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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时间是空间隐喻的产物。因此 ,时间如空间那样既呈流动性也呈序列性。汉英中均使用“前 /后 ”对时间进

行表征 ,具有两种类似的认知模式。但汉英在具体的时间概念例示和使用频率上却有差异。操汉语者认为时间序列是

一个明显的连续统 ,从过去经现在可以贯通到将来。操汉语者较频繁使用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模式。相比较 ,操英

语者往往以现在为界使用两种认知模式 ,并在表征将来时较频繁使用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模式。这种对同一现象

的不同认知与不同的认识论、文化传统和不同的语言系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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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2D epth Ch inese2English Con tra stive Study on Spa tia l2Tem pora lM 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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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a spatial2temporal metaphor, time is rep resented as motion and sequence. Therefore, the spatial concep ts of Q IAN /HOU

or FRONT/BACK are us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spectively to rep resent time in two sim ilar schemas. The two languages, ho2
wever, differ in their concep tual instantiation and usage frequency. Chinese speakers regard temporal sequence as an obvious con2
tinuum in which the past is joined to the future at the p resent. They tend to adop t the static past2oriented schema to observe and

exp ress time. In contrast, in English speakers’m ind, the time line is divided at the p resent into the past and future, which rep r2
esent two separate schemas. They tend to instantiate a dynam ic future2oriented schema more frequently. The different tendencies

in question are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ideology, culture and language mechanism.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cep tual metaphor; Q IAN ( front) /HOU ( back) ; Chinese2English contrastive study

　　相关研究已证明 ,时间概念是空间域向时间

域投射的结果。本研究旨在比较汉英两种语言中

的空间 - 时间隐喻模式 ,并重点通过比较“前 /

后 ”时间隐喻在词汇层的例示倾向来展示两种语

言在使用上的差异 ,最后探讨代表东西方的汉英

语言在时间理解和表达上的差异所反映的不同哲

学与文化的内涵 ,以期对汉英两种语言的相关差

异作出较深刻的解释。

1　空间 -时间概念隐喻
空间和时间是两个最基本的哲学概念。战国

时期 ,尸佼就提出“四方上下曰宇 ,往古来今曰

宙。”其中 ,“宇 ”指空间 ,“宙 ”指时间。时空问题

是哲学界历久弥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哲

学家和思想家 ,还是西方的哲学家或自然科学家 ,

都对时间问题表示关注。《墨经 ·经上 》的“宇 ,

弥异所也。久 :弥异时也。”是说空间和时间均覆

盖一切 ,具有广延性和伸展性。西方唯物主义哲

学家费尔巴哈也认为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物体

的存在形式 ”(陈元晖 1982: 31)。由此可见 ,时间

和空间概念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对孪生子 ,两者

密不可分。

但是 ,时间总是虚无和抽象的 ,看不见也摸不

着。从唯物论的角度来看 ,时间范畴是以空间范

畴的存在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将空间理解

为绝对虚空的“容器 ”,万物均纳入其中 ,古汉语

谓之“合 ”,这与西方科学家牛顿所说的“绝对空

间 ”是一致的 (王鹏令 1985: 52) 。牛顿继而认

为“绝对时间 ”是真正的数学时间 ,它均匀地流逝

着 ,与外界事物无关。这一特性可名之为“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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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于是 ,空间常被比喻为“空箱子 ”,时间也被

赋予“均匀流逝 ”的特征 ,这便是一种隐喻。 (陈

建国 1999: 77) 因此 ,时空概念并不对称 ,不借助

空间概念这一载体 ,就无法直接认知时间。综观

各种文化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 ,不难发现时间是

空间的隐喻 ,其靶域为时间 ,源域为空间。时间通

过物体的运动概念化 ,已经流逝的事物涉及“过

去 ”,即将来临的事物涉及“将来 ”,目前存在的

事物涉及“现在 ”。

这种时空概念的不对称可能与人类发展和个

体发展有关。在人类发展史上 ,对空间概念的认

识远早于对时间概念的认识 ,从对空间和时间的

感知来看 ,空间关系较容易为人们的感觉器官所

感知。从人类最早的生活实践来看 ,人类生存和

发展首先要面对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 (游顺钊

1994: 76) 从人类文化学观点来看 ,人类的空间观

念来自太阳 ,太阳的空间周期性变化导致时间概

念的产生。 (黄理兵 2000) 对个体来说 ,儿童最

早使用表征时间的隐喻类型也是空间概念和拟人

手法。 (周榕 黄希庭 2001) 据刘文英的考证 ,汉

语的“时 ”字在甲骨文和纳西文中的字型均与太

阳有关 ,意思是太阳出来越来越高 ,以太阳在天空

的移动来表示时间的变化。 (刘文英 2000: 29)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 ,在所有隐喻中空间

隐喻对人类的概念形成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大

多数抽象概念都是通过空间隐喻来表征和理解

的 ,空间隐喻是表征时间概念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相关的跨文化研究表明 ,空间 - 时间隐喻机制具

有跨文化普遍性。不同文化中存在的空间 -时间

隐喻产生于一种泛人类的心理基础 ,是具有共同

性的。 ( Yu N ing 1998,蓝纯 1999,王寅 2005) 周

榕、黄希庭 (2000)对汉英两种文化的时间隐喻表

征的基本建构维度进行了考察 ,他们在内容分析

的基础上进行验证 ,发现两种文化具有相同的概

念维度 ,主要有空间、有价物、易逝物等 11种表征

方式。汉语中 ,凡是涉及到时间关系 ,一般均是通

过空间词汇显示出来的。例如 ,汉语的“万寿无

疆 ”和“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都是以空间疆界、自

然物来比喻生命的时间 ;“电光石火 ”、“冰冻三

尺”、“海枯石烂 ”以自然现象来比喻时间的持续

性 ;“一柱香 /一袋烟 /一眨眼功夫 ”以日常事物的

变化过程来比喻时间的持续性。 (周榕 黄希庭

2000) 英语中的时间可以拟人化 :“Time and tide

waits for no man, to kill / cheat/beguile time”,也可

以物化 :“Time is money, He was born out of seas2
on”,等等 (杨艳 2001, 张建理 丁展平 2003)。时

间的基本特性可以归结为变动性和秩序性。一方

面它有流动性和不可逆性 ,另一方面它呈现出线

性序列和顺序关系。 (吴国盛 1996: 253) 前者涉

及位移和方向 ,后者涉及相关方位和参照点 ,而两

者均涉及观察者 (感知者 ,以下简作“观者 ”)的视

野。同时 ,虽然空间隐喻时间 ,但后者只涉及前者

的一部分 ,只涉及一维空间和方向 ,所以启用的意

像图式往往与空间的“前 /后 ”有关。

2　汉英时间隐喻表征的类同
关于空间 - 时间隐喻 ,学界一般认为存在两

种隐喻认知 : 1)自我移动隐喻 ,其中自我或观察

者所在的环境是沿着时间轴向未来移动的 ; 2)时

间移动隐喻 ,其中时间轴被视为一条河流或传送

带 ,在此之上时间从未来向过去移动 (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93, Yu N ing 1998, 陈燕

黄希庭 2006)。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还是粗线条

的。参照对空间方位的认知 (齐沪扬 1998) ,我们

实际上还可以在这方面作更详细的研究。

我们认为 ,汉英时间概念的详细隐喻表征涉

及下列 6个因素 : 1)观者视野 ; 2)观者的方位 ; 3)

观者的运动态势 ; 4)时间的参照点 ; 5)时间的运

动态势 ; 6 )时间的方向。与空间运动相一致 ,对

时间的表征必须有时间观察者 /认知者的参与 ,此

人通常就是语言表述者 ,即说者或写者。我们认

为 ,时间本无前后 ,其前后是观者选定的 ,观者的

视野和运动态势决定时间的运动态势和方向。我

们因此推断 : 1)古时的观者首先认定的是其视野

与时间的运动态势和方向 ,即观者面对时间流 ,时

间流向观者方向运动 ; 2)然后 ,在时间的运动方

向如此给定的情况下 ,观者由于处在时间流中 ,其

视野可作反向变换 ; 3)观者所处的默认位置为现

在 ,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有位移。观者所处的默

认位置 (现在 )通常即为其参照点。上述推论将

时间认知分为以默认现在为参照点的时间和突显

参照点的时间。观者面对时间流的不同局域 ,分

别形成 A型 :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图式以及

B型 : 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图式 ,两图式中

观者的视野正好相反。汉语和英语中均有此两种

认知模式的表征 ,这其中的有些因素可有选择性 ,

并有互动关系。 (如下图所示 ,见下页。)

如学界已认可的那样 ,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

认知可细分为 1)观者静时间动型 ,如 ①②所示 ;

2)观者动时间静型 ,如 ③④所示。

①将来、未来、来日、来年、过去、以往、去年、

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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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days to come, every passing day, past years.

③俄罗斯和西欧各国达成共识 ,要将一个友

好合作的关系带入一个新的纪元。

④They have left the gloomy yesterday and are

walking toward the bright tomorrow.

观者

视野

观者

方位

观者

动态

时间

参照点

时间

动态

时间

方向

A型 将来 现在 有或无 现在 有或无
迎向

观者

B型 过去
现在

或否
无

现在

或否
无 无

汉英空间 -时间隐喻表征一览表

除此之外 ,还可以有 ③观者静时间静型和 ④

观者动时间动型 ,如 ⑤⑥所示。

⑤前程 /p rospect,前景 / foreground,前途 / futu2
re / journey ahead.

⑥与时间赛跑 / race against time.

⑥通常表示更努力地工作 ,提高效率 ,以便无

需通常所需的时间量就完成工作 ,这就如同与时

间赛跑一样。

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 ,可以表征为如下

图式 :观者和时间流均呈静止状态 ,观者面向过

去 ,背对将来。如观者的方位为现在 ,则此方位与

参照点重合。此两点也可以互相分离 ,如果分离 ,

则时间参照点通常明示。时间的不同点段有序地

呈线性排列 ,离观者较远的时点时段为前 ,离其较

近的或在其后的为后。空 - 时的语义转换为 :

“前 ”为“早、先 ”、“后 ”为“晚、迟 ”。张建理将汉

语中的这类时间认知细分为 4个亚类 (张建理

2003) ,下面择要列举。

在亚类 1中 ,观者面向过去 ,其身后为将来 ,

其方位“现在 ”和时间参照点重合 ,这一重合点通

常在语言上不明示。

⑦a. 以前、从前、日前、前时、8年前。

b. 以后、今后、后市、后患、半个月后。

其中 ,“日前”指今天以前的几天 ,“后市 ”指

今后的股市交易 ,“后患 ”指今后的祸患。

在亚类 2中 ,观者面向过去 ,看到两个不同时

段 ,并将较远时段认定为前时段 ,较近时段认定为

后时段。两时段互为参照点 ,但此时间参照点

(通常在语言上不明示 )也可以和观者方位重合

而涉及现在。

⑧a. 前任、前身、前辈、前妻。

b. 后劲、后记、后生、后福。

其中“前身 ”在佛教中指前世的身体 ,喻指当

前事物产生之前的名称和形态 ;“后劲 ”在“这酒

后劲大 ”这个句子里表示喝了酒以后的效果或作

用 ,其中将喝酒时间认定为前时段 ,随后时间为后

时段。认知“后记 ”的前提是将正文看作“前记 ”,

因此 ,“后记 ”为写完正文后的附记。

在亚类 3中 ,观者面向过去 ,看到一个语言上

明示的时间参照点 ,并将参照点的远端认定为前

方 ,近端认定为后方。这一时间参照点通常位于

过去 ,但也可类推至将来。

⑨正片放映前 /后、昨 /明 /后天晚饭前 /后、在

引退 10年后。

其中 ,“正片放映前 ”义为“还没但即将要放

映正片的时候 ”,正片放映时间为明示并被认定

的参照点。衍生于这一认知但句法表现不同的语

例为 :“前科学 ”(指“科学产生之前 ”)、“前资本

主义 ”。最后一例表示“从引退起又过了 10年之

后的时间 ”。

在亚类 4中 ,观者面向过去 ,其具体方位有时

不重要也不明确 ,他看到一个时段 ,并将此时段平

分为两部分 ,然后将离他远的那部分认定为前部 ,

离他近的另一部分认定为后部。此两部分相互预

设 ,相互参照 ,语义上呈背反关系。

⑩前 /后秦、解放战争前 /后期、前 /后半生、

前 /后半夜 。

值得指出的是 ,英语中有含 before /after并在

语义上对等于汉语亚类 3的语例 ,有力地证明了

英语中也存在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表征。此

外 ,英语中还有其他表序列的词 ,如 former/ latter,

first / second, p revious以及一些词缀 ,如 ex2, p re2,
p ro2, ante2, post2来例示这种认知。这些我们在

下文中还要继续讨论。

在本节的开始 ,我们提到 ,学界一般认为空时

隐喻只有两种模式 ,即自我移动隐喻和时间移动

隐喻。我们用观察者的视野来定义认知模式后发

现 ,上述两种模式只是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

的亚类。上述证据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汉英语中应

该还有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我们认为两种

语言共享这两大时间概念 ,拥有对等的源域和靶

域以及同样的映射。尽管在英语中可能不明显 ,

但在汉语中却很明显。对于为何两种语言分别用

静态和动态认知模式 ,我们的解释如下。过去的

事件通常是确定而不能变化的 ,因此通常用方位

隐喻来指示时间次序即可。而将来及将来事件是

不确定并且在变化的 ,因此往往采用实体隐喻来

加以模拟。最后 ,我们假设 ,由于时间的流动性预

设次序性 ,很可能后一认知概念派生于前一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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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理由很可能是观者认定了时间方向后与其

发生了通感 ( empathy) ,因此认定时间的前部即为

其自己的眼前所见。

3　汉英时间概念语言例示的差异
我们在上节中简要考证并演示了汉语和英语

中的面向将来和面向过去型时间概念模式。但在

具体的概念 - 语言例示 ( instantiation ) (语用频

度 )方面 ,在常用模式分布方面 ,无可讳言 ,两种

语言如本节要详述的那样 ,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其一 ,汉语倾向于多用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

认知来指示时间序列 ,甚至用其来指示将来时间

序列。而英语要指示将来时间时 ,要么使用专用

时间词 ,如 ①,要么启用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

知 ,因而与汉语例示形成背反 ,如 ②③;要么使用

无方向性的序列词 ,如 ④⑤。这两句中的汉语时

间参照点均没有出现 ,但根据上下文可以后补出

来。

①后福 / future blessings,根除后患 /dig up the

root of future trouble.

②今后的十年 / in the next decade / in the co2
m ing ten years.

③今后的任务 / the tasks ahead,吃苦还在后

头呢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④没准我还死在前头呢 /Maybe I’ll die first.

⑤丑话可是说在前头 /Let me tell you bluntly

first.

其二 ,汉语中的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甚

至可以演变为具有一定的动态性 ,这在英语中几

乎是没有的。英语大多使用静态的介词来表达汉

语的相应语义。

⑥1949年以来 / since 1949, 50年以来 / in

the last 50 years.

⑦时至今日 even now / today,从今往后 / fr2
om now on.

汉语使用具有明确方向性的能产的位移动词

来表达向观者所在的“现在 ”靠拢 ,或者以此为参

照点延伸到“将来 ”。由于这种认知有悖于时间

的序列性 ,同时实际上也只是观者的想象 ,我们称

此认知为时间虚拟位移认知。我们认为 ,这种认

知只能建立在时间序列一统性很坚固的基础之

上。最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从今往后 ”例示面向

过去认知模式 ,而 from now on则例示面向将来认

知模式 ,形成反差。

其三 ,“前 /后 ”在汉语中虽然既表征又例示

面向将来和面向过去两大认知模式 ,但例示面向

过去认知模式的频率很高。这是因为汉语是字本

位语言。 (严辰松 2002) 单音字 /词的构词能力

很强 ,有很强的兼类功能 ,如“前 /后 ”可兼有名

词、形容词、副词、介词功能。而英语的“前 /后 ”

概念在例示方面异于汉语。英语的 before / after

只用作介词 ,时间序列可以体现在词缀上。此外 ,

英语词语的语义容量大因而词义详尽而不笼统 ,

因此相关的例示方式比汉语的“前 /后 ”多样化 ,

汉英在这方面呈一对多态势。

⑧晚饭后 / after dinner, 3小时后 / 3 hours l2
ater / in 3 hours.

⑨3天前 / 3 days ago, 5点前 / beore / by /

until 5 o’clock.

⑩前例 / p recedent,前面提到的原则 / the

above - mentioned p rincip le.

汉语这种例示时间“早 /晚 ”的“前 /后 ”甚至

可以单独使用。学界经常讨论的陈子昂的诗句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就是一例。词的高

频使用会引起心理突显 ,相关的结果是 ,在考虑时

间时就不再须要考虑空间图式而可径直在时间领

域中建立起自己的表征 ,这就是心理学界已经有

实验证据的弱势隐喻构念观 (W eak Metaphorical

Structuring V iew) (陈燕 黄希庭 2006)。而周榕则

通过心理实验证实 ,寻常惯用的时间隐喻表征是

一种预存模式 ,是长时记忆里已经内化和可直接

提取激活的知识 (周榕 2002)。

其四 ,在表达将来要发生的事件时 ,英语可以

采用面向将来的新颖实体隐喻 ,而汉语则通常使

用时间助词而不使用隐喻。

�λϖ a. The task of emp tying the house lay before

us. (朗文英语词典 )

　b. 我们将有任务要去腾空那幢房子。

�λωa. He saw before him an idyllic life. (朗文

英语词典 )

　 b. 他意识到他将过上质朴宜人的生活。

最后 ,我们注意到 ,就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

知来说 ,汉语中的观者静时间动亚类隐喻例示比

另一亚类 ———观者动时间静亚类隐喻例示的使用

频率要高 ,但总体上说这两个亚类隐喻的例示频

率均不高。而英语中的情况是不同的 ,操英语者

比较平均地使用这两个亚类隐喻 ,并且使用频率

较高。但汉语中还是存在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

知模式的 ,出于语用的需求 (如为了标新立异 ,渲

染气氛 ) ,通过模仿 (通过跨语言、跨文化学习和

交流 )相关例示的数量是可以增加的。

总起来说 ,操汉语者认为时间序列是一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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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连续统 ,从过去经过现在可以贯通到将来。

操汉语者较频繁地使用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

模式。比较而言 ,操英语者往往以现在为界使用

两种认知模式 ,并在表征将来时较频繁地使用面

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模式。两种语言因此在概

念例示、使用频率方面形成反差。

4　汉英时间认知差异的哲学和文化缘由
用隐喻表征时间概念是一种语言现象 ,但更

反映出人们的思维、认知方式。汉英在时间概念

上不同的表征模式和偏好是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

方式的反映。下面 ,我们将尝试从哲学、文化和对

历史的态度等方面对上述差异作出解释。

首先 ,在哲学的主体性方面 ,西方人与东方人

是有差异的。主体性问题涉及自我认识性与客观

必然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主体不是独断的客体和

他物 ,主体必须具有对自我的直视和了解。西方

哲学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到苏格

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 ”,到笛卡尔、康德都逐

渐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和重要性。中国古代哲学也

探讨人的主体性 ,但是并没有突出自我存在的意

义和价值。“杨朱的‘为我 ’纯粹是个体自我 , 强

调‘保 ’、‘全 ’自我和‘不为 ’, 这是一种对世界、

人生、社会的逃遁 , 是把自我和对象世界阻隔。

佛教虽有‘三界唯心 , 万法唯识 ’, 然‘识 ’之执行

者 ———自我却被完全虚化 ”(高秉江 2006 )。因

此 ,主体性概念在西方思维方式中根深蒂固 ,个人

能动性更多地可以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得到体

现。而这种主体能动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不是

那么受推崇 ,并未得到重视和强调。

与此相关联 ,西方人传统上沿袭的是二分的

哲学思维模式 ,从而将世界分为主体和客体 ,并强

调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与把握。这种哲学观致使他

们对时间的研究侧重于对自然界和宇宙万物相关

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的探讨。西方人早就意识

到时间中的过去、现在、将来 ,并对此有所区分。

许多西方语言均通过动词的复杂构形变化来明确

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 ,其中包括英语。与此形成

对照 ,中国文化强调天与时、人的和谐。天时、地

利、人和被认为是理想化的顺境。“天人合一 ”是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天者 ,阴阳 ,寒暑 ,时制

也。”(《孙子兵法 ·计篇 》) “天 ”被认为是产生万

物的大自然 ,是时间变化的决定者。这一哲学观

赋予了时间抽象而神秘的含义。这种模糊的时间

观带来的效应就是计时的笼统性。例如 ,在古今

汉语语法中均没有区分过去、现在、将来的时态变

化标志。这种理念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汉语中不同

时间点段的例示使用同一概念 ,有一统性。

其次 ,中西在时间意识方面有差异。操英语

者倾向于强调个人在面对时间时发挥主观能动

性 ,对待时间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以快速进入

工业社会的美国为例 ,物质主义和竞争性已经逐

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物质享乐主义价值观

使以任务为方向的美国人追求在最短时间内实现

目标 ,获得财富。强烈的竞争意识使美国人无论

是在工作、学习 ,还是在体育比赛中都想得第一。

时间自然也就成为美国人格外珍惜和尽力争取的

目标。在“时间就是金钱 ”的口号之下 ,美国快餐

文化以及“免下车 ”服务行业应运而生。守时就

是对别人的尊重 ,延迟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会被

视为是对他人的一种轻慢。两相比较 ,在时间意

识上东方人受道教、佛教的影响 ,满足于被动地等

待真理的自我展现。面对复杂局面时 , 他们往往

容易停下来。他们可以等 , 以静制动 , 以不变应

万变。另一方面 ,在中国古代的不少诗歌和文学

作品中 ,诗人均把时间描述为不可改变的飞速流

动的事物。《颜氏家训 ·免学 》曰 :“光阴可惜 ,逝

如流水。”唐朝杜荀鹤诗中有 :“百年能几日 ,忍不

惜光阴。”韦庄词曰 :“但见光阴流箭。”相对于时

间的流动 ,似乎人的作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而只

有“时不我待 ”,“岁月不等人 ”的慨叹。而“天朝

上国 ”的美好理想一直让中国古人沉浸在回忆历

史 ,等待未来的想法中 ,而不能对未来发挥什么能

动性。这种时间意识也许是汉语中面向将来型观

者静时间动隐喻例示相对多的原因。

再其次 ,中西在看待历史、在对时间的取向方

面 ,存在差异。西方社会较早进入以机器为工具、

以技术为核心的工业社会 ,进而步入发达的商业

社会。尤其以美国为代表 ,他们以未来为取向。

大多数美国人着眼于未来 ,对未来充满憧憬和企

盼。他们认为此刻正在从事的事情不一定比未来

的好 ,未来对他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 ,进步

与变化是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对进步的追求 ,

对变化的积极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社

会的未来时间取向。与此相对照 ,中国经历了漫

长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 ,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

不大 ,因而形成一种固守本土 ,安定守成的人本主

义。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人重视自己的过去 ,崇尚

先祖 ,尊重经验古训。孔子提倡“述而不作 ,信而

好古 ”,“温故而知新 ”。孟子强调“言必称三代 ”。

中国人做事喜欢遵循先例 ,效法古人。循规蹈矩

是为人处世的重要法则。对于“史无前例 ”、“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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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未闻 ”的事 ,人们不轻易尝试。因此在汉语中

也充满了这种“面向历史 ”的表达方式 ,如“前事

不忘 ,后事之师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以史

为鉴 ”,“承前启后 ”,等等。这种文化定势也许可

以部分地解释汉语中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例

示较多的原因。

我们在本节讨论了汉英语使用者各异的思

维、认知方式 ,这些方式从短期来说是一种心理定

势 ,但从长期来说由于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又

在不断地变化。近二十多年来 ,中国人的思维方

式和文化习俗的改变就是一个明证。

5　结论
认知心理学家认为 ,“虽然空间 - 时间这两

个领域的隐喻关系为多数语言所共有 ,但受语言、

文化的影响 ,这种隐喻关系在方向上或结构上可

能存在差异 ,并会影响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和加工

速度 ”(陈燕 黄希庭 2006)。本对比研究比较详

尽地从几个方面证实了这一观点。此外 ,我们认

为 ,从共时来说 ,概念例示语言 ,但从历时来说 ,语

言的持续使用会加固概念 ,语言的新用法会激活、

突显概念。本研究所特别关注的汉语时间认知模

式的演变 ,为此提供了证据。

综观全文 ,不难看出 :“⋯⋯人所创造的语言

不仅仅是人的一种工具 ,而是人的存在方式 ”,

“语言构成人的‘存在 ’”(李洪儒 200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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