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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语假名属于原始词根词, 通过附加词尾的方法派生出新的词汇形成动词群。第一个假名相同

的日语动词之间都存在某些语义上的相似性, 相同假名越多, 其家族相似性越高。把  类常用动词按照相

交、覆盖、隔断、交换以及咀嚼等语义划分为五个小群, 从家族相似性上进行了剖析, 发现假名  就是  类

常用动词中承载共同模糊语义的重要部分。尽管  类常用动词所表达的意义千差万别,但都与相交以及接

触有关。确认相交以及接触就是本类动词的共同语义特征,并由此推断出所有的  类常用动词处在一个模

糊的范畴中,由一个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相似性网络系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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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认知语言学认为,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以外

的所谓意义,也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以外的客观

真理。认知语言学提出语言与人的认知能力有

着密切的相关性和系统性,强调人的经验和认知

能力在语义解释中的重要作用。它为研究语言

词汇意义提供了新的角度与方法。我们此次以

人的经验、认知、范畴化作为日语动词研究的出

发点, 初次尝试对  类常用动词进行类属划
分和范畴化研究, 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虽说

 类常用动词的范畴化过程是一个心理过

程,但这个过程不是任意的, 而是受到  类常
用动词的特性以及人们对  类常用动词使用

经验的制约, 是人们的生理感知和大脑机制与

 类常用动词使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通

过类属划分和范畴化, 可以证明  类常用动
词家族相似性的特征与客观世界有着直接的关

系, 可以证明其意义是事物客观特征的具体反

映。我们又可以依据这种关系和特征进行逻辑

推理,推导出  类常用动词的模糊语义网络。

一、日语  类常用动词的范
畴化

语言是人类通过大脑对人类自身及周围环

境进行认知的结果,语言是两者互动的产物,所

以认知和语言的中心环节就是人。人类为了充

分认知客观世界, 必须采取最为有效的分析、判

断、归类的方法将来自外界的信息和认知的成果

进行分类储存和记忆定位。这种主客观相互作

用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就是范畴化的过程。

杰肯道夫 ( Jackendoff)提出: 认知所不可缺

少的一个方面就是进行类属划分的能力,即判定

某一个特定的事物是或不是某一个特定的范畴

的具体实例。 [ 1]
人类用有限的认知手段, 对千

变万化的客观世界进行认知、进行类属划分,把

从中获得的无限多的感性知识转化为有限个范

畴内的系统的理性知识, 然后再加以吸收和转

化。这种认知过程中的类属划分 (范畴化 )反映

到语言上就变成了语言学的范畴化。



里德 ( Reed)也提出: 构建知识的途径之一

是建立范畴。范畴是由那些在我们看来多少是

互相联系、并因此而被我们归成一类的事物或事

件组成的。 [ 2]
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些类

属划分的心理机制,决定了人类建立知识范畴的

途径和方式。类属划分不仅使认知得以实现并

证实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无限可分性, 而且降低了

认知的复杂性,从而导致所得到的范畴边界的模

糊性。为了对一连续客体进行认知, 人们根据实

际需要将其切分成若干个范畴,对客观世界的任

何切分,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模糊性。这种模糊

性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词语的意义上并形成语

义模糊。这些模糊词语的某些联系又将证明某

类事物的一族词语系缚在同一个范畴中。

基于以上理论, 我们认为, 把日语中的语义

千差万别的  类常用动词纳入同一范畴中进

行研究,不仅能使  类常用动词的认知规律

得以实现, 而且可以大大降低  类常用动词
认知的复杂性。在长期的日语动词教学中,我们

发现第一个假名相同的日语动词之间都存在某

些语义上的相似性,而相同假名越多则语义相似

性越大。此类现象尤其在日语  类常用动词

中最为显著。为弄清楚其中的缘由, 我们查阅了

数本日语词典,并特意把 !新明解国语辞典 ∀ (三

省堂株式会社, 1978年 )中 69个星号日语固有

动词中的 32个最常用的非复合类  类动词

提取出来,进行分析整理如下:

抱  、孵 ! 、書 ∀ 、掻 ∀ 、駆 #  、被  、被

∃  、被 %  、重 &  、重∋ 、霞(、陰 、飾 、

)∗、飼∗、限  、囲 (、囲∗、隠! 、隠+  、買

∗、代  、代 ,  、交, ! 、変  、変,  、返

 、返 !、帰 !、噛 (、 −  、醸 !

通过分析, 我们注意到  类常用动词语

义之间存在着十分接近的相似意义。将  类

常用动词划分在同一范畴内,将从本质上实现认

知经济性。罗施 ( Rosch )很早就明确指出: 每

个生物体都希望从其范畴中得到大量的有关周

围环境的信息,同时又尽可能少消耗掉其自身有

限的能力资源。 [ 3]
我们把  类常用动词进行

类属划分并纳入同一范畴进行认知研究, 将大大

降低相关日语常用动词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从

认知经济性的角度来说, 一个  类常用动词
的抽象概念所储存的信息不可尽数, 所需要的基

本概念却很少。这是因为人类具有的模糊思维

能力可以跨越思维的许多阶段和大量的信息,而

集中处理那些与当前任务有关的信息。伍铁平

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 跨越式思维  [ 4]。 跨越

式思维  可以使人脑高效率地工作。同时, 认知

经济性也不可避免地造成  类常用动词语义

范畴的模糊性。

二、日语  类常用动词的家
族相似性

赵艳芳认为, 所有范畴都是模糊范畴。同一

范畴的成员不是由共同特性决定的, 而是由家族

相似性所决定的, 即范畴成员之间总是享有某些

共同特性
[ 5]
。也就是说, 范畴没有固定的明确

的边界,随着新事物的产生、发展,其范畴的边界

可以随之扩大、拓宽。我们尝试把日语中的

 类常用动词纳入同一范畴中进行认知分

析,深刻探析  类常用动词以家族相似性为

特征的形体外延、语义内涵以及引申意义。

我们把日语  类常用动词的家族相似性

概括为以下两种形式: a.根据成员之间的相似性

所进行的概括; b.根据成员之间的共同属性所进

行的概括 (巴斯蒂克 Bastick, 1982)
[ 6 ]
。因为 a

类概括活动是根据相似性所进行的, 所以获得的

范畴通常都是没有 硬性核心  的模糊集合,它

们在某些方面往往是交叉的或者重叠的。正如

维特根斯坦 (W ittgenste in)所说, 我想不出有比

#家族相似性 ∃更好的词语来形容这种相似性;

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所具有的各种相似

性 % % % 身体、容貌、眼睛的颜色、举止、性情等等
方面的相似性就是以同样的方式互相交叉、重叠

的  [ 7]。 b类概括活动因为是根据成员之间的共

同属性所进行的, 所以获得的范畴则总是具有

硬性核心 的集合。 硬性核心  指的是代表范

畴基本属性的范畴中心可以由一组充分必要条

件来加以确定。

根据  类常用动词家族范畴成员的相似
性所进行的概括, 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抽象活动,

因为在这一概括过程中,将具有相似性的范畴成

员进行归类的活动与从这些成员中提取相似性

的活动是混合在一起的。由这种概括或抽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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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  类常用动词的语义范畴,其边界都

是模糊的。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人类语言,

其模糊性在词语及其意义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原因主要源于人类对作为认知对象的客观世

界的范畴划分是模糊的和不明确的。从逻辑上

说,  类常用动词是一个包含多个成员的范

畴。在经过有限次切分后,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

有限个范畴,每一个范畴包含一定数量的成员。

根据上述对  类常用动词范畴概括的原

理,我们发现对  类常用动词, 按照其家族相

似性的特点,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五个意义更为

相似的动词群: 表示相交式接触的动词群, 表示

覆盖式接触的动词群, 表示隔断式接触的动词

群,表示置换式接触的动词群, 表示咀嚼式接触

的动词群。我们在对它们进行剖析之后, 可以找

出它们所具有的家族相似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内

在联系。

一是表示相交式接触的动词群: 在分析研究

过程中, 我们发现手以及脚在进行复杂活动时,

往往会产生手足相交或者动作方向相交的现象。

下面的  类常用动词在表示动作在有限的范
围内反复进行、造成动作方向错综复杂、前后左

右相交式接触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共性。

例如:

[  (抱  ) ]拥抱: 指人用双手相

交式接触将物体或者人物等拥入怀里。

[ ! (孵 ! ) ]孵化: 指母鸡用翅膀与鸡

蛋接触将鸡蛋搂在腹下。

[ ∀ (書 ∀ ) ]写、画:用使笔画相交的方法

形成文字或图画。

[ ∀ (掻 ∀ ) ]搔、挠、扒、搂:手指或类似物

所进行的各种反复交叉式接触的动作。

[ #  (駆 #  ) ]奔驰: 马四蹄相交的奔

跑方式。马在飞奔时才会出现前后马蹄四蹄相

交式接触的动作瞬间。

家族相似性特点:动作反复进行而且具有相

交式接触的意义是此类动词群最为显著的家族

相似性特征。

二是表示覆盖式接触的动词群: 覆盖本身表

示的就是覆盖物和物体之间的紧密接触。在需

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覆盖模式详细划分为三

个更小的动词小类: 表示顶戴意义的覆盖动词,

表示覆盖意义的覆盖动词,表示庇护意义的覆盖

动词。在分析研究过程中, 我们发现下面的

 类常用动词在表示物体的表面被覆盖起来

使其与外部世界隔绝开、覆盖物与物体之间进行

紧密接触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共性。

例如:

[ .  ]戴: 用帽子等物覆盖头部, 把头和

人的视线隔开。

[ . ∃  ]盖到∋∋上、把∋∋蒙上: 把某

物盖在某物之上使其遮挡住视线。

[ . %  ]覆盖: 覆盖物和物体之间紧密

接触,使其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 ∃ &  (重 &  ) ]重叠、重重:物体和物

体之间紧密接触, 使原有物体与视线隔绝开来看

不见。

[ ∃ ∋ (重∋ ) ]重叠堆放、盖上: 把物

体堆放在一起,使下面的物体与视线隔绝开来看

不见。

[ ! ( (霞 ( ) ]有霞、有薄雾: 霞、雾等覆

盖天空,把天空和人的视线隔开。

[ /  (陰 ) ]变暗、被遮住: 指云彩隔断

阳光,使天空变暗。

[ 0  (飾 ) ]装饰、装潢:用某物体装饰

某物体,隔断对原有物体的视线。

[ ) ∗ ]庇护: 对某人某物加以保护使其

与外界隔绝, 不被发现或者免受外部势力的惩罚

或伤害。

家族相似性特点: 把物体的表面覆盖起来使

其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的意义是此类动词最为

显著的家族相似性特征。

三是表示隔断式接触的动词群: 日语常用名

词里面有一个名词 壁 ( 1 )  即 围墙  。该

词的起源是来自墙壁与墙壁的相交接触这样一

个视觉概念。围墙具有隔断作用、限定作用和隐

蔽作用。在分析研究过程中, 我们发现下面的

 类常用动词在表示隔断或者区隔等方面具
有非常明显的共性。

例如:

[ ∗ (飼 ∗ ) ]饲养、圈养:指用圈把动物圈

起来饲养。圈是用小矮墙围成的方形或者长方

形建造物,用来圈养家畜。

[ 2  (限 ) ]限制:原指用围墙来区隔,

引申来表示限制。

[ 3 ( (囲( ) ]区隔、包围:原指用围墙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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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引申来表示在周围形成一个圈。

[ 3 ∗ (囲 ∗ ) ]围上、围起来:原指用围墙

围住, 引申来表示在周围形成一个圈。

[ ∀ ! (隠 ! ) ]隐藏: 原指把物体与寻找

者的视线区隔开来,引申指把人或东西藏起来使

寻找者发现不了。

[ ∀ +  (隠 +  ) ]隐藏: 人或物体藏起

来不被寻找者发现。

家族相似性特点:原指用围墙围住, 引申来

表示隔断以及屏蔽的意义是此类动词最为显著

的家族相似性特征。

四是表示置换式接触的动词群: 置换以及替

代等词语所表达的含义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交叉

接触活动。交叉就是置换以及替代等活动的基

础。在分析研究过程中, 我们发现下面的  

类常用动词在表示一种位置与位置、状态与状态

之间的置换式接触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共性。

例如:

[ ∗ (買 ∗ ) ] 购买: 指用金钱来交换商

品,也就是交易。

[  (代  ) ]交换、替换:表示以某物

换成某物或者某物替换某物等含义。

[ ,  (代 ,  ) ]更换: 表示以某物换成

某物或者某物替换某物等含义。

[ , ! (交 , ! ) ]交换: 交换物品等的所

有权。

[  (変  ) ]变换、替代:表示以某人

代替某人或以某物代替或者交换某物等含义。

[ ,  (変 ,  ) ]变换、替代:表示以某人

代替某人或以某物代替或者交换某物等含义。

[  (返  ) ]返回: 指人或者物体把现

在的位置换回到原来位置的一种行为。

[ ! (返 ! ) ] 使返回、返还:使人或者

物体从现在的位置回到原来位置的一种行为。

[ ! (帰 ! ) ]使回去: 使人从现在的位

置回到原来位置的一种置换行为。

家族相似性特点:改变方向、置换位置甚至

改变状态的意义是此类动词最为显著的家族相

似性特征。

五是表示咀嚼式接触的动词群: 咀嚼也是一

种运动方向相互交叉的活动。在分析研究过程

中,我们发现下面的  类常用动词在表示上
下牙相交式接触切断以及磨碎食物的动作等方

面具有非常明显的共性。

例如:

[ −  (齧 ) ]啃、咀嚼:上下牙相交接触

切断食物。

[ ( (噛 ( ) ]咬、咀嚼: 上下牙相交接触切

断并磨碎食物。

[ 4 ! (醸 ! ) ]发酵: 日本人的祖先把大

米嚼碎, 利用唾液进行发酵。因此, 在日语里

发酵 也属于咀嚼类动词, 其本意是牙齿相交

接触。

家族相似性特点: 上下牙相交接触切断以及

磨碎食物的意义是日语中咀嚼类动词最为显著

的家族相似性特征。

在探析了上述  类动词中的常用动词
后,我们进一步发现在  类常用动词这一范

畴中的各个成员之间还有一个可借以将它们与

不属于这个范畴的成员区分开来的共同属性,这

就是它们所表达的意义都与相交接触有关。与

相交接触有关这一共同的语义特征可以涵盖上

述  类常用动词语义网络中的所有动词。这

一共同的语义是比较含混的、模糊的,所以称其

为模糊语义。

三、日语  类常用动词的模
糊语义

通过对上述  类常用动词家族相似性的
探析,我们得出了  类常用动词都具有一个

共同的模糊语义。这就是它们都具有表示与相

交接触有关的意义。那么, 到底  类常用动

词的哪一部分包含有此种共同的模糊语义呢?

下面我们将从日语  类常用动词的派生和变

迁中探寻其源流, 找出  类常用动词中承载

共同模糊语义的部分, 进一步加深认知  类
常用动词家族相似性的语义网络。

日本语言学家西垣幸夫认为, 在日语里面

所有五十音图中的字母都是日语的词根 (日本

語 5 6五十音 7 ! 1 8語根 9 &  )。 [ 8]
依此

类推,假名  就是日语中最为常用的一个词

根。假名  作为原始词根, 它所表达的语义

尽管具有相当大的宽泛性, 但已经对  类常
用动词的模糊语义做出了一定的制约或者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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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正因为  类常用动词具有一个共同的

词根,所以  类常用动词具有相同的家族相

似性。我们正是以  类常用动词的家族相似
性为基础,把  类常用动词划分在同一范畴

中进行共同模糊语义的认知分析。

郭永刚指出, 日语和汉语不同, 日语里不

存在汉语那样多的音节。日语里元音和辅音的

数量也很少,只有五个元音和十来个辅音而且不

存在四声。所以在日语里要分化模糊词的歧义,

一般只能通过给词汇增加词尾的方法来解决。

日语动词词尾所起的作用就是将词根词所包含

的语义加以细化。 [ 9]也就是说, 日语里面的词

根词依靠增加词尾,能够使原始词根的原始模糊

语义变得更加细腻、清晰并派生出新的动词。因

此,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原始词根的原始模糊语义

覆盖在所派生出的动词语义网络之中。

我们知道,在日语里动词词尾都处于五十音

图中的 ∗  段, 由 ∗、∀ 、!、:、;、<、(、= 、

 以及浊音化动词词尾> 、? 、≅、. 等构成。原

始词根  在附加上述动词词尾以后构成了双

音节日语动词 ∗、 ∀ 、 > 、 ! 、 ? 、

:、 ;、 <、 . 、 ( 、 = 、  ;并在此基

础上通过反复增加动词词尾的方法形成了大量

的以  为词根的同源派生动词。郭永刚把它

们的派生过程例举如下
[ 10]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7 ∗

7 ∗ ( 7  

7  ( Α 7  

! ( ∃ ;、 ∃ (、 0 ! 、 0  、

! (、 !  

∃ ; ( ∃ ∋ 、 ∃ &  

! ( ( ! Β  

!  ( ! +  

? ( −  

; ( & ∗、 ∋ 

& ∗ ( &  

< ( .  、 Χ  、 )∗

.  ( . %  、 . +  

( ( Δ ∗、 4 !

 ( Ε ( 、 Ε >

根据郭永刚论述的日语动词词尾所起的作

用就是将词根词所包含的语义加以细化的原则,

通过上述的推导过程及推导结果可以归纳总结

为:去掉动词词尾以后留下的日语原始词根

 承载着日语  类常用动词所具有的最为

基本的模糊含义, 也就是表示相交接触的含义;

而且可以证明根据 家族相似性原理  , 所有

 类常用动词都被联结在一个模糊范畴中,

由一个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相似性网络系缚在一

起。这里的相似性是一种总体上的相似性。因

此,运用 家族相似性原理  可以准确解释日语

动词中  类常用动词的派生以及模糊语义的

内在联系。

结 语

通过上述探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我们根据  类常用动词的类属划

分及范畴化提出了  类常用动词的家族相似

性;并且以此为基础探析了家族相似性与语义相

似性的密切关系,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认知了

 类常用动词家族相似性特点及其现实性应

用都系缚在同一范畴内的语义网络中。进一步

得出的结论是  类常用动词使用的是相交接

触的认知模式,  类常用动词所表达的语义
都与相交接触意义有关。

其次,对日语 五十音图  中的假名  在

日语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是日语  

类常用动词、主要是日语固有常用动词的词根,

也是  类常用动词词汇中表示模糊含义的部

分。每个更加清晰的语义是通过附加不同的动

词词尾来实现的。

第三,日语动词有一个通过附加词尾派生新

词汇的规则的派生体系。尽管日语词汇在几千

年的进化过程中, 其词形和语义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是它们的发展脉络和表达语义的范

围还是有章可循、有据可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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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ntic Networks of the TypicalVerbs of "ka" Genus in Japanese

HUA X iao hu i
1
, GUO Y ong gang

2

( 1. Schoo l o f O r iental Languages , H eilong jiang Un iversity, H arbin 150080, Ch ina; 2. Schoo l of

Fore ign Languages Co llege, No 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 arb in 150040, Ch ina)

Abstrac t: H iragana be longs to the or ig ina l roo t, o f wh ich the derivatives are generated by suffixation to construct a verb

fam ily. Ve rbs w ith the sam e beg inn ing h iragana presen t a semantic sim ilarity. The mo re h iragana is shared by the ve rbs, the

h igher s im ila rity is betw een them. The thesis d iv ides the typ ica l verbs o f "ka" genus in to five sub- fam ilies accord ing to the ir

m ean ing s, .i e. " cross", " cover", " seperate", " exchange" and "chew" and ana lyzes the ir s im ilar ities. It is found tha t for

ve rbs o f "ka" genus, "ka" is an im po rtant carr ier of the comm on sementic fuzziness. A lthough verbs o f "ka" genus show d if

ferent m ean ing s, they are re levan t to " cross" and " touch". The thesis holds that " cross" and " touch" are the ir comm on se

m entic fea tures and therefore presum es tha t a ll the verbs of "ka" genus share a vague ca tego ry and are bound together by a

comp lex in tersecting netw ork o f sim ilarity.

K ey words: "ka" ve rb w ords in Japanese; sim ilarity; sem antic netwo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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