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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名物化是语言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学术语篇的标志。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中国英语学习

者名物化隐喻能力也有所发展，但同时又出现了停滞。即使高水平学习者仍存在隐喻操控不足的问题，

这可能和过度强调语言的正确性有关。目前学界针对我国英语学习者名物化隐喻能力发展的研究并不多，

因此关注学习者名物化的中介语特征及动态发展过程，可以帮助其发现名物化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提高学术写作水平和二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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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概念语法隐喻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ａ
ｐｈｏｒ）是成人语篇的特点，也是学术语篇和科技语
篇的重要体现。Ｂｙｒｎｅｓ指出，它 “似乎关乎任何

语言中高级性现象的核心问题，因此也包括二语的

高级性。”［１］由于创造概念语法隐喻最常见的方式

就是名物化，［２］所以名物化的运用成为体现二语学

习者语言水平的重要参数。名物化出现的频率也与

语篇类型的正式程度成正比，［３］因此名物化对于二

语学术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早期学界关于语法隐喻的研究主要针对母语者

展开，认为语法隐喻会在青少年早期出现，隐喻式

的使用和教学大纲对学习者写作能力的要求相契

合。［４－５］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关注二语学

习者语法隐喻能力的发展以及该能力与学术写作水

平之间的关系。［６－７］然而，关于中国英语学习者语

法隐喻能力发展的研究并不多。此外，鲜有学者关



注语法隐喻的中介语特征，学界一般将学习者使用

不当的隐喻式视为错误。［８］值得注意的是，Ｌｉａｒｄéｔ
将运用不当的隐喻式看作标志隐喻能力发展的过渡

形式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ｆｏｒｍｓ），发现我国英语学习者名
物化语法隐喻能力呈发展趋势。［９－１０］国内学者大多

将名物化看作学习者概念语法隐喻能力的指标之

一，发现学习者存在隐喻类型单一［１１］、语义韵与

搭配误用［１２］、隐喻转化错误或不完整问题［１３］。

目前学界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名物化隐喻能力

发展的研究不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英语学习者名

物化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关注学习

者名物化的中介语特征及动态发展过程，从而加深

对学习者名物化隐喻能力的认识，帮助学习者发现

名物化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高学术写

作水平和二语水平。由于语法隐喻能力的发展具有

个体发生维度［１４］，因此本文收集国内英语专业硕

士、博士论文的英文摘要各５篇作为语料，鉴于博
士学习者进行学术写作的时间和水平一般都超过硕

士，我们默认博士为高水平英语学习者，硕士为相

对较低水平的学习者。本研究将采用定量分析和定

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１．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博士阶段的名物化隐喻
能力与硕士阶段相比是否有所发展？若有发展，发

展的程度如何？

２．在博士阶段和硕士阶段，中国英语学习者
名物化５个类别①的使用情况是否相同？

３．中国英语学习者名物化语法隐喻的运用是
否存在中介语现象？如果存在，其特征是什么，博

士和硕士的表现是否相同？

二、名物化语法隐喻及其类别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将语法隐喻分为概念语法隐喻和人际
语法隐喻。［１５］名物化是概念语法隐喻最为强大的手

段。［１６］从语义功能的角度来看，名物化主要指把某

个过程或特征看作事物。名物化具有浓缩信息、虚

化施事的功能，使句子体现的意义更为客观，［１７］因

此在学术语篇中的使用较为频繁。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和 Ｍａｔ
ｔｈｉｅｓｓｅｎ基于语义成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对概念
语法隐喻进行重新分类，具体分为１３类，［１８－１９］笔
者结合所收集的名物化语料列举如下 （见表１）。

表１　名物化语法隐喻的类别

Ｔｙｐ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ｎｔｉｔｙ Ｅｐｉｔｈｅｔ→ Ｔｈｉｎｇ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ｕ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ｔｉｔｙ
Ｅｖｅｎｔ→ Ｔｈｉｎｇ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Ｔｈｉｎｇ
Ｃａｔｅｎ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ｇ

ｖｅｒｂ→ ｎｏｕｎ
ｕｓｅ→ ｕｓａｇ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ｄｔｏ→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３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ｅｎｔｉｔｙ Ｍｉｎ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ｉｎｇ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ｐｈｒａｓｅ）→ ｎｏｕ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ｒｃｅ

４ ｒｅｌａｔｏｒ→ 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ｇ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ｎｏｕ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５ ＋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ｉｎｇ ＋ｎｏｕｎ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

三、语料及标注

（一）语料

　　语法隐喻的判断需依赖语境，［２０］因此本文将语
料限定在应用语言学领域，以 “二语习得”为关

键词、时间限定为最近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２１
年６月），在中国知网博硕论文数据库检索学位论
文。为保证语料代表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整体水平，

尽量选择来自不同高校、不同导师、不同发表时间

的论文。按照这一标准，收集硕博士学位论文各

２０篇，在此基础上随机采用二者各５篇，共计１０
篇论文。本研究仅使用其中的摘要部分，去除括号

内的解释内容、引用、关键词等，只保留摘要正文

并整理保存为纯文本文件，分别命名为ＭＡ（１５）
和ＤＡ（１５），最后建成 《中国英语学习者学位论

文摘要语料库》（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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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只对名物化语法隐喻的５个类别进行列举分析。



表２　中国英语学习者学位论文摘要语料库

子库 文本 类符 形符 子库 文本 类符 形符

ＭＡ－１ １６２０ ４１７０ ＤＡ－１ ３３２０ ９９９０
ＭＡ－２ １８８０ ５２７０ ＤＡ－２ ２２３０ ７９３０

硕士 ＭＡ－３ １７５０ ３５６０ 博士 ＤＡ－３ ３１５０ １０２５０
ＭＡ－４ １９３０ ４８１０ ＤＡ－４ ２９８０ ７４４０
ＭＡ－５ １４９０ ２７９０ ＤＡ－５ ４５２０ １５９８０

平均 １７３４ ４１２０ ３２４０ １０３１８
总计 ８６７０ ２０６００ １６２００ ５１５９０

（二）标注

由于语法隐喻的判断需依赖语境，词性转

换只是实现隐喻的一种方式，［１７］语法隐喻未必

有屈折变化。然而基于软件自动检索语法隐喻

主要依赖形态学，目前只能局限于部分类别，

且需要大量语料支撑，因此并不适用于本研究。

本文对语料主要进行手动标注，同时借助

ＡｎｔＣｏｎｃ软件进行词汇检索和词频统计。标注时
笔者采取了以下原则：１．语义成分及级转移原
则。大多数隐喻研究过于依赖形态变化，通过

名词后缀判断名物化［１２］，［２０］，其局限上文已述。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认为语法隐喻必须要有相应的一致式，
并具有语义成分和级转移。［１４］２．不区分活隐喻
与死隐喻。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区分了示例语法隐喻 （ｉｎ
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和系统语法隐喻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将后者视为语
言系统一部分，即死隐喻。［１４］李文、郭建辉认

为二者的界限在实际判断中过于模糊，因此本

研究不做区分。［１３］３．包括动名词 （词组），但

不包括内嵌小句和不定式名化。４．如果论文中
反复使用的名物化形式属于该论文的研究对象

（如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ｃｃｅｎｔ），我们只在它首
次出现时标注。

四、定量和定性分析

本文拟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学位论文摘要中名物

化的使用情况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探究学习者名

物化语法隐喻能力的总体发展趋势、挖掘名物化的

中介语特征并对比两类学习者之间的差异。首先，

对手动标注结果进行定量分析，主要包括名物化词

汇量①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见图１）和名物
化词频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见表 ３）。其
次，定性分析包括隐喻操控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和隐喻充实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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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学习者名物化语法隐喻词汇量

（一）定量分析：数据和结果

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学习者名物化语法隐喻的

能力总体呈发展趋势，相较于硕士学习者，博士学

习者所用名物化的词汇量和词频明显高出很多，增

长了约一倍。硕士和博士学习者使用的名物化语法

隐喻类型基本相同，其中类型２最多，这和李文、
郭建辉［１３］对比国内外博士论文的发现一致，因此

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动词的名物化是最强大的语法

隐喻手段。在对硕士和博士学习者５种名物化类型
的使用频率进行卡方检验后，我们发现博士和硕士

学习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虽然学习者

名物化的使用频率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

这一增长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这可能和文

本长度有关，博士学习者文本长度明显多于硕士学

习者 （见上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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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一词根的重复使用只计算一次。



表３　学习者名物化语法隐喻类型频数、排名和频数差异性

类型
硕士 博士

频数 排名 频数 排名
χ２

频数差异

显著性

１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ｕｎ ２１ ２ ５５ ２ ３２６１ ００７１
２ ｖｅｒｂ→ ｎｏｕｎ １０８ １ １６８ １ ３２９２ ００７０
３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ｒａｓｅ）→ ｎｏｕｎ １ ４ ３ ４ ０２３１ ０６３１
４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ｎｏｕｎ ０ ５ ２ ５ １１５７ ０２８２
５ ＋ｎｏｕｎ ４ ３ ５ ３ ０２５０ ０６１７
合计 １３４ ２３３

（二）定性分析：隐喻操控和隐喻充实

隐喻操控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指语言使用

者所建构隐喻的完全性和对这一过程的控制程

度，［９］可以对名物化隐喻能力进行定性测量。学习

者名物化隐喻操控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６种中介语
隐喻形式：动名词 （Ｇｅｒｕｎｄｎｏｕ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动名词名物化 （Ｇｅｒｕｎｄｉｖｅ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ｏｆ）、不完全建构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ａｌ：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非词 （Ｎｏｎｗｏｒ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ｉｏｎ）、复数变化不当 （Ｉｎ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ｐｌｕ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上下文搭配不当 （Ｃｏｔｅｘｔｉｎ

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ｃ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９］

笔者对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硕士和博士学习

者运用动名词这一中介语表达式较多，例如：

１．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ｍｅｄｉ
ｕｍ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ｎ
ｓｅｎｉｏｒ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ｌｅｘ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１） （完全式应为：ａｃｑｕｉｓｉ
ｔｉｏｎ）
２．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ＦＬ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ＥＭＣｉ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ｒｏ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ｌｅｖｅｌｓ… （ＭＡ３）（完全式应为：ｕｓａｇｅ）
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２）（完全式应为：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
４．…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ｏｍｅ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ｂｙｉｎａｐ
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ｅｎｓｅｃｈｏｉｃｅｓ… （ＤＡ３） （完全式应为：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ｓ）
虽然这些动名词也具有隐喻功能，但是它们并

不完备，仍属于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的过渡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名词形式并不存在语法上的

错误，即使在博士学习者中仍会出现，因此我们可

以认为学习者名物化隐喻能力的发展出现了石化

（ｆｏｓｓ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或者停滞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这可能和教
师过于关注语言的正确性而忽视了语言的适切性

有关。

隐喻充实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指 （隐喻

式所表达）意义的程度和质量 （Ｌｉａｒｄéｔ，２０１３
年）。Ｌｉａｒｄéｔ指出隐喻充实可以体现隐喻式的技术
性、正式性及精确性，是语法隐喻能力的第二个定

性指标，主要表现为纵向词汇选择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
ｌｅｘｉｃ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ｓ）。［１０］比如 ｃｈａｎｇｅ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都将
表示变化的过程重新建构为事物，但它们的意义和

用法有所不同。二者处于同一词汇意义连续统的不

同位置，前者意义较普通，后者更为具体。［２１］在本

研究中，显然博士学习者名物化的运用更加丰富，

表现出更高的隐喻水平。例如：

１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２３
ａｎｄＳＰＳＳ１９．０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
（ＭＡ２）
１Ｂ：…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ｔｅｓｔｔａｋｅｒｓｇｏｔｔｈｅ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ｅｉｔｈｅｒ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ｓ… （ＤＡ２）
２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ｃｈａｎ

ｇｅｓａｍｏｎｇＥＳＬ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ｉｎｊｕｄｇ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ｓ… （ＭＡ１）
２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ｉｓ
ｔｅｎｅｒ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ｓ．（ＤＡ１）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中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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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使用情况，发现博士学习者的名物化隐喻能力

高于硕士学习者，前者所用名物化的词汇量和频数

都明显高于后者；博士所用名物化也更充实，意义

表达更准确。就名物化的５种类型来说，可能受文
本长度的影响，博士和硕士学习者之间的频数差异

并不显著。此外，学习者存在隐喻操控不足的问

题，具体表现为硕士和博士都选取了动名词这一中

介语表达式，这表明学习者名物化隐喻能力的发展

出现了停滞。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没有对这一现象

的原因进行深入探究，将来或许可从教师对语言正

确性和适切性的不同关注度来研究，从而更全面地

认识学习者名物化的运用情况，帮助学习者减少此

类过渡形式的使用，促进名物化能力的发展和学术

写作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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