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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学界对词汇多义现象有多种处理方案。在评述英语名词 time 多义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汉语名词“时

间”的多义性。研究发现:“时间”的语义网络包含【时段】【时点】【时节】【时限】【机会】【计时单位】【时光】【有施事能力

者】和【有价值物】义项。运用 LCCM 理论框架中的词汇倾向解释上述义项的区分，但在运用形式选择倾向标准时，与英

语注重对 time 自身特征分析不同，汉语更重视“时间”的前、后搭配。为进一步验证上述义项区分假设，本文借助 UAM
CorpusTool 3 和 Antconc 3． 2． 1 分析 BCC 语料库路遥子语料库( LYBCC) 中“时间”的搭配和语义偏好，结果与根据词汇倾

向标准区分的义项结果一致。这不仅说明“时间”的多义性特征，也论证 LCCM 理论的语言类型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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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Polysemy of Chinese Noun“Time”Within LCCM Theory
Liu Hui Yu Lin-long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Different accounts have been given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polysemy． After reviewing accounts of the polysemous Eng-
lish noun“tim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lysemy of Chinese noun“time”，and it finds out that there are nine senses connected
to“time”，namely，［time of period］，［time of event］，［time of year］，［time limit］，［time of occasion］，［time of clock］，

［elapsed time］，［time of agentive sense］and ［time of valuable commodity］，which form the semantic network of“time”． Ac-
cording to the lexical profile within LCCM theory，the distinction of senses is explained． However，when concerning the formal
selectional tendency，the analysis of“time”in Chinese focuses on its collocation while in English it emphasizes the features of
“time”as a noun． In order to test the distinction of senses，the items including“time”in LYBCC are explored in terms of collo-
cation and semantic preference by UAM CorpusTool 3 and Antconc 3． 2． 1，and the result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ine-sense
hypothesis． Therefore，it shows that the polysemous features of“time”are convincing and LCCM theory has the typological sig-
nificance in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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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间问题贯穿西方哲学史，哲学家们未曾停止

过对时间的思考。然而，时间并不是哲学界的专

宠，语言学界也从微观入手多角度探讨时间的意

义。本文在 Evans 的启发下，从语言使用实例切

入，依据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式理论( Lexical Concept
and Cognitive Model Theory，下文简称LCCM 理论) 考

察汉语名词“时间”的多义性，拟回答以下 3 个问题:

( 1) 汉语名词“时间”有哪些义项;

( 2) LCCM 理论框架下多义词的义项区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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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如何应用于汉语名词“时间”的义项区分;

( 3) 如何通过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验证上述义

项区分假设。

2 英语名词 time 的多义性研究评述
词汇多义现象有多种阐释理论。语义学重在

从语言形式和内部生成规则分析词汇多义性; 语

用学主要探讨语境如何作用于语言意义的生成;

认知语言学从概念层面研究词汇多义现象，目前

其观 点 得 到 国 内 外 学 者 的 推 崇 ( Lakoff 1987，

Brugman 1988，林正军 杨忠 2005，黄月华 潘卫民

2012，孙毅 杨秋红 2013，腾敏 朱哲 2015) 。
就英语名词 time 多义性而言，Lakoff 和 John-

son( 1980) 认为，时间的多义性是不同隐喻概念化

的结果。然而，概念隐喻理论对时间意义的阐释

面临隐喻识别、心理现实性、义项区分、语用因素

影响等问题。Tyler 和 Evans 就如何区分义项的

方法论问题提出规则性多义理论框架( Principled
Polysemy) ( Tyler，Evans 2003; Evans 2004 ) ，Evans
( 2005) 用它分析 time 的多义性。Time 的语义网

络包 含“持 续”“瞬 间”“次 数”“事 件”“基 体”
( matrix) “施事”“计量体系”和“商品”8 个义项

( 王馥芳 张云秋 2005: 475) ，其中“持续”义项作

为中心义项，其他义项通过经验相关或语用加强

过程与中心义项产生关联。
然而，无论是规则性多义理论框架还是 time

的语义网络都存在不足之处。规则性多义理论框

架的关注点是方法论，对语义的功能有所忽视，也

未明确义项的产生与语境的关系。Evans ( 2009，

2010) 注意到这些不足，提出 LCCM 理论，并结合该

理论再次阐释 time 的多义性( Evans 2009，2015) 。
就 time 语义网络而言，其完整性有所欠缺( 赵永锋

2006: 318) ，如 time 的 a suitable moment①义项在其

语义网络中并没有体现。与此同时，基于英语语言

事实语料的论述在语言类型学意义上略显不足。
为此，本文尝试以 LCCM 理论为框架，重点考察汉

语名词“时间”的多义性，同时运用语料库的方法

对其进行验证以说明“时间”的多义性特征。

3 汉语名词“时间”多义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3． 1 LCCM 理论概述

Evans 搭建 LCCM 理论框架的初衷是解释语

言使用中的词义多变问题。他从语言使用角度出

发，在词汇表征层面区分语言系统和概念系统。
语言系统是词汇编码的语言知识，概念系统则是

经词汇触发而通及的非语言知识 ( Evans 2009:

xi) 。两个系统分别对应 LCCM 理论中词汇表征

的象征单位( symbolic unit) 和认知模式( cognitive
model) 。象征单位包含语言形式载体( vehicle) 和

词汇概念( lexical concept) 。语言形式载体规约

化地与词汇概念相连( 同上: 74 ) ，词汇概念编码

语言内容，通过语言外显高度图式化和参数化的

语言知识，是象征单位的语义极。同时，词汇概念

触发通及非语言信息( 包含感官—运动知觉、本

体感受、内 省 状 态、情 感、内 心 感 受、认 知 状 态

等) ，即认知模式( 同上: xi) 。它们之间的互动促

成话语意义的生成，这些互动实则是词汇概念的

选择和融合。词汇概念选择是特定话语中语言形

式识别其最为恰当的词汇概念的过程; 融合则是

词汇概念的整合和相应认知模式激活的诠释过程

( 同上: 215) 。这也是 LCCM 理论的另一个组成部

分: 语义组构。

图1 LCCM 理论框架( 同上: 75)

3． 2 LCCM 理论下的多义现象分析

Evans 认为，多义现象的产生或源于语言知

识，或源于非语言知识，也就是 LCCM 理论中的词

汇概念和认知模式。它有 2 种状况。( 1) 多义词的

义项是语言系统中新概念词汇的生成。一种语言

形式载体通常与多个词汇概念相连，组成词汇倾向

( lexical profile) ，即词汇概念与其他词汇概念在语

义和形式上的习惯性搭配，主要包含语义选择倾向

和形式选择倾向( 同上 2015: 11) 。如果词汇概念

在语义或形式上呈现出与现有词汇概念不同的倾

向，该词汇概念即为新的词汇概念，词汇呈现出多

义性。( 2) 多义词的义项是语境中义项的识解问

题。多义词的义项被存储在记忆中，这些义项是与

语言形式载体相关的词汇概念。一般而言，一个词

汇概念可通及多个认知模式，形成意义潜势( se-
mantic potential) ，构 成 认 知 模 档 ( cognitive model
profile) ( 戴忠信 王科敏 2011: 955) ，而语言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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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义词的多重义项也就是认知模档中激活的不同

认知模式( Evans 2015: 10) 。
Evans 认为，英语名词 time 多义性产生的原因

是新词汇概念的生成。在语言使用中，语言形式载

体 time 关联“持续”“瞬间”“事件”和“基体”多个

词汇概念。在不同的话语中，time 呈现出不同的词

汇倾向，即形式和语义选择倾向。在形式选择倾向

方面，time 作为主语在是否是可数名词、物质名词，

是否被冠词、量词、代词或物主代词等修饰表现出

相异的倾向; 在语义选择倾向方面，time 的词汇概

念编码不同的运动特征，且描述运动特征的词汇概

念与 time 自身相兼容( 同上 2009: 142 － 146) 。因

此，Evans 认为 time 关联不同的词汇概念，具有多

义性。本文受 Evans 启发，尝试运用 LCCM 理论考

察汉语语言事实中“时间”的多义性。通过“时间”
使用的具体实例解析“时间”的词汇概念，从而论

证 LCCM 理论的语言类型学意义。

4 汉语名词“时间”的义项分析

依据《现代汉语词典》( 2016) 和《现代汉语多

义词词典》( 2001) 的释义，“时间”包含【一段时间】
【时间里的某一点】和【物质运动中的一种存在方

式】3 个义项。然而，我们通过对语料库中语料的

观察发现，“时间”不仅包含词典中的义项，还关联

其他义项。根据“时间”在下列例句中的语义，我

们暂且假设“时间”包含【时段】【时点】【时节】【时

限】【机会】【计时单位】【时光】【有施事能力者】和

【有价值物】9 个义项。
①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四个钟头……【时段】
② 午饭时间已经过了，食堂里现在没有什么

人。【时点】
③ 秋收时间，家家户户都很热闹。【时节】
④ 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还没有到。【时限】
⑤ 他错过了找工作的最佳时间。【机会】
⑥ 北京时间 12 点整。【计时单位】
⑦ 时间一去不复返。【时光】
⑧ 时间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皱纹。【有施事能

力者】
⑨ 时间就是金钱。【有价值物】
例①中的“时间”说明有起讫点的 4 个小时，

强调一段时间。它的义项可以被表达为【时段】。
例②中的“时间”与例①不同，明确指向午饭开始

时的具体时间点，对应的义项是【时点】。例③中

“时间”点明现在是秋天收获的季节，我们将其义

项表述为【时节】。例④中的“时间”指向工作规定

的完成时间，也就是完成的期限。所以，它的义项

是【时限】。例⑤中的“时间”侧重于表达找工作的

时机、机会的含义，其对应的义项是【机会】。例⑥
中的“时间”表示以北京时间为计时单位。因此，

其义项表述为【计时单位】。例⑦中的“时间”侧

重于表达时间流逝的不可逆性和时间的无限性，

所以其义项表述为【时光】。例⑧中的“时间”被

赋予人的能力，改变人脸的状态。所以，它的义项

可以被表述为【有施事能力者】。例⑨中的“时

间”被比喻为金钱，金钱有价值，所以我们需要珍

惜，这凸显时间的价值性。所以，它的义项是【有

价值物】。由此，我们发现“时间”的语义网络包

含以上 9 个义项。

5 LCCM 理论下汉语名词“时间”的多义性
根据 Evans 的观点，LCCM 理论中的词汇倾

向，即语义选择倾向和形式选择倾向，可判断词汇

概念的异同。我们将据此标准来判断“时间”的

词汇概念( 义项) 。
5． 1 语义选择标准

“时间”的词汇概念都可以与表示“过、到、临
近”等动词谓语连用，表示时间运动的性质。不

过，与这些词汇概念搭配的动词谓语在运动的具

体性质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表示【时段】和【时

节】的“时间”运动特征可与主体感受相关，说明

时间运动的快或慢。同时，它们强调时间运动的

持续性。不同的是，【时节】的词汇概念需与表达

季节、时节和时令等具体词汇概念共现，而【时

段】可单独表达语义，也可与具体时间段、数量词

“一段”、形容词“长、短”等共现。对于【时点】而

言，它侧重于表达事件发生或运动中的具体时间

点，不限于事件发生的起点、终点，突出时间运动

的瞬时性或事件性。当“时间”表示【时限】时，它

既可以指一段时间也可以指某个时间终点，指明

时间的持续性或事件性，但与前几者的差异在于，

此时的“时间”需指向某项工作或任务。“时间”
的【机会】词汇概念突出时间作为某事件完成的

客观条件，而通常情况下指有利条件，此时时间运

动的特征需要通过“利用、错过、抓住”等词汇概

念凸显。【计时单位】词汇概念的产生需要时间

测量单位标准，所以此时“时间”的运动是依据物

理时间标准进行的规律性运动，体现时间的可测

量性。当然，“时间”的运动也可重在表达时间的

流逝，说明时间运动的不可逆性和无限性，这就是

“时间”的【时光】词汇概念。【有施事能力者】和

【有价值物】的词汇概念在语义选择上也具有区

别性特征。【有施事能力者】的词汇概念更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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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被赋予人的施事能力，突出时间运动的塑造

性: 它能改变人、事物或事件等的原有样态，所以

在动词谓语选择上多与表示施事行为的动词共

现。【有价值物】词汇概念与前者的差异在于“时

间”被比喻为有价值的事物，以比喻的方式通过

“珍惜、浪费”等词汇概念传达时间运动的稍纵即

逝特征。所以从语义选择标准来看，语言形式载体

“时间”关联【时段】等不同的词汇概念，组成“时

间”的语义网络。
5． 2 形式选择标准

就形式选择标准而言，“时间”作为名词充当

句子的主语或宾语，没有特定的选择倾向。但我

们考察后发现，表示【时段】词汇概念的“时间”能

被数量词或短语修饰，表示【时节】的词汇概念需

与表达季节、时节或时令等名词共现，这些名词可

以作为定语修饰时间，也可作为宾语与作为主语

的“时间”呼应。表示【时点】词汇概念的“时间”
能够接在介词“到、从、在”之后，构成介词短语，

做时间状语，也可与事件名词搭配，表明其发生的

具体时间点，也可与“什么”共现，提问或陈述具

体时间。表 示【时 限】的 词 汇 概 念 可 接 在 介 词

“到”之后，如接在介词“在”之后，则需与“以内、
以里、以前、之内、之前”等搭配使用。表示【机

会】的词汇概念则接在“在”之后，而且需要有褒

义定语修饰“时间”。词汇概念【计时单位】【时

光】【有施事能力者】和【有价值物】则单独使用充

当主语或宾语，该 4 个词汇概念在形式选择倾向

上并无太大区分。不过，它们的语义选择倾向各

自不同，已说明它们是不同的 4 个词汇概念。
5． 3 发现与讨论

通过 Evans 词汇倾向的两条准则我们发现，9
个词汇概念在语义选择倾向和形式选择倾向上有

各自的偏好，这些偏好使“时间”的词汇倾向具有

区别性特征，使语言形式载体“时间”关联 9 个词

汇概念，组成“时间”的语义网络。
不过，在 Evans 对 time 的英语语言事实论证

中，形式选择标准重在讨论 time 作为名词的特

征，而汉语中的名词并没有可数与不可数之分，也

没有冠词 a，an 或 the，因此，在讨论汉语语言事实

中的形式选择标准时，我们更注重“时间”的前、
后搭配，而非“时间”自身的特征。此外，本文汉

语名词“时间”的语义网络与 Evans 的 time 语义

网络有所不同，汉语名词“时间”的语义网络包含

【时节】【时限】和【机会】义项，但缺少 time 语义

网络中的“次数”，合并“瞬时”和“事件”义项。
究其原因是汉语名词“时间”无可数与不可数之

分，“次数”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而汉语中时间的

“瞬时”和“事件”义项区分并不明显，如“上班时

间”即可强调开始上班那一刻时间，也可将上班

看作一个事件，所以本文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别。

6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名词“时间”的多义性
6． 1 语料描写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 BLCU Corpus Cen-
ter，简称 BCC) 是以汉语为主、兼有其他语种的在

线语料库，是服务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应用研究

的在线大数据系统( 荀恩东等 2016: 93 － 96) 。由

于 BCC 语料库检索行下载有限，故本研究选取

BCC 语料库的路遥子语料库( 简称 LYBCC) 进行

检索，检索词是“时间”，共检索到 421 条检索行，

删除 2 条重复检索行和 1 条无法识别语义的检索

行，剩余 418 条供研究使用。
6． 2 研究方法

依据上文对“时间”义项的判定标准，本研究

采用 UAM CorpusTool 3 对检索语料的“时间”义

项进行人工标注，之后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此外，

我们使用 Antconc 3． 2． 1 进行数据检索和分析，观

察“时间”的搭配以及语义偏好。
6． 3 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 UAM CorpusTool 3 人工标注后的“时

间”义项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 LYBCC 的 418 个

实例中，“时间”的【时段】【时点】和【时光】义项

使用频数较高，分布是 340、47 和 14，对应的频率

分布是 81． 34%、11． 24% 和 3． 35%，其中【时段】
义项使用的语言实例最多;【计时单位】【时限】【机

会】【时节】义项的使用频数较低，分布是 9、3、3 和

2，对应的频率分布是 2． 15%、0． 72%、0． 72% 和

0． 48% ; 而【有施事能力者】和【有价值物】义项的

语言实例频数是零( 参见表1 ) 。

表1 汉语名词“时间”义项使用分布情况②

我们推测语料中未出现【有施事能力者】和

【有价值物】义项的原因是语料范围的局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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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在 BCC 语料库中以“时间． ． 金钱”为检索

式进行检索，发现包含“时间就是金钱”“时间不

是金钱”和“时间即是金钱”的检索行共 16 条，都

说明时间的价值和宝贵性特征。当我们以“时间

改变 时间创造”为检索式进行检索时，发现“时间

改变世界万物的性质”等例句，突出时间具有的

施事能力。可见，“时间”的【有施事能力者】和【有

价值物】义项被表征在语言使用的真实例证中。只

是由于选用语料的限制，这两个义项的真实使用情

况未能充分体现。综上所述，“时间”的多重义项

在真实的语言实例中均有表征，也就意味着这些义

项可单独用在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境中。
为考察“时间”多重义项在语料中的使用情

况，本研究使用 Antconc 3． 2． 1 观察语境中词的搭

配和语义偏好，结果参见表2。

表2 汉语名词“时间”义项的搭配和语义偏好

时间义项
搭配

前搭配 后搭配
语义偏好

【时段】

一会儿、( 四) 分之( 三) 、( 一) 天、( 几

个) 月、( 一) 年、( 这 /那) ( 一) 段、大部

分、不多 /不少、其余、长 /短、多 /少、多

少、抽( 不) 出、腾( 不) 出、耽搁( 不少 /
不起) 、抓紧、抽出、有、没有、出去、学

习、工作、午休、午睡、间隔、上班、上课、
读书、睡眠、夜晚、请假等

过( 漫 长 或 飞 快 ) 、赶、到、等 待、
( 没) 有、( 不) 够、快 /慢、长 /短、
多 /少、多少、来 /去、紧、……以后 /
以前、……里

时间的持续性

【时点】
定、看、忘记、什么、同一、某个、出车、开
车、午饭、吃饭、做饭、通知、上班、见面、
出山、谈话、刹、约的、这、那

来、去、回来、走、误、过、推迟、( 赶)

到、出发、终止、早、晚、准时、……里
时间的事件性

【时节】 这( 寒露) 、麦收 临近 时间的季节性

【时限】 约定的、限 拖、……里、还款 时间的终结性

【机会】 适当的、利用 用、学习、讲讲 时间性的客观条件

【时光】 消磨、穿过、随着 走、流逝、过去、像流水 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无限性

【计时单位】 估摸、根据 /按、手表 下午、年份、月份、时刻 时间的可测量性

表2 显示，“时间”义项虽在搭配上有相同之

处，但在语义偏好方面呈现出不同特征，这与 E-
vans关于词汇倾向标准只需满足形式或语义倾向

标准的论述一致。可见，义项的区分只需满足词

汇倾向两条标准中的任意一条即可。须要指出的

是，由于汉语名词没有可数和不可数之分，所以汉

语语言事实在形式选择倾向标准上更注重其前、后
搭配的共现和兼容性，表现在义项上则是“时间”
没有“次数”义项。所以，我们在运用 Evans 的词汇

倾向标准时可根据语言特点进行本土化研究。

7 结束语
本文从汉语名词“时间”的使用情况考察其

多义性，以期回答 3 个研究问题。第一，“时间”
是由【时段】【时点】【时节】【时限】【机会】【计时

单位】【时光】【有施事能力者】和【有价值物】9 个

义项组成的语义网络。这与 Evans 基于英语事实

构建的 time 语义网络有所不同，即汉语“时间”没

有“次数”义项，合并“瞬时”和“事件”，这主要由

于汉语名词没有可数和不可数之分，事件名词在

表达“瞬 时”和“事 件”时 区 别 性 较 小。第 二，

LCCM 理论中的词汇倾向为我们区分汉语名词

“时间”义项提供参考，但当形式选择倾向标准应

用于汉语语言事实时，它更重视“时间”的前、后搭

配，而不是“时间”作为名词本身的性质。第三，前

两项研究结果通过语料库中的搭配和语义偏好得

以验证。以上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论证 LCCM 理论

的解释力，明确其语言类型学意义。国内研究者可

多关注 Evans 的理论及其发展，进一步开展相关本

土化研究。此外，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多义词

时，多观察语言使用的语义选择倾向和形式选择倾

向，以使语言意义表达得更适当、更确切。

注释

①义项的解释来自 Wordnet，网址: https: / /wordnet． prince-
ton． edu /。Wordnet 是由普林斯顿大学设计的一种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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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的大型英语词汇数据库，它的最大特点是

将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组合成认知同义词集合，

并通过概念语义和词汇关系将这些集合互相连接。
②为了保持中英文一致，表1 中的部分内容是根据 UAM
CorpusTool 3 生成图翻译而成。

参考文献

戴忠信 王科敏． 《词如何生义: 词汇概念、认知模式与意

义建构》介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 ( 6 ) ． ‖
Dai，Z． -X．，Wang，K． -M． Book Ｒeview of How Words
Mean: Lexical Concepts，Cognitive Models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Ｒe-
search，2011( 6) ．

黄月华 潘卫民． 认知语言学中的多义研究模式及其评

价［J］． 外语研究，2012 ( 4) ．‖Huang，Y． -H．，Pan，

W． -M． Models of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s［J］． Foreign Languages Ｒe-
search，2012( 4) ．

林正军 杨 忠． 一词多义现象的历时和认知解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 ( 5 ) ． ‖Lin，Z． -J．，Yang，Z．
Polysemy: A Diachronic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Ｒesearch，2005( 5) ．

孙 毅 杨秋红． 跨语言“心”( heart) 多义图谱的认知功能

说略［J］． 外语学刊，2013( 5) ．‖Sun，Y．，Yang，Q． -
H． A Brief Illustration of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oly-
semous Scenarios in Cross-language“Heart”［J］． Fo-
reign Language Ｒesearch，2013( 5) ．

滕 敏 朱 哲． 基于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型理论的多义词习

得研究［J］． 外语界，2015( 4) ．‖Teng，M．，Zhu，Z．
A Study of Polysemous Words Acquisition Based on Le-
xical Concepts and Cognitive Model Theory［J］． Foreign
Language World，2015( 4) ．

王馥芳 张云秋． 关于时间的形而上学思考———《时间结

构》略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 ( 6 ) ． ‖Wang，

F． -F．，Zhang，Y． -Q． Metaphysical Thinking on Time—
Book Ｒeview of The Structure of Time［J］． Foreign Lan-

guage Teaching and Ｒesearch，2005( 6) ．
荀恩东 饶高琦 肖晓悦 臧娇娇． 大数据背景下 BCC

语料库的研制［J］． 语料库语言学，2016( 1) ．‖Xun，

E． -D．，Ｒao，G． -Q．，Xiao，X． -Y．，Zang，J． -J．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CC Corpu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J］． Corpus Linguistics，2016( 1) ．

赵永峰．《时间的结构: 语言、意义和时间认知》评介［J］．
现代外语，2006 ( 3) ． ‖Zhao，Y． -F． Book Ｒeview of
The Structure of Time: Language，Meaning and Temporal
Cognition［J］．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2006( 3) ．

Brugman，C． The Story of Over: Polysemy，Semantics，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exicon［M］． New York: Garland，

1988．
Evans，V． The Structure of Time: Language，Meaning and

Temporal Cogni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Evans，V． The Meaning of Time: Polysemy，the Lexicon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Linguistics，2005( 1) ．

Evans，V． How Words Mean: Lexical Concepts，Cognitive
Models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vans，V． From the Spatial to the Non-spatial: The“State”
Lexical Concepts of In，On and At［A］． In: Evans，V．，
Chilton，P． ( Eds． ) ，Language，Cognition and Space: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New Directions［C］． London: E-
quinox，2010．

Evans，V． A Unified Account of Polysemy Within LCCM
Theory［J］． Lingua，2015( 157) ．

Lakoff，G． 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
tegories Ｒ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The Uni-
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Lakoff，G．，Johnson，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
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Tyler，A．，Evans，V．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Spatial Scenes，Embodied Meaning and Cogn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定稿日期: 2019 － 04 － 10 【责任编辑 王松鹤】

52

2019 年 刘 慧 于林龙 LCCM 理论下汉语名词“时间”的多义性研究 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