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７期
２０１４年７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７
Ｊｕｌ．２０１４

基于理想认知模式理论的间接回指研究 ①

徐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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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语言学的研究热点逐渐转向与跨学科、跨方向甚至是跨文化相关的研究。本研究将认知语言学与语
篇语言学相结合，以理想认知模式理论为基础对间接回指加以分析探讨。对三种不同形式的间接回指进行详细的例证

分析，最终发现这一理论的运用让读者能够更深入准确地理解语篇，同时对理论本身也有一定的深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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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指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被哲学、
心理学、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关注。Ｃａｒｔｅｒ［１］认为回指是
指在一个语篇中，一个语言项的意义本身存在含糊，需要

参照另一个语言项目其意义才能被准确理解，也即是两

个语言项目之间是回指关系。两个语言项分别为先行词

与回指词。但在语篇中先行词与回指词之间的关系并不

总是直接的。Ｑｕｉｒｋ［２］将回指分为直接回指和间接回指。
直接回指是回指词与先行词之间存在明显的同指关系，

是语言中明示出来的，也即是回指词与先行词在句法上

保持一致的关系。间接回指则是回指词与先行词之间的

关系不明显，它需要通过语境等因素推理才能得出。对

回指现象的研究由来已久，而从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研

究最早始于 Ｃｈａｆｅ［３］，之后 Ａｒｉｅｌ［４］等都做过不同的研究
尝试。

对间接回指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脑海中的

认知模型，当先行词与回指词之间的关联不表现于句法

层面上时，我们必须激发头脑中相应的认知模型对其进

行准确理解。因此本文尝试用理想认知模式理论这一认

知理论对间接回指进行探讨。

１　理想认知模式理论框架
Ｌａｋｏｆｆ［５］于１９８７年在其专著中提出理想认知模式（Ｉ

ｄｅ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并指出：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我
们运用被称为理想认知模式的结构来组织我们的知识，

范畴结构和原型效应则是这个结构的副产品。所谓理想

认知模式理论，就是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

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做出的抽象的较为完整的理想化

的理解，这是建立在许多认知模型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

合的完形结构，是一种具有格式塔性质的复杂认知模

型［６］。它建立在人的身体体验、知识结构、社会环境、文

化背景基础之上［７］。Ｌａｋｏｆｆ以两个典型的例子“ｂａｃｈｅｌｏｒ”
与“ｍｏｔｈｅｒ”说明了一个理想认知模式是在多个认知模式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２　理想认知模式理论框架下间接回指现象
间接回指中先行词与回指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

的，可分类为：回指词是先行词认知模式中的一个组成部

分；先行词是回指词认知模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行词

与回指词两个认知模式存在交集。

２．１　先行词认知模式框架内的间接回指
所谓发生在先行词认知模式框架内的间接回指，是

指回指词是先行词认知模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回指

现象发生在先行词所激发的认知模式之中。如以下

例句：

（１）Ｗｅ＇ｒｅｇｏ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Ｔｈｅ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ｓｖｅｒｙ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２）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ｍｅｎａｒｒｉｖ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ｃｅ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ｅ．
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ｗａｓｈｉｄｄｅｎｉｎｔｈｅｇｒａｓｓ．

（３）Ｊｏｈｎｂｏｕｇｈｔａｎｅｗ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ｐｏｏｌｗａｓ
ｖｅｒｙｌａｒｇｅ．

（４）昨天去医院眼科做检查等了很久，护士才招呼
我进去。

（５）去年樱花节的时候来学校观赏的人太多，公交
车无法正常行驶，司机只有在很远的地方就让乘客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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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５个例句没有句法上直接的照应关系，但各例
句在意义上是相互联系的。其中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和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ｔｈｅｓｃｅ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ｅ和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ａｎｅｗｈｏｕｓｅ和
ｔｈ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ｐｏｏｌ，医院和护士，公交车和司机、乘客都属
于间接回指的关系。例（１）前一句中提到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ｓｔａｕ
ｒａｎｔ，当中国餐馆这一理想认知模式理论出现时便会在读
者头脑中激发出相应的各个认知模型，即餐馆地点、人

物、环境以及内容，也会出现服务员、食物等相应的认知

模型。中国菜尤以鸡肉出名在西方国家也是被公认的常

识，因此与后句的 ｔｈｅｃｈｉｃｋｅｎ产生了间接回指的关系。
例（２）前句提到犯罪现场，这一理想认知模式理论出现在
读者头脑中必然会激发起犯罪者和犯罪工具的认知模

式，与后面的 Ｔｈｅｋｎｉｆｅ构成了间接回指的关系。例（３）
Ｊｏｈｎ买了新房子，房子这一认知进入读者的脑海后马上
能够激起有关房子的构造、房子的设施、房子的摆设等一

系列认知模式，而游泳池就是其中设施这一认知模式，因

此二者前后产生了间接回指的关系。例（４）前半句有“医
院”一词，当这个词进入读者的大脑后，与医院相关的一

系列要素就会出现，如医院的作用、医院的设施以及医院

主要人群等相应的认知模式，而进出医院的人群主要是

医生、护士和病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即是一个理想

认知模式，所以这样一来前后句之间的回指关系就形成。

与前４个例句相似，例（５）前一句提到“公交车”，立马会
激发起读者头脑中有关公交车的一系列认知活动，而司

机和乘客就包含在这些认知模式中，他们之间的回指就

形成。５个例句都是先行词这一理想认知模式包含了回
指词的各个认知模式，因此他们属于发生在先行词认知

模式框架内的间接回指。

２．２　回指词认知模式框架内的间接回指
这种情况是指先行词是回指词认知模型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其回指现象发生在回指词所激发的认知模式之

中。如以下例句：

（６）Ｔｈｅｃａｒｅｔａｋｅｒｈａｓｇｏｎｅ．Ｗｅｇｅｔ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ｌａｔｅｌｙ．
（７）Ａｍａｎｗｉｔｈｂｌａｃｋｗｉｔｈｓｈｉｒｔｐａｓｔｏｕｒ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ｄｏｇ

ｗａｓｂａｒｋｉｎｇｆｉｅｒｃｅｌｙ．
（８）Ｔｏｄａｙｓｈｅｈａｓｗａｓｈｅｄｔｈｅｃａｒｐｅｔ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ｅ

ｏｎ，ｔｈｅｂａｂｙｉｓｕｒｉｎａｔｉｎｇａｇａｉｎ．
（９）连日来收到不少市民的投诉，开发商决定对这一

区域的开发进行整顿。

（１０）代表们满脸笑意地从大门走了出来，今年的两
会就这样落下帷幕了。

５个例句都没有前后直接指称的关系，但是句子的意
思仍然是连贯的，每一个例子都属于间接回指的关系。

例（６）中ｔｈｅｃａｒｅｔａｋｅｒ为先行词，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是回指词。当
读者只看到前半句时或许并不清楚句子所表达的意思，

会产生哪里来的守门人这一疑问，因此对句子的理解需

要我们头脑中的理想认知模式机制。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一词会
激起读者头脑中的一系列认知要素：学校的地点、学生、

教师、教室、教职工以及上课下课等。对于教职工这一认

知模式又可分解为教师和学校职工，学校职工包括各个

办公室职员、后勤处、保卫处等。保卫处又被划分为更为

细致的认知模式，其中便包括守门者这一要素，即是回指

词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包含了先行词 ｃａｒｅｔａｋｅｒ。例（７）后一句提到
狗正在叫，读者头脑中马上会激发出一系列认知模式，狗

为什么会叫？狗叫一般表示有陌生人经过。这样一来与

前面一句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就产生了回指关系。读者

看到例（８）的前一句时无法了解这个句子所传达的语义，
因为对它的理解需要对后一句中回指词 ｕｒｉｎａｔｉｎｇ进行认
知上的理解，小孩撒尿这一现象会马上在人们头脑中形

成一个认知模式，即是小孩尿在了哪里，如此一来与前句

的洗毛毯产生了回指关系，也就能准确理解两句话之间

的潜在关联。例（９）后半句中出现“开发商”一词，它反应
到人的头脑中会出现许多相关的认知模式，如一定有某

个区域正在进行房地产建筑的开发，伴随着房地产开发

一定会有许多问题显现，噪音和污染等会对周围居住区

造成影响。这些认知模式的出现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周围

居民对噪音污染的反感，因而有部分居民会对其进行投

诉。通过这样一个理想认知模式的出现，前后语义的连

接便很自然地形成。例（１０）中“代表们”属于先行词，
“两会”是回指词。根据中国独有的国情，当“两会”一词

出现时，读者脑海中与之相关的所有认知模式便会形成，

包括两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参会人员。而两会的参会人

员正是人大代表，这一先行词就与回指词产生了回指关

系。以上５个间接回指的例子都属于回指现象发生在回
指词所激发的认知模式之中。

２．３　先行词和回指词认知模式交集框架内的间接回指
除了前面已经介绍的２种间接回指形式外，间接回

指发生在先行词与回指词交集认知模式中的形式也是存

在的。即是说先行词激发出的理想认知模式与回指词激

发出的认知模式有重合的地方，读者通过这个重合的地

方就可对语篇或句子加以理解。如以下４个例句：
（１１）Ｍｉｋｅ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ａｍｅ．Ｉｄｉｓｌｉｋｅｔｈｉｓ

ｎｏｉｓｅ．
（１２）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ｓｏｎｆｉｒｅ．ＳｏｍｅｏｎｅｓａｙｓＪｏｈｎｈａｓ

ｓｍｏｋｅｄｂ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ｔｒａｓｈｃａｎ．
（１３）ＩｆｅｅｌＩ＇ｍ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ｎｏｗ．ＪｉｕｚｈａｉＶａｌｌｅｙｉｓｓｏ

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
（１４）前天晚上母亲忙活到了半夜，我们兄弟三个这

一趟在火车上都再没有挨肚子饿。

例（１１）前一句中提到 ｐｌａｙ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ａｍｅ，根据常
识读者头脑中会反应出一系列理想认知模式，如玩游戏

是在电脑上玩，游戏本身有背景音乐，鼠标和按键会有声

音等。而后一句中 ｎｏｉｓｅ一词很自然地激发出一种理想
认知模式，即周围有人发出令自己感到不快的声音。先

行词与回指词都激发出声音这一理想认知模式，在这个

交集内读者就会理解两句的内在联系。例（１２）先提到一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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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建筑物着了火，这一先行词能激发出的理想认知模式

就会包括很多因素，如起火原因、火势如何、是否已经报

警、有没有人员伤亡等。后一句中陈述了有人看到 Ｊｏｈｎ
在垃圾桶旁边吸烟。它反应到读者头脑中会马上让读者

联想到Ｊｏｈｎ吸烟要用打火机，Ｊｏｈｎ在哪里的垃圾桶附近
吸烟，Ｊｏｈｎ是否熄灭烟头了以及是不是 Ｊｏｈｎ引起的火灾
事故等。前后的描述都激发出“火”这一理想认知模式，

二者的语义联系就显而易见，读者也就能容易地看出二

者的关联。例（１３）先提到ｐａｒａｄｉｓｅ一词，这个词语对于读
者来说马上反应出来的理想认知模式就是美丽和壮观，

天堂里全是美的事物。后一句 ＪｉｕｚｈａｉＶａｌｌｅｙ指的是九寨
沟。无论是否去过九寨沟，人们对它有一个固定的认知

即理想认知模式，认为九寨沟的自然景观是非常漂亮惊

人的，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很美。前后两个词存

在一个共同的交集“美”，当读者认识到这一点后就能对

句子正确地理解。例（１４）前一句提到母亲忙活到了半
夜，读者会很自然地激起头脑中的认知模式，即母亲为什

么要忙活到半夜、母亲在做什么、半夜母亲一定是在家里

做了某样事情等。后一句提到兄弟三个人在车上没有饿

肚子，它会激起读者的理想认知模式是兄弟三个是在出

远门，兄弟三个在车上肯定吃了东西。如此一来很容易

将前后的两个理想认知模式结合起来找出它们的交集，

就能得出母亲前晚是给兄弟三个做吃的东西做到了半

夜。以上几个例子具体详细地分析了发生在先行词和回

指词认知模式交集框架内的间接回指。

３　结　语
本研究详细介绍了间接回指这一语言现象，在此基

础上以理想认知模式理论为指导，分析了间接回指的３

种不同形式，即发生在先行词认知模式框架内的间接回

指，发生在回指词认知模式框架内的间接回指、发生在先

行词和回指词认知模式交集框架内的间接回指。通过详

细的例证分析，说明了理想认知模式理论能够解释语篇

中的间接回指现象，并且这一认知理论的运用可使读者

对语篇的理解更加准确。此外，本研究把认知语言学理

论同语篇研究相结合，一方面对理论有一定的完善和深

化作用，另一方面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参考，

使研究问题更加深入、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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