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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组合性视角下的
话语意义建构与认知

＊

□陈松云，杨劲松

［摘　要］　将话语的整体意义和组合成分的部分意义建构纳入考究范畴，从格式塔组合性的研究角

度提出一种应用于话语意义加工的 建 构 模 式。认 为 对 于 话 语 意 义 生 成 的 理 解 和 认 知 在 于 如 何 对 话 语 成

分进行层级加工和分析。话语意义处 理 过 程 中 的 话 语 单 位 加 工 序 列 并 不 与 其 在 篇 章 中 出 现 的 先 后 顺 序

形成线性对应，而是通过一种复杂的 机 制 获 得 加 工 处 理。因 此，对 话 语 意 义 的 把 握 需 要 对 其 构 成 单 位 在

意义建构中与话语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并构建一个对话语成分感知的互动支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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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８１７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７３－０５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ｌ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ＨＥＮ　Ｓｏｎｇ－ｙｕｎ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ｓｏ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Ｄｏｎｇｇｕａｎ　５２３８０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ｌ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Ｉｔ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ｌｉｅ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ｉ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ｂｕｔ　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ｕｎｉ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ｅｓｔａｌ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一、引言

对
语言理论 研 究 最 基 本 的 问 题 就 是 对 意 义 本

质的看法和研究方法。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９８７）认 为 意 义 作 为 一 种 认

知现象，最终需要从认知 的 角 度 对 其 进 行 分 析。意

义作为语言存在的理由，通过对语 言 的 分 析 把 握 话

语意义能为语言结构提供坚实的基础。语义学对意

义的研究主要探讨语言词语与 外 界 的 关 系，词 语 之

间的关系和概念化方式，意义的 建 构 仍 需 要 探 讨 有

效的认知模式。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１９８３）提 出 对 语 言 的 研 究 可 以 从 语

言学和语言哲学角度和心理学 角 度 等 方 面 展 开，这

＊ 基金项目：广东省学科建设专项资金项目“语言的博弈：零度偏离理据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２ＷＹＸＭ００３３）；广东医学院博士启动项目“基

于自然语料的语言零度偏离研究”（项目编号：ＸＢ１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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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研究取向找到了有效的

研究结合点。结合心理学理论去探讨意义的建构认

知模式，可以为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本文尝试通过从格式塔组合性的角度探讨话语

意义的生成与理解，提出一种新的 话 语 意 义 建 构 模

式，以提升对话语意义生成的理解和认知。

二、意义与结构

１．语义建构

话语意义建构不仅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是

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张莉，２０１０）。对

于语言的研究，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１９８３）就首次提出可以从

两个角度展开，其中之一就是从心 理 学 角 度 通 过 从

自然语言的语法结构层面的探析，揭 示 感 知 和 认 知

本质之间的关系。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认为研究认知心理学

就是研究自然语义，并且认知理论 可 以 从 自 然 语 言

的语法结构获得新的重要证据。

作为现代认知 主 义 理 论 先 驱 的 格 式 塔 理 论，其

推崇一种分离性的整体研究，认为 格 式 塔 指 的 其 实

就是一个分离的整体。格式塔具有整体性和变调性

的双重属性，由各个要素或成分组成，却不等同其构

成成分之和，而是完全独立于这些要素的全新整体。

即使构成其各种因素和成分均改 变，但 是 其 性 质 依

然维持原状。也就是个别 因 素 不 决 定 其 整 体，而 整

体的内 在 特 性 却 决 定 局 部 过 程。在 语 义 建 构 过 程

中，一方面需要的是用于产生话语 语 言 基 本 组 成 单

位意义的表现，也就是组成话语的最小单位的意义，

同时还需结合被视为主观单位用于交际的话语整体

意义。当我们完成话语个 体 与 整 体 意 义 表 现 之 后，

就需对这两种意义表现形式的关 系 类 型 进 行 定 义。

通过一系列的外部操作，可以帮助 我 们 从 构 成 话 语

的个体意义表现的理解转向整个话语整体意义的生

成，从而实现和完成对于话语意义的建构。

因此不难看出，在 话 语 意 义 层 面 上 的 建 构 模 式

必须要能够解释话语整体意义是如何取决于其构成

成分的个体意义，也就是说组成话 语 的 个 体 成 分 是

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动态处理过程实现话语意义的最

终生成。

２．组合性

在话语意义建 模 机 制 中，我 们 必 须 考 虑 组 合 性

的重要作用。在意义结构 的 处 理 过 程 中，来 源 于 篇

章的单个成分的特点就在于其可以表现为一种指示

性的描述，而这种指示性描述的所 指 示 的 终 点 就 在

于话语整 体 意 义 的 生 成。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１９９７：３７～

３８）认为，语言表达本身具有的意义是一种潜在形式

的表现，只有在一个完整的语篇里 其 意 义 才 会 得 以

显露和生成。

话语意 义 具 有 心 理 学 的 内 涵（吕 明 臣，２００５）。

就人的感知而言，认知世界里存在着一些完形，这些

完形的特性不存在于其组成部 分，却 对 其 组 成 部 分

产生一连串影响。格式塔的研究任务在于发现并了

解这些完 形。Ｋｏｆｆｋａ（１９９９）认 为，运 用 格 式 塔 目 的

就在于找出机能整体部分的组 成 成 分，了 解 其 在 整

体中的层面地位，在各个层面上 的 独 立 程 度 和 上 层

整体结合成次级整体的情况。

因此，在话语意义生成过程中，通过采用一种自

下而上的运算法则，运用几何线性图形构式，话语单

个组合成 分 通 过 树 状 结 构 的 表 现 方 式 得 以 释 放 意

义，就能使得话语的整体意义获得体现，从而完成话

语意义在具体语境中 的 实 现 和 生 成。所 以，我 们 就

需要思考如何在话语意义建构机制中合理有效地运

用组合性的作用和功效。

三、模式描述

要实现意义的 获 得 与 理 解，我 们 就 需 要 从 话 语

的整体层面与其构成成分的部 分 层 面 出 发，去 寻 找

合适的能够解释意义概念构成 的 模 式，并 且 从 格 式

塔组合性的角度对这 种 模 式 进 行 深 层 定 义。因 此，

这种模式在解释篇章意义过程中就需以意义结构描

述为基础。同时，为了确 保 其 在 话 语 意 义 解 释 中 的

操控性，模式的构建更需要突出简单化的特点，要确

保在具体认知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付出具体的认知

努力，以实现模式能够符合最简化、最均衡和最稳定

的特征。

语义问题是话语分析的全部，在话语分析领域，

话语意义的理解与建构可以解 释 为 知 识 的 获 取、贮

存和利用（张廷国、陈忠华，２００４）。对于句子的处理

其实就是将其互动灵活的构成部分组合成为不同来

源的信息语块。句子的处理具有自动性、快速性、非

意识性和不可抑性的 特 点。听 者 感 知 一 个 话 语，对

话语承载的信息的加工和理解 无 需 过 多 努 力，话 语

意义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建构，听 者 对 话 语 使 用 的 词

语、语法结构和类型，甚至于心智操作的方式都是处

于一种非关注状态。当 然，句 子 的 处 理 除 了 前 面 所

说的自动性、快速性、非 意 识 性 和 不 可 抑 性 的 特 点，

还需具备持续性的特点。语言的实时理解具有持续

性的特征。语素、单词和 句 子 输 入 进 入 听 者 听 觉 系

统，这种输入流就会被持续加工 成 为 扩 展 的 交 际 信

息。

从认知语法和 认 知 心 理 学 视 角 来 看，话 语 意 义

建构意味着建立一个互动支配空间。语言的理解可

以被看做是一种表征话语或文 本 意 义 的 知 觉 模 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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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处理过程中，个体的表征如 同 在 具 体 场 景 感

知中得以发展。在模式建 构 过 程 中，我 们 采 用 一 种

类似心理空间的在篇章感知过程 中 建 构 的 模 拟，即

言语场景。这种言语场景 以 互 动 概 念 为 基 础，随 着

话语的展开而完成动态的建构并逐渐复杂化。

在言语场景建 立 的 条 件 下，我 们 还 需 考 虑 语 言

单位之间的关系。在篇章 环 境 下，每 一 个 语 言 单 位

都是与其语境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以 实 现 建 构 作 用。

因此，在对语言单位意义进行描述的时候，我们就需

要考虑语言单位在意义处理过程中的两个步骤。第

一步需要确定在互动支配场中所 需 呈 现 的 内 容，以

确保语言单位能在建构过程中实 现 其 作 用，这 一 处

理步骤我们称为聚合。第二步指的就是当语言单位

与其他语言单位产生互动作用的时候在建构过程中

所带来的内容，这一处理步骤我们称为引发。

在对话语意义 进 行 处 理 的 过 程 中，其 语 言 单 位

并没有固定的优先处理顺序，但是 对 于 语 言 单 位 的

处理顺序可以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一旦句子被感知，纳入处理过程的构成单

位遵循前后先后顺序；二是，句子构成单位进入处理

过程，如果它们可能被加工，它们就会遵循其指令立

即获得处理。同时，单个语 言 单 位 一 旦 获 得 其 聚 合

的因素，其引发作用也就 随 之 实 现；三 是，如 果 语 言

单位不能够被加工，它们就会被暂时悬置，直到它们

所聚合的因素在正在被构建的场 景 出 现，才 会 实 施

对语言单位的继续加工；四 是，一 旦 被 引 发，场 景 因

素继续获得确定或者甚至可能被其他单位随后的聚

合作用所改变。

因此，对于话语意义的处理，也就是言语场景的

构建和处理的过程。在这 一 模 式 中，通 过 确 定 话 语

单位的加工序列，言语场景以及设定场景，对话语进

行逐层加工，并调用意念知识，实现话语意义的生成

与认知理解。在这里，意念知识是一种隐性知识，一

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新 意 识。假 定 对 话 者 双 方

具有共用的意念知识，其在话语意 义 感 知 环 境 中 会

变得突出。

我们可以通过图１的图示结构进行描述：

图１　话语意义建构图示

四、意义处理

从上述的意义 建 构 模 式 中 我 们 不 难 发 现，言 语

场景与设定场景是意义处理的中心框架。话语各个

组成部分对于其意义的实现有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

在所有组成部分中，场景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考虑的。

场境包含言语场景（言者和听者的出现 以 及 其 发 生

的时间地点等相关条件）和设 定 的 场 景。言 语 场 景

是作为言 者 使 得 其 内 部 主 观 思 想 为 听 者 可 见 的 空

间，在言语开始的时候，其场景就已经确定。设定场

景则是在句子加工之前就已经建立的所有场景。

在话语意义的 处 理 过 程 中，我 们 要 特 别 关 注 话

语可见的元语言信息。信息的处理过程与话语组成

单位的顺序是不一样 的。汪 少 华、郑 守 疆（２０００）认

为要根据认知文化模式将组合结构逐步完善成层创

结构。意义的建构并不是与成分在篇章中的顺序形

成线性对应，而是通过一种复杂的机制进行处理，需

要语言和认知操作去探究每个语言单位在其意义建

构过程中与语境和话语环境之间的互动。

为了更加直观 地 观 察 话 语 意 义 的 处 理 过 程，我

们将 上 述 话 语 意 义 建 构 模 式 应 用 到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ｇｒｅｅｓ．这一例子中。

１．场景加工

在这一话语中，第 一 个 出 现 并 为 读 者 被 感 知 的

话语单位就是 定 冠 词 ＴＨＥ。当 这 一 单 位 被 感 知 的

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其并不能完全被加工，也不能聚

合任何其他成分。事实上，ＴＨＥ是一个起着聚合作

用的语言单位。在言语 场 景 中，我 们 将 尚 未 被 完 全

具体化的实 体 或 过 程 称 为 实 体 概 念，而 ＴＨＥ在 这

里就是引发这一实体 概 念 的 因 素。也 就 是 说，在 某

种程度上来讲，ＴＨＥ的引发任务就是将这一实体概

念转化成为一个完整的实体，通过精准定位操作，使

得这一转化就能得以完成。但是，在这一步骤中，言

语场景中并没有实体概念的出现，因此，我们将话语

加工 进 程 转 下 下 一 个 话 语 单 位，自 然 话 语 单 位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就先于ＴＨＥ进入加工处理环节，而话

语单位ＴＨＥ暂时就被悬置起来。

事实上，ＳＴＵＤＥＮＴＳ这 一 话 语 单 位 包 含 两 个

不同的单位，即ＳＴＵＤＥＮＴ和复数形式－Ｓ。在言语

场景中，每 个 单 位 都 有 自 己 具 体 的 行 为 操 作。当

ＳＴＵＤＥＮＴ被感知，其马上就会引发一个来源于概

念范畴的概念（见图２中ｎ１），其作为一个实体概念

以－Ｓ复数后缀为成型（见图２中ｅ１）。在话语感知过

程中，复数形式通常在听者或读 者 的 心 智 范 围 内 具

有显著特征。我们可以 认 为 当 话 语 被 感 知 的 时 候，

概念实体的复数形式并不会涉 及 任 何 实 际 的 问 题，

能够非常快速地获得处理。因此，实体ｎ１ 就能成型



　　　　
　　　　

１７６　　
　

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陈
松
云

杨
劲
松

格
式
塔
组
合
性
视
角
下
的
话
语
意
义
建
构
与
认
知

为一个实体概念ｅ１。而且，如果我们使 用 数 态 标 准

（ｐｌｅｘ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这 一 实 体 概 念 也 可 以 被 定 义 为

多元的。一旦ｅ１ 在 场 景 中 得 以 体 现，ＴＨＥ就 能 展

开与其指令一致的聚合 任 务：ＴＨＥ聚 合ｅ１，同 时 引

发通过精准 定 位（ｐｉｎｐｏｉｎｔｉｎｇ）获 得 的 完 整 实 体（见

图２中Ｅ１）。在 这 里，精 准 定 位 就 是 帮 助 识 别 一 个

实体出现的 操 作 过 程。因 此，在 赋 予 ＴＨＥ元 语 言

操作的影响下，或者说在这一单位 确 定 指 令 的 影 响

下，实体概念ｅ１ 就转变为了实体Ｅ１。在图２中我们

将这一指令标注为ＰＰ。在聚合与引发加工过程中，

ＴＨＥ同时也具聚合了来自语境的成分。事实上，这

一单位也符合其执行的元语言操 作 功 能，起 到 了 指

代指称功能的作用。除了将ｅ１ 转变成为Ｅ１，来自语

境的成分起到了引发根植于语境中的既得实体的作

用。

前三个单位一 旦 获 得 加 工，其 在 言 语 场 景 建 构

过程中起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并 都 将 在 随 后 的

加工过程中得以聚合。在 这 一 独 特 的 步 骤 中，接 下

来会被感知的单位就是 ＨＡＶＥ。

要实现其引发 任 务，这 一 单 位 需 要 两 个 必 要 成

分。但是在这一建构步骤 中，我 们 很 容 易 地 发 现 只

有一个成分出现在场景中，其所需 要 的 另 外 一 个 成

分并没有出现。因此，我们 只 能 暂 时 将 这 一 单 位 悬

置，同时必须等待另一成分在这一场景中获得聚合。

同样的原因，ＡＬＲＥＡＤＹ在这一步骤中也不能获得

加工。该成分需要聚合一 个 谓 语 范 畴，但 是 在 这 一

建构步骤中这一谓语范畴并没有 建 立，所 以 加 工 进

程继续向前 推 移，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和－ＥＤ这 两 个 单

位在场景中的出现，其范畴也就得以获得。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这一单位的作用就在于引发在场

景中的一个加工实体（见图２中ｎ２）。具体来说，由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所提供的指令的作用就在于聚合一个

加工过程Ｐ和一个实体Ｅ，同时引发一个因果关系，

即Ｅ作为Ｐ的 结 束 的 原 因。这 里 我 们 可 以 认 为 由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引发 的 结 果 也 是 这 一 加 工 过 程 的 结

束。当ＤＥＧＲＥＥ被感 知，对ＤＥＧＲＥＥ的 加 工 也 就

会带 来 这 个 过 程 结 果 的 实 现。相 对 而 言，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所引发的成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工概念，

但是在－ＥＤ这一单位的作用下这一加工概念就得以

转变和被引发进入一个加工过程（见图２中ｐ１）。

由话语单位－ＥＤ所提供的指令事实上聚合了一

个加工概念，同时又引发了一个完整的加工过程。－

ＥＤ在场景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归结于使得来源

于概念的成分处于运转状态，也就是说，其作用就是

将这一概念转变成为一种实际的加工处理。必须注

意的是，－ＥＤ即 是 过 去 分 词 也 是 过 去 式 的 标 识。在

其他篇章里，－ＥＤ可 能 会 被 看 做 是 一 种 根 植 于 时 间

的行为，也就是指的过 去 时 间。但 是 考 虑 到 在 场 景

中已经出现的实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这一实体能

够通过ｐ１ 获得聚合，因此－ＥＤ在这里暂且可以被当

成一 种 过 去 时 态 的 标 识。事 实 上，已 经 有 早 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和－ＥＤ 被 感 知 的 单 位，即 ＨＡＶＥ 和

ＡＬＲＥＡＤＹ仍等待加 工。因 此，在 这 里－ＥＤ的 作 用

事实上仅仅是将ｎ２ 转变为ｐ１，并没有根植时间的处

理，也没有说明任何关于已获得处理的其他因素。

当下一个 话 语 单 位 ＴＨＥＩＲ被 感 知，其 不 可 能

被马上加工处理。事实 上，其 指 令 就 是 聚 合 场 景 中

的两个实体。ＴＨＥＩＲ也 许 能 够 聚 合 已 经 在 场 景 中

出现的Ｅ１，但是没有其他单位出现。既然其不能够

聚合其 他 单 位，因 此 它 被 悬 置 起 来，直 到ＤＥＧＲＥＥ

作为实体在场景中成型。

ＤＥＧＲＥＥ引发 了 一 个 新 的 实 体 概 念。这 一 实

体概念首先通过－Ｓ实现聚合。－Ｓ这一单位将ｎ３ 转

变形成一个实体概念（见图２中ｅ２）。然后，ｅ２ 通过

ＴＨＥＩＲ的聚合，引发一个来 自ｅ２ 的 实 体Ｅ２。从 实

体 概 念 ｅ２ 到 实 体 Ｅ２ 的 转 变 通 过 与 来 自 Ｅ１－

ＳＴＵＤＥＮＴ实体的聚合得以实现。ＴＨＥＩＲ聚 合 两

个实体，引发两个实体间的位置关系：一个确定另外

一个的位置。当然，我们 还 面 临 一 个 保 留 一 定 加 工

特征的 实 体，从 中 我 们 可 以 感 知 一 个 施 事 源，即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以ＴＨＥＩＲ的形式出现。

图２　场景加工动态图示

最后，我们就应 该 考 虑 所 有 之 前 未 获 加 工 被 悬

置的单位。ＨＡＶＥ聚合Ｅ１ 和Ｐ１，同时从这两个 成

分中其引发Ｅ１ 与Ｐ１ 的结合。时间的根植与话语发

生的时刻不一样，而是与助动词 提 供 的 指 令 保 持 一

致。而且－ＥＤ的作用使得这一根植过程变得更加明

显，－ＥＤ引 发 了 一 个 与 完 成 体 相 关 的 加 工 处 理。

ＨＡＶＥ行为与－ＥＤ行为的结合，我们获得了一个完

整的加工Ｐ１ 而并非一个加工的概念ｐ１。因此，完整

加工Ｐ１ 与完整实 体Ｅ１ 和Ｅ２ 被 完 全 紧 密 地 联 系 在

了一起。

最后被 加 工 的 单 位 就 是 副 词 ＡＬＲＥＡＤ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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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提供的指令，它被置于话语加工链的最后位置。

其聚合一个由设定和预期的成分和另外一个确定的

成分组成的范畴，引发这 两 个 成 分 的 优 先 次 序。既

然ＡＬＲＥＡＤＹ所需要 的 成 分 都 已 体 现 在 言 语 场 景

中，因此聚合－引发任务也就可以得以开展。因此，

ＡＬＲＥＡＤＹ聚合来源于谓语复合体中的范畴，这一

范畴本身包含了一个设定的预设时刻和一个在话语

情景中确 定 的 情 景 时 刻。在 这 里 ＡＬＲＥＡＤＹ引 发

的是话语情景时刻优于预设时刻。

２．加工序列

场景的加工处理具有其独特的内在动态性。其

在处理过 程 中 采 用 的 是 一 种 自 发 的 不 可 逆 性 的 方

式。基于一种相对固定的 加 工 序 列，我 们 可 以 逐 步

地从话语组成部分的意义对话语整体意义进行意义

运算。因此，我们这里所指 的 话 语 组 合 性 与 传 统 的

组合性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所指的组合性是一种

更加全面的加工，与视觉感知相似 的 基 于 认 知 机 制

的格式塔组合性。话语中的不同组成单元之间的互

动不应该被分离开来，而是必须要 给 话 语 带 来 一 种

整体的影响。

语言单位个体在于确定一个话语整体意义起着

作用，话语也相应对于语 言 个 体 意 义 产 生 影 响。语

言个体可能会以线性形式出现，但 是 由 于 语 言 单 位

自身可能会分割，因此这种线性形式并不会很明显。

同时，在成分处理加工处理过程中，只要引发的成分

在言语场景中没有出现，有些单位 在 加 工 前 就 会 被

悬置起来。话语信息被感 知，言 语 场 景 就 开 始 处 于

动态的建构过程，每个语言单位聚 合 的 成 分 一 旦 出

现，其就会马上引发其他单位。

通过上述场景 加 工 的 动 态 图 示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在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

ｇｒｅｅｓ．这一例 子 中，句 子 意 义 的 加 工 就 按 照 如 下 序

列进行处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ＥＤ→ＤＥＧＲＥＥ→———Ｓ→ＴＨＥＩＲ→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由此，从意义生 成 和 理 解 基 础 上 对 话 语 构 成 单

位进行心智加工排序，构建一个心 理 识 别 的 立 体 空

间，话语的整体意义就会获得凸显，意义的加工和识

别就会变得清晰，意义的生成和理解才会变得明朗。

赵玉荣（２０１３）主 张 增 加 认 知 层 面 的 考 察，探 究

会话叙事中话语意义的建构与认知过程。利用组合

性的作用在意义加工过程中尤为 重 要，是 意 义 加 工

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和途径，通过在 心 智 空 间 的 组 合

处理，话语单个组合成分才能通过 一 定 的 树 状 结 构

的表现方式释放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

五、结语

本文所提供的话语意义建构模式在话语意义理

解与认知过程中并非一种完整的解决方式。在语言

的感知和理解过程中，如何给予 语 言 单 位 优 先 层 级

分析仍需进行进一步探究。

在本文的论述 中 仍 存 有 一 些 未 解 的 问 题，如 对

话语成分的加工序列问题的假 设 仍 需 得 以 确 定，图

示模型仍需进行合理定义，对本 文 所 构 建 的 模 式 的

改进还需 考 察 在 书 面 文 本 与 口 头 话 语 应 用 中 的 区

别。因此，从格式塔组合 性 角 度 构 建 话 语 意 义 理 解

模式建构仍需在实践操作过程 中 逐 渐 获 得 提 升，通

过对具体话语实例的应用操作对这一认知模式进行

补充和完 善 将 是 本 研 究 继 续 深 化 和 拓 宽 的 重 要 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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