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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知语言学是近十几年来国际理论语言学界新兴的一个语言学学派。
它广泛吸收了语言学之外研究人类认知活动的各门学科如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人类学及在这些
学科基础上产生的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与分析方法，在语言学内部则整合了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
的研究路子，基于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st）与功能主义的哲学观和语言观，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
构造，并分析其认知功能基础。
其基本主张是：自然语言是概念化的现实的符号表达，句法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自主的，
而是有自然的动因（motivation），即其外在形式常常是由认知、功能、语用等句法之外的因素所促动
，故表层句法结构直接对应于语义结构；而语义结构并非直接等同于客观的外在世界的结构，而是与
人在和客观现实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身体经验、认知策略乃至文化规约等密切相关的概念结构相对应。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和语言学里功能学派的崛起，认知语言学在国外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增大
，不少学者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研究了世界上各种语言里的众多现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海外华人学者也在其理论方法的启发下对汉语语法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并从汉语研究中提出
了自己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如戴浩一的“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Tai 1985、1989、1993
）和谢信一的“组成认知语法”（Hsieh 1989、1991，谢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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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知语言学是近十几年来国际理论语言学界新兴的一个语言学学派。
它广泛吸收了语言学之外研究人类认知活动的各门学科如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人类学及在这些
学科基础上产生的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与分析方法，在语言学内部则整合了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
的研究路子，基于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st）与功能主义的哲学观和语言观，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
构造，并分析其认知功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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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敏  1963年10月出生于湖北武汉。
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获学士学位。
1985年至199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现代汉语专业，师从朱德熙先生、陆俭明先生，获博士学位
。
1990年至1991年任教于北京大学。
1991年赴美，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访学并从事合作研究。
自1993年起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高级讲师，教授汉语语言学课程。
目前的研究兴趣是汉语认知功能语法，汉语方言语法和历史语法。
1995年曾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青年学者奖”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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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共性第八章 余论：多项定语的语序规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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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认知语法的上述理论来源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上的根本特点，即既不刻意追求形式化，也不以形式
解释形式，而是以语义、概念为出发点观照其与形式的匹配，探索语言范畴和语言结构的概念基础。
因此其研究路子往往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面向与意义、概念、认知的研究相关的多种学科如
文化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
认知语法主要关心的课题正是其基本理论主张的反映，例如，Geeraets在《认知语言学》期刊的发刊词
中就列出如下一些主要议题：概念结构及自然语言范畴化的结构特性（包括原型性、认知模型、心智
空间、意象、句法隐喻等）、语言构造的功能原则（包括象似性、标记性等）、句法和语义的概念界
面（包括Langacker的认知语法、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等）以及语言运用的经验及语用背景、语言与思
维的关系等等。
其中，句法隐喻、概念结构、范畴化的原型理论、意象图式及句法象似性这几个课题尤为近年来研究
的焦点。
　　前面已提到，涉足认知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学家成分非常复杂，其中不少人不一定把自己的学说明
确称为认知语法，也不自称为认知语言学家。
这正说明了认知语言学还处于一种形成中的开放状态，严格地说它只是具有上述共同学术观点和倾向
的一个较松散的语言学阵营，其中的内部分歧自然是不小的。
这在自1990年创刊以来的《认知语言学》上发表的论文中体现得很明显，其作者来自不同的学术背景
，不少人的理论有自己的名称，但其作品发表在这份以“认知语言学”为名的刊物上，至少说明他们
了对这个学派的认同。
大致说来，认知语言学的范围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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