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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界对于词汇文化语义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定义，所使用的术语也各不相同，主要表现在文化语
义是“附加”在概念意义之上，还是“隐含”在概念意义之中之争。
王德春将文化语义称为“国俗语义”，认为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
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
也就是说，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民族文化背景，难以准确理解词语
的含义。
”①陈建民则使用“文化伴随义”这一术语，指出“文化伴随意义”是“通过联想而产生的文化附加
意义”，②即带上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印记的文化象征义、文化比喻义、文化引申义和文化色彩义。
上述定义强调文化语义的附加性。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词的文化语义不是附加在概念意义之上的，而是隐含在概念意义之中。
魏春木指出，“文化语义正是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在语言中的反映和体现。
因此，不能把文化语义置于语义的从属层面，好像文化语义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③苏新春将词语的文化义定义为“一种词汇通过它的词语形式和意义反映出来的该民族文化的内涵
和特质，它广泛地存在于一种词汇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存在于部分词语或某些词语的部分词义当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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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词汇文化语义作为各民族语言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在语言学领域广为探讨。
传统的词汇文化语义研究主要是基于结构主义语义学的历时和共时描写。
《词汇文化语义的认知研究》拟从认知语义学和认知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文化词语意义的认知机制和意
义关系模式。
该研究的对象是汉英两种语言中词和短语的文化语义。
由于文化语义是客观映像和主观意识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和文化心理互动
的结果，基于对文化词语的结构类型和语义特征的分析和论述，本研究提出文化词语研究的新视角，
确定了文化——认知统一的文化语义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将认知语义学的原型理论、框架语义学以及
认知模式理论和认知人类学的文化模式理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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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　　1.1　文化语义学的诞生、发展及其现状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在构成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三个要素中，语义的文化性最为深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语义学(cultural semantics)正是通过研究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来发
掘文化与语义的作用规律。
词汇作为语言意义的主要载体，在其产生之初，从形式到内容便带上了该语言民族的文化烙印。
文化语义在语义学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从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来看，“文化语义学一是研究言语者的语言中抽象不同的各种词语的语义结构
，了解其经验是如何组成范畴的；二是研究词语联想意义的语言文化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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