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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隐语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而又十分有趣的领域，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语言现象。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表明，前人在不同学科领域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隐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
了很多成果。
这些成果拓展了《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隐语研究：以四川帮会隐语为例》的研究空间。
隐语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进行的，目前还有
很多课题等待解决。
　　《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隐语研究：以四川帮会隐语为例》选取四川帮会隐语为语料、从认知语用
学的角度对隐语内在机理进行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基于前人的研究状况和本研究的目的与范围，《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隐语研究：以四川帮会隐语为例
》有以下核心研究问题：　　（1）隐语表达的形成机理是怎样的，隐语从隐性的自主成分到显性的
依存成分的过程具体是怎样实现的；　　（2）隐语表达的理解机理是怎样的，受话人是如何从隐语
的依存成分出发，反溯得到隐语的意向内容从而达成对隐语的理解；　　（3）隐语的生成和理解反
映了人们运用语言和认识事物的普遍特征，隐语的形成和理解的心理基础是什么，从隐语的机理中可
以分析出人们怎样的基本认知特点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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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5.2隐语与日常用语的相邻／相似性　　四川帮会隐语由于其隐秘性等特征与功能的要求而在显
性表述上显得与日常用语不同，而且其含意的模糊性也增加了这种隐语的神秘性。
从这些隐语的显性表述的结构要得到蕴含的隐性表述所需要的补足和阐释比较复杂，不是显性表述的
字面上所看到的结构。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四川帮会隐语是源于日常用语的一套用语，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与
日常用语保持一定的联系，原因有以下三个：　　一是隐语总的来源是日常用语。
隐语虽然是一种特殊的用语，但只是对日常用语进行了较大的改造，其总的来源还是来自日常用语。
　　二是创制隐语所用的结构材料都是取自日常用语的音、形、义。
　　在语音上，隐语离不开原有的共同语的语音系统，无论隐语所依赖的共同语是哪一种方言，它都
完全借助这一方言原有的语音。
这是因为隐语具有口耳相传的特点。
任何口语性质的语言变体，都依赖于语音来交际，语音就成了沟通的最主要物质材料。
　　从词汇和语法看，隐语没有自己独立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
隐语的构词方式完全依赖日常用语，其词汇不能离开日常用语而单独运用。
隐语大部分是对日常用语的词语或汉字在某方面加以改变而成的。
汉语隐语有时可以创制新的语素，但这样的语素也只是原来旧的语素的变化形式，而且其构词法和构
成短语的规则本身并不独立。
少数隐语的词语有可能是使用隐语的组织集团或群体任意约定的，没有造词的理据，或者由于社会、
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找不出当初产生的理据。
除了这些隐语词语，绝大多数的隐语词语都是依据某种构造方式制造出来的，其构造是有规律的。
　　三是隐语的创制手法的实质也与日常用语相同。
　　从前述四川帮会隐语的创制手法来看，尽管手法多种多样，十分丰富，但是经过分析后发现，从
构成四川帮会隐语的构成要素来看，可以将隐语的创制手法总结为音、形、义的变化。
虽然隐语的理据不明显甚至是不可知，而且随着对隐语传统研究的深入，今后可能还会发现新的创制
手法，但是只有从认知的高度才能够概括、总结各种可能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手法。
　　由于有音、形、义的改造和编制等变化，隐语与日常用语的表达相比较，具有相邻／相似性，而
且受到相邻／相似性的限制，只是不同的隐语与正规表达法的相邻／相似度不同，音、形的婉转变化
主要借助物理上的相邻／相似，义的婉转变化主要借助心理及象征意义上的相邻／相似。
日常用语也有若干基于相邻和相似的比喻性质的表达。
隐语显性表述的语义尽管和想表达的真实交际意图不同，但两者仍有性质、情状等的相邻和相似。
如果两者既不相邻也不相似，那么隐语也就不可能生成和存在了。
　　隐语的生成和理解都与隐秘度密切相关。
我们将隐语与隐语所指的意向内容之间的差异称为隐秘度。
差异越大，隐秘度越高；差异越小，隐秘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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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研究结构合理，论述清楚，论据充分，对揭示隐语现象的本质具有重要的价值。
　　——张辉　南京解放军国际学院博导、教授　　该研究以认知语言学、语用学、格式塔心理学等
理论为参照，提出了研究隐语的自主一依存分析框架。
作者在这一框架下，比较深入地探讨了隐语的生成和理解问题，得出了具有圈套意义的结论。
　　——张克定　河南大学博导、教授　　该研究结构完整，论证合理，思维清晰，逻辑严密，对隐
语运用的认知机理作出了统一、合理的阐释，建立起了解释隐语运用的认知机理语言模型，为歇后语
、谜语等语言现象的阐释提供了参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文旭　西南大学博导、教授　　该选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对研究汉语及其方言以及其他语
言有重大理论参考价值。
研究目标明确，问题设计合理，理论运用适当，理论框架合理，分析合乎逻辑，语料具有代表性。
　　——王振华　上海交通大学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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