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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语的时间问题在语法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吸引着许多研究者孜孜探求。
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和著作，还召开过多次专题研讨会，汉语的时间问题已
经成为语法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
陈振宇的专著《时间系统的认知模型与运算》是这方面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
　　书中着眼于汉语时间模型的构建和语义运算，视野开阔，构思宏大，不少见解颇具创意。
例如：　　（1）注重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对时间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这一历时过程进行探讨，把它作为
时间研究的基础。
提出时间信息在句法层面配置的总模板“时间认知窗口——事件”，以此为核心展开共时层面的研究
。
　　（2）运用参照点结构理论，分别从链头和链接方式考察时间处所和认知窗口的构造问题。
提出成组的或成段的事件陈述中的顺接窗口和平行窗口，梳理了“成组的事件陈述一多事件小句一主
次事件小句一前置介词”的历史发展脉络，认为它们的时间认知机制是相同的。
　　（3）以时间认知窗口为沟通时、体的中介，论证了广义和狭义的时体定义。
区分“事件的时间结构”与“对事件的时间结构的观察”，提出观察具有再建构的功能，在此基础上
提出事件的两个基本层次“预成事件”和“生成事件”。
　　（4）采用三个格式“当XP时”、“在XP前”、“在XP后”来研究事件的时间结构。
将自然终结分为非突显的自然终结和突显的自然终结，并从积累界和伴随界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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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间系统的认知模型与运算》从认知功能语言学和推理主义角度，从语义和语用两方面研究汉
语时间系统。
通过大量语料分析，考察了汉语中的时间信息以及对时间信息的表达方式，主要是时间系统内部诸层
次、时间处所和时间认知窗口的构造、时、体的本质、事件的时间结构等，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时间
系统模型，并把它作为分析汉语时间现象、提取时间信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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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振宇，1968年生，江西省永新县人，自幼生长于四川省成都市。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概率统计专业，后因病肄业。
从事天线及有线电视设计、安装和调试工作，历时十年。
后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学士学位；2003年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获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2003到2006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获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学
位；现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
　　对当今句法语义研究的主要学派一结构主义、形式句法、形式语义学、功能语法、认知语言学、
语用学等一都有过广泛的涉猎，自身的研究范围涉及汉语句子的基本结构模式、句法一语义的界面及
其转化、语用推理（包括语用数推理、空间方位推理、量性推理、时间推理、情态推理、疑问推理等
）、形式语义运算等方面。
发表有《关于现代汉语状语的三个平面的研究》、《现代汉语“述结式”句位研究》、《现代汉语时
间系统的整体分析》、《怎样计算现代汉语句子的时间信息》、《话语标记“你看”“我看”与现实
情态》、《“不是⋯⋯就／便是”与语用数》、《语用数》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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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寻求更基本的范畴　　所谓“常”与“非常”，是相对于今天在学界流行并广泛受到赞扬的研究
和著述方法而言的，也是相对于今天在学界已普遍接受的学术观念而言的。
从70年代末开始，汉语时间问题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热潮，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经典时
体研究方法在汉语语法学界最终确立了它的主流地位，并形成了一套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1）与
时间有关的范畴可以分为时、体和情状诸方面；（2）与时有关的基本概念有基点（包括绝对基点与
相对基点）以及事件与基点的关系（基点时、基点前时、基点后时等）；（3）与体有关的基本概念
有“完成、进行、实现、开始、短时”等体貌区分；（4）与情状有关的基本概念有动词或事件的诸
时间性质“±动态、±瞬间、±终结”，以及动词或事件的时间类型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概念
和原则似乎已被当成了一种“常识”，乃至被某些人奉为金科玉律，但是所谓“常识”也许并不是理
所当然的东西，它也许正是遮蔽我们视野的东西。
本书追求的是打破现状，以便到达新的研究境界，从作者的立场出发，作者力图在书中阐释这样一种
观点：这些概念中有许多并不是基本的时间范畴，它们是衍生的产物，因此并不是“碰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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