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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章尝试构建认知辞书学学科研究体系, 并阐述其学科定位、理论基础、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本文把认知

辞书学描述为以体验哲学为哲学基础,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 以各类辞书编纂的过程和结果及其相关因素为研究对

象, 以辞书微观结构中的释义、配例和标注为研究重点,以基于语料库的用法模式分析为方法特色,兼顾意义表征和用户

接受视域的辞书学研究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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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exicography

W ang R en qiang

( Sichuan In ternational Stud ies Un iversity, Chongq ing 400031, Ch ina)

Th is paper is intended to propose Cogn itive Lex icog raphy as an in teg ra ted new d iscipline, and addresses its d iscip lina ry or i

entation, theo retical basis, research tasks and m ethodo logy. H e re in Cogn itive Lex icography can be described as a new resea rch

parad igm in lex icography, wh ich takes embodied philosophy as its ph ilosoph ica l basis; CL as its theo retical basis; the process

and resu lts and re levant fac to rs as its research objects; defin ition, ex em plification and labeling in constructing m icrostruc ture as

its research fo cus; usage pattern ana lys is ( UPA ) as its cha racte ristic m ethodo logy, and wh ich com bines m eaning representa tion

and user reception.

K ey words: cognitiv e lex icography; disc ip linary or ientation; theoretical bas is; research task; m ethodo logy

1 认知辞书学的学科定位

英语 Cognitive Lex icog raphy (认知辞书学 )这个术语

在 Qu ine( 1978)一文中首次使用, 但未加以阐释。 L iebert

( 1992, 1995)指出, 认知辞书学可划归应用认知语义学,

它是辞书研究的一种新途径。欧洲辞书学会第八届年会

( 1998)在征稿通知中把 Cogn itive Lex icog raphy作为其中

一个议题。 Langacker在一次访谈中指出, 不妨采纳认知

语法的思想构建认知辞书学 ( Andor 2005)。国内学者赵

彦春 ( 2003)对 认知词典学 进行了深入探索。但本文拟

构建的 认知辞书学 有别于赵彦春所论及的 认知词典

学 。其理由如下: ( 1)辞书学的研究对象通常大于词典

学, 英语 lex icog raphy对应于汉语 辞书学 。根据杨祖希

和徐庆凯主编的 辞书学辞典 ( 1992) , 尽管 辞书学 有

时与 词典学 通用, 但前者的研究对象通常涵盖 一切种

类的辞典和百科全书 ,而后者的研究对象通常限于语文

辞典。而根据 H artm ann & G regory( 1998)主编的 D ictiona

ry of Lex icography, lex icography的定义中所涉及的研究对

象也不仅限于普通语文辞典, 因而 lex icography与 辞书

学 才是相匹配的。 ( 2)后者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外语学习

辞典,而本文在研究对象上涵盖一切种类的辞典和百科全

书,因而在学科定位、理论基础、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等方

面都与后者有所不同,取名 认知辞书学 才名副其实。

有鉴于此, 本文权且把 认知辞书学 描述为以体验

哲学为其哲学基础, 以 CL为其理论基础, 以各类辞书编

纂的过程和结果及其相关因素为其研究对象, 以辞书微

观结构中的释义、配例和标注为其研究重点, 以基于语料

库的用法模式分析为其方法特色, 兼顾意义表征和用户

接受视域的辞书学研究新范式。由此可见, 认知辞书学

当属 CL的一个应用分支学科。在认知辞书学研究范式

下, CL相关理论还可以在辞书编纂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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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检验和发展。

2 认知辞书学的研究任务

鉴于辞书学包括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 因此作为理

论基础的 CL可以作用于认知辞书学的理论和应用两个

层面,并继而形成两个分支学科: 一是理论认知辞书学,

即 CL在辞书研究中的应用; 二是应用认知辞书学,即 CL

理论或理论认知辞书学在辞书编纂中的应用。

理论认知辞书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包括: ( 1)辞书结构

(含总观结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中观结构、检索结构 )

研究, 其中微观结构中的释义 (译义 )、配例和标注研究是

核心; ( 2)辞书用户研究,即对辞书用户的类型、辞书用户

的认知方式和检索需要进行研究; ( 3)历史视角的研究,

运用 CL有关语言演变的观点对历时辞书、断代辞书中记

录的语言演变情况进行研究, 或者对历时语料库中提取

的语言演变情况与历时辞书、断代辞书中记录的语言演

变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 ( 4)辞书类型研究, 运用 CL的范畴

化与原型理论对辞书类别及其设计特征进行研究; ( 5)辞

书评论研究, 运用 CL有关理论对辞书整体及其要件的效

度进行评价研究。在上述 5大研究任务中, 现有研究主

要集中在前两项, 且略显分散而不系统,因此理论认知辞

书学研究任重而道远。随着 CL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理论认知辞书学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将大有可为。

鉴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应用认知辞书

学研究方面, 要加强辞书编纂者认知辞书学理论素养的

学习和培训, 并积极尝试把基于 CL的认知辞书学研究成

果运用到辞书编纂的过程中, 并在运用过程中进一步检

验相关理论的适用度 ,甚至可以修正和完善某些理论。

3 认知辞书学的研究方法

3. 1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

认知辞书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演绎与归纳相结合:

一方面, 认知辞书学坚持 CL的理论基础地位, 强调 CL及

其相关理论在辞书学中的应用; 另一方面, 认知辞书学采

用基于语料库的用法模式调查和基于辞书数据库的语言

认知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

毋庸置疑, 认知辞书学首先强调 CL及相关理论在辞

书学中的应用。 CL有关词汇结构的原型效应、多义辨析

的难度和多义现象的结构本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辞书

编纂中的释义和义项设置等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 Geeraerts 1990, 2001, 2007)。认知语义学认为, 语义结

构具有多维特征, 但是传统辞典编纂所采取的线性义项

排序是难以恰当处理这种多维特征的。Geeraerts( 1990)

把这种现象称之为 辞典编纂的线性化问题 , 并提出可

供辞典编纂者采纳的解决方案。Geerae rts( 2007: 1168)进

一步指出, 这不仅限于一个辞典编纂实际问题,更是一个

理论问题。事实上, CL关于多义现象和语义结构的观点

与辞典编纂的实践不谋而合。研究表明, 英语辞典倾向

于采取原型释义技巧。比如, N ew Shor ter Oxford E nglish

D ictionary在释义中就经常使用 espec ially, typ ica lly, usu

a lly和 often等词语引入范畴的典型 (原型 )特征或事例。

据统计, 在该辞典所收录的 18274个词条中, 释义中使用

esp. 就不少于 28335次 ( Geeraerts 2007: 1163)。从传统的

意义观来看, 辞典往往使用一些 不正宗 的释义方式:辞

典选用命题式的释义、无限列举式的释义、并置同义词式

的释义, 表明多义词义项区分不是绝对清晰的。而上述

辞典释义实际上与认知词汇学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的。CL

认为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难以截然分开, 而辞书学的理

论主张和编纂实践也表明必须把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相

结合 (M o lina 2008: 1)。上述观点有助于三类辞书区别处

理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 1)百科全书和术语辞典处理技术

知识、专业知识及科学知识; ( 2)大型辞典 (如 New Oxford

D ictionary of Eng lish或 M erriam W ebster s Co llegiate D ic

tionary )处理原型义项在内的多义词项的全部义项 (包括

细微差异及生僻用法 ); ( 3)标准案头辞典只处理多义词

项中最核心、最常用的义项 ( Geeraerts 2007: 1164 -

1165)。

在强调 CL理论应用的同时, 认知辞书学也特别重视

基于语料库的用法模式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

Landau ( 2001: 341)指出, 使用语料库编纂的辞书比不使

用语料库编纂的辞书更为客观可靠, 今后编纂中不使用

语料库的辞书将被淘汰出局。而且, 研究表明,对辞书的

释义、配例和词类标注等方面的评价也离不开基于语料

库的用法模式调查 (王仁强 2006)。H unston ( 2002: 96)

指出, 语料库语言学手段运用得最为广泛深远的当属辞

书学。遗憾的是, 通过语料库用法模式调查来获得语义、

语法、语用、语体等语言信息的辞书学方法在结构主义语

言学和生成语言学那里是几乎找不到理论依据的。如

今, 除了功能语言学之外, CL更能够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 G ries& S tefanow itsch 2006), 因为 CL认为, 语言知识源

于语言的使用模式。因此, 认知辞书学理所当然地须要

继承基于语料库用法模式调查的辞书学研究方法传统。

其实, 正如 Gee raerts ( 2007: 1172)所言, 辞书学所采用的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甚至值得 CL借鉴。著名的辞书

学家 H anks ( 2004)基于 CL的原型理论和语料库语言学

分析手段提出了 常态与拓展理论 ( Theory of Norm s and

Exp lo ita tions)。该理论指出, 由于人类存储在大脑中的不

仅包括孤立存在的词项, 而且还包括与每一个词项密切

相关的典型句法模式集,因此通过研究语境中的词项,可

以揭示其常态用法模式, 而一个词项的意义或意义潜势

往往与其常态用法模式密切相关。描写词项的常态用法

模式及其相关的意义潜势正是辞书编纂者的使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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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在多数情况下,多义词的各个义项常常可以通过各自

不同的常态用法模式或局部语境进行辨析。H anks指出,

鉴于人类并不擅长报告自己的语言行为, 内省方法倾向

于选择认知上凸现的例证而并非常态用法的例证, 但是

通过基于大型语料库的语料库模式分析 ( co rpus pattern

analysis)能够有效实现上述目标。尽管框架语义学理论

也是辞书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但是 常态与拓展理论 在

理论和方法取向上有别于框架语义学, 而且也更合适于

普通辞书的逐词编纂模式。基于语料库的认知辞书学方

法不仅适用于语文辞书的编纂研究, 而且也适用于专科

辞书或术语辞书的编纂研究。Temm erm an ( 2000)以雄辩

的事实表明, 面对职业话语及科学话语中的概念和术语

的发展及使用方式, W ster所提出的颇具影响的维也纳

学派术语辞书编纂原则是不能成立的。她对生物技术术

语的分析表明, CL关注的词汇语义现象 (如多义现象的

结构化特征、转喻和隐喻等 )不仅常见于普通词汇, 也常

见于专门术语。

3. 2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

认知辞书学坚持 CL有关语言演变的观点,即语言变

化源于语言使用,强调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不

仅语文辞书研究应该如此, 专科辞书研究也应该如此。

比如, H anks ( 2004)提出的 常态与拓展理论 把语言的

历时发展与共时描述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该理论采取词

项常态用法的观点来代替所谓的本义的观点, 使得对词

项共时状态下的常态用法和意义潜势的调查变得更加科

学合理, 因为一个词项的常态用法虽然与其本义有一定

联系, 但是一个词项经过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发展, 其常

态用法很可能不是本义而是其引申义用法, 甚至还会出

现本义用法消失的情况。再如, 王仁强 ( 2006)对现代汉

语辞典中 生人 典型用法模式的调查和王仁强 ( 2009)对

现代汉语自指用法的调查都非常注重共时与历时研究的

有机结合。此外, 共时的专科术语辞书编纂也离不开历

时语言使用分析 ( T emmerman 2000)。

3. 3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不仅可以运用到双语辞书译义研究和词

类标注研究中, 也可以运用到不同语言辞书的对比研究

中, 而且还可以运用到不同类型辞书的比较研究中。比

如, 王仁强 ( 2006)以 CL相关理论为指导, 不仅对多部不

同汉英辞典在词类识别和词类标注上的差异进行了对比

研究, 也对标注了词类和未标注词类的两类汉英辞典在

词类识别上的差异进行了对比研究, 而且还对汉语辞典

与汉英辞典在词类识别上的差异进行了对比研究。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随着新兴的 CL渐成主流,基于 CL的辞书

理论与应用研究也日渐繁荣。文章基于 CL及其相关理

论, 尝试构建认知辞书学学科研究体系,并阐述认知辞书

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作为 CL的一个应

用分支学科, 认知辞书学不仅限于 CL理论在辞书学中的

应用, 而且还会对 CL 研究有所贡献。正如 Geeraerts

( 1997: 5)所言, CL与辞书学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

而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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