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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把认知语境研究同词汇语义研究相结合，以汉语为例，通过分析词汇认知语境的作用方式探讨词义理

解问题。研究表明，认知语境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语言系统的自身特点: 不同类型语词的使用形成不同的认知语

境，因此，相应的词义理解机制也有所不同，或许认知语境的形成与语言系统本身的运作具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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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Word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Context
— Taking Chinese Study as Example

Wang Jing
(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study of cognitive context and the study of word meaning． Taking Chinese study as example，by
analyzing modes of cognitive context of words，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in understanding word meaning． The research sug-
gests that，to some extent，the formation of cognitive context carrie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system． The actual usages of
different words form different cognitive context． Correspondingly，the mechanisms of word understanding are also different，and
perhaps the formation of cognitive context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peration of langu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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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学者熊学亮以关联理论为基础提出“认知语境”

这一概念后，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层出不穷。这一方面是

由于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认知

语境在语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通过认知语境

考察语用意义的形成和理解引起了语用学界的强烈兴

趣。虽然 Sperber 和 Wilson《关联性: 交际与认知》这部著

作的最初目标是“给认知科学打下统一的理论基础”，但

事实上，整本著作都把认知理论贯穿于语用学研究中，他

们的思想体系被很多学者称为“认知语用学”。
《关联性: 交际与认知》一书结合关联性这一概念对

“认知环境”( cognitive environment) 和“语境”作出阐述。
熊学亮在《语用学与认知语境》中指出，语用推理并不一

定要依赖具体的语境，这是因为语言使用者通过经验或

思维已经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 熊

学亮 1996: 3) ，这种语用因素内在化、认知化的结果就是

大脑中的认知语境。可见，“语境主要指认知语境，即被

语用者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 熊学亮 1996: 4 ) ，语言理

解实际上就是对语言的认知过程，也就是人对其语用知

识的运用过程。
本文把认知语境研究同词汇语义研究相结合，以汉语

为例，通过对词汇认知语境作用方式的分析探讨词义理解

问题，一方面尝试从语用学维度深入开展词汇语义研究，

另一方面力求继续推进西方语言理论的本土化进程。

2 词汇认知语境的作用

与词汇相关的语用知识如何作用于词义理解? 从普

遍意义上讲，词汇从最初构成到进入语境的实际使用这

一过程经历了“语义的逐步明确化”( 程雨民 2010: 65 ) ，

词汇的认知语境也随着语言表达式的扩展而逐渐明晰和

具体化。以汉语为例，“诸葛”和“亮”单独出现时可以被

看做两个由语素构成的词，“诸葛”作为姓氏具有明确的

意义，而“亮”既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动词，其语义显然

不够明确; 当“诸葛”和“亮”作为两个语素共同构成“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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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这一专有名词时，就激活人们有关诸葛亮这一人物

的认知语境信息，如有关诸葛亮的百科知识等，当“诸葛

亮”进一步出现在语句中时，人们将会结合该句的语境信

息从待选的语用意义中选择，从而确定意义。
当语境变得更加丰富和具体时，认知语境将会更加

直接地作用于词汇的理解。简单地讲，汉语的突出特点

之一就是在语素层面开始造词，如“弄”这一语素出现在

“弄车”、“弄饭”、“弄钱”、“弄权”、“挤眉弄眼”中时，具有

“修理”、“准备”、“谋划”、“利用”、“玩弄”等意义; 当

它单独出现在一些短语或词组中时，其意义的确定就须

要依赖这些语言表达式所在的语句。例如:

① 他每天早上起来弄两个鸡蛋。
② 我换了电话号码，有两个人还是弄到我的新号码。

( 本文例句如无特别说明，均取自北大语料库 网络版)

认知语境的作用大致体现为这样的理解过程: 当例

句①中“弄两个鸡蛋”这个句子单独出现时，“弄”并不具

有明确的意思，它可以表示“拾到”、“买到”、“烹饪”甚

至“借”或“偷”等概念。只有当“弄两个鸡蛋”出现在由

说话人说出的例句①中时，我们才能结合语句所提供的

语境作出判定，句中的“弄”极有可能是指“烹饪”。例句

②同样如此，“弄到我的新号码”中的“弄”可以表达“买

来”或“申请”等意义，只有当它出现在例句②的语境中

时，我们联系日常生活中的通常情况才可以对“弄”的意

义作出具体理解，此时认知语境就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

3 认知语境作用下的词义理解
人们普遍认为，实际使用中的语言都以语句为单位，

由此可以得出，通常情况下的词义理解在认知语境的作

用下经历一个递推过程: 从语素构词层面到整个语句所

建构的认知环境，我们头脑中认知语境的语用知识无时

无刻都在发挥作用，要理解在特定语境中某一词汇的意

义须要经过一系列的、逐层推进的语用意义选择。下面

我们把语词大致划分为与“外在世界”、“内在世界”( 李

洪儒 2008: 12) 和语言系统分别相关的 3 大类，初步考察

这些词汇在认知语境作用下的理解过程。
3． 1 关于外在世界的语词

与外在世界相关的语词通常涉及具有词汇意义的实

词，而不是具有语法意义的虚词，具有词汇意义的实词通

常是对具体事物和事实的归类、指称或描述，语词与意义

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明确具体、毋庸置疑的，这是意义

指称论的基本观点( Frege 1980 ) 。即使随着人类认识的

发展，语词的内涵或外延须要修正，也不会影响语词原有

的意义和指称，并且被修正的语词一般也会继续存在。
这就是说，我们对关于外在世界语词的理解可以不受制

于语词本身的变迁，这些词依然在语言系统中行使其原

有的功能。围绕这一点可以发现很多例子，如古人认为

心脏是思想的器官，因此在表达“思想的器官”这个意义

时，古人经常用“心”一词。现在，这种认识已经被修正，

人们都已接受脑是思维器官的观点，可是在语言中古人

的用法却被保存下来，我们如今依然按照对“心”这个词

的最初理解来实现语言表达式的认知过程。例如:

③ 我在心里激动得大喊:“北京，我到你怀抱里寻找
自己的星座来了!”

④ 我感到眼前一亮，不觉动了坏心思。
虽然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情感和思想产生于大脑，但

我们还是把例句③和例句④“心里”中的“心”理解为思想

器官。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由词汇的习惯性用法所

形成的认知语境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尤其当某

些语词进入特定情景语境中时，认知语境的作用具有相

对稳定性。
⑤ 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再把左脸送给他打; 有人抢

你的外衣，你就再把内衣送给他。
⑥ 它身披色彩斑斓的漂亮外衣，在河里漫游，寻找着

自己的“爱侣”。
⑦ 那些有钱有势的绅士们，在体面的外衣下掩盖着

极端卑鄙和丑恶的灵魂。
事实上，除了“原义”和“引申义”的区分，我们无法明

确解释例句⑤⑥⑦中“外衣”一词所具有的意义之间的区

别，这大概就是由于“外衣”一词的认知语境在不同语句

所营造的整体情景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3． 2 关于内在世界的语词

人的内在世界也被称为“意识世界”( 李洪儒 2013:

72) 或“精神世界”( Husserl 2012: 134) 。内在世界由多种

精神或意识现象构成，如“理念”、“宗教信仰”、“个人心

理”等( Gadamer 2006: 128) ，它们是人类主观能动因素的

产物，其共同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离开语言甚至无法界

定对象，更谈不上对对象的认识与讨论。对这些语词的

理解完全依赖人的认知能力，而与外在世界无关，因此对

与内在世界相关的语词理解而言，认知语境起到更加根

本的作用，我们对这些语词通常有因人而异的理解。
简单地讲，表达内在世界的语词的形成虽然可能受到

外在世界某些范畴原型的影响，但它们并不是对外在世界

的客观描述或反映，因此，人们无法对这些语词形成统一

的认知语境。如小说中的人物“哈姆莱特”就是一个与内

在世界相关的语词。一个著名的说法是“一千个人心中有

一千个‘哈姆莱特’”，可见，人们对与内在世界相关的语词

的理解因人而异。我们对“天堂”一词的理解同样如此，有

人信其有，有人则不相信。如今，“天堂”主要表达一种隐

喻性的意义，有灵活的用法，它可以出现在各种语境中，在

认知语境的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例如:

⑧ 如果局势继续失控，战后伊拉克就很有可能成为
恐怖分子的天堂和普通百姓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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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在杭州———这个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城市里，学法
语的人正在悄然增多。

⑩ 这里终年风沙，昼夜温差极大，但被从事汽车运动
的人誉为挑战极限的天堂。

须要注意的是，心理现象与封建理念和宗教信仰等

有所不同，这类内在世界的现象是必然存在的。我们经

常使用“信心”、“意志”、“胆量”、“梦想”之类的语词，并

对它们具有相似的理解，如“他显得一点没有信心”; “在

走南闯北中磨练了意志，锻炼了胆量”;“我到北京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模特”等，人们围绕这类语词所形成的认知

语境会较为稳定地作用于词义理解。
3． 3 关于语言系统的语词

语言系统相关语词的表达以具有语法意义的词汇为

基础，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等语法词汇通常具有以语言

的系统性为基础而形成的语法功能，这些词汇通常具有

“有限的、确定的意义”( Baldinger 1980: 34) ，它们本身在

语言系统中 的 存 在 具 有“相 对 稳 定 性”( Dinneen 1967:

238) 。与表征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语词不同，人们对

它们的理解更加依赖于语言系统本身所提供的认知语

境，这类认知语境的构成以语法知识为主要内容。
语言系统的语词特点在于，它们之间对立的界限是

由语言系统中语义场的划分所规定的，因此，它们与外部

世界没有直接关系并对语言本身具有极大的依赖性。这

种语词之所以相较于前两种语词更加稳定，是因为语言

交流的需要，这些构造语言系统的语词所关涉的都是语

言运作所必须依靠的基本语法和常用词语。按照索绪尔

的思想，语言系统应该具有规约性，这样才能“支持语言

的交流、理解和传承”( 谢萌 2014: 12 ) 。虽然语言系统相

关语词都比较概括、笼统，但是语言交流最终还是能达成

具体的理解。这种语词虽然具有较稳定的语法意义，但

在实际使用中对这些语词的理解往往比它们所提供的语

法知识要复杂得多，而且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如在

单独句子的层级上，“的”一般代表较稳定的“所属关系”
或语法完成时的“时态标记”( 戚雨村等 1993: 9 ) 。在对

“所属关系”这一语义的理解中我们会发现，对“他的照

片”笼统地理解为“属于他的照片”是不够的，这一表达式

还可以被理解为“他有创作权的照片”或者“他有肖像权

的照片”。这些语法关系在“的”本身的意义中无法被表

达，而只有在语篇中才能被揭示并根据推理被得出。因

此可以说“的”的语法意义依然是“所属关系”，但在语篇

中它所表达的终究还是具体的、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

意义。

4 结束语
认知语境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这一思想: 要对出现在

特定语境中的某一语言表达式的理解须要经过一系列

的、逐层推进的语用意义选择和判定，语言理解过程就相

当于一种认知推理过程。本研究结合语言自身特点，通

过认知语境考察汉语词义的理解。研究表明，我们对与

外在世界和语言系统相关语词的理解更多地依赖语言系

统本身，而在人的意识世界和主体性差异的作用下，我们

无法对由人的内在世界创造出来，并且只存在于语言当

中的部分语词形成统一的认知语境，这就导致词义理解

的个体差异性。认知语境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语言

系统的自身特点: 不同类型语词的实际使用形成不同的

认知语境，相应的词义理解机制也有所不同。这样看来，

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认知语境的形成与语言系统本身的

运作具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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