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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类型学视野下运用形式语义互证与历时考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汉语的空间短语，在分析、
解释过程中强调倾向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汉语空间短语是汉语空间范畴最基本的表述形式，包括方位词、处所词、空间介词和普通名词四大要
素，构成“普通名词+方位词”、“空间介词+普通名词+方位词”和“空间介词+处所词”等三种主
要形式。
汉语空间短语的类型表现主要包括：a.同时使用介词和方位词.b.处所词自成一类；c.前置空间介词可隐
可现。
　　世界语言里，介词和方位词的使用情况有三种类型：一是介词、方位词形式上分立（如汉语），
二是介词和方位词合并成一项（如芬兰语），三是方位词完全被介词吞并（如英语）。
　　汉语的后置方位词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只能后置的“之上、之下、之中、之间、以内”等方
位词，第二种是常常后置的“上、下、前、后、里、外、东、南”等高频率的单音方位词。
海内外学者们关注的是第二种情况，但第二种情况只能是一个动态的聚合，还不能说是后置介词。
后置方位词与名词构成方位短语，是有选择的。
实体名词的物理可居点影响着后置方位词的选择范围，主体与客体的位置关系影响着后置方位词的选
择值，实体名词的功能可居点影响着后置方位词的选择倾向。
在“介词+普通名词+方位词”结构里，语义上起转化作用、句法上有强制作用的方位词是不能隐去不
用的。
运用认知心理分析后置方位词，虽然推动了空间范畴的研究，但也带来新的问题，主要是容易产生以
倾向代替全面、多样的问题，如“汽车”被认为是“图解为一个平面”，常说“汽车上”而很少说“
汽车里”，但我们利用大规模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表明，“汽车上”与“汽车里”的出现比例约为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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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跟Chomsky不同的是，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能力不是一种独立的认知能力，而是跟一般认知能
力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
语言有天赋成分，但天赋的是人类独有的认知、推理及信息处理的能力，而不是头脑里有一部抽象的
语法。
自然语言是概念化的现实的符号表达，应该从“表达观念和思想”的角度来研究人类语言。
语言是不自足的，句法也是不自足的，与词汇、语义密不可分，没有明确的界线。
语义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总会涉及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
句法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自主的，而是有理据的。
句法结构为什么是那样，主要从外部去找原因，而不是从内部去找原因。
概念结构与句法结构具有象似性，因此，要从概念结构而不是从形式构造人手分析语言现象（张
敏1998，沈家煊1999a）。
　　认知语法是以人类对世界的经验以及人类感知世界并将其概念化的方法、策略作为基础和依据进
行语法研究的语法学派，这种学派十分重视空间研究，因为空间认知对人类来说是基本的、重要的
（Svorou 1993）。
这种学派的形成，也是来源于认知语法学家对语言、语法的不同于别的流派的认识。
　　中国语言学界是如何认识语言、语法的呢？
以朱德熙先生为例。
朱德熙（1982：9）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任何符号都包含形式和意义两方面。
”朱德熙（1985：80）指出，“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弄清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
所以从原则上讲说，进行语法研究应当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
”显然，朱德熙先生对语言的认识受到了Saussure的影响，但语言的符号性无疑是语言的实质内容，更
为重要的是，朱先生的语法研究方法是基于他对语言的认识的，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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