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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视域下语言的主观化建构

刘坛孝１，２，焦　成２

（１．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２．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西方哲学史和语言观的演变以形而上学哲学为轴心，语言的主观性属性受到客观主义哲学的排挤。

语言是一种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象征性概念及概念结构，其本质是主体动态的建构性思维对现实语境进

行语符化的身体体验和认知加工的主观化建构体，认知推理在现实语境语符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语言

主观化建构的认知哲学是强调主客体互动的新经验主义，认知心理是对身体经验进行组织和加工的完形

感知，认知动因是以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推理。

关键词：语言认知；主观化建构；经验主义；完形感知；隐喻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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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直 是 哲

学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主要从认识论视域研究

知识论［１］。作为一种对待知识和知识对象的立

场、态度和方法，认知相对主义坚持真理和知识

７８



的相对性［２］。语言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是一种

知识性表述。人类的认知在历史不断更替和前

进中获得发 展，人 们 对 语 言 本 质 属 性 的 认 知 亦

受此认知发 展 规 律 的 制 约［３］，语 言 的 认 知 活 动

和认知结果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不同语言学

流派和语言 观 的 嬗 变 都 折 射 出 其 哲 学 思 维，并

非凭空臆想。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研究都具有

一定的知识 相 对 性，为 后 世 的 语 言 哲 学 提 供 新

的范本和经验。

语言观的 发 展 主 要 经 历 了“工 具 观”“自 然

生物观”“符号观”“天赋观”“语 言 认 知 观”五 大

阶段。“工具 观”产 生 于 古 代 语 言 学 时 期，以 苏

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们认为

语言为世界 本 质 的 外 化，是 作 为 探 索 本 质 的 工

具［４］（Ｐ３８）。处于形 而 上 学 毕 因 论 时 期 的 语 言 观

自然而然忽略了人的主观因素。“自然生物观”

源于历史比 较 语 言 学，科 学 主 义 和 人 文 主 义 的

盛行迫使人们开始探究不同语言的历史亲属关

系及亲疏程度［５］。偏向于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语

言观关注的是语言的自然属性。“符号观”肇始

于索绪尔现 代 语 言 学，认 为 语 言 是 一 套 结 构 完

整而又严密 的 具 有 价 值 体 系 的 符 号 系 统，批 判

“工具论”真 正 把 语 言 本 体 作 为 研 究 对 象，这 意

味着排除人和 社 会 的 因 素，“语 言 符 号”仍 然 没

有跳出“逻各斯 中 心 主 义”的 窠 臼。随 后 的“天

赋观”是继索绪 尔 的“哥 白 尼 革 命”后 的 又 一 大

划时代的“乔 姆 斯 基 革 命”。乔 姆 斯 基 认 为，人

类具有一种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人脑的初始

状 态 应 该 包 括 人 类 一 切 语 言 共 有 的 特 性，即

“普通语法”或“语言普遍现象”［６］。尽管他从人

类心智 角 度 探 索 语 言，但 依 旧 以 笛 卡 尔“天 赋

说”和索氏的“语言内指论”等客观主义为圭臬，

构建了“一 个 无 视 人 主 体 因 素 的 神 话 体 系”［７］。

随着“后现代 主 义”哲 学 的 发 展，基 于 体 验 哲 学

形成的认知语言学提出了“语言认知观”。语言

反映人类的 认 知 及 主 观 态 度，并 且 通 过 认 知 反

映客观世界。语言在人类活动中最能表达人性

特点，也可 彰 显 人 本 精 神［８］。认 知 语 言 学 反 拨

以往形 而 上 学 语 言 哲 学 中 忽 略 人 本 因 素 的 倾

向，既承认语言中的客观因素，又不否认主体的

认知主观因 素，强 调 通 过 主 客 体 互 动 来 为 语 言

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恰如张炼强所指

出：“人的认 知 是 对 客 观 世 界 主 观 观 察 的 结 果，

观察到的并 非 完 全 符 合 客 观 世 界 的 本 来 面 目，

而语言将这种主观观察的结果承载下来，所以

语言映照的是人的认知对客观世界的重新组合

的结果。”［９］

语言观的历时演变关涉和反映哲学思辨的

演进。不同语言观的转向并不是与前期语言研

究完全决裂，其 中 蕴 含 着 某 种 哲 学 上 的 继 承 与

创新。古 希 腊 时 期 语 言 作 为 工 具 追 问 世 界 本

源，从而开启 西 方 哲 学 以 形 而 上 学 为 轴 心 的 哲

学思辨。此后涌现的经验派和唯理派本质上都

认同世界存 在 客 观 真 理，只 是 寻 求 真 理 的 方 式

不同，旨在 重 塑 形 而 上 学 的 地 位。后 来 基 于 语

言论转向的 逻 辑 主 义、逻 辑 实 证 主 义 尽 管 曾 严

厉批判以往形而上学的命题没有意义以及缺乏

逻辑和经验 的 证 实，但 其 实 也 是 形 而 上 学 的 变

体。作为逻辑主义代表的弗雷格指出：“逻辑所

关心的并不 是 任 何 特 殊 关 系 的 特 殊 内 容，而 仅

仅是逻辑的 形 式，这 种 形 式 的 任 何 被 断 定 的 东

西都是分析的，并且是先天被认识的。”［１０］弗雷

格的“现代形式逻辑”是以逻辑形式为外衣的绝

对观念［１１］，仍 然 与 形 而 上 学，即 客 观 主 义 本 体

论有着密切联系，独立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人。

同时出现的“语言形式化”“真 值 对 应 论”“逻 辑

原子论”及维特 根 斯 坦 的“图 像 论”等 持 大 致 相

同的观点：语言与世界同构，因此语言独立于人

本因素。同样，维 也 纳 小 组 的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将

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意义标准是先于

一切命题而 存 在 的，即 所 有 句 法 上 允 许 的 命 题

构成都 必 须 自 动 地 满 足 意 义 标 准”［１１］。可 见，

它没有摆脱 形 而 上 学 客 观 主 义 哲 学 的 羁 绊，自

然而然接 受 了 逻 辑 主 义 的 观 点。“语 句 意 义 来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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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经 验 事 实，与 世 界 同 构。”［４］（Ｐ１６９）纵 观 从 西 方

哲学到语言 哲 学 的 发 展 历 程，从 古 代 语 言 学 到

认知语言学 出 现 之 前，语 言 的 客 观 性 依 附 于 形

而上学或者 客 观 主 义 哲 学，人 本 因 素 屡 屡 被 排

除在外，不受重视。相反，莱考夫和约翰逊拟在

语言与现实世 界 之 间 搭 建“逻 辑 桥 梁”，尝 试 通

过理解语言 讨 论 人 类 经 验，在 体 验 哲 学 的 语 言

研究中，语言主观属性才逐渐受到重视。

语言的认知 本 质 是 一 种 主 观 化 建 构 体，语

言是一种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象征性概念及概

念结构。言语 主 体 在 语 言 运 用 过 程 中，利 用 人

脑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语符化的身体体验和认

知加工，其中 基 于 隐 喻 和 转 喻 的 思 维 方 式 及 认

知推理在现 实 语 境 语 符 化 过 程 中 起 关 键 作 用。

语言作为动 态 的 主 观 化 建 构 体，主 体 的 主 观 化

建构性思维体现在认知和推理两大部分。

　　一、语言的认知本质：主观化建构体

语言与思维 关 系 密 切，语 言 是 思 维 的 工 具

和主要表达方式。古希腊时期的赫拉克利特提

出的“ｌｏｇｏｓ（逻各斯）”常常兼有“理性、言语、规

则、思考”等 义；与 之 相 类 似 的 还 有 中 国 春 秋 战

国时期老 子 所 论 述 的“道”，包 含“言 说”和“规

则”之义。它们都不约而同地体现了“语言与思

维 的 同 一 性，语 言 与 哲 学 的 一 体 性”［４］（Ｐ３７）。

“人、思想、语 言、行 为 交 织 为 一 个 整 体，语 言 的

表达方式，代表着人的哲学运思方式。”［４］（Ｐ３５）语

言是思维的 根 基，思 维 的 运 行 依 赖 于 语 言 的 导

向。人们依赖于象征性语言的概念及其框架建

构形而上的 理 论 体 系 和 形 而 下 的 实 践 行 为，语

言是建构于人脑心智网络的象征性概念及概念

结构，即主 观 化 建 构 体。语 言 动 态 的 主 观 化 建

构过程总是 包 括 主 体 有 意 识 地 进 行 动 态 思 维、

关联思维，认 知 推 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在 概 念 完 形 中

起关键作用，主 体 的 认 知 思 维 活 动 更 好 地 体 现

了语言的主观化建构本质。

一直以来，语 言 的 本 质 问 题 与 西 方 哲 学 的

人本观交织 在 一 起，对 语 言 本 质 的 认 知 都 直 接

受到当时哲学人本观的影响。“人因素”在语言

哲学漫长发展 历 程 中 常 遭 到“非 人”待 遇，西 方

人本观可分为古希腊人本观、中世纪人本观、近

代人本观、现 代 人 本 观 及 后 现 代 人 本 观。古 希

腊哲学家追求“透 过 现 象 看 本 质”的 终 极 目 标，

且西方客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哲学思想一直占据

统治地位，因 此，语 言 研 究 始 终 没 有 摆 脱“追 求

语言绝对 本 质”的 窠 臼，人 的 因 素 基 本 被 摈 弃

在语言研究之外［１２］。中世纪的神学毕因论，通

过“上帝创造 语 言”来 回 答 语 言 的 起 源 问 题，继

承了苏格拉 底 和 柏 拉 图 的 语 言 天 赋 观，所 以 人

自然被排除 在 语 言 本 质 之 外。后 来，欧 洲 爆 发

文艺复兴和 启 蒙 运 动 解 放 人 本 因 素，语 言 研 究

再次从上帝 和 神 的 桎 梏 中 转 向 人 本 因 素，此 时

出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派围绕语言本质的天赋

性和经验性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尽管这个时

期显露了语言 本 质 的“人 本 光 辉”，但 人 仍 然 不

是真正现实世界的人。王炜等人指出：“标榜为

人类中心论的近代哲学一直在偏离着它本要摆

在中心地位的人，哲学到处在谈及 人，却 未 有

一处真正说到人，人们想要说的是 人，说 出 的

却是别的 什 么。”［１３］后 来 兴 起 的 现 代 语 言 哲 学

包括乔姆斯 基 倡 导 的 普 遍 语 法，虽 然 从 人 类 心

智的角度来 解 释 语 言 的 认 知 本 质，将 人 类 认 知

引入语言来 源 的 研 究，但 又 在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和

科学主 义 的 统 摄 下，更 多 地 强 调 语 言 的“天 赋

性”，忽视人的主观化构建作用。后现代主义哲

学才真正开始关注在主体体验和认知下的语言

认知本质，提 出 了“心 智 的 体 验 性、认 知 的 无 意

识性、思 维 的 隐 喻 性”三 项 核 心 原 则。王 寅 指

出：“语言是人对现实世界进行概念化之后的符

号系统，具有体验性以及认知性等 特 征，并 且

可以通过人类认知世界的几种基本方法来分析

和探究。”［１４］语言的物质基础是“实体”，即现实

世界，心理基础是“回应”，即认知。体认语言观

把语言理解 成 对 现 实 世 界 的 认 知 加 工 结 果，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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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反思和批判语言的认

知本质。

语言是现实世界、人脑认知、社会文化及其

语用因素共 同 促 动 的 象 征 性 符 号 系 统，受 社 会

环境与认知 环 境（如 言 语 使 用 者 大 脑 里 所 有 关

于世界的假设及认知处理能力）的制约，语言是

现实 世 界 的 主 观 化 产 物。Ｌｙｏｎｓ认 为 语 言 的

“主观性”（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是指在话语中多多少少

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１５］。换言之，言

语者的主观 性 特 征 在 语 言 中 会 留 下 自 我 印 记。

语言的“主 观 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ａｔｉｏｎ）则 是 指 语 言

为了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

经历相 应 的 演 变 过 程［１６］。语 言 主 观 化 建 构 体

在语言形式及意义的编码过程中包含言语者的

认知策略、视 角、立 场、主 观 态 度、情 感 等 因 素。

关于语言主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时和历时

两个 方 面，共 时 角 度 以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的“认 知 语

法”为主，他认 为，观 察 者（说 话 人）与 被 观 察 事

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对称性，观察者可以观

察事物，但事物却不能对观察者进 行 观 察，最

大程度体现这种不对称性的是“最优观察设置”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１７］。因此，观察

者（言语者）是否以一种显性的语言形式出现取

决于言语者 的 认 知，即 语 言 的 主 观 化 程 度。胡

牡丹等人在 认 知 语 法 的 框 架 下 探 析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关于语 言 的 主 观 性 和 主 观 化 概 念［１８］。李 国 宏

对语言主观 化 的 句 法 操 作 现 象 进 行 研 究，认 为

左移 是 主 观 化 成 分 的 一 个 强 势 表 现［１９］。以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为代表，从 历 时 角 度 研 究 语 言 表 达 式

的意义变化：一 个 从“无／较 少 主 观 性”到“主 观

性”再到“交互主观性”的连续统［２０］。凌剑春基

于语法化和语义主观化的关系讨论语言的主观

性，认为在语 法 化 的 历 时 发 展 中 语 义 主 观 化 程

度是一个不 断 增 强 的 渐 变 过 程，主 观 化 是 促 成

语义演变的诱因，是语法化的重要机制［２１］。因

此，语言作为一种主观化建构体，语言符号及其

象征的概念结构是言语者在现实语境互动体验

的基础上反 映 出 的 认 知 本 质，是 人 脑 认 知 机 制

对现实语境认知推理及组织建构的结果。语言

是现实语境 的 语 符 化 感 知，是 认 知 主 体 在 身 体

经验关联语境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建构的主

观化建构体。语言主观化建构体的完形感知以

认知主体的经验为基础。

　　二、主观化建构的认知哲学：新经验主义

新经验主义 视 角 下 的 语 言 结 构、形 式 和 意

义折射出认 知 主 体 的 主 观 化 建 构 思 维，认 知 语

言学秉承新经验主义（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哲学，认

为语言是认知经验基础上的主观化建构体。新

经验主义与哲学史上早期所指称的“经验”含义

是不相同的，前者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以及与

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

基础 上 形 成 的 有 意 义 的 范 畴 结 构 和 意 象 图

式”［２２］（Ｐ３３），是认知主体在主观见之 于 客 观 过 程

中所产生的 一 种 认 知 体 验，是 物 质 决 定 意 识 的

认知模型，属唯物主义哲学范式；哲学史上早期

的“经 验（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是 先 验 的，它 不 需 要 任

何客观原型，是 先 于 并 完 全 脱 离 物 质 基 础 的 一

种“精神”存在，主张意识的第一性，属唯心主义

哲学范式。

新经验主义坚持“现实———认知———语言”

的思路研究 语 言 的 主 观 化 建 构，主 张 思 维 的 互

动性与体验性，坚持范畴的主客观性和依存性。

没有绝对客 观 的 现 实，也 没 有 离 开 现 实 而 独 立

存在的感知 和 推 理，只 有 相 对 于 一 定 环 境 的 主

客体互动的 认 知。语 言 是 人 类 生 活 的 反 映，不

同的语言反映不同的生活经验。语言是认知主

体与客体互 动 的 体 验 结 果，语 言 能 指 是 与 其 概

念及概念结构彼此依存的。

新经验主义强调经验在人脑认知和语言形

成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经验和认知能力（而不是

绝对的存 在）在 语 言 运 用 和 理 解 中 的 作 用。人

类经验源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

体验，认知主体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认知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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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客观现实反映在大脑中，形成认知世界的

认知结构，其 本 质 是 现 实 在 人 脑 心 智 网 络 的 建

构体。“人们 的 一 切 知 识 都 是 在 经 验 里 扎 着 根

基，知识 归 根 结 底 由 经 验 而 来。”［２３］新 经 验 主 义

语言观认为，“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以外的所谓

意义，也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以外的客观真理，

语言是客观 现 实、社 会 文 化、生 理 基 础、认 知 能

力等各种因素综合的产物。”［２２］（Ｐ７）

思维依赖于 客 观 语 境 而 存 在，人 类 心 智 结

构源于认知 主 体 对 语 境 客 体 的 身 体 经 验，思 维

的运行以主 体 的 身 体 经 验 为 基 础，是 对 各 种 经

验进行范畴 化，并 依 据 基 本 范 畴 对 其 意 象 图 式

进行组织 完 形。心 智 结 构 在 体 验 现 实 语 境 时，

通过不同程 度 的 主 观 化 建 构，最 终 决 定 言 语 者

是否以显性语言出现在语言表达式中。思维依

赖语言的导 向 运 行，语 言 是 认 知 思 维 概 念 化 语

境的符号结 构，其 意 义 成 型 依 赖 于 认 知 推 理 机

制的运行，体现了思维的体验性与互动性。

新经验主义 哲 学 以 人 们 对 所 指 的 经 验、感

知、概念化和认知方式为基础进行语言解读，认

为语言是人类经验在人脑心智网络建构的概念

化图式。主体在与现实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

通过认知的心智结构表达相关的态度、情感，语

言表达 的 过 程 体 现 了 范 畴 的 主 客 体 性 与 依 存

性。

　　三、主观化建构的认知心理：完形感知

认知事物首先从感知信息开始。完形心理

学认为，感知获得的信息要经过加工、组织才能

被认知主体 所 理 解 和 记 忆，感 知 过 程 本 身 是 经

验的组织完形。“有关实验证明，整体（完形）知

觉大于部分 之 和，而 且 感 知 整 体 比 感 知 部 分 来

得容 易，心 理 学 把 对 整 体 的 感 知 叫 完 形 感

知。”［２２］（Ｐ９７）范 畴 原 型、意 象 图 式 等 是 人 脑 对 现

实表征整体 感 知 的 结 果，为 下 次 信 息 处 理 提 供

完形背景框架。

经验主义语 言 观 认 为，现 实 与 语 言 不 直 接

关联，作为心 理 表 征 的 完 形 感 知 在 语 言 主 观 化

过程中起桥梁作用。现实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

的自为的人 性 化 客 观 存 在，而 完 形 感 知 是 现 实

内化于人脑 的 概 念 化 表 征；语 言 是 现 实 意 义 的

主观化内化，是完形感知的语言实现，它体现完

形感知，反映现实，完形感知以宿主的身体经验

为前提。

认知是理解 语 境 的 关 键，语 境 是 语 言 主 观

化建构的栖息地。认知以现实语境的存在为物

质基础，思维始于与外界发生作用的自身经验。

认知是宿主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与经验的完形结

果，是对主 客 体 相 互 作 用 感 知 的 产 物。言 语 主

体将自己的 主 观 因 素 融 入 其 语 言 表 达 中，承 认

客观世 界 的 现 实 性 及 其 对 语 言 形 成 的 本 源 作

用，在身 体 经 验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类 比 和 再 分 析。

认知对经验 的 组 织 作 用 体 现 在 基 本 范 畴、意 象

图式等心理 完 形 体 的 形 成 中，通 过 人 自 身 与 外

界的相互作用被理解和完形。为获取现实世界

有意义的相 关 经 验 结 构，完 形 感 知 倾 向 于 运 用

同一范畴或图式对相似的外在实在进行理解和

推理，存在于 心 智 网 络 中 已 有 的 范 畴 与 图 式 在

信息认知过 程 中 提 供 背 景 框 架，同 时 也 固 化 了

自身。完形感知将现实世界中的同一关系看作

同一单位，这 是 完 形 感 知 在 概 念 和 语 言 形 成 过

程中的相似原则，体现了认知的参与作用。

感知新的外 界 信 息 时，完 形 心 理 依 据 相 似

原则寻求现实表征与心理表征之间类似的背景

框架。完 形 加 工 将 所 处 理 的 经 验 世 界 进 行 分

类，这就是 完 形 认 知 的 范 畴 化 过 程。由 于 认 知

主体经验的 差 异 性，人 们 在 观 察 和 记 忆 事 物 的

突显方面各 异，不 同 主 体 完 形 感 知 事 物 的 突 显

侧重不尽相同。训练员对海豚图形或图案的通

感识解既基 于 其 身 体 经 验，也 基 于 完 形 感 知 的

突显原则，最 有 可 能 突 显 滑 溜 溜 的 触 觉 感 官 次

域来代 表 整 个 海 豚 的 理 想 化 认 知 模 型［２４］。可

见，完形感知突显在相似原则的作用下，可以发

现视觉感官次域与触觉感官次域之间具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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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能借助“滑 润 的 色 泽”等 语 言 来 表 达 认 知

的隐喻概念。

王寅根据体认语言观谈论语言的形成时坚

持认为，语言 是 人 们 基 于 自 己 的 感 觉 器 官 在 与

现实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逐步

形成 的，是 主 客 观 多 重 互 动 的 结 果［４］（Ｐ５３０）。因

此，客观实在与语言之间不能直接联系，语言不

是现实语境 的 直 接 产 物，心 理 机 制 的 认 知 加 工

是彼 此 间 的 桥 梁。认 知 识 解 过 程 表 现 为：语

境———认知加工———概念形成———语言。

完形感知通 过 认 知 范 畴 化 事 物 类 属，通 过

完形结构组织、感知语言符号的概念和意义，体

现了心智结 构 及 概 念 结 构 的 完 形 性。同 时，认

知有自己动态、完整的结构和模式，语言的认知

过程依赖完 形 结 构，体 现 了 完 形 感 知 的 动 态 性

和整合性。

　　四、主观化建构的认知动因：隐喻推理

认知语言学 坚 持 体 认 语 言 观，认 为 心 智 和

语言都是来自对 现 实 的“体（互 动 体 验）”和“认

（认知加 工）”［２５］。换 言 之，语 言 是“人 之 所 为、

惟人参之”的 结 果。在 思 维 和 语 言 参 与 的 认 知

过程中都离不开隐喻推理这一认识客观世界的

认知工具，语 言 及 经 验 都 依 赖 于 隐 喻 成 型。不

同的概念隐 喻 源 于 不 同 的 经 验 现 实，隐 喻 基 于

身体经 验［２６］。隐 喻 推 理 的“逻 辑 桥 梁”是 认 知

域之间的跨领域结构映射。隐喻是从始源域向

目的域映射的系统的、部分的、不对称的结构性

而非语言本身的映射，其公式为ｆ∶Ａ→Ｂ，其中

ｆ表示对应法则，即经验基础，也就是Ａ和Ｂ两

种经验 结 构 之 间 存 在 经 验 相 关［２７］。唯 物 辩 证

法认为，人在 与 现 实 世 界 互 动 体 验 的 基 础 上 认

识到世界中 各 种 事 物、事 件 和 现 象 并 不 是 孤 立

存在的，而 是 相 互 关 联 的。基 本 的 隐 喻 推 理 大

多建立在经验相关的基础之上而后通过语言实

例来说明相关的隐喻认知方式。言语主体分别

感知概念化客体外在世界和概念化主体的内心

世界，进而在 自 己 的 内 在 认 知 和 外 在 世 界 之 间

构建关联，将 感 官 域 与 心 理 体 验 概 念 或 者 情 感

域建立 经 验 相 关［２８］。认 知 主 体 对 图 示 语 言 通

感的识解离 不 开 隐 喻 认 知，基 于 身 体 体 验 通 过

业已存在的物理相似和创造出的心理相似完成

识解［２９］。例如，红色警示标志图示语言的产生

是关于颜色域与痛觉域和危险的心理感受之间

的经验相关。隐喻推理是在主体进一步反复体

验和感知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发现相关经验之间

的相似性。隐喻生成是一系列相似关系在人脑

中概念化／结构化的产物，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

相关经验之间相似性的认知加工和心理建模的

结 果［３０］。语 言 的 创 造、变 化 和 含 义 推 导，也 就

是语言的认知动因归因于基于相似性的隐喻推

理。源于形状相似和功能相似的隐喻表达给主

体提供一种较为直观的语言认知识解方式。反

之，源于心理 相 似 的 隐 喻 表 达 突 显 的 是 两 个 事

物之间不同 的 相 似 性，利 用 丰 富 的 想 象 力 则 创

造出并非预先存在或完全客观存在的突显的相

似性。这印证 了 亚 里 士 多 德 的“隐 喻 应 当 从 有

关系的事 物 中 取 来，可 是 关 系 又 不 能 太 显 著。

一个人要有敏锐的眼光才能从相差很远的事物

中看 出 它 们 的 相 似 性”［３１］。同 时，关 于“Ｔｈｉｓ

ｂｕｔｃｈｅｒ　ｉｓ　ａ　ｓｕｒｇｅｏｎ”的 语 言 含 义 推 导，可 能 产

生“像外科医生技艺不精的屠夫”，抑或“像外科

医生技艺精湛的屠夫”等隐喻推理，两种截然相

反的语言含义推导是基于作为现实世界或者现

实语境的体 认 主 体，创 造 出 外 科 医 生 与 屠 夫 之

间不同突显 的 心 理 相 似，进 而 识 解 语 言 及 其 背

后的认知框架。作为始源域的事物存在某种属

性，认知主体遭遇相关现实语境时，隐喻推理把

始源域的属 性 映 射 到 目 的 域，隐 喻 语 言 由 此 诞

生。认知主体运用类比和再分析机制建构心理

表征的完形 感 知，其 实 质 是 在 相 关 现 实 语 境 间

创造相似性 的 隐 喻 推 理 过 程，完 形 组 织 的 结 果

是新的概念结构的诞生。

语言是基于始源域与目标域合成相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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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映射，隐 喻 思 维 的 运 行 是 对 隐 喻 相 似 性 的

完形感知。首 次 遭 遇 相 关 现 实 语 境 时，人 脑 并

未形成固定思维，也就没有相关概念，更不用说

相关语言。经验相关的现实世界作为一种现实

表征不断刺 激 人 脑 的 认 知 结 构，隐 喻 认 知 源 于

对世界感知经验的相似性共鸣。现实表征产生

相关的完形 感 知，继 而 利 用 与 已 有 的 图 式 组 织

相似的现实语境，语言由此产生。实质上，这是

隐喻思维建 构 隐 喻 相 似 性 的 过 程，是 语 言 引 导

思维的运行，用概念组织建构现实语境，进而实

现始源域向目的域的概念投射。

认知包 括 对 客 观 语 境 进 行 感 知 并 形 成 图

式、概念、范畴 的 过 程 和 对 主 客 体、能 指 与 所 指

等事物关系 进 行 分 析、判 断 和 推 理 的 过 程。当

语言无以满 足 主 体 心 理 期 待 或 心 理 需 求 时，隐

喻重新建构新的相似性，形成完形结构，完形感

知将新的结构映射到语言范畴，形成能指，即隐

喻语言。这是 在 主 客 体 互 动 的 基 础 上，人 脑 认

知对现实语境及语境因子关系进行分类的范畴

化（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过 程，范 畴 化 依 据 完 形 感 知

的偏好原则（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ｕｌｅ）生成、强化思维结

构中的隐喻完形，思维便会激活相关概念。

语言的诞生是认知主体在经验主义的基础

上，运用隐喻思维范畴化语境客体，形成语言的

完形感知过程。语言内化于心智网络的主观化

建构，体现了心智结构的隐喻性和完形性，是概

念及概念结构建构的结果。

　　五、结语

在从古希腊 到 现 当 代 语 言 观 的 演 变 中，语

言的客观性 贯 穿 于 语 言 研 究 始 终，语 言 的 主 观

化建构或者人本主观性不受重视甚至游离于研

究之外。在语 言 观 的 哲 学 思 辨 过 程 中，“工 具

观”开启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主线，此后出现

的语言流派 都 多 多 少 少 受 到 形 而 上 学 的 影 响，

认为语言与 世 界 同 构，包 括 逻 辑 主 义 和 逻 辑 实

证主义。因此，以 形 而 上 学 或 者 客 观 主 义 哲 学

为轴心的语 言 研 究，其 主 观 性 或 者 认 知 藏 匿 在

语言背后。直 至 体 验 哲 学 的 兴 起，语 言 的 主 观

性才来到语言哲学研究的历史舞台中央。体认

语言观基于 新 经 验 主 义，以 认 知 主 体 的 主 观 化

建构思维分 析 语 言 实 质，从 动 态 性 认 知 来 审 视

主观化建构性思维的产物———语言。

语言是人类 认 知 现 实 的 产 物，是 对 现 实 语

境及语境因子关系进行分析、概括的语言表征，

其本质是现实语境内化于心智结构的主观化建

构体，是建立 在 身 体 体 验 和 认 知 加 工 基 础 上 的

象征性语符。语言主观化的认知哲学强调主客

体互动的经验主义，身体经验决定语言结构，语

言结构是认 知 经 验 的 成 果，且 基 于 人 脑 思 维 对

客观世界的认知概念和概念结构等观点。认知

心理是 对 身 体 经 验 进 行 组 织 和 加 工 的 完 形 感

知，为再次 认 知 类 似 语 境 提 供 背 景 框 架。认 知

动因是以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相似性为基础的

隐喻推理，其相似性即为两者间的“逻辑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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