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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知语言学被誉为继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之后的第五代语言
学，其地位自然不待言说。
然而，它的不足之处同样有目共睹——关键在于是否愿意睁目一睹，是否敢于承认外国理论并非“先
验”正确。
沈家煊便提醒：“跟其他理论一样，‘认知语言学’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弱点。
不要跟风、赶潮流、追热点，通过学理上的比较后作出的选择才是理智的选择。
”可惜的是，在多年的引进过程之中，跟风者众，批评者寡。
这样的心态与现状对于一门新型学科的发展显然是弊多利少，甚至是有害无益。
《认知语法批判》从术语、意象图式、中心成分、图解方式、冠词、介词、象征单位、性标记、格标
记、习语、非人称用法等方面入手，对认知语法的弱点进行了分析，希望这种“批判性”的解读有助
于认知语法的日益完善，更有助于青年学者的“理智选择”。
《认知语法批判》是作者何南林继《横行的英文》、《汉英语言思维模式对比研究》之后的又一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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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无疑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义无反顾，迎难而上，不妨说，在很大程度
上，是受了潘文国一番话的鼓舞：“一头钻进去而跳不出来的结果，就好像古人说的‘邯郸学步，失
其故武’。
我们见到有的研究者，离开了他所信奉的那本洋书或那套洋理论，就几乎连文章也写不出来。
在他们的文章中，讲乔姆斯基就全是乔姆斯基的东西，讲韩礼德就全是韩礼德的东西，连例子也是人
家的，最多加上一点中国化的翻译。
这种情况在外语界尤其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像许国璋先生敢于向乔姆斯基挑战，像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敢于对格赖斯的
会话四原则理论进行逐条批驳，这种论著简直是凤毛麟角（这里所说的与乔姆斯基、格赖斯或者韩礼
德等人的理论本身的对错毫不涉及，主要是谈研究者对待国外理论的态度）。
我们认为，没有这样一种批判的态度，人云亦云的‘引进’，再多也没有用。
现在许多人在积极地讲引进国外理论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解决引进时的方法和态度问题，这种‘引进
’再多，不见其利，先见其害。
”（潘文国，2002：201）　　认知语法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理论体系，笔者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能力
作出完整、全面的评述，仅仅只是“就事论事”，对一些感觉有问题的具体实例予以分析评判。
一方面希望引起方家注意，向理论层次发展，同时更是希望能为有志从事认知语言学的青年学子提供
“理性的思考”，以便他们作出“理智的选择”。
　　另外，正是因为“就事论事”、实例分析，而不是对认知语法的全面介绍、综合评述，因此，不
免显得“杂乱无章、不成体系”，这一点也请读者原谅。
　　最后，有必要对书名略作说明。
　　《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批判”的解释为：①对错误的思想、议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
定；②批评。
而对“批评”的释义为：①指出优点和缺点；②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
　　本书的主要目的显然在于“指出缺点”，与普通所理解的“批判”并非一回事，希望读者多从这
一角度理解笔者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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