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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知语言学”这个名称，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凡是将人的语言能力当作一种认知能力来加以研究的，或专门研究语言和认知之间关系的，都叫“认
知语言学”，这是广义的认知语言学。
在这个广义的认知语言学内，粗略地说，有两种对立的立场或基本假设。
一种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人的其他认知能力，这就是当今国际上
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生成语言学的立场和观点。
还有一种则认为语言能力不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它同人的一般认知能力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这就是狭义的认知语言学。
这样两分是比较简单的做法，事实上有一些探究语言与认知关系的语言学家其立场或观点是介于两者
之间的。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的这套丛书，从内容和作者的学术背景来看，主要是狭义的认知语言学
（加着重号的），同时也兼顾一般意义上的认知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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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六部分、十八章，分别就转喻的本质和分类、转喻和隐喻之间的关系、词汇和语法的转喻
理据、转喻与语用、转喻与语篇分析以及转喻与文学和翻译等话题展开讨论，系统地论述了当代认知
语言学中认知转喻理论的研究现状。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并非仅仅介绍认知转喻的理论观点，而是在引进介绍的基础上对词汇、语法、语义
、语用和语篇等语言各个层面的转喻理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
    本书对语言研究者、语言教师以及语言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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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词汇检索考察了两种搭配规律：一种是词汇搭配，即词汇相邻；另一种是词类搭配，即（语
法上）词类的相邻，然后他又分析了这两种搭配对整个短语意义的贡献。
指出，对这两种目的的讨论涉及目前转喻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有些转喻是常规化的，而有些则
是临时建构的；二是如果转喻语言趋向于模式化，那么我们可以证明语言学的发现，即语境在词汇解
歧中提供主要的线索；三是从语料库中发现非字面义和字面义例子的模式，然后根据概念转喻理论分
析这些转喻模式的意义，并把字面义和非字面义模式就其语义拓展的分布情况进行对比；四是对字面
义和非字面义模式进行词类搭配分析，以确定这两种用法在所出现语境上的结构差异。
从另一方面讲，语料库可使研究者使用相关语料来论述和支持其理论立场。
因此本书在后面部分章节（尤其在第十二章和第十四章）中使用了BNC中的一些语料来说明和支持我
们的分析。
　　指出，认知语言学主张转喻是由思维提供理据的，人们常常以转喻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换句话讲，认知转喻关系是否储存在我们的长时记忆中从而影响即时的和在线的思维和语言使用？
概念转喻有没有心理现实？
从研究的方法论上讲，我们应该使用心理语言学的方法来检验认知语言学关于概念转喻的理论假设。
但指出，与较多的关于概念隐喻的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实验研究相比，关于概念转喻的实验研
究非常罕见指出，用实验方法来验证话语理解过程中的概念转喻存在的难度是，这些储存在长时记忆
中的凝固的概念映现非常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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