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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是人类最显著和最独特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使用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
之一。
在不同文明的古籍中，我们都能找到人类对语言本身的早期关注。
这些记述就是最早的语言学。
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一直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归类、解释各类具体的语言现象，二是探究语言的本
质。
前者是关于语言的描述理论，而后者则是语言的元理论。
20世纪对语言本质研究的一个最根本的推动来自乔姆斯基。
“乔姆斯基革命”将语言与心智关联起来，视语言为一个独特的心智器官。
　　尽管语言是人类最独特和最显著的行为活动和认知方式，但在人类的种系演化和个体发展中，人
类展现了广泛存在的其他形式的认知方式。
认知研究过去长时期集中在语言符号的思维水平上，如推理、决策、符号表征等内部过程。
这种研究范式认为这些内部过程可以独立于行为运动。
然而，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认知并不仅仅是纯粹的以语言活动为中心的内部过程，它
还包含广泛的知觉一动作耦合、行为运动控制等非语言的认知能力。
非语言的认知过程显然与语言的符号式认知不同。
研究非语言的认知过程和方式已经发展成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中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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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哥本啥根学派理论体系的专著。
本书在梳理语符学理论渊源及其语言观、方法论基础上，分别探讨了语言功能模型、符号结构模型、
符号系统模型和类型学模型，据此勾勒出语符学自足的理论体系。
本书所揭示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研究范式，对当代语言学、哲学、文学的相关研究都具有重
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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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言模型的定义与类型　　1.1 语言模型的定义　　早在20世纪70年代，Ju.D.阿普列祥
（Ju.D.Apresjan，1973）就曾指出，语言模型（1inguistic model）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心议题，结构主
义语言学本质就是一门研究语言模型的科学。
事实上，语言模型也是整个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因为，语言模型不但关乎语言学家的理论范式，也与人们对语言本质（或系统）的认识紧密相关。
　　正如任何科学一样，语言学的最重要目标是要揭示研究对象本质，特别是隐藏在各种现象背后的
普遍规律。
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又有着某种特殊性：就其凭借人的神经系统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而言，
人们很难直接观察到。
要彻底研究这种机制，只能将其视为“黑箱”，凭借输入、输出材料（言语活动），语言学家一边系
统描写、归纳，一边提出各种理论假设。
语言学家的类似工作，无非都是要弄清楚“黑箱”里的内容，最终发现隐藏在语言收发活动，即由初
级材料到终极产品这一过程背后的运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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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讲述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知革命”发生经来，认知研究经历了一
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
（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
“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
于这样的状况中；其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
（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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