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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构式语法是当今国内外语言学界的一门前沿学科，国内涉足这一领域还是近几年的事，特别是在
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研究构式语法更是一门新兴学科。
但是就构式而言，其发展过程却已有一定的历史。
早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风行之时，他所倡导的“深层结构”、“普遍语法”、“天赋论”等观点
就受到了自己一些弟子的质疑。
最先发难的是Lakoff，他在从事生成语义学、认知语义学和语言完形论等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对
“There”结构的分析提出“句法研究离不开语义”的观点，指出整体意义不是部分意义的简单组合。
与此同时，Fillmore对格语法、语义框架的研究以及对“letalone”句式的分析，与乔氏理论也产生了很
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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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寅（1950～），江苏盐城人，四川外语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
，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语言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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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出版专著和教材近30部。
发表论文180篇，主持完成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认知语言学”，1项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
目《中西语义理论对比初探》，2项一般项目，参加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有12项科研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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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基于这两位认知语言学家的论述，结合他们各自的长处，经过深入思考画出了图14.3，同时将
这两种范畴化方式以及内部机制归纳于一图之中。
基于此图，我们还对这两种范畴化方式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或假设，供参考或进一步论证（下文用“
前者”指原型样本范畴化方式，用“后者”指抽象图式范畴化方式）：（1）这两种范畴化方式在人
类的认识过程中都存在，也就是说，两种范畴化方式都是可能的，至于何时、何事、何处用何种方式
，则会有较大差别，两种方式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人而异。
（2）儿童早期抽象思维能力尚未形成，主要靠具体的实例或实在的动作来思维，成人在教他们学说
话（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思维能力）时总要辅助一些实物或动作，因此，儿童初期只能通过这类原型样
本来建立范畴知识。
当儿童逐步形成了抽象思维之后，就有能力更多地运用抽象图式进行范畴化。
（3）前者具有基础性功能，它是人类在初始阶段认识世界时必不可少的基本出发点；后者是在这一
基础之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思维能力。
前者更为基础，更为容易；后者更为重要，更具创造力。
（4）上一观点也可从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区分角度作出论述：获得感性知识主要依赖于前者，获
得理性知识则要涉及后者。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获得具体性概念主要是基于前者，获得抽象性概念除可运用后者之外，还可通过
前者进行范畴化，如隐转喻认知方式。
（5）有些范畴在形成初期主要依靠原型样本，等熟练掌握或习以为常时则可能会较多地依靠抽象的
图式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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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构式语法研究(套装上下卷)》是当代语言学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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