学习者 的年龄及其

所接受的外语教育的多少的影响
。

石化了的结构趋于以潜在

方式存在
,

在表面认为已被清除了以后
,

会在学习者的输出中

重新出现
。 ” 3[]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

国外众多学者对石化现象

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石化产生 的原因
:

Sel ni ke (rl 97 2 )从中介语理论角度阐释了石化产生的五因素
,

即

母语迁移
、

培训转移
、

学习策略
、

交际策略和 目的语笼统化 ;

Sc hu m an n( 9l 78 )从洋径滨假说的角度分析了石化产生的两个原

因
:

二语学习者对 目的语所持的社会和心理距离及反复使用有

限的语言进行交际 ; Kr as hell (19 8 5) 从语言习得过程的角度认为

有五方面原因
:
目的语输人数量不足

、

目的语输人质量不适
、

感

情过滤器
、

目的语输出过滤器和目的语语言变异形式 的习得 ;

Ell (si 9l 94 )从生物论及学习者动机角度认为
:

产生石化有内外两

个因素
,

内因
:

年龄因素
:

缺乏与目的语社会文化融合 的欲望
。

外因
:

交际压力
:

缺乏学习机会
:

反馈性质 (相互作用论 )对学习

者第二语言使用的影响
。

J ho sll oll (19 % )从认知学的角度认为石

化产生的原因是 D E C (d
e e

l
a r a t iv e

k
n o w l

e d g e

陈述性知识 )输人不

够
,

影响陈述化和程序化进程
。

To m il os n( 9l 97 )也从认知学的角

度认为
:

技巧循环 (目标
一
比较

一

尝试
一

结果
一

反馈 )每一阶段及时

反馈和帮助不能顺利实现
。

Tr ill o( 2 002 )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认

为未获得适当的语用标记是石化产生的原因
。 口]
我国学者如戴

炜栋
、

陈慧媛
、

姜楠
、

杨文秀
、

张雪梅
、

陈淑芳等都对石化现象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

其中以戴炜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

了我国英语石化的基本发展模式
:

中小学阶段外语稳步提高 ;

在大学
,

外语专业的学生在大一
、

大二阶段外语突飞猛进
,

随后

进人高原期
,

即石化 阶段 ; 非外语专业的学生情况也是如此
。

这种暂时的石化阻碍了学生外语能力的发展
。

此时如果有最

优的输人
,

他们 的外语能力会有极大的提高
。

2 原型范畴理论综述

原型理论源于认知心理学
,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一批具有

远见卓识的学者引人语言学领域
,

用于意义分析
。

该理论的提

出对经验世界中的概念和范畴的研究是一大实质性的突破
,

因

为它与经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范畴观相左
。

经典的范畴观认

为范畴由一组拥有共同 (必要和充分 )特征的要素组成
。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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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标准的实体就是范畴的成员
,

并且成员的地位相等
。

经典

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客观事物在大脑中的机械反映
,

范畴之间

具有明显的分界
。

亚氏经典范畴理论在 20 世纪受到来自哲学界
、

心理学界
、

认知语言学界的指责
,

因为近几十年的认知科学研究发现
,

很

多概念范畴和语言范畴无法用这一传统理论阐释
。

20 世纪 50

年代
,

Lu dw ig W itt ge sll eti
n
通过对 ga m 。

的研究
,

提出了家族相

似性理论 (Fa m xil Re es m bl all
c e

)
。 「5]
在此基础上

,

拉波夫
、

罗施
、

莱考夫等人对一些最基本概念进行了定量研究
。

20 世纪 60 年

代
,

人类学家 Be ril n
和 Ka y 对颜色词进行了研究

。

Be ril n
和

K ya 研究了 98 种语言
,

发现了基本颜色范畴
,

而且发现了某一颜

色范畴中的最具代表性的颜色 ( nr
o s t ty p i e a

l
e x a nr p l

e

)
,

发现人们

是根据焦点色 ( of ac l
c ol o sr ) 对颜色连续体进行切分和范畴化

的
。

2 0世纪 70 年代
,

心理学家 Ro sc h 做了大量的有关范畴的

内部结构和外在联系的心理学实验
,

提出了
“

原型及基本层次

范畴理论
” 。 陌

咧如在 [Bi dr 〕范畴中
, “

身小而轻巧
,

可飞
,

可下

蛋
”

被视为典型的鸟类的特征
,

所以
,

麻雀常被认为是原型
,

而

体型庞大
、

沉重
、

不会飞的鸵鸟
、

企鹅等被视为边缘成员
。

由此

可见
,

范畴的不同成员在典型程度上有分级性
。

另外
,

罗施还提出范畴化双轴和范畴化的认知经济和认知

世界结构两个原则
。

范畴化双轴又称为范畴系统 的垂直和水

平维度 (
v e rt ie a

l
a n d h

o五z o n t a l d inr e n s io n s

)
,

用于表示范畴的抽

象层次及其内在组织
,

垂直维度是范畴从上到下的包含性
。

在

用具的范畴层次结构 中
,

A rt e
af

e t一 r u r n i t i r e 一 C h a ir 一K i t e h
e n c

h
a ir

构成一条垂线
,

在这条线上的各层次逐级包括
: A ert af ct >F ur

-

n it i er > C h a ir > K i t e h
e n e

h
a i r

,

并按照从最概括到最具体的顺序排

列
,

每一上位范畴都包含下一个范畴的特征
。

在垂直维度上
,

基本层次范畴比其他任何层次的包含性和有用性都高
,

它既是

我们认知世界的依据
,

也是解读世界的结果
,

是外部经验世界

呈现特征最显著的基本事物
,

人类只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就可

收获最大的信息量
,

这就是认知经济原则 (u ng
e
er

r & s hc m di,

20 01
:

68 )
。 口

在用具范畴结构的垂直维度上
,

Cha ir 是基本层次
,

该层次连 同其上位范畴
、

下位范畴这三个层级
,

即 uf m uit er >

hc air >k i ct he
n
hc air 一起构成范畴的层级结构

,

即认知世界结

构
。

表达基本层次 的词就叫做
“

基本层 次词
”

( Ba si
c

Le ve l

et -nrl
S

)
” 。

在这个层次上
,

人们在视角上和功能上把事件看作具

有 整 体 性 (Th
e w h

o
l
e s S e e nr t o b e nr o

er p s y e
h

o
l
o g ie a

l ly b a s ie

ht all ht e

Pa srt
.

)
,

反映了所形成的意象图示
。

La ko (ff 1 9 8 7 )指出
:

基本层次结构可用格式塔感知
、

心智意象

和动觉运动来描写
。

(Th
e b a s ie l

e v e
l

e a n b e c
h

a ar e t e r i z e d by g e -

s t a l t p e r e e p t io n ,

nr e n t a l inr a g e钾
, a n d nr o t o r nr o v e nr e n t s

.

)
「81U n g e

er
r

& Sc h m di 曾将基本层次
、

上义层次和下义层次作过对比研究
。

Be ril
n
和他的同事们在论述范畴和原型时

,

与 B or w n 、

R os hc
、

M er
-

vi
s

等人也有类似的发现
。

他们通过跨文化分类对比研究发现
,

动植物可分成 5
一
6个层级

,

从上向下的第三个层级为
“

中间层

次
” 。

Be ril
n

在 1 97 8年还将生物中用语言表达的类别大致简化

分为三个层次
:

)l 高位的生命层次 ( ht
e Li ef 一 of -nrl Le ve l )

,

2 )中位

的类别层次( th
e G e n e五c L e v e

l )
,

3 )低位的具体层次 (
th

e

PS
e e i五e

Le ve l )
。 田B] erl ni 上述的分类主要是从人类植物性 ( Et hn bo ot a

yn )

和人类动物学 ( Et h
n oz oo ol 群 )角度来说的

,

而 B or w n 、

Di 二ell &

ve sr Po
o r

等学者是从更广范围内作出的
。

H ud os
n

指出
:

基本层

次概念有一定的相对性
,

或许与人们生活的区域或职业等因素

有关
。

以上是认知语言学中原型范畴化理论的发展过程
。

3 基本范畴词汇的重要性

基本词汇范畴在词汇认知中具有特殊地位
。

基本范畴词

汇最先出现
,

然后是上位范畴词汇和下位范畴词汇
。

如儿童看

见一只狗
,

他会说
,

这是狗
,

而不会说狗的上位词
“

动物
”

或狗的

下位词
“

哈巴狗
” 。

在高校
,

基本范畴词汇是词汇范畴中最重要

和最基本的层面
,

其重要性表现在
:

)l 基本范畴词汇是交际的基础
。

在人们的日常社会中
,

基

本范畴词汇出现的频率最高
,

最为人们熟悉和掌握
。

如我们会

把各种猫称为
“

猫
” ,

而不是
“

波斯猫
”

或
“

猫科动物
” 。

在没有获

得
“

家具
”

一词的概念下
,

人们会用
“

房间里有一张床和两套沙

发
”

来代替
“

房间里有一些家具
”

样的句子
。

基本范畴词汇大多

是音节较少
、

词形简单的词汇
,

因此
,

它是最先
,

最容易被人们

习得的
,

是人们交流的基础
。

2 )基本范畴词汇具有极强的构词能力
。

基本范畴词汇最

早获得名称
,

所以具有随意性
,

构词能力很强
,

使用频率最高
。

如描写一场交通事故
,

人们大多会说
“

两辆车相撞了
” ,

而不会

说
, “

两辆交通工具相撞了
”

或
“

一辆越野车和一辆小轿车相撞

了
”

(除非需要说明事故的细节 )
。

许多下义词都是有基本词汇

构词的合成词
。

如
, o ar n g e ter

e ,

b e dor o nr
,

b la e
kb i耐

, S n o w nr a n

等

等
。

英语中还有许多由基本范畴词汇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大

量的单词
。

如
: m ot h er 这个基本范畴词汇可以派生出 m ot herl y

、

nr o th
e r

l
e s s 、

q u e e n nr o th
e r 、 e x p e e t a n t nr o th

e r 、
w o r

k i
n g nr o th

e r 、 s t e p
-

nr o th
e r 、 a d叩 t iv e nr o th

e r 、

of s t e r nr o th
e r 、 s u r or g a t e nr o th

e r 、
g e n e t ie

nr o th
e r 、

nr o th
e r t o n g u e 、

nr o th
e r e a r th

、
nr o th

e r n a t u er
、
nr o th

e r
11

-

q u o r 、
-nI o th

e r w it等单词
。

3) 基本范畴词汇是隐喻和转喻机制的基础
。

人们的隐喻

和转喻思维大多是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发展 的
。

如基本词汇
“

oxf
”

比上义词
“

an nir al
”

有更多的隐喻意义
。

除了表示
“

狐狸
”

之

外
,

还可以指
“

狡猾的人
” 。

基本词
“

oc ol
”

比上义词
“
et m Pe ar t ur

e ”

有更多的隐喻意义
。

除了表示
“

凉爽
”

之外
,

还可以指一个人很
“

酷
” 。

b idr
、

fl
o w e r 、

d o g等比 d o v e 、

or s e 、 a n inr a
l的隐喻用法更多

。

通过基本词汇隐喻和转喻机制
,

极大地丰富了语言中的词汇和

人们的表达能力
。

Un ge err & Sc hm di 曾将基本层次
、

上义层次和下义层次作了

对比
,

如下表所示
:

4̀栏 目责任编辑 : 束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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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标准的实体就是范畴的成员
,

并且成员的地位相等
。

经典

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客观事物在大脑中的机械反映
,

范畴之间

具有明显的分界
。

亚氏经典范畴理论在 20 世纪受到来自哲学界
、

心理学界
、

认知语言学界的指责
,

因为近几十年的认知科学研究发现
,

很

多概念范畴和语言范畴无法用这一传统理论阐释
。

20 世纪 50

年代
,

Lu dw ig W itt ge sll eti
n
通过对 ga m 。

的研究
,

提出了家族相

似性理论 (Fa m xil Re es m bl all
c e

)
。 「5]
在此基础上

,

拉波夫
、

罗施
、

莱考夫等人对一些最基本概念进行了定量研究
。

20 世纪 60 年

代
,

人类学家 Be ril n
和 Ka y 对颜色词进行了研究

。

Be ril n
和

K ya 研究了 98 种语言
,

发现了基本颜色范畴
,

而且发现了某一颜

色范畴中的最具代表性的颜色 ( nr
o s t ty p i e a

l
e x a nr p l

e

)
,

发现人们

是根据焦点色 ( of ac l
c ol o sr ) 对颜色连续体进行切分和范畴化

的
。

2 0世纪 70 年代
,

心理学家 Ro sc h 做了大量的有关范畴的

内部结构和外在联系的心理学实验
,

提出了
“

原型及基本层次

范畴理论
” 。 陌

咧如在 [Bi dr 〕范畴中
, “

身小而轻巧
,

可飞
,

可下

蛋
”

被视为典型的鸟类的特征
,

所以
,

麻雀常被认为是原型
,

而

体型庞大
、

沉重
、

不会飞的鸵鸟
、

企鹅等被视为边缘成员
。

由此

可见
,

范畴的不同成员在典型程度上有分级性
。

另外
,

罗施还提出范畴化双轴和范畴化的认知经济和认知

世界结构两个原则
。

范畴化双轴又称为范畴系统 的垂直和水

平维度 (
v e rt ie a

l
a n d h

o五z o n t a l d inr e n s io n s

)
,

用于表示范畴的抽

象层次及其内在组织
,

垂直维度是范畴从上到下的包含性
。

在

用具的范畴层次结构 中
,

A rt e
af

e t一 r u r n i t i r e 一 C h a ir 一K i t e h
e n c

h
a ir

构成一条垂线
,

在这条线上的各层次逐级包括
: A ert af ct >F ur

-

n it i er > C h a ir > K i t e h
e n e

h
a i r

,

并按照从最概括到最具体的顺序排

列
,

每一上位范畴都包含下一个范畴的特征
。

在垂直维度上
,

基本层次范畴比其他任何层次的包含性和有用性都高
,

它既是

我们认知世界的依据
,

也是解读世界的结果
,

是外部经验世界

呈现特征最显著的基本事物
,

人类只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就可

收获最大的信息量
,

这就是认知经济原则 (u ng
e
er

r & s hc m di,

20 01
:

68 )
。 口

在用具范畴结构的垂直维度上
,

Cha ir 是基本层次
,

该层次连 同其上位范畴
、

下位范畴这三个层级
,

即 uf m uit er >

hc air >k i ct he
n
hc air 一起构成范畴的层级结构

,

即认知世界结

构
。

表达基本层次 的词就叫做
“

基本层 次词
”

( Ba si
c

Le ve l

et -nrl
S

)
” 。

在这个层次上
,

人们在视角上和功能上把事件看作具

有 整 体 性 (Th
e w h

o
l
e s S e e nr t o b e nr o

er p s y e
h

o
l
o g ie a

l ly b a s ie

ht all ht e

Pa srt
.

)
,

反映了所形成的意象图示
。

La ko (ff 1 9 8 7 )指出
:

基本层次结构可用格式塔感知
、

心智意象

和动觉运动来描写
。

(Th
e b a s ie l

e v e
l

e a n b e c
h

a ar e t e r i z e d by g e -

s t a l t p e r e e p t io n ,

nr e n t a l inr a g e钾
, a n d nr o t o r nr o v e nr e n t s

.

)
「81U n g e

er
r

& Sc h m di 曾将基本层次
、

上义层次和下义层次作过对比研究
。

Be ril
n
和他的同事们在论述范畴和原型时

,

与 B or w n 、

R os hc
、

M er
-

vi
s

等人也有类似的发现
。

他们通过跨文化分类对比研究发现
,

动植物可分成 5
一
6个层级

,

从上向下的第三个层级为
“

中间层

次
” 。

Be ril
n

在 1 97 8年还将生物中用语言表达的类别大致简化

分为三个层次
:

)l 高位的生命层次 ( ht
e Li ef 一 of -nrl Le ve l )

,

2 )中位

的类别层次( th
e G e n e五c L e v e

l )
,

3 )低位的具体层次 (
th

e

PS
e e i五e

Le ve l )
。 田B] erl ni 上述的分类主要是从人类植物性 ( Et hn bo ot a

yn )

和人类动物学 ( Et h
n oz oo ol 群 )角度来说的

,

而 B or w n 、

Di 二ell &

ve sr Po
o r

等学者是从更广范围内作出的
。

H ud os
n

指出
:

基本层

次概念有一定的相对性
,

或许与人们生活的区域或职业等因素

有关
。

以上是认知语言学中原型范畴化理论的发展过程
。

3 基本范畴词汇的重要性

基本词汇范畴在词汇认知中具有特殊地位
。

基本范畴词

汇最先出现
,

然后是上位范畴词汇和下位范畴词汇
。

如儿童看

见一只狗
,

他会说
,

这是狗
,

而不会说狗的上位词
“

动物
”

或狗的

下位词
“

哈巴狗
” 。

在高校
,

基本范畴词汇是词汇范畴中最重要

和最基本的层面
,

其重要性表现在
:

)l 基本范畴词汇是交际的基础
。

在人们的日常社会中
,

基

本范畴词汇出现的频率最高
,

最为人们熟悉和掌握
。

如我们会

把各种猫称为
“

猫
” ,

而不是
“

波斯猫
”

或
“

猫科动物
” 。

在没有获

得
“

家具
”

一词的概念下
,

人们会用
“

房间里有一张床和两套沙

发
”

来代替
“

房间里有一些家具
”

样的句子
。

基本范畴词汇大多

是音节较少
、

词形简单的词汇
,

因此
,

它是最先
,

最容易被人们

习得的
,

是人们交流的基础
。

2 )基本范畴词汇具有极强的构词能力
。

基本范畴词汇最

早获得名称
,

所以具有随意性
,

构词能力很强
,

使用频率最高
。

如描写一场交通事故
,

人们大多会说
“

两辆车相撞了
” ,

而不会

说
, “

两辆交通工具相撞了
”

或
“

一辆越野车和一辆小轿车相撞

了
”

(除非需要说明事故的细节 )
。

许多下义词都是有基本词汇

构词的合成词
。

如
, o ar n g e ter

e ,

b e dor o nr
,

b la e
kb i耐

, S n o w nr a n

等

等
。

英语中还有许多由基本范畴词汇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大

量的单词
。

如
: m ot h er 这个基本范畴词汇可以派生出 m ot herl y

、

nr o th
e r

l
e s s 、

q u e e n nr o th
e r 、 e x p e e t a n t nr o th

e r 、
w o r

k i
n g nr o th

e r 、 s t e p
-

nr o th
e r 、 a d叩 t iv e nr o th

e r 、

of s t e r nr o th
e r 、 s u r or g a t e nr o th

e r 、
g e n e t ie

nr o th
e r 、

nr o th
e r t o n g u e 、

nr o th
e r e a r th

、
nr o th

e r n a t u er
、
nr o th

e r
11

-

q u o r 、
-nI o th

e r w it等单词
。

3) 基本范畴词汇是隐喻和转喻机制的基础
。

人们的隐喻

和转喻思维大多是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发展 的
。

如基本词汇
“

oxf
”

比上义词
“

an nir al
”

有更多的隐喻意义
。

除了表示
“

狐狸
”

之

外
,

还可以指
“

狡猾的人
” 。

基本词
“

oc ol
”

比上义词
“
et m Pe ar t ur

e ”

有更多的隐喻意义
。

除了表示
“

凉爽
”

之外
,

还可以指一个人很
“

酷
” 。

b idr
、

fl
o w e r 、

d o g等比 d o v e 、

or s e 、 a n inr a
l的隐喻用法更多

。

通过基本词汇隐喻和转喻机制
,

极大地丰富了语言中的词汇和

人们的表达能力
。

Un ge err & Sc hm di 曾将基本层次
、

上义层次和下义层次作了

对比
,

如下表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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