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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内部转向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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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认知语言学诞生于上个世纪 K" 年代末$至 $"+G" 年代取得较大发展$其为语言

研究提供的新范式打破了以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为主的语言研究范式$影响了一大批学者$

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均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近年来$有些认知语言学家已经不再只满足于对语

言本身的研究$而开始关注语言的社会性质$由此诞生了社会认知语言学# 这种转变在认知语

言学的研究领域必将再掀热潮$带动认知语言学的内部革命# 本文在分析认知语言学的理论

基础之上$探讨社会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动态及其对语言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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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语言学概况

"一$认知语言学的产生

!" 世纪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是(前 H" 年

主要是结构主义!M" 年代开始从描写#语言是什

么%怎么样$转向解释#语言为什么会这样$" 认

知语言学这个术语首先由 .̀TV# 在 #GK# 年提出!

其研究对象是大脑中的语言" 但目前公认的观点

认为认知语言学诞生于 K" 年代末!在 $"0G" 年

代取得了较大发展"

"二$认知语言学简介

王寅对认知语言学作出的定义是(坚持体验

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

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

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认知结构等对语言作

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

" 从他

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认知语言学致力于在描

写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努力对其背后的认知规律

作出统一的解释" 这也是该理论最重要的理据"

认知语言学坚决反对形式语言学的观点!认

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句法也不是一个自

足系统!语言的形式结构深受社会环境%认知机

制%概念原则%思维方式等的影响!是基于人类自

身的经验之上的"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

验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

维的隐喻性.心理学基础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心智

主义%建构论.神经学观点是连通论" 其研究方法

主要是(反对乔氏用形式主义的%脱离身体经验的

方法研究心智!而是对心智进行经验性研究"$

*!+

"三$认知语言基本理论

!" 世纪 $" 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是

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其基本特征是研究我

们对世界的知识是如何通过#心智范畴$ ,或#意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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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图示$-建立起来的" 它重点研究了范畴化理

论%1P和 _1P%意象图示%认知语义学%心智空

间%构式语法%隐喻认知以及相似性等方面"

,#- 范畴化理论

认知语言学认为范畴是指在人们互动体验的

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在思维上的概括反

映!是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属性所构成的

#完形$概念构成的" 范畴与人们的类属划分密

切相关!因此这其间必然要涉及人的认知!同样也

不可能排除主观因素" 因此!范畴是认知主体对

外界事体属性所作的主观概括!是以主客观互动

为基础对事体所作的归类"

,!- 认知模型

认知模型是指人们在认知事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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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概念及其间的性对固定的

联系构成" 1P具有体验性%互动性%完形性%内

在性等特征" 而 _1P是指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

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出的抽象的%

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这是建立在许多 1P之上

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形结构!具有格式塔

性质"

,F- 意象图示

.̀Z6+00和*+2-;+-提出意向图示是指人类在

与客观外界进行互动性体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常

规性样式!它们主要起意向性抽象结构的功能"

它具有非命题性%概括性%抽象性等特征%去环境

性以及无无意识性的特征" 意向图示有七类(空

间%等级%容器%力量%整体I多样%辨认和存在"

,%- 心智空间

概念整合也称为融合理论!是探索意义构建

信息整合的理论框架!它涉及心智空间网络动态

认知模型合并的运作过程!概念整合对于我们如

何学习%如何思维%如何生活发挥着中心作用" 我

们正是依靠概念整合来理解意义!不断创新发明!

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概念世界!因此概念整合观也

是认知语义学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F+

"

,M- 构式语法

构式语法最核心的思想是形义配对体!指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所形成的结构" 可以

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构成的词是最小

的构造" 所有构式都是形,包括音位%书写-和义

,语义%语用和语篇功能信息-的结合体!它们以

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存储于发话者的心智之中"

,H- 隐喻理论

隐喻是指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域来

认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

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

" 在传统理论上的

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隐喻-是一种思维

方式$"

二%对认知语言学的评价

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思想是我们对#现实$体

验的种种途径和手段是通过人们自身对世界的经

验而来的" 在强调认知的同时主要强调了语言的

#体验性$和认知主体的想象力!人们对事件的概

念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理解" 人们对现实世界的

理解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具有动态性%可

变性%不确定性等特征" 正是这种 #现实0认

知0语言$的基本出发点奠定了认知语言学成功

的基础"

过去的 !" 多年中!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

研究语言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生机盎然!蓬勃发

展" 综合这些研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

大都是在纯语言层面的研究!从语音%词组%句子

到语篇等各个层次的研究都不乏佳作" 例如在

&认知语言学入门'和&认知语言学导论'上面介

绍了很多这方面的实例" 比如!传统上我们用旅

行来解释生命!借战争来喻比辩论" 在认知语言

学领域!我们利用转隐喻理论从身体的部位出发!

探讨其在语言中体现的各种现象!比如科学和政

治中的隐喻研究等" 在王寅 !""H 年的书中!从原

型范畴理论出发!从语音到语篇都做了及其详细

的介绍" 这种基于体验性的研究是十分恰当的!

也有理可循!根据 N4,Z Q66,.,>;在 !""H 年的书中

总结出的认知语言学框架图示,图 #-很好地显示

了认知语言学#现实0认知0语言$的基本立场!

该图为语言各个层面的研究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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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图 #C认知语言学概念构架&%'

然而!在认知语言学风风火火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应该居安思危!不可以沾沾自喜!应该正确看

待其正面临着的危险!在笔者看来其中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1+0>所说的#唯我性$!即过于强调大脑

内部的东西*M+

" 当然!这并不是说认知语言学的

基础是不可靠的!事实上笔者认为认知语言学确

实提出了一种比形式方法更灵活%更具潜力的研

究范式" 只是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就!认知语言学

需要#走出大脑$!纳入语言的社会属性" 从实质

上讲!这与其#互动性$是不一样的!之前提到的

#互动性$!虽然也强调了外部世界的作用!但是

这种作用只是为人们的理解提供了经验和常识!

是人们形成认知的一种基础方式!强调外界的工

具性质!而真正重视的依然是我们自身的理解!重

视的是#体验性$!是主观化的方面" 因此我们有

必要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研究!正如 Q66,.,>;

所说!#,认知语言学-研究大部分都是不考虑环

境因素的!即人们所说的去环境化$!因此认知语

言学的未来发展将系统地在广义的认知功能领域

中进行*%+

"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早前就开始

意识到这一问题了" 比如 .̀-(.7Z6,在 GG 年的书

中就指出!要研究概念和语法结构的动态性就必

然要研究话语和社会交互的动态性!而这一点无

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必须扩大认知语言

学的研究范围以涵盖话语和社会交互等领域*H+

"

笔者也认为认知语言学想要进一步获得突破!我

们除了继续前人的研究以外!更需要语言的社会

属性方面汲取新鲜的营养"

三%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

"一$产生

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实际上在 !" 世纪 G" 年

代就开始出现了!并于 !""K 年在波兰克拉科尔召

开的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正式被确立为

认知语言学分支*K+

" 而首次提出#认知语言学的

社会转向$的是哥本哈根大学的R6>6,X.696," 他

在由英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联

合主办%布莱顿大学承办的#语言%交际与认知$

大会上,!""$ 年 $ 月 %LK 日-明确提出了这个术

语*$+

" 此外!c,4;>4.-;6- 和 N4,=6- 于 !""$ 年写了

&认知社会语言学'一书!该书的问世可以说是印

证了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这一研究动态!使得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真正开始受到关注"

"二$研究内容

1,+0>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通过吸收语用学

和社会语言学的某些基础内容实现语言的社会属

性的研究目标" 他认为!长久以来!在研究包括语

言在内的人类行为上!社会和心理维度都是分离

的!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属性!需要将两者结合

起来*M+

" 事实上!在语用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

道路上已经有不少研究了!现在当我们说起认知

语用理论%认知语用策略!也不再是特别新鲜的词

组了" 而这其中最突出%也最为成功的领域在概

念整合理论的运用上!&认知语言学入门'一书上

介绍了该理论运用于新闻%广告%谜语等的理解!

对于几个例子都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解释!笔者在

此不做赘述" 但是尽管其解释如此细致!这些研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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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仍然不足以使人满足!因为经过仔细推敲!我们

不难发现!其中对各种例子的解释依然是强调人

们对该事件的理解过程的!而非语言的社会文化

属性!究其本源仍然属于主观方面的研究!其中带

有的语用特征事实上很少"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深

入地挖掘语言的社会属性!以此来填补认知语言

学在更广泛的角度上的研究空白000认知语言学

和社会语言学的结合"

"三$研究特征

社会语言学是指我们在社会中研究语言" 通

常情况下!在社会语言学中!我们感兴趣的内容是

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语言的结构和使用" 该领域研

究的是语言和社会之间!语言使用和社会结构之

间的关系*G+

" 众所周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包

括语言的变体研究!比如标准语%方言%语域等!还

包括语码转换!委婉语和禁忌语等" 认知社会语

言学!顾名思义!综合了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取向和

社会语言学的社会取向!关注认知的社会文化语

境或情境制约性!把认知体验性的生理和物理环

境发展到社会文化语境!把语言及其幕后认知的

普遍性研究转向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语言,变

体-与认知的研究!是认知语言学体验理论发展

的里程碑*#"+

" 这其中包含的两者的结合!不仅仅

包括两者的和谐共处!更重要的是要使两者在研

究中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概括起来认知社会语

言学的研究特征有如下几点(

,#-关注语言变体的研究!这是认知社会语

言学研究的最显著的%也是最突出的一点" 随着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全球的发展!英语的

使用范围在全世界不断扩展!因此世界英语变体

研究成为促进国际交流的时代需要!不仅具有纯

研究意义!而且也契合时代的发展需要!深具实用

意义" 社会语言学家卡齐鲁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圈

模式目前在英语变体研究上备受关注" 他把世界

英语变体划分为三个同心圈(内圈%外圈和扩展

圈" 内圈是指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这些作为母语使用的

英语!外圈指如非洲英语%印度英语等制度化的二

语变体!扩展圈指作为外语使用的%没有制度化的

英语变体!如日本英语%中国英语等"

*##+对于英语

变体的研究!香港大学认知语言学家 X.-;LQ6+,(

\+/0和R+/U6-2.(6- ,̂.-Z于 !""G 年合著了&世界

英语变体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 ,\+,/9 @-(/4L

;26;( &1+(-4>4=6?+74+/4-('4;>47&SS,+.72- 一书!

他们通过分析英语的英%美变体和非洲变体中亲

属关系的隐喻概念化!强调社团群体意识的非洲

集体主义文化模式和个体独立性的西方个体主义

文化模式及其冲突!考察第二语言英语变体的概

念化认知的变异现象"

*#!+该书可以称得上是认知

社会语言学在语言变体研究上的集大成者!对未

来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被很多认知语言学家看成

是认知社会语言学转向的标志性著作" 另外!周

红英*#F+提到目前认知社会语言学基于 .̀-(.7Z6,

的象征单位模式!结合认知语言学关于意义的构

建%识解同社会身份理论!研究了语言使用者的言

语范畴化和社会范畴化机制!并在转喻理论和认

知语法框架下解释音位变体同言语变异的关系及

其对社会意义的建构"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话语

口音不仅是方言的体现!还是社会意义的标识.言

语模式同社会意义是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

身份可以通过言语模式突显!也会随着言语模式

或话语风格的变化而变换"

,!-方言自然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最主

要内容!但是张辉等提出了认知社会语言学更具

本质性的特征000认知语言学在探索普遍认知的

同时!也开始关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体现的说

话人认知系统中的文化特征或文化模式"

*#%+提到

这一点!笔者将再次提到由 c,4;>4.-;6- 和 N4,=6-

共同主编的论文集&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

文化模型%社会制度'!它是第一部以#认知社会

语言学$命名的著作" 全书由以#认知语言学(理

据%方法与范围$为题的引言和其他 #M 篇论文组

成" 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语义模型!并对方

言这一认知语言学较少涉足的领域进行了探

讨"

*#M+另外!采用实证研究标准设计了定量语料

库分析!为将来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仅如此!书中还参照西方两大认知文化模型分

析了语言的潜在政治哲学立场!探讨了在语言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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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辩论中隐喻性民俗模型的作用!以此来讨论世

界各地英语各自不同的概念化方式" 最后!该书

还研究了企业媒体话语中的企业形象!结合北美

大学生课堂话语!分析了大学教育根据企业进行

概念化的趋势!以此来讨论描述社会制度的三种

方法!还通过对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分析讨论了

认知语言学如何帮助解决政治问题" 这里所说的

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研究和利用概念整合理论来

研究的新闻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通过研究其说

出的话语来解释说话人认知系统中的文化特征以

及其影响!而后者则是通过已经产出的话语来解

释听话人的理解过程" 两者虽然都以话语为基

础!但是一个研究使用者语言所带有的社会文化

因素!另一个则重视使用者内部的理解过程" 该

书对整个认知语言学的转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

响!笔者相信这种影响将继续扩大!并为认知语言

学提供新的视角!促进其向更广的空间发展"

,F-对传统认知语言学中个别理论的深入研

究!主要是隐喻理论的拓展" 由于隐喻在我们的

生活中无处不在!而且对其研究也颇有历史渊源!

再加上其本身具有的实用价值!使得对隐喻理论

的研究深受学者们的青睐" 在研究隐喻理论的社

会属性上也不例外!但是相较于之前关于隐喻理

论的研究!此时的研究不再拘泥于纯语言层面探

讨语言是如何从一个概念域映射至另一个概念域

的!而是从更加宽泛的角度上进行的研究!研究的

是隐喻所能代表的说话人的独特认知方式!以及

其所体现的社会身份和政治立场等!重视的不仅

是隐喻所体现的主观方面!还涉及其社会属性"

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最为有名的是在 !""F 年问世

的论文集000&语言与思维中的认知模型(意识

形态%隐喻与意义'!该书由 N4,=6-! ,̂.-Z 和 Rq>U

主编" 全书由#范畴%认知模型和意识形态$为题

的引言和另外 ## 篇论文组成!分属四个主题!即

#语言变异的认知模型$%#文化I社会身份的认知

模型$%#作为隐性意识形态的认知模型$和#隐性

社会辩论中的认知模型$" 书中所收集的文章重

在讨论隐喻在各社会领域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

能!其中包括种族歧视%政治%经济以及基因组学

等!从多个社会维度对隐喻理论进行了全新的阐

释*#H+

" 通过分析概念隐喻和人们意识形态的相

关性!深入探讨了概念隐喻所具有的社会语用功

能!对隐喻理论在认知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提

供了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

"四$ 研究方法

既然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将认知语言学和社

会语言学相结合!则语言学的这个分支在方法论

上会明显地带有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某些

研究特征!只是侧重点可能会有所偏向而已" 其

具有的方法论主要有一下几点(

,#-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与社会语言学

的研究方法相结合!采用实证的研究范式" 主要

是借用语料库研究" 首先!这种研究范式和形式

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以乔姆斯基为首

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强调纯语言形式层面的研究!

虽然他也收集不同的语料!但是他收集语料的目

的是对不同的语言形式采用统一的类似信息处理

的方式!借用的运算的手段!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

性十分明显!它无法解释语言所体现的除了其形

式和规则之外的东西" 而我们知道语言所能表达

的思想远远超乎其形式所具有的内容" 另外!这

种研究方式又有别于认知语言学!更加注重语料

本身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因素" 认知语言学近年来

也不乏通过收集语料来研究语言的佳作!比如王

寅等学者就很提倡借用语料库进行数据分析来解

释语言现象"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优势在于它不仅

重视语料收集!其最终目标是通过结合认知语言

学的各种理论进行语言分析来找出这些语料中蕴

含的特定文化模式" 当然在语料库的基础上!我

们还可以辅之以问卷%测试等形式!就目前而言!

可以说这是认知社会语言学中最基本!也是运用

最广泛的研究方法"

,!-将使用者的认知因素%文化因素和语言

现象融合在一起!进行互补性研究" 从古至今的

语言学研究证明人类语言的某些现有特征可以被

调整以表达新的概念!而一门在新环境中发展出

的语言变体也被新的使用者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

世界观和文化内涵!认知社会语言学就是通过研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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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们是如何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文化内涵来

论证语言对新的文化认知语境的适应性的" 比

如!在&世界英语变体(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一

书中!作者通过研究当地人民的语言习惯!介绍了

非洲人民关于现实世界%天体世界和神灵世界三

位一体的独特宇宙观和祖先崇拜文化!以及其坚

实的巫术信仰文化" 作者就是通过研究非洲人民

的语言特点!来论证非洲英语变体中所包含的独

特的社团文化模式"

,F-认知语言学研究人的大脑!属于认知科

学!因此也可以采用认知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其中可以借用心理学试验%计算机模拟以及神经

生理学实验" 这种方法很明显是偏重于认知方面

的研究的" 笔者倒是很赞同这种研究范式!由于

英语这种强势语言在全球的不断扩张!产生的英

语变体也多种多样!如果能够对这些变体的使用

者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语言本

身以及使用者所带有的文化特征和它们之间的交

互关系" 另外!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拥有及其丰富的方言资源!如能利用像 @bR等先

进设备对这些方言进行研究以探讨其所蕴含的文

化认知模式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四%总结

通过上述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认知社会语

言学集合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和观点!将两者很好地融合!社会语言学的丰富研

究内容也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打开了一片广

阔的天地" 如果说乔姆斯基理论是对描写性结构

主义学派的一次革命!认知语言学就是对乔姆斯

基革命的革命*#+

!那么认知社会语言学将是认知

语言学的一场内部革命!它使认知语言学跳出了

人的普遍体验性的范围!将认知语言学推向了社

会化的一面!极具研究价值!它必将再掀认知语言

学研究的另一热潮"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认知语

言学已经实现了去环境化的所有内容*%+

" 这表

明认知语言学仍然可以从目前的研究中获得突

破" 总之!认知语言学发展一方面将继续沿着目

前的研究范式进行更加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则需

要从语言中挖掘其社会属性!迎接即将到来的认

知语言学社会转向!使语言研究在两者中都能百

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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