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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事件域认知模型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崭新的认知模式，对语言分析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但未能涉及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拟将其与 Langacker 的识解理论相结合，尝试建立更加完善的 ECM + 方案，并以

此为理论基础，分析莫言小说《檀香刑》中有关“凌迟”事件的语料。该模型为语篇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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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M + Analysis on Lingchi Event in Sandalwood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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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 ( ECM) is a new one developed from related studies． Based on a review of ECM theory and
Construal，the present thesis ventures to combine the two advances，and thus constructs an ECM + theory，which is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n the Lingchi event in Mo Yan's Sandalwood Death． And hopefully，this study would provide an added insight for
doing appl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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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檀香刑》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代

表作之一。小说以清末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

路和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为历史背景，讲

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兵荒马乱。小

说第九章叙述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革命义士钱雄飞

被刽子手赵甲施以酷刑“凌迟”的事件。场面惨

烈悲壮，语言细腻精彩。在短短的一万多字中，以

行刑人为主线，精细地描写了残酷的施刑过程及

受刑人的英勇无畏，行文穿插了行刑人回忆及看

客的各种反应，构成一幅纷繁复杂的场面。

学界大多关注莫言小说的文学意义、叙事风格

和英译研究等。多为感性描述，赏析性强，但用于

研究的理论支撑不足。而能以现代认知语言学理

论剖析莫言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的研究尚属空白。

本文在回顾 ECM 理论及识解各自利弊的基

础上，尝试构建 ECM + 分析方案，并以此为理论

基础分析《檀香刑》中关于“凌迟”事件的描写，期

望能通过剖析其内容及结构来解读语篇含义。

2 研究背景
2． 1 事件域认知模型与语篇分析

认知语言学家 Langacker ( 1991，2002) ，Talmy
( 1985，1988) ，Lakoff ( 1987) ，Panther 和 Thornber
( 1999) 以 及 计 算 机 科 学 家 Schank 和 Abelson
( 1977) 等人都曾提出过各种解释概念结构和句法

构造的理论模型。王寅( 2005) 针对上述模型“分

析层面单一”、“侧重动态场景”和“主要针对句法”

等突出问题提出事件域认知模型 (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 以作修补。ECM 符合人们的正常

认知规律，适用于语义和交际层面中的诸多现象，

具有较强解释力，其基本思想图示如下。

据此，一个基本事件域 ( EVENT) 主要由行

为 ( Action) 和事体( Being) 构成。而行为又可分

为动态性行为和静态性行为( 如“存在”、“处于”、
“判断”等) 。行为过程是由很多具体的子行为和

子动作( 如图中 A1 A2 ． ． ． An ) 构成的。事体则可

包括人、事体和工具等实体，也可包括抽象或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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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概念。事体同样是由很多个体 ( 如图中 B1

B2 ． ． ． Bn ) 构成的。BAB( 事体 + 动作 + 事体) 是

构成一个事件域的基本成分。有时一个动作可没

有所及对象，可将后面的 B 置于括号中 BA( B) 。
这样一个事件域可由若干小事件构成，可表述为

EVENT = BA1 + BA2B + ． ． ． + B An B．

图1 事件域认知模型 ECM( 王寅 2005)

其中一个动作或一个事体又可分别带有很多

典型的特征性或分类性信息 D 或 C． 由此得出，

一个事件域就可能包括若干要素，而不仅仅是施

事者、受事者、作用力和场景等要素。且这些要素

之间还存在层级性关系: 如在第一层级上，一个事

件主要包括动作要素和事体要素; 在第二层级上，

这两个要素又包括很多子要素; 在第三层级上，各

子要素又包括很多典型信息，如特征和分类等。
因为一个事件应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与相邻

事件也难以完全隔离，因此图中的外框用虚线画

出，表示不能与相邻事件截然分开。
语篇中构成事体和动作的个体和子行为往往

非常复杂，如“凌迟”事件中，事体可分为行刑人、
受刑人、看客和监刑等个体。行为更不是一蹴而

就的，如书中描述:“师傅指点着书上的图画和文

字，向他和他的师兄弟们详细地解说着凌迟刑。
书上说凌迟分为 3 等，第一等的，要割三千三百五

十七刀; 第二等的，要割二千八百九十六刀; 第三

等的，割一千五百八十五刀。”于是，处于同一层

级的子要素之间 ( 如个体 B1 与 B2 间) 也相应会

有一定联系。如对行刑过程的一段描写中: “他

的心情比较安定，活儿做得还不错，血脉避住了，

五十刀切尽胸肌，正好实现了原定的计划。让他

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眼前这个汉子，一直不出声号

叫。这就使本应有声有色的表演变成了缺乏感染

力的哑剧。他想，在这些人的眼里，我就像一个卖

肉的屠户。他对这个姓钱的深表钦佩。除了开始

时的两刀，他发出了几声若有若无的呻吟之外，往

后他就不出声息了。他抬头看看这个英武青年的

脸。只见他头发直竖，双目圆睁，黑眼珠发蓝，白

眼珠发红，鼻孔炸开，牙关紧咬，腮帮子上鼓起两

条小老鼠般的肌肉。这副狰狞的面孔，着实让他

暗暗地吃惊。他的捏着刀子的手，不由地酸麻起

来。”其中，事体包括行刑人赵甲，受刑人钱雄飞

这两个个体( B1，B2 ) 。通过阅读可以看出，B1 和

B2之间有着一定的交流和互动，具体体现为 B1 被

B2 英勇气概所震撼，影响其下一步的动作。
由此可见，同级子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

见又极其重要的，必须纳入分析范围，而 ECM 理

论未能涉及这种平级联系，这就要求进一步寻求

其他理论加以补充。
2． 2 识解与语言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与情景之间并不存

在直接映射，语言不直接反映外部世界。在语言

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层次———认知。人

们在对客观现实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

知加工逐步将其概念化为一定的模型，并将其语

法化为一定的语言形式，最后固定下来形成特定

构式( 现实 － 认知 － 语言) 。语言与人的认知密

切相关，是以体验为基础的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
意义并非语言表达本身的特征，而是说话者 ( 作

者) 对具体情景的识解( construal) / 概念化 ( con-
ceptualization) 。

根据 Langacker 的划分，识解有辖域( scope) 、
背景 ( background ) 、视 角 ( perspective ) 、详 略 度

( specificity) 和凸显( prominence) 等不同维度。辖

域指的是表达式所激活的概念域配置总和。理解

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或结构需要相关经验，甚至需

要借鉴另外一个或多个表达式的意义或结构，也

就是背景。视角指人们对事件描述的角度，涉及

到观察者与事件的相对关系。而详略度与凸显密

切相关，凸显通过详略度体现出来。正是对同一

事件内部要素以不同的详略度来认识或描写，聚

焦某部分详细观察和论述，而忽略某些部分，只作

轻描淡写，才达到了以不同程度的关注分出轻重，

凸显主要表达成分，而略述其他目的。
也就是说，一段语言表达应该是在一个确定

范围即辖域内，涉及一定的背景知识，从某一视角

入手，并根据权衡不同详略度而可能对某部分内

容有所凸显的论述，以达到观察事态、解释场景或

强调观点等目的。笔者认为，在识解的不同维度

中，最为重要的是“凸显”，其它几项都是围绕“凸

显”这一维度发挥作用的。“辖域”划分了被凸显

部分的范围; “背景”是对凸显内容的扩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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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为定位被凸显内容指明了路向，而最终通

过对被凸显部分的详细描述达成凸显目的。因

此，利用识解分析语篇，有助于分清主次，更加明

确作者的表达重点，更好地理解语篇意义。

可见，识解，尤其是其中的凸显观和视角观，

能较好解释篇章中要素间互动关系以及论述视点

问题，继而可望弥补 ECM 之不足。因此，我们可

以将 ECM 与识解理论整合，使二者达到“1 + 1 ＞
2”的效果。

3 ECM + 分析方案

本文在 ECM 框架上加入 Construal 理论，将

其完善为 ECM + 方案。一方面，ECM 理论为识解

提供了条理清晰、层级分明的框架，使其更加系统

化; 另一方面，识解的加入也解决了被 ECM 所忽

视的平级要素间互动以及描写视点问题。据此，

可将图1 修补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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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Action +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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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图2 事件域认知模型 +

修补后的 ECM + 添加了实线双向箭头以表

示子要素之间的互动联系，且增加了观察者 V 的

视角，如此修补有以下优点: ( 1 ) 在原有 ECM 清

楚的层级关系基础上，展示了如 A1A2 等同级子要

素之间的互动联系，使 ECM 理论更加完整; 在一

个事件中，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处于同一级别的

行为子要素或事体子要素之间并非孤立存在着，

而是互动相关的。如在“凌迟”事件中，行刑人的

每一个子动作都影响着受刑人的反应，周围看客

的目光，甚至自己的下一步动作。而事件中各个

参与者也都彼此影响，息息相关。因此，只有如上

图所示，将一事件中要素的层级和平级关系都表

示清楚，才能完整系统地描述整个事件。( 2 ) 增

加了观察者角色，并补充了观察者不在事件中的

情况; 人们的观察角度可能直接影响对事件的理

解和语言的表达。需要注意，观察者有时处于事

件之中，即作为事件的某个个体参与，此时视点和

焦点是事件内部要素及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但

有时观察者不在事件中，是独立于事件的存在，需

要单独标出。此时，事件所处方框为注意力集中

区域，而观察者 ( V = Viewer) 所处的视点在整个

事件之外，不参与事件的具体进程。其中虚线箭

头指示认知途径，而最终的焦点则用黑体加粗表

示( 图中 D1 ) 。( 3) 利用识解中的详略度及凸显，

辨析了同一事件中各要素的轻重关系，赋予了

ECM 更强大的解释力; 详略度与凸显密切相关，

凸显通过详略度体现出来。正是以不同的详略度

来认识或描写同一事件内部要素，聚焦某部分详

细观察和论述，而忽略某些部分，只作轻描淡写，

才达到了以不同程度的关注分出轻重，凸显主要

表达成分，而略述其他目的。修补后的 ECM +、
利用加粗对凸显部分加以强调，能够更好地应用

于对于转喻及缺省信息的解释。

4 《檀香刑》小说中“凌迟”事件的 ECM +
分析方案

在“凌迟”事件中，涉及人物众多，然而主要

是以“行刑人赵甲”为视角，凸显英勇就义的“受

刑人钱雄飞”，其他人物则淡化为背景。
4． 1“凌迟”事件域范畴

毫无疑问，本文以“凌迟”事件为辖域，而所

有与凌迟相关的时代背景、人物及刑罚规定等都

是理解文章所必需的背景知识。
经过统计，发现对“凌迟”事件的描写中实际

出场人物共有 5 位: 受刑人钱雄飞，行刑人人赵

甲，罗圈腿小徒弟，监刑官袁世凯和以张勋为代表

的官兵若干。此外，作为必要背景知识，在赵甲的

回忆中又出现师傅余姥姥和作为其当年行刑对象

代表的两名女子，还有先前被赵甲行刑的戊戌六

君子。行刑全程一共分为 500 刀，又包括行刑前

的仪式，共同构成事件子行为。种种要素共同组

成“凌迟”事件的基本框架，是分析的重点。
4． 2“凌迟”事件视角

莫言的作品一直以独特的“多人称叙事”著

称，视角频繁多变。在这本小说中，几乎每个主要

出场人物都作为第一人称讲述了部分故事情节，

在部分章节作者也以“全知的”旁观者身份进行

叙述。在“凌迟”事件的描写中，有使用第三人称

对凌迟场面进行的客观描述，也有从“施刑人赵

甲”的视角对行刑步骤进行的细节描写，同时又

有作为“全知的”画外音，穿插讲述赵甲的回忆。
但无论是对凌迟场面的描写和对过去的回忆都可

看作“施刑人赵甲”的所见所感，且作者花费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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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着重刻画“受刑人钱雄飞”的英勇表现，因

此，可以判定“施刑人赵甲”为“凌迟”场景描写的

主要视角。
4． 3 叙述重点

在《檀香刑》小说的“凌迟”事件描写片段中，

“受刑人钱雄飞”和“行刑人赵甲”显然是最为凸

显的部分。作者详细刻画了“受刑人钱雄飞”自

始至终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与“施刑人赵甲”由强

装镇定到惊恐狼狈的心态变化。期间穿插描写了

赵甲师从“余姥姥”学艺和处斩“戊戌六君子”的

回放，显示了赵甲的经验丰富和手段毒辣，反衬出

此次行刑的非同一般。又通过对“罗圈腿小徒

弟”、“监刑官袁世凯”及旁观官兵的惶恐失措的

姿态，侧面烘托了钱雄飞的高大形象。
行刑的 500 刀中，具体描写的有第 1 刀、第 2

刀、第 3 刀、第 4 刀、第 50 刀、第 51 刀、第 52 刀、
第 53 刀、第 54 刀、第 490 刀、第 491 刀、第 497
刀、第 498 刀、第 499 刀和第 500 刀，为行为中的

凸显部分。行刑前后仪式及行刑中赵甲以外其他

人的动作细节则为略写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檀香刑》一书中凌迟

事件的 ECM + 分析方案总结如图3。可见，在“凌

迟”事件中，主要事体为“受刑人钱雄飞”、“行刑

人赵甲”、“罗圈腿小徒弟”、“监刑官袁世凯”和以

张勋为代表的旁观官兵。他们之间彼此互动相

关: 赵甲与小徒弟为钱雄飞行刑，袁世凯及官兵旁

观监刑。其中，赵甲为视角，钱雄飞作为主要焦

点，用加粗表示。而赵甲的回忆中出现的师傅余

姥姥，余姥姥施刑的胖女人和美丽女子，因并非实

际出场人物，用虚线表示。之前被赵甲行刑的戊

戌六君子同样以虚线双箭头与赵甲相连。钱雄飞

的主要特征“英勇无畏”与赵甲的“强装镇定惊恐

狼狈”亦是作者主要观点，用加粗线表示，且二者

有因果关系，用双箭头相连。而构成该事件的主

要行为是具体描写的行刑过程，重点如第一刀等

也使用黑体加粗。各刀之间前后顺序明确，联系

紧密，也用双箭头链接。
至此，通 过 对《檀 香 刑》中“凌 迟”事 件 的

ECM + 分析，我们对该事件的主要框架和基本思

想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抓住了文章主旨。

5 结束语
ECM 可从不同视角描写和分析复杂事件域，

适用面很广，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未能述及事件

内部同级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和描述视点。文本为

弥补这一不足，尝试将其与“识解”结合起来，提

出了 ECM + 分析方案。本文以发展了的理论为

框架，重点分析了莫言小说《檀香刑》中“凌迟”事

件，解释了描写事件的构思机制，从而为文学研究

和语篇分析提供了全新思路。

图3 “凌迟”事件的 ECM + 分析方案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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