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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隐喻与英语词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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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隐喻究其本质是一种认知现象。人类的概念系统通过隐喻手段构筑；人类语言中词义的发展
变化也主要源于隐喻。认知隐喻应用于英语词汇教学�有助于学生准确地记忆词汇�系统地拓展语言表
达。
　　关键词：隐喻；认知现象；词义；英语词汇教学
　　中图分类号：Ｈ3ｌ9．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3708（2007）05－0073－05

　　传统的隐喻研究把隐喻看作是一种主要用于

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的修辞手段。20世纪80年
代�Ｌａｋｏｆｆ和Ｊｏｈｎｓｏｎ研究分析了大量英语语料�发
现语言中充满了隐喻或隐喻表达�在此基础上他
们提出了隐喻认知论�指出 “隐喻无所不在�存在
于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
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 ”。［1］ （Ｐ1）因此�隐喻不
再只是语言修辞手段�而上升为一种思维方式�是
人们借助一个概念领域结构去理解和说明另一个

不同的概念领域结构－－－即 “概念隐喻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
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概念隐喻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隐喻
表达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概念隐喻是内在的�
深藏于我们概念系统中；隐喻表达式是表层的�是
其在语言中的外在体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隐
喻能以已知喻未知�以熟悉喻不熟悉�以简单喻复
杂�以具体喻抽象�从而创造出新意义�提供看待
事物的新视角�这是隐喻在认知方面的两大功
能。［2］ （Ｐ17）

本文试图从分析隐喻与隐喻表达式以及隐喻

与一词多义的关系入手�探讨认知隐喻对英语学
习者拓展表达法�记忆词汇存在的积极意义�从而
揭示出隐喻对英语词汇教学的重要性。

一、隐喻与隐喻表达式
　　此处的隐喻指的就是概念隐喻�或称之为隐

喻概念。它与具体的隐喻表达方式有着本质区
别：前者具有认知性质�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实
现。［3］语言表达本身不是隐喻�“隐喻的实质就是
借它类事物理解和体验该类事物 ”。［1］ （Ｐ5） “它类事
物 ”是指始源域 （ｓｏｕｒｃｅｄｏｍａｉｎ）�而 “该类事物 ”
是指目标域 （ｔａｒｇｅｔｄｏｍａｉｎ）。从结构上说�隐喻是
将始源域的框架投射到目标域上。始源域通常为
人们日常生活所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且结构相
对清晰的事物或概念�与之相反�目标域通常是人
们所陌生的、无形的、抽象的且缺乏内部结构的概
念。隐喻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将始源域的部分
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从而达到重新认识和描述目
标域特征的目的。［2］ （Ｐ43）概念域映射并非随意产
生�信手拈来�它是以相似性作为其存在的基础。
在隐喻结构中�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被相提
并论�是因为人类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经历在
认识领域对它们产生了相似性的联想�然后以具
体熟悉的事物来定义和谈论抽象概念和新事物。

ＩＤＥＡ （思想 ）属于抽象概念�人们看不见摸
不着�很难用具体的语言去描述�但我们却可以通
过把它与另一具体事物相比较的方法�使这个抽
象的概念隐喻化。ＦＯＯＤ （食物 ）是人们生活必不
可少的�为人们所熟知。人们要对食物进行各种
形式的 “烹饪 （ｃｏｏｋ）”�为了便于 “消化吸收 （ｄｉ-
ｇｅｓｔ）食物 ”�我们要慢慢地 “咀嚼 （ｃｈｅｗ）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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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吞咽 （ｓｗａｌｌｏｗ） ”；食物可以提供给人们健康
所需的 “营养 （ｎｏｕｒｉｓｈｍｅｎｔ）”。人们把 ＩＤＥＡ和
ＦＯＯＤ联系起来�借助ＦＯＯＤ这一具体事物达到理
解和认识 ＩＤＥＡ的目的�从而形成了 ＩＤＥＡＩＳ
ＦＯＯＤ的隐喻概念。探究构成该隐喻的两个概念
域的内部结构�不难发现始源域 （即ＦＯＯＤ）和目
标域 （即ＩＤＥＡ）之间存在一系列的对应关系：

始源域：ＦＯＯＤ→目标域：ＩＤＥＡ
ｃｏｏｋｉｎｇ（烹饪 ）→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思考�思索 ）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吞�咽 ）→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接受 ）
ｃｈｅｗｉｎｇ（咀嚼 ）→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仔细考虑 ）．
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ｇ（消化 ）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理解�领

会 ）
ｎｏｕｒｉｓｈｍｅｎｔ（营养�滋养 ）→ ｍｅｎｔａｌｌｗｅｌｌ－ｂｅ-

ｉｎｇ（精神健全 ）
正是基于这种对应�ＦＯＯＤ概念可以被映射到

ＩＤＥＡ概念中去�用于阐述 ＩＤＥＡ的特征。同时这
种对应关系也充分说明概念隐喻是以始源域和目

标域之间的相似性作为意义转移的基础。
概念需要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和体现�而人的

概念系统是隐喻性的�因此概念隐喻是通过语言
隐喻体现出来的。比如�上面提到的 ＩＤＥＡＩＳ
ＦＯＯＤ这一概念隐喻�反映在语言中�人们经常就
借用与ＦＯＯＤ相关的术语来描述ＩＤＥＡ概念。可
见�概念隐喻是一种基本性隐喻�它能派生出许多
日常语言的表达形式�即隐喻表达式。这些表达
式共同构成了一个以 ＦＯＯＤ概念说明 ＩＤＥＡ概念

的系统。这是认知隐喻的一大特点�即：隐喻并非
杂乱无章�它是成体系的�具有系统性的特点。举
例如下：

概念隐喻：ＩＤＥＡＩＳＦＯＯＤ．
隐喻表达式：
ａ．Ａｌｌ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ｈａｓｉｎｉｔａｒｅｒａｗｆａｃｔｓ�ｈａｌｆ－

ｂａｋｅｄ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ｗａｒｍ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ｂ．Ｐｌｅａｓｅｌｅｔｔｈａｔｉｄｅａｓｉｍｍｅｒｏｎｔｈｅｂａｃｋｂｕｒｎｅｒ

ｆｏｒａｗｈｉｌｅ．
ｃ．Ｓｈｅｄｅｖｏｕｒ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ｒｙ．
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ｏｏ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ｓ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ｅｔｏｄｉｇｅｓｔ

ｔｈｅｍａｌｌ．
ｅ．Ｉｊｕｓｔｃａｎ＇ｔｓｗａｌｌｏｗｔｈａｔｃｌａｉｍ．
ｆ．Ｔｈａｔ＇ｓｆｏｏｄｆｏｒｔｈｏｕｇｈｔ．①

二、隐喻与一词多义
　　 一词多义是指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的词

汇。各种语言中真正的单义词为数极少�绝大多
数词都是多义词�英语亦是如此。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新鲜事物的不断涌现�观念的不断更新�
词作为表达事物和思想的需要�其意义始终处于
不断的变化和丰富之中。因此�一词多义的词汇
在英语中比比皆是。

一个词的多个意义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是什么将一个意思与另一个意思联结起来？各种
不同意义是以何种方式形成产生的？认知语言学
家、语义学家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Ｕｌｌｍａｎｎ指
出�隐喻是词义产生的主要理据�是表达的机制�
是同义和多义的来源�是强烈感情的释放口�是填
补词汇缺口的方法。［4］ （Ｐ212－213）Ｇｏｓｗａｍｉ认为�隐喻
深深地植根于人类语言的基础；对词语的隐喻性
使用�是语义扩展取之不尽的源泉。［5］ （Ｐ4）王逢鑫更
是一针见血地建议�作为语言的基本形式�词汇的
产生是与概念隐喻密切相关的。理解词汇的意
义�不能停留在语言形式的表层�还应该深入到产
生各种语言现象的思维模式之中。［6］ （Ｐ6）

语言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调到
多样的过程�这与人类由近及远、由自我到非自
我、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过程完全
一致。最早为人类所了解的是其周围具体有形的
东西�包括人体本身。之后�随着认知水平的提
升�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人类已经熟悉的东西就
成了认识、体验和描述世界其他新事物�尤其是无
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事物的基础。由此�借
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汇表达抽象的概念�便形
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隐喻认知方式和隐

喻语言�该词汇也就被赋予了新的隐喻意义�这是
一词多义形成的最主要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表示人体器官的一些词汇。在人类初期�因为思
维能力的局限�“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成为人们认
识和描述事物的一个基本原则。人体是人类最熟
悉而且最直接的事物�被当作衡量周围事物的标
准。故而人体被投射到人体以外的抽象或不熟悉
的实体中�形成许多其他的意义。Ｈｅａｄ�根据Ｏｘ-
ｆｏｒ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
ｒｙ�［7］ （Ｐ686）本义是 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ｂｏｄｙ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
ｅｙｅｓ�ｎｏｓｅ�ｍｏｕｔｈａｎｄｂｒａｉｎ（身体的一部分�包括
眼、鼻、口和脑等器官�即头、头部 ）。后来�ｈｅａ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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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指代形状或位置似头之物�所以就有ｔｈｅｈｅａｄ
ｏｆａｎａｉｌ（钉子头 ）；ｔｈｅｈｅａｄｓｏｆｆｌｏｗｅｒｓ（花冠 ）；ｔｗｏ
ｈｅａｄｓｏｆｃａｂｂａｇｅ（两棵卷心菜 ）等等词组。而且�
由于头部在人体中处于最上部最领先的地位�因
此ｈｅａｄ可喻指队伍的前列�书页的上端�楼梯的
顶端等。例如：

ａ．ｍａｒｃｈａｔｔｈｅｈ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ｍｅｎ在团队的
前排行进

ｂ．ｔｈｅｔｉｔｌｅａｔｔｈｅｈ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ｐａｇｅ该页上端的
标题

ｃ．ｓｔ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ｈ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ｉｒｓ站在台阶的顶
部

另外�因为脑、眼、耳、鼻等器官的运作过程控
制人体的动作和人的思维和感觉�所以ｈｅａｄ用作
隐喻�指某一特定群体或组织的领导人、首脑。例
如：

ａ．ａ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ｓｏｆｇｏｖｅｍｍｅｎｔ政府首
脑会议

ｂ．Ｈｅｈａｄａｌｓｏｗｏｒｋｅｄｆｏｒａｔｉｍｅｉ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
Ｐａｒｉｓａｎｄａｓｈｅａｄ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ｔａＬｏｎｄ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ｃｈｏｏｌ．他也曾在巴黎做过一段时间生
意�在伦敦的一所文法学校当过现代语言课程的
负责人。［8］

含有这一意义的 ｈｅａｄ也用作动词�解释为
“领导；率领：站在……前头 ”：
ｃ．Ｈｅｈｅａｄｓａｇｒｏｕ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ｖｉｃｔｉｍｓ．他领导着一个代表英国受害者
家庭的小组。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另一重要的身体器官
ｈｅａｒｔ除了表示 “心脏 ”这一基本义之外�其余的皆
为通过隐喻模式形成的喻义�只是由于时间的推
移以及频繁而习惯性的使用�人们已意识不到它
们的隐喻性�它们已成为常规词汇的一部分。例
如：

ａ．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ａｃａｂｂａｇｅ卷心菜的菜心
ｂ．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ａｍａｔｔｅｒ事情的实质
ｃ．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ｈｅａｒｔ

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华尔街－美国的商务和金融中
心

ｄ．ａ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ｈｅａｒｔ改变想法
ｅ．ｗｉｔｈａｈｅａｖｙｈｅａｒｔ心情沉重地
ｆ．ａｈｅａｒｔｏｆｇｏｌｄ非常善良的本性；好心肠
ｇ．ｈｅａｒ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ｓ令人痛苦悲伤的信

件

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身体隐喻�根据Ｌａｋｏｆｆ
的划分�又称本体型隐喻�是构建新的词、词组的
重要理据。事实上�人往往从直接指示他的最重
要的感官经验的少数词语出发�而将这有限的词
语扩展至一切领域�从而形成许多词汇的多义系
统。［9］

三、隐喻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词汇是语言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词汇的学习
直接影响着学习者英语语言能力提高的效果。词
汇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我们在词汇教学过程中�一味要求学生死记
硬背单词�扩大词汇量�其结果必然是单词的记忆
效果不理想�同时学生会缺少积极的联想�词汇教
学会变得非常枯燥乏味。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
方式手段�增进学生对词汇的理解能力和运用能
力�丰富他们的联想�从而加深记忆�促进词汇的
存储和提取�最终达到拓展表达法�扩大词汇量�
提高对词汇学习的兴趣�是一个有着深远意义的
研究课题。在词汇教学中引入认知隐喻的理论在
一定程度上为实现上述目标起到积极作用。本文
主要从两方面探讨认知隐喻在词汇教学中的应

用。
（一 ） 利用隐喻系统性的特点�形成词汇模

块�拓展表达法。据第一部分所述�隐喻具有系统
性的特点�特别是在同一概念隐喻下可形成以一
个概念表述另一个概念的隐喻体系�反映在语言
中�我们就可以用与始源域相关的词汇来描述目
标域。鉴于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恰当的练
习形式�激发学生的想像力�运用推理规则�将离
散的语言现象用概念隐喻组织起来�然后以词汇
模块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从而帮助他们建立起语
义网络�这对学生拓展表达法�准确运用词汇将大
有裨益。具体步骤如下：（1）教师收集、列举一些
语言表达式 （即隐喻表达式 ）；（2）学生分析归纳
得出概念隐喻；（3）教师进一步总结相关词汇呈现
给学生。

就拿ＴＩＭＥ（时间 ）这个概念为例。时间每时
每刻都与我们相伴。在语言中与时间有关的表达
俯拾皆是�教师可列出一些常用的：

ａ．Ａ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ｂａｎｋａｃｃｏｕｎｔｗｏｕｌｄｓａｖｅｙｏｕａｎ
ａｗｆｕｌｌｏｔｏｆｔｉｍｅ．

ｂ．Ｈｅ＇ｓｌｉｖｉｎｇｏｎ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ｔｉｍｅ．
ｃ．Ｉｗａｓｔｅｄａｗｈｏｌｅｈｏｕｒ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ｆｉｎｄａｇａｒ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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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Ｔｈａｔｆｌａｔｔｉｒｅｃｏｓｔｍｅｔｈｒｅｅｈｏｕｒｓ．［10］

在上述这些句子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将注意
力集中在斜体字的使用上�通过讨论分析�学生应
该能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谈论 ＴＩＭＥ
时都用到了表示ＭＯＮＥＹ的词汇。在此基础上�教
师可强调指出：时间属于抽象概念�人们对时间概
念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建立在金钱概念之上�由金
钱概念所构建的；ＴＩＭＥＩＳＭＯＮＥＹ就是在深层制
约着这些表达式的概念隐喻。接下来最重要的一
步就是教师以罗列的形式�把与时间搭配使用的
金钱范畴的术语汇总起来呈现给学生：

ｓｐｅｎｄ／ｇａｉｎ／ｌｏｓｅ／ｂｕｙ／ｉｎｖｅｓｔ／ｂｕｄｇｅｔ／ｓａｖｅ／
ｗａｓｔｅ／ｒｏｂ／ｇｉｖｅ／ｓｔ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ｕｎｏｕｔｏｆｔｉｍｅ；ｐｕｔａｓｉｄｅ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ｈａｖｅ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ｌｅｆｔ；ｃｏｓｔ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ｂｅ
ｐｒｅｓｓｅｄｆｏｒｔｉｍｅ；ｕｓｅｔｉｍｅ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ｙ；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
ｍ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ａｖｉｎｇ；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ｔｉｍｅ

（二 ） 追根溯源�掌握意义形成规律�巧记一
词多义。词汇的意义是我们不断研究和探讨的语
言问题之一。在外语教学中我们常常遇到解释单
词意义的困惑�特别是一词多义更是导致学生理
解困难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期困扰着英语学习者�
因此在词汇教学中尤其值得重视。

据第二部分所述�隐喻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一
个重要方式。一词多义现象最初其实是一种隐喻
过程。今日的词汇是昨日隐喻意义的沉淀；一个
词今日的隐喻意义很有可能成为该词日后的字面

意义。因此�如果仔细研究多义词的词源�我们不
难从它们身上寻觅到隐喻的影子。在解释词义
时�教师可追根溯源�通过分析意义形成的隐喻化
模式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记忆和运用词汇。分
析如下：

表1　多义词的意义形成模式
词　汇 本　义 隐 喻 化 模 式 喻　义 例　　子

ｂｌｏｓｓｏｍ 花�开花
植物的生长要经历几个不同阶段。如果
树木进入开花时期�那预示着它的生长良
好�日趋成熟。这一特点映射到抽象概念
中�指某种关系日益密切�某个组织健康
发展�某项事业开始兴旺。

健 康 地 成
长；发展成；
兴盛

Ｔｈｅｙｍｅｔｗｈｅｎｓｈｅ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ｂｕｔ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ｂｌｏｓ-
ｓｏｍｅｄａｎｄｈｅｂｅｇａｎｔａｋｉｎｇｈｅｒ
ｏｕｔｆｏｒｑｕｉｅｔｄｉｎｎｅｒｓ．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ｕｓ
（疾 病 ）感
染性的�传
染的

关于情感有这样的概念隐喻：ＳＴＲＯ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ＩＬＬＮＥＳＳ．因此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ｕｓ
可用来描述由一个人传给其他人的情绪
和感觉。

（情 绪、情
感 ）富有感
染力的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ｏｎｔａ-
ｇｉｏｕｓ�ｅｖｅ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蘑菇

蘑菇的形状很独特�有短短的茎和平坦的
顶部�可用来指代形状类似的事物。此
外�蘑菇的生长很快�所以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用作
动词可喻指事物、数量、组织机构的增长
和发展非常迅速。

蘑菇形的；
迅速增长�
雨后春笋般
地发展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ｃｌｏｕｄｓ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ｍｕｓｈ-
ｒｏｏｍｅｄｆｒｏｍ700ｔｏ13�200．

ｓｍｏｕｌｄｅｒ
用 文 火 闷
烧；无火焰
的燃烧

把这一表示火的概念投射于情感概念�表
示强烈的情绪、情感长时间持续�但很少
将它们流露出来。

愤怒等情绪
闷在心中�
郁积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ｍｏｕｌｄｅｒｉｎｇａｎｇｅｒｉｎ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ｒｒｅｎｔ
（火、熔岩等
的 ）奔流�激
流�洪流

奔流、激流通常在瞬间爆发�具有波涛大、
冲力强的特点�把这一自然现象映射到抽
象概念中�用来描述情感的突然迸发�谩
骂、质问等的滔滔而至。

爆发�迸发 Ｔｈｉｓｐｏｏｒｇｕｙｃａｎ＇ｔｂｅａｒａｔｏｒｒｅｎｔ
ｏｆｉｎ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ｈｉ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

　　通过以上分析和讲解�多义词的几个义项、用
法以及词义来源一目了然且形象生动�学生对此
印象深刻。

认知隐喻�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已
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把认知隐喻引入到英语

词汇教学中�为词汇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
词汇教学法。尽管它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
用�但它有着自身所特有的优点：通过探究意义最
初形成的隐喻化的模式�帮助学生准确掌握词义�
加深记忆；此外�用词汇模块的形式进行讲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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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学生系统地拓展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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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ｌｏｓｅｌｙｅｎｏｕｇｈｉｎ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ｏｔｈｅｍｏｓｔ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ｔｈｕ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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