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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字面意义的多维研究
———“语言表达蕴含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朱立霞 陈家宜
(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510641)

由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主办，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语言表达蕴含研究”高端论坛于

2017 年 3 月 18 日如期举行。论坛邀请知名学者做主旨发言，同时从提交论文学者中选取自由发言人，

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视角对蕴含表达做出充分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

1 语用学视域下的蕴含研究
语言的字面义和非字面义是语言交际研究的两大方面，其中非字面义更为复杂，也更有挑战性，因

此吸引众多语用学家的关注。徐盛桓在“非字面义表达研究论纲”中，以郑和海洋观与马汉海权论的对

比切入主题，阐述非字面义表达的 3 个构成要素与 6 种相关理论。冉永平围绕交际语境的隐含信息，在

对前设语境、现时语境和涌现语境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分析语境作用下隐含信息的表现方式及其识解的

受制因素，探寻隐含信息表现与获取的语用理据。任伟从多维度探讨女性在约会中的拒绝话语使用、怎
样的拒绝策略以及这些策略体现何种礼貌原则。华鸿燕运用象征思维思想和知觉内容双重性理论，揭

示汉语非字面义表达的机理。上述发言在对语言事实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初

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为非字面义表达研究的深化注入新的活力。

2 蕴含表达的认知动因
语言表达不仅与语境密切联系，而且通过人来实现，因此从人的认知角度对蕴含表达进行分析对揭

示现象背后的动因是必不可少的。石毓智以美国 CNN 头条“Trump leaves the white house soon”为例介

绍字面义与引入语境后的非字面义的区别，提出“蕴含”受人们推理能力和联想能力影响，继而通过汉

语史上的两种现象论证“蕴含”是造成语法标记与语法范畴之间不对称的原因。邱劲从意识双重结构

的角度对新“被 XX”结构的生成过程进行考察，认为语言主体对事件的心理估量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3 蕴含表达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有学者运用实证方法研究汉语中的熟语、反语等蕴含表达的认知神经机制。张辉使用 EＲP 对汉语

熟语中主要的次范畴( 即成语、谚语、歇后语等构式) 进行研究。一方面，在语义启动范式下，探究成语

的熟悉度和语境对成语的字面义和非字面义在线加工的影响和相关的脑机制; 另一方面，对成语加工中

语义组构性的作用和其心理现实性进行实证研究。廖巧云以汉语修辞识解模型 ADＲIM( 内涵外延关

联—传承模型) 为基础，采用 EＲPs 技术，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为被试，研究汉语反语识解机制，发现

汉语母语学习者在反语话语识解过程中的可能性特征提取具有心理现实性，证实作者本人提出的理论

模型。与前两项实证研究不同的是，王小潞着重从理论层面探讨汉语非字面语言的认知神经心理机制。
她采取系统论的观点，强调非字面语言各子系统的关系，将规约隐喻向新颖隐喻看成一个连续统，从时

间和空间维度考察非字面语言形式的特性，并将其纳入整个非字面语言系统中与其他子系统进行关联

与比较，以建构汉语非字面语言大脑加工的动态认知总模型。
今后的语言蕴含表达研究应该更着重多学科、多视角，既要深入挖掘语言事实，又要注重理论提升，

更要借助实证研究方法推动相关问题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