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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语境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语境经过内在化的过程, 可以成为认知语境。语境内在化后, 以知识

草案和心理图式为基本单位储存于大脑中, 随时被激活来解释语言的多义现象。无论在什么样的情景下, 发挥主导作

用的都是认知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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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 it ive con tex t is a very impo rtan t concep t in cogn it ive lingu ist ics. T he tradit ional con tex t m ay tu rn to

cogn it ive con tex t by the p rocess of abstract ion and in ternalizat ion. A fter in ternalizat ion, con tex t is sto red in the b rain

in the un it of know ledge scrip t and p sycho logical schem a to get rid of the language am bigu ity w henever necessary.

Cogn it ive con tex t alw ays p lays the key ro le under any situ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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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长期以来, 语境问题的研究不但在语言学领域受到关注,

其他学科, 如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等领域已把语境问

题也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兴起

的认知语言学现正处于语言学研究的前沿。认知语言学的一

个重要概念是认知语境。语境和认知语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因为语境和认知语境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概念是一致的。语

言的多义现象是语言学界研究的中心之一。本文认为, 利用认

知语境来研究语言的多义现象, 能取得解释力更强的效果, 无

论是对于汉语, 还是对于英语。

　　2. 认知语境的形成

语境是指语言行为赖以表现的物质和社会语境, 它几乎

是包罗万象的范畴, 涉及到语言的上下文, 交际的时间、地点、

话题、说话方式, 交际者的地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彼此了解

的程度, 人的世界知识, 交际的文化、社会、政治背景, 等等。语

境经过内在化便成为认知语境, 认知语境是客观世界在人大

脑中概括化、抽象化、系统化的结果。它可以包括情景知识 (具

体场合)、语言上下文知识 (工作记忆)、背景知识 (知识结构)

和社会团体所共有的集体意识。认知语境的形成实际上从婴

儿时期就开始了。婴儿的成长离不开特定的环境, 这个环境包

括婴儿 (儿童) 所生活的客观世界的方方面面, 从政治制度、民

族、社会结构、阶级地位到家庭, 以及生存的自然环境。在成年

人, 特别是父母的引导下, 儿童从单词话语开始认识物名, 对

物名进行分类继而形成概念。这个时期所形成的概念是认知

语境的初始阶段, 随着儿童的成长, 儿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

力在不断增加, 其概括能力也在增强, 也就是说其认知语境在

得到发展和完善。总而言之, 认知语境的形成经历了这样一个

过程: 环境输入→感觉记录器 (视觉、听觉、触觉) →短时记忆

(工作记忆)→长时记忆→认知语境。

国外有学者提出, 语境就在语言使用者的心智中,“Con2
tex t is righ t in you r m ind ”(van D ijk, 1980)。国内也有学者提

出类似的观点, 熊学亮教授认为:“语境主要指的是认知语境

(即语用者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为了证实这一观点, 他做

了一种实验, 实验的结果表明在语言使用过程中, 语用者处理

信息的过程或含义的获得过程有感知、对语言解码的知识、假

设、记忆中的心理图式和推理这些步骤就够了, 语用者对信息

超载部分的推导并不一定要依赖具体的语境, 因为语用者通

过经验已经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也就是说,

在具体场合不明确的情况下, 语言使用者可以自觉或不自觉

地运用知识进行推导, 而这种知识推导所依赖的主要是认知

语境。语言使用者所涉及到的知识并非在交际过程中临时产

生的, 而是早就储存在大脑里供信息处理之用。这些知识是无

时间性的, 而且往往是隐含的。

笔者则认为, 在具体场合明确的情况下, 发挥主导作用的

也是认知语境, 因为具体场合可以内在化为认知语境。F. U n2
gerer and H. J. Schm id 在 A n In trod uction to Cog n itive L in2
g u istics 一书中指出:“T he cu rren tly act ive con tex t calls up

o ther con tex ts from long2term m emo ry that are som ehow re2
la ted to it.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fo r all k inds of phenom 2
ena that w e com e acro ss in everyday life, w e have experienced

and sto red a large num ber of in terrela ted con tex ts. Cogn it ive

catego ries are no t ju st dependen t on the imm ediate con tex t in

w h ich they are em bedded, bu t also on th is w ho le bundle of

con tex ts that are associated w ith it. ”引文中的“long2term

m emo ry”、“in terrela ted con tex ts”、“w ho le bundle of con tex ts”

即是认知语境, 这种语境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无时不在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

胡壮麟教授 2002 年所发表的论文“语境研究的多元化”,

对我们分析语境的认知内涵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2. 1 一元化语境

一元化语境指的是语言的环境, 汉语称之为“上下文”, 即

语篇本身构成了其语言成分 (词语或语段) 的环境。为了使交

际顺利地进行, 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 人的大脑都是自动地

寻求上下文的帮助, 以确定某个词、语句或段落的意义。也就

是说人的经验会让大脑知道语言的环境可以帮助理解词、语

句或段落的意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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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 hat k ind of spo rts do you like mo st?

B. W ell, I ran the egg2and2spoon race last Sunday. I go t

second p lace in the race.

此对话中的“ran”只能是参加的意义, 因为人的经验决定

了“spo rts、race、second p lace”是和“ran”的“参加”义密切相

连。

2. 2 二元化语境

二元化语境指的是语言理解时的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

的互动。语言因素即为语言的环境, 非语言因素即情景语境,

包括使用该单位的直接情景, 作者和读者共同意识到的此前

说过的内容, 以及恒久的信念系 (即与该语篇相关的信念和预

设) , 二元化语境中的情景语境也是可以内在化的。在现实生

活里, 许多概念单位和事件单位是相对固定的, 这些单位一旦

通过 (直接或间接的) 感知进入人的认知结构后, 便以知识草

案和情景 (或情节) 模型 (situat ional o r ep isodic model) 等知识

结构单位的方式储存起来, 这些认知单位是真实世界的心理

对应物。比如我们去医院看病, 必须先挂号再就诊, 最后才去

配药等等, 有了这样的经验, 就等于把挂号、就诊、配药等知识

草案和由这些草案有机组成的“看病”这个认知模型 (cogn it ive

model) 存入了大脑, 以后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只要别人一提

到“看病”, 或者一想到“看病”, 看病所涉及到的一系列组构成

分, 便会自动出现在脑海里, 认知心理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作

“知识激活”(act ivat ion of know ledge)。假如现在要说有关“看

病”的话, 或要写有关“看病”的文章, 或换句话说我们要用语

篇来表达“看病”这个概念, 我们就要把真实世界里的事件通

过大脑的干预线性化, 而在大脑的干预过程里, 我们真正的表

达对象已不再是真实世界, 而是大脑里已有的认知或知识单

位的有机组合, 认知心理学家把这种组合称作“真实世界的心

理表征”(m en tal rep resen tat ion)。

下面讲一个传说中的故事, 可以更进一步证明情景语境

的内在化。胶东地区农村开会的效率非常高, 会议主持者用下

面几句话就结束了全会。“现在那个啦, 请不要那个啦。有那个

吗? 没那个了? 就那个了。”这几句话的内涵是:“现在开会了,

请不要乱讲话了。有事吗? 没事? 散会吧。”如果不是由于“开

会”这个情景的内在化, 谁也无法理解会议主持者的讲话。

2. 3 三元化语境

三元化语境指的是时空和物理情景, 语言语境和背景、常

识、百科知识、社会文化知识、现实世界知识等。三元化语境的

互动, 更容易形成认知语境, 对词、语句、段落的理解发挥积极

作用。如:

A. I am hungry.

B. Iw ill lend you som e money.

这样的交流之所以能够连贯, 是因为社会知识作为内在

语境在发挥作用, 即钱能够购买食物, 而食物能够排除饥饿。

2. 4 多元化语境

既然语境可以一分二, 二分三, 当然也可以多元化的。

L yons (1977)、B row n and Yule (1983)、H arris (1988)、Sco llon

and Sco llon (1995)都论述过语境多元化的问题, 现综合分析如

下, 以证明多元化语境的诸因素即是构成认知语境的因素。

2. 4. 1 世界知识

世界知识是人的经验的长期积累, 这些知识在大脑中内

在化, 随时准备被激活去协助词、语句或语篇的理解。

2. 4. 2 语言知识

人在长期受教育的过程中, 不断学习和积累语言知识, 这

些知识包括词汇知识、语法知识、篇章知识、逻辑知识、修辞知

识、语调、语气等。这些知识在长期积累的过程中也会内在化。

2. 4. 3 集体知识

集体知识是指社会成员共有的关于体制、习惯、常规、礼

仪、新鲜话题、文化和历史事实等方面的知识。集体知识常有

一定的社会倾向性, 即社会成员都普遍接受的知识, 如“雪”是

白色的,“煤”是黑色的等。

2. 4. 4 参与者

参与者指的是说话者和听者; 作者和读者。参与者是交际

的主体, 参与者的大脑绝不可能是“白板”一块, 而存在一个内

在化了的知识结构, 否则交际则无法进行。

2. 4. 5 背景

背景包括物体背景、社会—文化关系、人际意识、语言语

境, 上文已论述过这些背景知识都可以成为认知语境。

2. 4. 6 体裁

体裁指的是语言的体现形式, 它包括文学作品, 演讲、行

政会议、教科书、意向书、产品介绍、报表、合同、鉴定报告等。

这些体裁都有相当数量的可预见的言语行为、参与者、话题、

背景, 或定期出现的或常规的形式, 这些都是语篇理解的语境

特征, 这些语境特征反复出现, 内在化于大脑之中来帮助人们

交际。

　　3. 认知语境对语言多义现象的解释

3. 1 词汇多义现象
(1)你走快一点。
(2)这是一本好书。
(3) She stood by the bank.

(4)John b roke the reco rd.

对例 (1) 这句话的理解可以是“你走路快一点”或是“你走

棋快一点”。由于一般人的大脑中都存在“行路”和“下棋”这两

个认知语境, 所以对“走”的一词多义不会产生误解。例 (2) 可

以理解为“这是一本内容好的书”, 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本没

有破损的书”。这是一种常识, 因此不会影响正常的交际。虽然

例 (3) 中的“bank”可以作“河岸、银行”解, 例 (4) 中的“reco rd”

可以作“档案、唱片、记录”解, 由于认知语境的伴随性是无处

不在、无时不有的, 所以也不会造成误解。

3. 2 显性语法结构多义现象
(1)发现了敌人的哨兵。
(2)此处施工车辆绕行。
(3) a sm all car facto ry

对以上三个例句可进行不同的结构分析, 其含义分别是

“哨兵发现敌人”或“有人发现了敌人的哨兵”;“此处ö施工车

辆绕行”或“此处施工ö车辆绕行”;“a sm allöcar facto ry”或“a

sm all caröfacto ry”。认知语境的一个方面是语言知识, 而内在

化的语言知识 (这里指语法知识)可以排除语法的歧义现象。

3. 3 隐性语法结构多义现象
(1)鲁迅的书。
(2)鸡不吃了。
(3) Sm ith is too good a m an to k ill.

例 (1) 的含义可以是“属于鲁迅的书”或“鲁迅写的书”; 例

(2)的意义为“鸡不吃食了”或“人不吃鸡了”; 例 (3) 的意义是

“史密斯这人太好, 不会杀人”或“史密斯这人太好了, 不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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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这三个例句的多义现象是因为它们分别具有两个不同的

深层结构 (隐性结构)。由于语法知识——这一认知语境的存

在, 深层结构的多义性也会得到解读。

3. 4 语音造成的多义现象
(1)最好生一个。
(2)这种药物可以治ö致癌。
(3) To ’expo rt grain s is a very impo rtan t ex’po rt fo r

Am erica.

由于重音位置的不同, 例 (1) 的含义可以是“一个最好, 不

要多生”或“应该生一个, 不生不好”。“重音不同, 意义可以不

同”, 这是一个普通的语言内在语境。例 (2) 是由于“expo rt”这

个词本身的重音不同而造成的歧义。同样, 由于语言内在语境

的存在, 这两句话也不会造成交际障碍。

3. 5 情景语境的多义现象
(1)鱼不吃了。
(2) I saw h im in the din ing room.

由于“鱼塘”和“饭店”两个情景语境的存在, 例 (1) 可以解

释为“鱼不吃食了”或“人不吃鱼了”。而情景语境的因素结构

化后变成了认知结构单位, 认知结构单位可以进一步发展为

认知环境。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 交际者根据交际场合的需

要, 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激活有关的认知语境内容, 并使之投

入使用。所以, 由于“鱼不吃了”可以受两个认知语境的控制,

而不会造成歧义。例 (2)可以解释为“我在餐厅里看见了他”或

“我看见他在餐厅里”。这也是两个常见的情景语境, 由于情景

语境的内在化, 这句话也不会造成误解。

　　4. 认知语境解释力的机制

4. 1 草案和心理图式

认知语境的操作以“知识草案”(know ledge scrip t) and“心

理图式”(p sycho logical schem a)为基本单位。草案是基本行为

单位的认知结构, 是真实世界的状态、事件或行为的典型结构

概念化或经验化的结果, 是客观世界有层次的内部结构关系

或自然组合方式。心理图式以知识草案为基础, 在特定的情景

场合中经过经验式的排列组合, 形成规模更大的情景单元, 即

心理图式。心理图式涉及的范围更大, 常有较多的社会文化色

彩。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 语言自身仅起着激活知识草案的作

用, 激活后的草案按有关具体场合的知识形成心理图式, 然后

再根据不同的文化知识, 在社会心理表征层次上进行交际准

则的排列, 从而导致不同的推理结果, 表现为对语言多义性的

判断和解释。

4. 2 知识结构与外部世界

由于人们的知识结构是对外部世界结构化 (即概括或抽

象化) 的结果, 因此具体场合及各种经常用到或出现的语言使

用特征, 也就可以在大脑中结构化。这样一来, 原来的具体语

境因素, 结构化后就变成了认知结构单位和关系。此后一提到

有关具体场合, 便会自然想到在这种场合可能使用的语言表

达; 一提到某种语言表达, 便会自然想到与这种表达有关系的

具体场合。语用因素的结构化产生认知语境, 认知语境是人对

语言使用的有关知识, 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已经概念化或图

式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语言使用时, 交际者根据交际场合的

需要, 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激活有关的认知语境内容, 使之投

入使用。

4. 3 刺激与激活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 每一起认知语言事件, 都会在神经元

上留下神经化学印迹, 刺激越多, 印迹就越深。某一事件通过

刺激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迹, 就固化成单位状态 (知识草案→

心理图式→认知语境) , 在语言使用中就可以自动投入或激

活。这些刺激来自物理、生物、心理、社会、文化、交际等方面,

为认知语境的形成奠定基础。人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 每时每

刻都在接受各种各样的刺激, 反复刺激形成经验, 经验经过抽

象, 形成概念系统, 即为认知语境。认知语境来源于客观世界,

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无限性, 就决定了认知语境的多样性和

无限性。多样和无限的认知语境当然可以对语言的多义现象

做出合理的解释。

　　5. 结语

传统意义上的语境, 经过内在化的过程, 可以形成认知语

境。内在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收来自客观世界各式各样的刺

激过程。语境内在化后, 以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为基本单位储

存于大脑中, 可以随时被激活, 去解释语言的多义现象。又由

于认知语境的普遍性 (un iversal) , 语言的多义问题可以迎刃而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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