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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它以体验哲学观为基础!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主张

意义的构建是认知的概念化过程!而概念化过程以心智的体验性为基础!以意象图式结构为中心!通过隐喻性推理

进行运作"认知语义学力求对语言意义产生的认知机制做出统一而合理的解释!为语言教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

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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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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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语法理论模式

不断扬弃更新#建立了生成语言学&乔姆斯基以句

法的转换深层结构指出#$感知资料%反映的表层结

构不能说明语言的本质&同时#乔姆斯基以$刺激贫

乏%论提出了人类语言内在创造性在语言习得过程

中起决定性作用&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内在论和自

治观#另一批语言学家提出人类语言主要不是先天

的机制#而是后天习得的,语言不是自治的#而是基

于人的体验和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于是在对乔姆斯

基生成语言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认知语言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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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对认知语言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对

认知语义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意义作为

语言研究的核心自然成了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关心

的焦点&本文将从认知语义学的哲学基础)指导原

则)研究对象)方法论)内容等方面对其进行梳理#使

其为语言教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以促进语言教

学的发展&

一
!

认知语义学的哲学基础

哲学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语言哲学则

通过语言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使用语言主要

是用来指称世界的&指称论在对意义的研究上认为

语言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

指称关系#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如$孟子%作为

一个名词指示的是一位名叫$孟子%的人#而反过来

那位名叫$孟子%的人就是$孟子%这个词语的意义&

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就提出了指称

论#直至
D*

世纪密尔才将其系统化#罗素等学者继

而对指称论进行了修补#使其至今仍在语义研究中

占有重要地位&我们认为#指称论在解释作为名称

使用的词和词组含义时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但它难

以说明抽象名词)形容词)动词)介词)连接词等词语

的意义&

观念论或意象论在研究意义时则主张一个词语

的意义是它所代表的观念或意象#认为词语与现实

世界不具有直接关系#是通过$系统意义%这一心理

表征层面联系起来的&观念论虽然是弗雷格在对指

称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从本质上来

说可以看作是指称论的延伸#只不过在词语与现实

世界之间加上了$系统意义%这一载体&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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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核心的

逻辑实证主义以逻辑实证的方法来研究意义#将自

*"



然学科的原理应用到语言#强调以经验为基础的命

题意义#也就是用$可观察得到的)能够被证实的句

子真实情况来解释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将语言推

向了至高的地位#通过语言来推导客观真理#将理性

和感性方法结合了起来&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真值条件论#即$用句子真值条件来解释意义%受到

了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关注&不论是证实论还是真

值条件论#它们都只能够解释语言中的部分语义现

象#很多具有意义的句子都不可能被直接经验证实#

也并不总有真值条件去解释它们&

功用论则将词语的意义与它们的实际功用联系

起来#认为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行为

论则将语言行为视为对某种可观察得到的)能被证

实的刺激反应&

总体来说#观念论)证实论)真值条件论都是客

观主义语义学#强调语义的客观性#在对意义的研究

上只承认客观世界的绝对作用#而导致一些语言现

象无法用这些理论去解释&反过来#功用论)行为论

是主观主义语义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性#将心智与

客观世界脱离#并且只注意到意义在语言实际使用

中的情况#或将意义等同于可以观察得到的外化了

的言语行为&前人对语义学的研究还没能正确的解

释意义的形成机制和意义的本质&认知语义学的出

现可以说是语义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将现实(认

知和认知(语言结合起来#辩证地接受了观念论)证

实论)真值条件论中的客观主义思想#承认客观世界

对意义的决定作用,同时将功用论和行为论结合起

来#强调认知主体在认识外部世界并形成语言的过

程中的主观性和体验性#全面地阐释了意义理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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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及指导原则

认知语义学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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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为反对传统的客观

主义语义学和真值条件语义学而提出来的#是对分

析哲学和客观主义的批判#为语义研究的提供了新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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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认知语义学主要研

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简而言之#研究人

类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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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义学将语言意义看作是概念

结构的外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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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对

象是概念内容和基于概念内容的语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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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可描述为人类与客观世界互动

过程中的概念化过程#也就是说既然意义是概念化

的结果#那我们对意义的形成机制和本质的研究就

应该集中在概念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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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认知语义学指导原则归纳为

四点'概念结构是体验性的,语义结构即概念结构,

意义表征是多维的,意义构建是概念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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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语言意义结构总结了四条组织原则'以

图式结构为中心#即语言结构形式一般通过抽象的)

理想的和近乎几何的描述来实现概念化,语言的封

闭类系统是最基础)最全面的概念结构系统,语言的

概念结构系统可以通过其它的概念化形式进行表

征,空间结构的语言表达与时间结构的语言表达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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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以下六个方面阐述了

认知语义学的指导原则'意义是认知模式中的概念

化#意义在人的大脑中,认知模式主要由感觉器官决

定#我们可以对所读或所听到的内容构拟真实或心

理的图像,语义成分建立在空间或概念空间基础上,

认知模式主要是意象(图式形式#意象图式通过隐

喻和转喻运作过程而改变,语义比句法更为基本#在

某种程序上决定句法,概念具有原型效应&语义是

语言和概念结构之间的一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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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其

基本原则应与认知语言学的指导原则或理论基础一

致#即意义的构建是认知的概念化过程#而概念化过

程以心智的体验性为基础#以意象图式结构为中心#

通过隐喻性推理进行运作&既然认知语义学主要研

究概念结构和概念化过程#也就是说认知语义学主

要不是研究语言本身的意义#而是研究人类如何形

成概念系统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隐喻观可以看作是

我们研究概念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可以说

它就是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因为人类的

绝大部分活动在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而概念系统

大多由隐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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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隐喻对概念的形成起着重

要的作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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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王寅对认知语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

类#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从认知语义学的基本观

点)方法出发#从人类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方面系

统描述了认知语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体验观)概念

观)互动观)百科观)原型观)意象图式观)隐喻观)寓

比观与概念融合观)象似观)认知模型观)联想观)激

活观和整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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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来源于体验哲学#体验

观是认知语义学研究的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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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体验哲学之后#再次强调了心智的体验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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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体验性和思维的体验性#奠定了体验观在认知

语义学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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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体验以人为中心#以

身体
W

空间概念为基础#通过投射和映合的方式发

展到其它概念域#从而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

在认知语言学中#意义的构建过程即是概念化

过程&概念化的广义可包括原有的和新的概念)抽

象概念和直接的感觉)运动和感情经历#非即时的)

逐渐展开的概念#以及对物理)社会和语言语境的完

整把握&总之#语言意义是以物理体现)社会)文化

为基础的人类心智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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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的基础上

通过认知加工而逐步形成的#是人与自然的主客观

互动的结果#这即是语言的互动观&而
=8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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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明确提出意义表征具有百科性*

!

+

D+G

&语义

根植于语言使用者的百科知识体系中#应从使用者

的认知结构)社会
W

文化背景知识等方面进行多维

描述,反之#语义的理解也取决于语言接受者的认知

结构)背景知识等&

原型观认为范畴不能用一组充要条件来定义#

而是以中心意义为基础#不断扩展形成意义链#从而

构成语义网络#并且在同一概念网络内部各成员之

间的地位不相等&同样#也可以用原型观来解释一

词多义现象#即一个词多种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不

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特定的语义延伸机制!如家族相

似性)隐喻等"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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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意象图式是人们日常身体经验中

反复出现的)较简单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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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意象

图式描述为我们感知运动程序中一种反复出现的)

动态性的式样#可为我们的经验提供连贯性和结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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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图式具有体验性)想象性)抽象性)心

智性)动态性等特征&

隐喻是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

统地)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果#抽象性的

语义主要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跨域隐喻而成的&

寓比是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和融合空间的多重

连接)投射的动态过程&寓比理论包括输入空间)输

入空间中共有的抽象结构)含有共有抽象结构的类

属空间)基于共有结构的输入空间的对接)从输入空

间向融合空间的映射)从融合空间中产生出的新创

结构)结构的映射)推理和融合空间对输入空间的影

响以及其它空间向输入空间的各种增补结构&而在

寓比理论中#意义就是多个空间的投射)融合和联结

的复杂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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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智空间理论基础上

于
())(

年提出了概念融合理论#认为概念融合至少

涉及四个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

融合空间&认知主体有选择性地从两个输入空间提

取部分信息进行匹配并映射入融合空间,类属空间

包括两个输入空间中所共有的轮廓结构#以保证映

射能正确)顺利地进行,融合空间利用并发展两个输

入空间的对接#且在此产生新创结构#推导出新义

!从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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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来自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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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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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索绪尔的0语言学教程1问世以来#

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任意性假

说也成为语言学界普遍接受的准则&语义象似观挑

战任意性假说#反对语义内在论#认为外部世界是符

号意义的主要来源#符号是在认知主体与外部世界

互动作用下产生的#其意义与人类的感知经验)生理

构造)认知方式等密切相关&

王寅将认知模型定义为人们在认识事体)理解

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是

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由概念及其间的相对固定

的联系构成#包括基本认知模型和复杂认知模

型*

"

+

()!W()@

&

M0V$11

提出认知模型具有体验性)完形

性和内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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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认知

模式具有开放性)选择性)关联性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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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知模型理论包括
J?

理论)

OJ?

理论)心智空间理

论和
=J?

理论&

=J?

理论即事件认知域理论#是

王寅在
OJ?

理论基础上发展得来的#该理论概括性

论述了语言各层面现象#体现了事件内部各要素之

间的层级关系且动)静兼容#对语义具有更大的解释

力&

联想观是
A99:9

于
D*"+

年提出的#它从互相联

系的字词网络来考察语词的意义#认为一个字词的

意义是由它所能引起的其他反应词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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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了激活观#认为人类的

心智是一个巨大而又强大的神经网络#当听到某词

与神经网络中的词相似时#网络中的词就自动被激

活#同进与之相关的认知域也就被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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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观即融合观#它与传统语义学的组合观有

着本质上的区别&组合观认为词语的意义是通过其

组成部分的意义直接组合而来的#而整合观则强调

意义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整合而产生的新创

结构&

四
!

认知语义学研究特点和发展方向

认知语义学是对传统语义学的批判和挑战#它

的一系列观点)方法在认识推理)语言分析和语义解

释中具有传统语义学无法比拟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其特点表现为从非客观主义出发#在语义研究中强

调人的主体#坚持用体验观来解释复杂的语言和概

念现象并努力揭示概念化过程,从动态的角度来观

察意义的构建过程#注重其中多个空间整合过程和

新创结构的产生与发展,强调意义和认知的$突显%

特点&

认知语义学建立以来受到了中西学者的关注#

由于它在语言和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文学和

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内很多学者将西方认

知语义学的原理引进到中国#对其进行介绍和阐释&

一些学者尝试着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汉语语义现象#

我们认为对语义的研究应该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基础

上根据汉语语言特点发展出适合自己的理论,同时#

认知科学是一门具有百科性的学科#认知科学的研

究者也应该是$百科%学者&我们在研究语义时应该

多维度)多学科地进行讨论#这样才能更全面地阐释

意义和意义构建的过程&

五
!

认知语义学对语言教学的指导意义

认知语义学是语义理论研究的新阶段#同时也

为语言教学开辟了新的发展思路#为语言教育者创

造出更为有效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提供了理论支

持&笔者以英语中的多义词和习语为例#简要叙述

认知语义学对语言教学的指导意义在于加深语言学

习者对语言的理解#从根本上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能

力和运用水平&

英语中的多义词教与学是英语学习者和教师一

直面临的难题#对同一个词的多种义项#学习者难以

从中找到其间规律与理据#在对多义词的记忆)理解

和使用中也往往感到烦燥而费时&教师在多义词教

学中多数采用逐一)单项解释方法#没有将同一词语

的多种义项联系起来#从根本上进行分析#帮助学生

理清线索#灵活地运用这些词语&笔者以英语介词

Y#=̀

为例#通过以下例句用认知语义学理论对其

进行分析&!

;.

意为射体
%6

意为界标"

例
D

'

[59N53;9:%$.>3;$89.;59/0;389&

例
(

'

K90459>0%%$89.&

例
!

'

,04V40/

R

9;$89.53:

Q

.$U%96&

例
@

'

J0/

<

$-:;0

<

$89.2-/>0

<

-

介词
Y#=̀

在上述例句中具有多义用法#而学

生在理解围绕
Y#=̀

展开的一系列动词短语时#总

是容易将其混淆而难以对其进行正确的使用&英语

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可以使用认知语义学的意象图式

观)原型观)隐喻观等对其逐一进行分析#以帮助学

生根本上掌握这一系列短语的来源和用法&

M0V$11

对英语介词
$89.

进行了研究#用意象图式观来解释

$89.

的多义现象#而
[0

<

%$.

将
$89.

所表示的主要

意义归纳为四大义类#详细地说明了
$89.

意义扩展

的认知过程#即射体静态居于界标上方#射体覆盖界

标#射体相对界标做曲线或弧线的上方运动和射体

处于路径终点位置*

D(

+

DD@

&

There�is�a�bridge�over�the�river.

tr

lm

图
(

tr

lm

We�spread�a�carpet�over�thefloorfloor.

图
!

对于例
D

我们可以基于图
(

所表述的$静态居

上%意象图式#并运用表示$权力关系%的隐喻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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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jumped�over�the�fence.

图
@

tr

lm

Tom�lived�over�the�hill.

图
+

$

JY'[̀ YMO27I&

%#$

MCJd YBJY'[̀ YMO2

AYP'

%来进行解释&白人位居土族人之上#隐喻

为白人权力上对土族人的控制#而产生了$白人对土

族人如君临一般%这一说法&

例句
(

中的$

0%%$89.

%与图
!

中的$

$89.;59

1%$$.

%都具有$覆盖%的意象图式#基于此意象图式

Y#=̀

可以隐喻性地表达
K90459>0%%$89.

&

对于例
!

我们可以基于图
@

所表述的这一$上

方运动%意象图式#用概念隐喻
MOB=O2C ?Y#=E

?='[

进行解释&生活就是一个向前运动的过程#

既然运动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障碍物#那么生活中就

会遇到困难&对障碍物我们可以
4%36U$89.

#

S

-6

Q

$89.

#

1%

<

$89.

等#同样对于生活中的困难我们就可

以
R

9;$89.

&

基于$路径终点%这一意象图式#我们将
Y#=̀

通过隐喻从空间域投射到时间域#使例
@

中的
$89.

2-/>0

<

产生了以
2-/>0

<

为时间终点的表述方式&

习语是在世界上多种语言中广泛存在#且具有

丰富的表达力#但因其句法和语义上的特殊表达方

式#许多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对其产生了$敬而远

之%的态度&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学派以数

理逻辑方式对句法的标准化形式进行了规定和限

制#而对习语这种用其数理规则无法解释的$异类%

则采取了排斥和回避的态度&认知语义学对于习语

这类特殊的)不能从句法和语义角度进行简单组合

性解释的表达方式#通常从构造的角度对其进行清

晰而统一的解释&习语可以被视为形义配对的构

造#构造即包含特殊表达#也包含一般形式,既包括

单词#也包括单词以上的各类单位&

B3%%6$.9

等从词语选用)句法排列和语义解释

三个方面对英语习语进行了分类#

=80/:

和
Z.99/

对其进行了修补#共有以下四大类*

!

+

"@G

&第
D

类习

语在词语选用中属于专词专用#即主要出现于某些

固定习语中,在句法排列上是非正常的,语义具有特

殊性&如$

;59FW9.

#

;59aW9.

%#英语用定冠词

;59

来修饰两组比较级#通过非正常的组合便这一

结构具有递进的特殊含义&对于这一类型违反词语

选用和句法正常规则的语言表达方式的理解#认知

语言学家往往通过构造来对其进行解释#即这一习

语的意义可以通过$

;59FW9.

#

;59aW9.

%这一构

式进行理解#同时对于这一构式#学习者还可以填入

许多其他词语以形成更多的)可被人接受和易于理

解的表达方式&第
(

类习语通常采用不熟悉词语#

对其做出正常的句法组合#却产生出非常规的语义&

如
:

Q

3%%;59U90/:

这条成语虽然符合句法规则$

#g

'I

%#但学习者难以通过该句法规则来理解这条成

语的意义#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来解释'

:

Q

3%%

只有在

:

Q

3%%;59U90/:

这条习语中才具有$泄露%的含义&

第
!

类习语则通过对熟悉词语的非正常句法组合#

产生了非正常语义搭配的用法&如
U

<

0/>%0.

R

9

#

'$40/>$

等&第
@

类习语通过对熟悉的词语进行

熟悉的句法排列#产生不符合常规的语义#如
Q

-%%

$/9

.

:%9

R

&

儿童的语言习得可以视作构造习得的过程#在

习得一个构造后#儿童通过对该构造的理解#从中替

换词语以形成更多的表达方式#也以此方式去理解

该构式下不同的)更多的表达式&英语学习者在学

习英语习语时也应是特殊构造的学习过程#通过对

习语这种特殊构造的学习和扩展去理解)使用英语

中的大量习语#以提高语言能力&

从古至今#中西哲学家)语言学家围绕语言意义

做了不懈的努力#各学派也为此争论不休&认知语

义学是在对以往语义研究理论进行反思)批判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语义研究的贡献是无疑的&但

语言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理论本身#语言理论只有

!G

崔
!

鉴
!

论认知语义学及其对语言教学的意义



应用到语言教学中才能检验其正确性)实用性#也才 能为语言教学和语言习得做出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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