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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尝试对“认知”的内涵、方式和特征进行识解。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

学认为，“认知”是智能体的体认和感知，是智能体之于复杂环境的一种具体的生物适应形式与实时的“在线”适应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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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gnition and Their Constru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Xue Xu-hui
(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e connotation，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gnition．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argue that cognition refers to intelligent agent's
embodied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that is，a specific form of biological adaptation and real-time online adaptation of the agent to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Cognition styles refer to way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individual habituation． Cognition characteris-
tics mainly includes: perspectivization and thinking set; autonomy，initiative，creativity，indefiniteness and tendency of subjec-
tivization; unconsciousness and metaphorical thought; intentionality; “chaos and fuzziness vs． objectivity and ready-madeness”;

embodiment，situationality，development and dynam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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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认知
1． 1 认知的概念与内涵

认知的最简单定义是知识的习得和使用，它是

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 桂诗春 1991: 3 － 9) ; 人类智

能的运用叫认知，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 Osherson
1997: xi) ; 从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心智的过程叫认

知( 蔡曙山 2009: 25 － 38) ; 认知是一个系统事件，

它涉及脑、身体和世界复杂相互作用的动力涌现

( 李恒威 黄华新 2006: 92 － 99) 。Lakoff 和 Johnson
( 1999: 10) 从广义层面界定认知，涵盖诸如心智运

作和结构、意义、概念系统、推理、语言、感知等丰富

的内容。鉴于人类的心智、意义、概念系统及推理

均依赖身体，所以“认知”也自然囊括感知动觉系

统，正是它促成人类范畴化、概念化及推理能力

( 王寅 2002: 144 － 151，2003: 24 － 30) 。赵艳芳认

为，认知( cognition) 一词源于拉丁语 cognitio，是心

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人获得知识或学习的

过程( 赵艳芳 2000: 3 － 7) 。认知实乃心理过程的

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与情感、动机、意志等心理活

动对应的大脑理智的认识事物、获取知识的行为和

能力。

人类基于身体经验形成范畴、概念、推理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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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其最基本形式主要有赖于对身体部位、空间关

系、力量运动的感知而逐步形成。质言之，认知、
意义基于身体经验之上( 王寅 2005b: 3 － 8) 。意义

基于感知，感知基于生理构造，而认知结构与感知

机制紧密关联。一切感性知觉纯粹系人们的感性

经验对身体活动依赖的一种结果而已 ( 怀特海

2004: 139) 。人们以“体认”的方式认识、感知世界，

身体及其同环境的信息交互( 能量交换) 为人类认

识、觉知、进而把握世界提供最原始的资料储备( 孙

自挥 邱扬 2014: 27 －30) 。因此，笔者认为，“认知”
一词中的“认”主要指体认( 或体悟、体察、体识、体
释等) 。凭借诸如眼之所见、耳之所闻、鼻之所嗅、
舌之所尝、心之所思以及身之所触这样的身体感

知—运动系统的体认活动是“在线体认”; 而有时

身体感知—运动系统体认想象中可能发生的事件

的体认活动是“离线体认”( 牛保义 2016: 1 － 6) 。
由于人体与身体各部位为整体—部分关系，人体可

以作为人体部位语义概念化的直接辖域，所以我们

把“体认”界定为: 一种用身体及其部位( 的关系)

认知事物的方式。而“认知”的“知”则应为感知

觉，是较为全面、复杂、深刻的认识。
“认知”的准确含义应为: 智能体之于复杂环

境的一种具体的生物适应形式与实时的“在线”适

应性活动。简言之，即智能体的体认和感知。体认

是指认知主体———人把自己熟知和具有的对人体

自身结构、身体构造及其功能的了解和知识用于对

客观事物的认识、识解和解读; 而感知不仅限于用

我们的视、嗅、味、触、听等人体感官对客观事物进

行直接感知，还包括通过传承人类文化的各种载

体，如戏剧、传说、壁画等媒介进行心与心的间接感

知。王寅认为，人们从体验到认知模型的过程可根

据感觉、知觉和表象来解释，3 者的递进关系诠释

出人类 认 识 世 界 初 始 阶 段 的 一 般 规 律 ( 王 寅

2006a: 53 －59) 。“感觉”和“知觉”实为在线认知

加工，而“表象”则属离线认知加工。图式 ( sche-
ma) 是指人们在感知的基础上把经验和信息加工

组织成某种常规性的认知结构，较为长期地储存

于记忆中并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意象图式则是

这种基于感知体验所形成的抽象的、概括的、规则

的心智图像，人们通过它能以类推的方式理解感

知、诠释现象和掌握事件。
1． 2 认知与现实、语言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进一步证实，认知和现

实、语言之间存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王寅认为，

人们赖以思维、推理的认知基础是空间关系及身体

部位( 王寅 2005c: 18 －23) 。体验性是认知语言学

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思维、
认知和概念这一中间层( 参见图1 ) ，反映在语言中

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的心智又

是身体经验的产物。心智哲学视阈下的认知体验

观认为，语言的形成基于人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体

验。人们以事件为单位切分、理解、表达和认知客

观世界( 曾国才 2014: 19 － 22) 。一方面语言是思

维的形式陪伴，另一方面是思想的物质表达，语言

的这两种作用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约束，协同发挥

作用 ( 洪堡特 2001: 63 －78) 。

现实
思维 概念

物质世界 社会世界
语言

文化世界 心智世界
认知

图1 思维、认知和概念的中间层图示

“认知”是人类十分复杂的一种基本生存机

能，正是这高度复杂的认知性才是人类与动物相

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王寅 2006a: 53 － 59) 。体验

哲学与认知语言学所秉持的一个核心观点是: 人类

的范畴、概念以及语言基于身体经验形成，基本遵

循着“现实—认知—语言”的认知程序。《易经》早

已阐述和运用这一观点，其中的最基本象似符和最

重要的概念“象”都是来自对身体和自然现象的观

察，它不仅产生意义和文字，而且还是文明之始源

( 王寅 2006b: 171 － 177) 。王寅将 CL 的基本原则

( 即 CL 倡导的基本认知程序) “现实—认知—语

言”进一步细化为图2，并对认知与现实、语言之间

的关系作出详尽阐述，以期对“认知”和“认知过

程”作出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图2 CL 基本原则:“现实—认知—语言”
( 王寅 2006a: 53 － 59)

1． 3 认知方式、方法或认知策略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认知语言学研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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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系统化、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其中之一是从理论

基础的阐述走向认知方式的透视( 王寅 2004: 1 －
5) 。认知方式是指导认知活动的计划、方案、技

巧、模型或窍门，它是认知活动有效进行所不可或

缺的。以下我们将聚焦 3 种常见且极为重要的认

知方式。
1． 31 范畴化

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

概念和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汉语的“范

畴”取春秋中叶《洪范》( The Great Plan) 中“洪范

九畴”之义，主要指分类。人类认识的发生发展

实乃一个形成概念及范畴的过程，范畴的建立可

使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使人的

认知、知识和经验渐趋格式化、条理化、系统化并

具有可操作性。研究显示，“人类的认知过程始

于范畴化，通过获得范畴形成概念再成系统，系

统是根据范畴组织起来的”( 余绮川 2008: 194 －
195) 。范畴依据原型进行概念化，每个原型即一

个神经结构，它能使人进行与此范畴相关的推理

及想像。质言之，范畴化即人脑凭借符号系统把

原本混沌无序的世界转化为有序信息的过程，实

为人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的一种高级认知活

动，由此人类才获得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语符的

意义( 赵艳芳 2000: 7) 。语言的基础是范畴化能

力，即对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进行认知、分辨

和归类进而形成概念的过程和能力 ( 同上: 22 －
26) 。人类在对现实世界的体验过程中形成范畴

和建立联系的基础，就是要对通常聚集在一起的

相似 属 性 作 出 概 括 和 类 属 划 分。 ( 王 寅 李 弘

2004: 1 － 6) 认知基于范畴化，概念系统依范畴

而形成，范畴与概念形成的基础为范畴化，范畴化

的结果即范畴与概念。范畴或概念的词汇化是指

已掌握语言的人类自然而然会把范畴化及概念化

的结果相对固定于词语表达中。范畴化具有体验

性特征，概念和词语同样基于体验。人类在纷繁

复杂的世界中发现不同事物的相似性，据此进行

分类，进而形成概念，这种认知过程即为范畴化

( 王文斌 2008: 257 － 261) 。
Croft 和 Cruse 认为，范畴化是人类最基本的

认知活动之一，其过程为思维过程，其表现则是概

念，而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对事物的属性或特征的

认知及判断。通过范畴化，客观事物之间往往会

形成各种彼此的联系。( 转引自王文斌 2008: 257
－ 261) 对此，王寅也持相同的观点，范畴化是人

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是人类复杂认

知活动中一种最基本的能力 ( 王寅 2006a: 53 －

59) 。作为一种基于体验特质的范畴化是以主客

体互动为前提，是对外界事体进行主观概括及层

级、类属划分的复杂心智过程，即一种以主体为观

照，人为地或意向性地赋予客观世界以一定结构

并使之从无序状态转向有序状态的理性认知活

动。( 同上) 作为人类的高级认知活动，范畴化是

人类在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客观实在———自然

实在乃至社会关系———人类实在中看到相似性并

据此对其进行分类，进而形成概念乃至形成意义

的认知过程。这样的过程便是认知中的范畴化

( 钱冠连 2001: 7 － 10) 。
1． 32 认知模型

基本的意象图式是人类通过在直接现实与间

接现实世界中无数次反复互动性体验逐步形成的，

从而形成认知模型 ( Cognitive Model，简称 CM) 。
模型一般是指某个理论、概念、事物或事体的定型

样式。认知模型则是人们在认识事体、感知环境、
体验并理解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定

型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由概念

和其间相对固定的联系构成，一个概念对应于 CM
中一个成分( 王寅 2006a: 53 － 59) 。王寅提出理想

化认知模型(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 ICM)

( 王寅 2005b: 16 － 23) ，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话

语主体或发话人对某一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作出

抽象的、较为完整的、理想化的理解、诠释或概括，

是基于诸多认知模型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

形结构，是一种具有格式塔( Gestalt) 性质的复杂认

知模型。
认知方式还包括其他各种认知模型。王寅在

仔细研究国外主流认知模型之后，指出其存在的

问题( 分析层面单一、侧重动态场景、主要针对句

法) ，创造性地提出“事件域认知模型”，并将其图

示化如图3。( 王寅 2005a: 17 － 26)

儿童在面对现实世界种种不同场景时，自然

会从中概括出事件域中的两大要素———行为( ac-
tion) 和事体( being)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些典型

的概念结构。实践证明，ECM 是一种有较强解释

力的认知方式( 同上) 。

图3 事件域认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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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 隐喻

黑格尔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需要用

感觉现象来表达、反映精神现象，因此产生隐喻

( 王寅 2003: 24 － 30) 。隐喻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方

式之一。表示静态空间概念的词语用来指具体时

间、状态、数量、社会地位等抽象概念; 表示动态空

间关系的词语往往用来指范围、行为、状态的改变

等。隐喻的结构投射现象和机理并非凭空而来，

而是基于人们的生理结构、空间关系、生活经验、
社会实践以及所产生的结构相关性。这使语义、
推理及抽象思维具有物质基础。意象图式的经验

结构和向抽象域引申并投射的能力构成对意义和

理性进行描写的基础( 赵艳芳 2000: 12) 。
王寅( 2002: 82 － 89 ) 对 Lakoff ( 1987 ) 提出的

“思维的隐喻性”这一重要哲学命题的内涵不仅

进行阐发，而且还重点论述隐喻思维的深刻哲学

启示。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和人类思维

重要特征的隐喻，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

及其语言中。我们能正确地理解抽象概念，把知

识扩展到新的领域，把哲学中的理论连接起来形

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赋予其强大的解释力，从而

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这一切都有赖于

隐喻。假如离开隐喻性思维，人们就无法实施日

常实质性的推理。概言之，没有隐喻就不存在哲

学( Lakoff，Johnson 1999: 543 ) 。当原有的基本概

念已不足以反映人脑对抽象概念和新事物的认识

时，人们便利用大脑认知活动的特点通过意象图

式的作用将新认识的抽象概念与已知的具体事物

相联系，找到它们之间的关联点，用后者表达前者

( 李辛 2013: 43 － 46) 。从而产生从物理概念域到

抽象概念域的隐喻投射以及从基本层次范畴到高

级或低层次范畴的转喻投射。Lakoff 和 Johnson
也曾指出，隐喻的实质就在于用一类事物的词汇

来形象地理解并感受另一类事物( Lakoff，Johnson
1999: 10) 。据统计，语言中有逾 70% 的词义属于

隐喻或源于隐喻。语言表达意义上隐喻的运用及

研究日渐成为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的新论域，成为

时下 坊 间 常 说 常 新 的 话 题。 ( 徐 盛 桓 廖 巧 云

2013: 1 － 6)

2 认知的特征
如上所述，“认知”如同其他重要的概念和术

语一样自身也具有明显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

人们对“认知”的认知成为可能并进一步深入。
2． 1 认知的视角化与思维定势特性

王文斌指出，视角化是话语主体在识解某一

事物的特征或特性时采用的视角 ( 角度、处位或

切入点) ，而这一视角往往会固化 ( 内化) 成为识

解这一事物的习惯性视角 (王文斌 2008: 257 －
261) 。这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思维定势或惯性思

维。“思维定势指由先前的活动而造成的一种对

活动特殊的心理准备状态或活动的倾向性。在环

境不变的条件下，定势使人能够应用已掌握的方

法迅速解决问题。而在情境发生变化时，它则会

妨碍人采用新的方法。消极的思维定势是束缚创

造性思维的枷锁。思维定势不是天生的，而是在

后天不断的学习和人生经验的累积中逐渐形成

的。视角化亦然，它形成于人在漫长的观察事物

的实践中，而且在语言社团中具有感染性，一旦某

人采用某一视角识解某一事物并得到社团各成员

的认可，这 一 视 角 便 会 得 到 普 及，成 为 视 角 定

势。”( 同上)

王文斌认为，汉英中的“一量多物”现象 ( 如

一头 猪 /象 /驴 /骡 和 a lump of sugar /clay / lead /
coal) 是意象图式性的视角化现象。“说其是意象

图式性是因为‘一量多物’现象是人对客观事物

的一种抽象知识表征，而不是指对原事物具体而

丰富的心理印象。说其是视角化，是因为对客观

事物的概念化首先是基于视角化。久而久之，人

们的这些视角方式逐渐发展成为格式化的意象图

式表征，表现出意象图式性的视角固定型式。”
( 同上)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典型的认知

视角 化 诗 句 和 现 象。譬 如，苏 轼 的《题 西 林 寺

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句蕴含的深刻哲

理是: 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立足点、立场、处位

( 如远近高低等) 不同，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人

们只有摆脱主客观的局限而置身庐山之外，高瞻

远瞩，方能真正看清庐山的真面目。
2． 2 认知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不定性

与主观化倾向

认知还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不定性

与主观化倾向。王文斌认为，汉英语言中之所以

存在“一物多量”现象，是由于作为认知主体的人

对同一有形事物采取多视角转换的缘故。其根本

原因在于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不乏自主性和能动

性，而且往往具有创造性，明显带有主观化倾向

( 王文斌 2009: 6 － 11) 。
钱冠连在谈及范畴化的含义时指出，我们这

个世界并没有被镜像地、客观地、原封不动地反映

在语言中，实际情况是，语言在对世界实施范畴化

功能时给世界强加一个结构，而不仅仅是映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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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现实( 钱冠连 2001: 7 － 10) 。显然，他在这里

暗示，认知不仅具有创造性、不定性与主观化倾

向，而且具有能动性特征。身体既是体验结构，同

时也是认知的物理机制; 既是感受性的机体，又是

具有能动性的机体( 孙自挥 邱扬 2014: 27 － 30) 。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这句话体现出人的意识和认知的能动性，强调由

于人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认

知结果。
2． 3 认知的无意识性和隐喻性

“认知的无意识性”是 Lakoff 和 Johnson( 1999:

1) 开创性提出的 3 个重要哲学命题之一。王寅在

谈到 Lakoff 和 Johnson( 1999: 10) 对认知取广义的

解释并对两种不同意义的认知加以区分后指出，在

认知科学中“认知”一词的一般含义是指人类各种

心智运作或心智结构，而这种运作和结构大部分

是没有意识的，诸如视 /听 /动觉加工、注意、记忆、
情感、语言、思维等都是如此———都是在无意识的

状态下进行( 王寅 2003: 24 －30)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隐喻这种重要而普遍的

认知方式作为自动的、无意识的思维模式体现出

认知的隐喻性特征。研究显示，许多理性思维

( 诸如概念、判断、推理) 均概莫能外地运用隐喻

模型。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许多场合都能自动

而无意识地获取并运用这些隐喻思维模式，而且

一定要利用隐喻进行思维，非它莫属。这是因为，

隐喻性思维原来是我们人类普遍存在和须臾不可

离开的认知方式，通过隐喻理解经验是人类最有

用的智力和人类想象力的伟大成果。
2． 4 认知的意向性

意向性这一概念首先由德国哲学家、现象学

运动的先驱布伦塔诺 ( Brentano) 提出，后经其学

生、德国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 ( Husserl) 继承、改

造并丰富和完善。人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并

以其为目标，意识活动的这种指向性和目的性即

“意向性”。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

性。对意向性的考察、追问和研究一直是体验 /心
智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乃至语言学

等学科的共同论域。意向性是人的意识的一项核

心内容，可体现为意识活动的一种“工具”，是意

识观照( construe) 事物、事件、事态时所表现出的

一种“利己”( self-interest) 的取舍倾向，表现为意

识活动中对对象的注意、过滤、选择、表征时的心

理状态，并呈现判断、评价、表征的功能。意向性

倾向于“利己”的属性是人们心理的一种自然属

性。( 徐盛桓 廖巧云 2013: 1 － 6)

要对某件事进行解释，必然涉及认知主体的

信念和对事件的理解，这是解释的本质性和关键

性的因素。认知的“意向性解释”是以带有研究

主体意向性的认识对研究问题做出的解释。作为

人类体认和感知客观事物、获得知识的一项活动，

认知离不开注意、意识和意向性，这是研究认知机

制的前提。认知研究关注主体的意向性解释。例

如，美国对他国人权状况带有严重偏见性的意向

性的认知和解释。根据意向法则，意向性体现为

观照某物的心理取向，如对对象以肯定 /否定、正
面 /负面、美化 /丑化等心理取向加以观察、叙述或

描述。例如，女人全是优点: 妖的叫美女，刁的叫

才女，木的叫淑女，蔫的叫温柔……不像女人的叫

超女! 做女人真好啊。这段网上流行语生动地说

明话语体现出说话人的意向性或认知的意向性解

释。此例也生动地显示出主体不同的心理价值取

向。我们把认知这种寄生着主体的“意向性价值

取向”叫做“认知的意向性解释”。人们常说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2． 5 认知的“混沌性和模糊性”与“对象性和

现成性”
认知语言学所说的“认知”基本上还是以西

方逻辑学为框架论述的，其中的范畴、概念和推理

等除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之外，还具有对象性和现

成性，而“象”( xiang) 主要与悟性有关，更强调其

混沌性和模糊性( 王寅 2006b: 171 － 177 ) 。王树

人( 2005: 32 － 36 ) 也持相同的观点并进而认为，

这种无形的原象是人类思维真正进入自由无碍，

因而可以打破常规俗见并能觉察、发现并提出新

问题的一种全新境域或境界。
2． 6 认知的具身性、情境性、发展性和动力系

统性

肇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基于表征计算范式的

第一代认知科学( Gardner 1985) ，“其重要的观念

突破在于超越行为主义否认心智的狭隘观点，承认

复杂的行为和认知能力是经内在状态，即心智的调

节完成的”( 李恒威 黄华新 2006: 92 －99) 。随着

人们认知观念的渐趋凸显和成熟以及人们认知深

度的加深，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第二代认知科

学认为，具身性、情境性或环境性、发展性及动力

系统性 4 者构成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基础，而其中

的具身性和情境性( 环境性) 尤其被认为是第二

代认知科学的典型认知观( 同上) 。另外，新的研

究表明，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并非仅仅是心智

的、虚拟的，它还是客观的、现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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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是指智能体

的体认和感知，是智能体之于复杂环境的一种具体

的生物适应形式与实时的“在线”适应性活动，认

知过程是个体认知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在语言

与现实之间存在思维、认知和概念这一中间层; 认

知与现实、语言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 “现实—认

知—语言”。认知方式是个体习惯化的信息加工方

式，是指导认知活动的计划、方案、技巧、模型或窍

门。认知的特征可概括为: 视角化与思维定势特

性; 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不定性与主观化倾向;

无意识性和隐喻性; 意向性; 混沌性和模糊性与对

象性和现成性; 具身性、情境性( 环境性) 、发展性和

动力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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