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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合成理论的补充
+++复合及解整合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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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7*--5&,和 6+,-&,针对概念合成理论的 )普遍适用问题*提出了解整合

!95;5->&3,.>5*-"等一些相关限制原则#但没有深入的理论探讨% 1.,/:.72&对解整合进行了深

入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拓扑结构来补充 %.+7*--5&,和 6+,-&,的拓扑结构% 这个新的拓扑结

构包括在复杂程度和完备性方面都逐渐提高的复合及其对应的解整合的三个层级% :.72&详

细阐释了复合和解整合各个层面的工作机制及在动态互动如何限制了复合#实现了对)普遍

适用问题*的部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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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 !" 世纪 G" 年代初概念合成理论引介入中

国后!国内学者对于概念合成理论本身的研究与

应用研究方兴未艾" 国内学者刘正光#蒋勇#祝克

懿#余渭深#董平荣#房红梅#严世清#陆国君#王文

斌#张辉#杨波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概念合

成理论的发展!但是国内鲜有学者对概念合成理

论的缺陷及如何修正这些缺陷进行介绍和研究"

S5'';,!"""-及 :.72&,!""M-提出概念合成

理论的解释力太过强大,;5/=&,L'+//&>>2&*,8-!存

在(普遍适用问题) , +'54+5>8V,*'/&Y-" 概念合

成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说明各种人类认知和文化

活动,如语言#数学#音乐#视觉艺术等-!但在说

明个别特定现象时却也不能给出满意的解释"

%.+7*--5&,和 6+,-&,,!""!-中曾经提出了概念合

成理论解释力太过强大的问题!也明确引入了针

对复合过程的限制原则!如将复合空间分为四种

类型* 简单#镜像#单重围及双,多-重围网络0 提

出了保证概念整合,7*-7&V>+./5->&3,.>5*--深度和

足够解释力的操作原则*7*YV*;5>5*- ,合成-#

7*YV/&>5*-,完成-及 &/.'*,.>5*-,充实-0还指出整

合,5->&3,.>5*--与压缩,7*YV,&;;5*--是复合空间

构建的一方面!解整合 , 95;5->&3,.>5*-- 和解压

,9&7*YV,&;;5*--是复合空间的另一方面!原则上

解整合这个概念进一步限制了复合" 但是针对解

整合 %.+7*--5&,和 6+,-&,没有进一步阐释和说

明" 针对概念合成理论的这些问题! :.72&

,!""M-提出将复合过程和解整合分为三个层级!

并详细阐释了复合过程和解整合在复合空间构建

中的作用0另外!a*+3..,9,!""M-也就概念解整合

F##

!

'收稿日期(!"#" P## P"F

'作者简介(刘繁!#GFG+"#女#川省遂宁市人&硕士#讲师#现任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大学外语部副主任#主要

从事语言学研究%



,7*-7&V>+./95;5->&3,.>5*--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

两种 概 念 解 整 合 现 象* ;V/5>>5-3, 分 解 - 和

V.,>5>5*-5-3;&/&7>5*-,分割选择-" 本文主要介绍

1.,/:.72&对复合和解整合的分层及其对复合过

程的限制"

二%1.,/:.72&限定概念复合理论!复

合空间分层

:.72&, !""M - 及 S5'';, !""" - 指出接受

%.+7*--5&,和 6+,-&,用复合,'/&-95-3-这个术语

来描述神经学意义上的联结, '5-95-3-现象是为

了将复合放在更广义的框架中进行研究" :.72&

提出将复合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复合,05,;>L

*,9&,'/&-95-3-! 第二层级复合 , ;&7*-9L*,9&,

'/&-95-3-! 及 第 三 层 级 复 合 , >25,9L*,9&,

'/&-95-3-"

"一$第一层级复合

第一层级复合包括将复杂的感官经验,包括

更为广义的基于观察的图像-进行基本的心理压

缩和联合" 第一层级复合的具体功能是为了压缩

和统一感官经验!如蓝色的杯子等才能被认为是

连续的单个物体!一系列的时空连续运动和事件

才能被认为是连续的整体场景!尽管事实上与那

些物体和场景的重要特征或方面,如形状#尺寸#

颜色#地点#动作等-相关的感官刺激在不同的大

脑区域都需要进行先期处理" 如果没有第一层级

复合!我们就不能进行其他基本的认知操作!如对

比和范畴化经验!图式化或抽象化这些经验!将图

像和背景分开!或在其他物体为背景或多个场景

中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物体或场景上

,U.-3.7e&,!"""-" 第一层级复合是一系列认知

技巧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元素!它帮助我们把这

个非常复杂的世界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心理单位"

第一层级复合在正常人大脑中是自发的!是人类

与其他灵长目动物共有的一项基本技能 ,从

6*Y.;&//*!#GGG 年的观察中推知-" 在这个基本

层级的人类复合可以说是感官和概念的关系" 第

一层级复合从原则上说是独立于语言的!正如其

他的哺乳动物和灵长目动物!即使我们没有语言!

我们仍然可以进行第一层级复合" 然而如果没有

第一层级复合和依赖其存在的更为复杂的认知技

能!语言也不可能发展" 就词汇而言!如果不是心

理意象的连续!在语音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象

征性连接是无法想象的"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层级

复合!语言就不可能拥有符号学功能"

"二$第二层级复合

:.72&用第二层级复合来指代 6+,-&,,#GGI-

所指的基本的抽象叙事与抽象的语法结构整合产

生的实际的语法结构 ,3,.YY.>57./;>,+7>+,&-"

:.72&用从句内部层级的结构和构造为例来说明

第二层级复合!如 , 3̂.=&2&,- .,&9 './/句中表

示宾语的名词结构 D̂R@%O_6bOR)bD" 除了

在正常(叙事)意义上的抽象叙事结构,.';>,.7>

-.,,.>5=&;>,+7>+,&-!(.,&9 './/)还有一个抽象的

功能结构,0+-7>5*-./;>,+7>+,&-*1单数不定特指例

示1突出特征1范畴222" 这个抽象的功能结构被

投射到一个抽象的包含 D̂R@%O_6bOR)bD序

列的语法结构中!在此结构中!不定冠词(.)是一

个限定词!给 D赋予(单数不定特指例示)的值

,因而也是这个结构的功能中心语-!形容词

(,&9)是表示(突出特征)的修饰词!名词('.//)是

整个结构的句法中心语!起范畴标记作用,因而

也是整个结构的认知中心语-" 通过复合抽象的

功能结构和抽象的语法结构!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实际 DT形式的复合空间" 最核心的问题是语法

结构 作 为 , 自 然 的 或 惯 例 的 - 符 号 表 现

,;8Y'*/5d.>5*--的生产力" 要解决此问题在于决

定每种结构基本符号化动力,;8Y'*/57Y*>5=.>5*--

的限度与略述, +-9&,;V&75057.>5*--程度之间的关

系" 从积极的图式化认知值而言!语法结构是符

号化驱动的!但是为了允许语境相关的延伸和运

用而将他们略述" 在概念合成理论中这被称作是

由语法结构引起的复合图示,>2&'/&-95-3;72&Y&;

V,*YV>&9 '8.3,.YY.>57./7*-;>,+7>5*--" 语法结

构与概念结构编码不是为了听者去解码!而是促

使听话者通过复合去建构语境相关的意义" 复合

图示是针对某种压缩,作为结构符号动力的部

分-!但是也足够笼统,也就是说足够略述-!从而

允许不同的语境推理" 例如!象(,&9 './/)这种

OR)bD结构!虽然也促使我们将形容词表达的

概念指定为名词的特征!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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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还是可以不同地理解,?W&&;>&,#GGG-*在穿着

不同颜色制服的球员场景中!(,&9 './/)可以触及

('.//)更为广义的框架!即包括球队及其制服"

总而言之!语法结构是符号驱动的!因为他们连接

语音和认知结构!但同时他们也被略述!从而使得

语境相关的延伸和运用成为可能" :.72&提出将

第二层级复合更为明确地指称语法和句法被略述

的基本符号动力" 一旦说话者习得了母语!正如

第一层级复合一样!第二层级复合就成为自发的!

潜意识的和不可避免的" 第二层级复合关注的关

键问题是语言结构和思维的关系!因此它直接反

映了语言的基本符号功能"

"三$第三层级复合

第三层级复合整合是比第一和第二层级更加

明确分离及独立的心理空间!因此也更接近复合

空间!具有更少的自发性" 第三层级复合包括语

法比喻和比喻投射及更有创造性和风格上更复杂

的例子" 第三层级复合是最为抽象的概念整合的

结果*他们反映更进一步的概念充实和J或文化上

对投射更为敏感的再定义" 第三层级复合需要投

入更多的心理操作!因为除了基本的概念压缩和

形式上的语法结构构建!他们还会在概念上和分

离的输入空间叙事基础上创造新的心理构建" 比

如经典的整合例子(:+9925;>]*-e _599/&)#(62&

R&'.>&W5>2 \.->)! 反例( 0̂̂ W&,&8*+! Ŵ*+/9

25,&Y&)# ( -̂ %,.-7&! c.>&,3.>&W*+/9-/ >2.=&

9*-&D5X*- .-82.,Y)等例子"

:.72&用 ().7e ;-&&d&9 >2&-.Ve5- *00>2&

>.'/&)和(62&8/.+32&9 >2&V**,3+8*00>2&;>.3&)

中的基本致使结构,7.+;&9LY*>5*- 7*-;>,+7>5*--的

符号延伸来说明第三层级复合更为明显的特征"

在这两句话中! 与复杂L及物,7*YV/&XL>,.-;5>5=&-

结构联系的致使基本概念与通常不及物动词

(?D@@Q@)和(UO<Sa)的具体意义复合!产生了

语法比喻!也就是语法结构的延伸形成新的,(非

一 致 的 )- 功 能 域 , 0+-7>5*-./ 9*Y.5- -

,a.//59.8l].>>25&;;&- #GGG*!!F-"

正是与第三层级复合的联系!合成#完成和充

实作为复合的下级操作过程才变得相关0也正是

在这个层级!从输入空间的元素和结构部分选择

,V.,>5./;&/&7>5*--这个概念才变得相关" 例如名

词结构(,&9 './/)!正是从输入空间的特定元素的

选择确保了将('.//)理解为有红色表面的球或属

于有红色制服的球队的球" 在致使结构例中!正

是不同的映射选择决定了动词突显所指主语的动

作或运动 ,如在 ().7e >2,&W>2&-.Ve5- 5->*>2&

W.;>&L'.;e&>)和 ().7e ;-&&d&9 >2&-.Ve5- *00>2&

>.'/&)-!或突显宾语的运动,如在(O-98,*//&9 >2&

9,+Y5->*>2&W.,&2*+;&)和 ()+-5*,;V&9 >2&7.,

.,*+-9 >2&fY.;>,&&)-!或突显基本的致使联系

,如在(?.,3&/&>>2&>.-e 5->*>2&7*YV*+-9)-! 或

突显场景的其他方面!比如突显工具或媒介,a&

7.,>&9 >2& 9,+Y; 5->* >2& W.,&2*+;&-

,%.+7*--5&,l6+,-&,#GGI0 ].-9&/'/5>!"""-" 这

些例子都是第三层级复合的结果"

:.72&的 复 合 拓 扑 结 构 是 为 了 补 充

%.+7*--5&,l6+,-&,对限制复合的努力" 对复合进

行三个层级的分类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限制复合起

到了作用" 第一!大部分概念整合的讨论都实际

上聚焦于第三层级复合!通常都排除了其他两个

层级的复合" 第二!虽然层级之间存在很多差别!

对复合进行三个层级的分类将众多现象囊括在一

个普遍的复合框架中! 1.,/:.72&对复合的分层

更支持所涉及现象之间更直接的对比及这些现象

间关系更为精确的规范"

三%1.,/:.72&限定概念复合理论!解

整合

我们可能注意到第三层级复合预设了第二层

级复合的能力!第二层级复合预设了第一层级复

合的能力" 但是广义的复合自身没有解释在这个

等级中从一个层级向下个层级的过渡或发展" 为

了更了解这个连续的动力!我们有必要精确地检

验概念整合与其天然对应的解整合之间的关系!

并在复合等级中定义解整合的作用"

解整合概念由 %.+7*--5&,l6+,-&,提出!在其

著作中也偶尔使用这个术语!但解整合现象却没

有得到%.+7*--5&,l6+,-&,相应的理论注意!他们

也没有试图去定义解整合的确切本质及与复合空

间的关系" O-9&,;a*+3..,9 首先意识到并描述

在概念整合理论中解整合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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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解整合是在一个心理空间中既统一又离

散的结构元素获得多重对应关系!且作为两个或

更多独立的结构元素被投射到另一个,或其他-

心理空间的过程,a*+3..,9 !""!-"

:.72&提出a*+3..,9的定义仅描述了让我们

能够将整体分解为相关构成部分!区别个体特征

或物体#场景和结构的特征的更为基本的普遍心

理技能的一个具体例子" 这种基本的普遍心理技

能对于我们范畴化#注意细节#进行换喻联想#从

不同角度观察物体和场景#及,a*+3..,9 观察到-

在复合空间中给一个或同样的输入空间元素赋予

互补值或角色" 最值得注意的是!从广义上讲解

整合总是在复合的前提和驱动下进行的"

:.72&认为解整合和整合是对应的!两者通

常会动态的相互影响"

"一$第一层级解整合

:.72&提出在由第一层级复合反映出来的某

种感官输入压缩的基础上!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

复合通过进行概念整合而具有共同点" 第一和第

二层级复合从(片段)或(分割)意义上都预设了

某种程度的解整合!因此也具有共同点" 第三层

级复合整合独立的概念输入空间,即与不同物体

或场景相关的输入空间-!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

复合整合在某种意义上相同的物体和场景的某些

方 面" 就 第 一 层 级 复 合 而 言! 正 如

%.+7*--5&,l6+,-&,一样!我们只能预设某种感官

片段!即第一层级解整合!复合才能有意义" 值得

注意的是!与联结,'5-95-3-相关的解整合不是一

个新发现!而是在神经科学和心理学都获得独立

认可的" 在(;*Y&*-&5;e57e5-3.'.//)这个场景

中!第一层级解整合从直观上讲就非常清楚*整个

连贯的整体情景概念通过压缩感官上及客观上非

常复杂的运动序列而得来!解整合与单个物体的

联系也非常清晰" 因此!如果在更广的框架中我

们把联结认为是一种复合!我们也必须接受在复

合之前把刺激分段,;&3Y&->.>5*- *0;>5Y+/5-是一

种解整合!也即是第一层级解整合" 第一层级解

整合是纯粹的神经感官现象!和语言在本质上没

有关系0虽然与第一层级复合结合!解整合就可以

作为语言直接依赖的某种认知技能的基础"

"二$第二层级解整合

第二层级复合是将基本的抽象叙事与抽象的

语法 结 构 整 合 产 生 的 实 际 的 语 法 结 构

, 3,.YY.>57./ ;>,+7>+,&-" 6+,-&,认 为 结 构

,;>,+7>+,&-这个词在概念上应先于通过投射而产

生的抽象语法结构" 因此语言结构的实际来源应

该是概念结构" :.72&认为结构仅存在或产生于

某种被认为是整体的东西!它将被认为是整体的

各部分由那些更小的单位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结

构预设了依据子部件,;+'V.,>;-解构地看待一个

整体的能力" :.72&提出抽象的概念输入结构显

示了概念解整合!正是这个解整合是抽象语法结

构的来源"

6+,-&,,#GGI-! %.+7*--5&,l6+,-&,,!"""-及

1*+/;*-lE.e/&8,!"""-都曾偶尔提及心理分割

,:.72&称之为第一层级复合-!他们都认为这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但他们与之相关的讨论却

非常少" :.72&提出将与第二层级复合相关的心

理分割!称之为第二层级解整合!而且也假设第二

层级解整合为语法结构的真正来源" 这个层级的

解整合可以被描述为为了实现范畴化和进一步复

合目的的第一层级复合经验的心理片段" 这种解

整合不会导致单个片段与其他片段的根本的和不

可逆的分割" 相反地!第一层级复合,我们所称

的概念整体-的统一力,+-5085-30*,7&-贯穿了解

整合过程!创造出在紧密结构,>532>;>,+7>+,&-类

型中排列片段的需求"

根据6+,-&,提出的这个假设!语法,包括句

法-就是解整合!也是有组织的第一层级复合的

投射结果" 也就是说语法结构!就像本质上的复

杂结构!应假定首先源于区别化的过程!而不仅仅

是复合的一个结果"

例如!().7e >2,&W>2&-.Ve5- 5->*>2&W.;>&L

'.;e&>)这种句子不仅阐释了概念整合!同时也阐

释了概念解整合" 这种解整合最清晰地表现在区

别于意图的行动者,5->&->5*-./.3&->-和致使移动

的物体且作为独立单位,由动词 6a_Ec表示-

的致使情景的心理提取" U.-3.7e&,,!"""-认为

参与者是(概念上自发)的过程!过程,(事件)-

是(概念上依赖)于相关的参与者的" :.72&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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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情景是相对独立的过程和参与者角色是

继第一层级复合之后的第二层级解整合的结果"

以(,&9 './/)为例!对整个情景的第二层级解整合

涉及的与特征相关的心理提取!有了这些特征我

们就可以更普遍地范畴化和描述场景!也可以在

情景中更有效地满足交际需要" 这就牵涉将运动

的顺序视为某种特定过程以及将参与运动的物体

视为有特别的参与者角色"

将参与者和过程分为不同的参与者类型和过

程类型的次分类也反映了概念解整合*拓扑结构

依赖于那些可以推广到很多例子的典型特征的心

理提取" 我们承认().7e >2,&W>2&-.Ve5- 5->*>2&

W.;>&L'.;e&>)和 ().7e ;-&&d&9 >2&-.Ve5- *00>2&

>.'/&)属于两个不同层级的复合就依赖于我们解

整合统一概念,+-505&9 7*-7&V>;-的能力" 在第一

个例子中我们将).7e理解为意图的行动者!将运

动理解为致使行为" 这种理解符合致使结构的基

本图式!因此也是语言和认知基本映射的一个例

子" 在第二个例子中运动仍然被理解为致使运

动!但是 ,很明显 - ).7e 是无意图的行动者

,+-5->&->5*-./.3&->-" 这种理解是这个结构基本

意义的延伸!这种延伸源于通常被认为是无意图

事件的(;-&&d&)意义的第三层级复合意义" 这两

个例子的差别部分依赖于理解意图存在或缺失的

心理 能 力! 也 就 是 从 行 动 者 提 取 (意 图 )

,5->&->5*--特征的能力"

"三$第三层级解整合

解整合与第三层级复合紧密相关" 正如

%.+7*--5&,l6+,-&,强调的那样!从输入空间向复

合空间的投射是有选择的和部分的" 是随着复合

的本质不同而变化的!双重围或多重围复合程度

明显最高!因为在这种特殊类型的复合中部分结

构来源于两个或所有的输入空间的投射" 在输入

空间中挑选出单独的元素和部分结构的能力有赖

于广义上的解整合能力" 只有通过区别和分割输

入空间的内容我们才能选择地和部分地投射材

料" 这种解整合就是第三层级解整合"

第三层级解整合和第二层级解整合的工作机

制相似!只是在范围和创新潜能方面有区别*第二

层级解整合在第一层级复合上进行!是第二层级

复合的前提,V,&7*-95>5*--0而为了帮助第三层级

复合的合成和完成过程!第三层级解整合在单独

的概念输入结构,不论是否涉及第二层级复合-

上进行" 因此第三层级解整合可以描述为第三层

级复合的前提" 第一层级解整合与感官相关且看

起来是神经学上的事实0为了创造概念和语言结

构而连接第一和第二层级复合的解整合!即第二

层级解整合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和潜意识的,一

旦我们生理和语言成熟-0第三层级解整合具有

更富的创造性!因为它通常都是为了在复合空间

中用新颖的方式将不同输入空间的单个元素连接

起来!它还可能涉及选择同一个输入空间元素潜

在的互补特征"

但第三层级解整合不仅与分裂个体 ,;V/5>

V&,;*-;-或物体相关!也与共存于输入空间中的特

征或元素的子集的区别性部分选择相关" 例如!

在著名的(62&R&'.>&W5>2 \.->)例中!我们有两

个输入空间*一个输入空间是一个现代的教授在

就某个哲学问题阐述他J她的观点!另一个输入空

间中是\.->在很久之前通过写作阐述他的观点"

这些空间具有一系列显著的对应特征" 两个场景

的时间,十八世纪末和现在-!表达的模式,书写

和口述-!语言,德语和英语-及即时的情景的某

些特征,如地点#观众等-都非常不同" 但也有相

似的对应特征!如对真理的寻求!这是两个场景的

一个驱动因素" 在复合空间中这些元素的部分选

择在\.->与这位教授生动的辩论框架中整合!在

这个框架中教授和\.->的不同观点被作为论断#

反诉#问题和回答呈现" 为了让在此情景中的这

个复合空间有效地运行!时间#语言及媒介都从现

代教授的输入空间而不是从包含 \.->的输入空

间选取" 也就是说!辩论发生在现在!使用英语!

是在研讨会上观众面前用想象的对话方式进

行的"

另一个与第三层级复合的合成和完成相关的

解整合例子是在复杂L及物致使结构中动词要强

调的确切特征的选取" 正如在第三层级复合中提

及的那样!动词可以突显所指主语的动作!或突显

宾语的运动!或突显基本的致使联系!或突显场景

的 其 他 方 面 , 比 如 突 显 工 具 或 媒 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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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l6+,-&,#GGI0 ].-9&/'/5>!"""-" 就

心理空间!如复合过程中的输入空间!是一个心理

整体或概念包,%.+7*--5&,l6+,-&,!""!-而言!选

取相关特征投射到复合空间的能力是第三层级解

整合的结果"

:.72&提出与广义的复合模型相对的解整合

广义框架方式" :.72&区分了三种层级的解整

合!每一个层级都作为复合层级的前提" 第一层

级解整合是先于联结第一层级复合的感官刺激片

段!因而是纯感官现象" 第二层级解整合是为了

实现范畴化和更深入复合目的的第一层级复合的

片段" 这些更深入的复合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实际

的结构建构而将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匹配的第二

层级复合" 第三层级复合需要为了第三层级复合

的合成从不同的输入空间选取元素和特征" 这个

广义的解整合模型的优点在于我们可以领会涉及

不同层级的过程的相似本质!因而我们可以解释

解整合与不同复合过程的动态互动"

图一是:.72&联合复合及解整合的示意图"

图一CO;2&Y.>57,&V,&;&->.>5*- *0>2&7*Y'5-&9 '/&-95-3.-9 95;5->&3,.>5*- Y*9&/(

"1.,/:.72&!""M$

CC

四%结论

针对概念合成理论的普遍适用问题!1.,/

:.72&将复合过程及解整合分为三个层级!并详

细阐释了复合与解整合在复合过程中的动态互

动" 通过阐释每个层级上复合与解整合的工作机

制及动态互动!:.72&对 %.+7*--5&,l6+,-&,概念

整合理论的(普遍适用问题)进行了部分修正!即

每个层级的复合和解整合都在其相应层级限制了

复合的本质!即每个层级的复合和解整合都针对

人类认知的某个层面进行足够充分和精确的描

述" 复合及解整合的分级符合人类认知发展规

律!当人类生理和语言发展愈趋成熟!复合及解整

合也愈朝着自发和潜意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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