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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N +N概念合成一直以来都是概念合成理论研究的焦点 ,但在以往概念合成的相关研究中 ,绝大部分用于试

验和研究的语料都选择了表示具体概念的名词作为研究对象 ,很少选择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作为 N1. 本文尝试运用限

制理论 ,结合抽象名词的语义特性及其功能潜势来解释汉语当中“抽象 N1 +N2 ”的概念合成现象 ,检测该理论在汉语当

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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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n2noun compound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in the study of concep tual combination. In most studies, the data used

are usually nouns with concrete concep tion ( called concrete nouns in the paper) , and few theories take the nouns with abstract

concep tion ( called abstract nouns in the paper) into consideration. W hile aim ing to test Constraint Theory, this paper tries to ex2
p lain how abstract N1 + N2 constructions can be exp lained by Constraint Theory, and how the semantic features and potential

functions of the initial N1 in construction can affect N +N interp re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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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N +N概念合成一直以来都是概念合成理论研究的

焦点 ,但在以往概念合成的相关理论中 ,绝大部分用于试

验和研究的语料都选择了把表示具体概念的名词作为研

究对象 (以下简称具体名词 ) ,很少将表示抽象概念的名

词 (以下简称抽象名词 )纳入其研究的范围。

事实上 ,汉语当中有许多 N1 为抽象名词的概念合成

名词。例如 ,魅力都市、品质生活、问题大米、激情广场、

良心作家、爱情证书和时间机器等 ,这类 N + N概念合成

名词中的 N1 都是抽象概念名词。但从以往对于 N +N概

念合成的研究来看 ,很少有人从合成名词的不同概念类

型这个角度来研究概念的合成过程。

概念合成理论主要有三个 :关系竞争理论 ( Shoben

1993, Shoben & Gagné1997, Gagné& Shoben 1997)、二元

处理理论 (W isniewski & Gentner 1991, W isniewski 1996,

1997a, 1997b ) 和限制理论 ( Costello 1996; Costello &

Keane 1997a , 1997b , 2000 , 2001)。其中 ,限制理论用一

套统一的处理机制成功地解释了三种不同语义关系的概

念合成名词 ,即关系型、特征映射型和联合型。然而 ,对

于汉语当中 N1 为抽象名词的概念合成名词 ,该理论的解

释力还有待研究。

本文将从抽象名词的语义特性、“抽象名词 1 +名

词 2 ”的语义关系分析以及限制理论对该类型的解释的几

个方面来探讨限制理论对于解释汉语 N + N名词的有效

性。其目的是通过抽象名词在概念合成过程中呈现的功

能差别这一视角发现限制理论的不足 ,以期更加全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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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地了解人类复杂的概念系统。

2　限制理论
限制理论是由 Costello和 Keane提出来的 ,由三个部

分组成 : (1)合成概念生成机制 :若干项概念合成名词词

组的竞争释义在这一阶段得以产生 ; ( 2)三个限制 :诊断

性限制、可能性限制和信息性限制 ,满足三个限制条件的

过程就是淘汰或提升各个竞争释义的过程 ; (3)与合成概

念相关的可用知识。

2. 1合成概念生成机制

限制理论认为 ,在合成概念生成机制中 ,成分概念的

所有相关特征、关联知识及关联知识包含的相关特征相

结合生成特征集合。也就是说 ,生成机制形成了一系列

对应不同所指的竞争释义 (Costello & Keane 2000)。

2. 2三个限制

限制理论的核心部分就是 :三个限制条件的满足过

程也是其作用于各个竞争释义并产生最佳解释的过程。

这些限制条件能够拒绝或提升某些解释使其更能被人们

接受 ,从而直接将合成概念的相对接受程度纳入理论讨

论的范围。

Costello & Keane对三个限制条件的内含与作用作了

以下解释 (Costello & Keane 2000)。诊断性条件作为最重

要的限制条件 ,要求合成概念包含被合成的两个概念中

的诊断性特征 (经常出现在某概念中而很少出现在其他

概念中的特征 ,即典型特征 ) 。根据诊断性条件 ,合成概

念的正确理解应该是现有合成成分能最恰当地表达的概

念。诊断性特征能够预测哪一种理解更可取。如 cactus

fish可理解为 p rickly fish和 green fish ,但 p rickly fish更可

取 ,因为 p rickly比 green更具有典型性。因此 ,限制理论

认为在特征映射处理中 ,无论是结构关联差异还是非结

构关联差异都不起作用 ,映射特征的诊断性起主导作用。

诊断性条件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概念合成名词的理解。

可能性条件要求理解的内容或对象可能存在 ,即理

解包含的语义成分是已知的出现在过去的经验中的内

容 ,也就是说理解的对象必须是可能存在的。具体说来 ,

就是听话人完全可以认定 ,合成概念的正确理解是听话

人或多或少已经知道的 ,否则说话人就不会使用如此简

洁的形式而会更详细地说明要表达的概念。满足以上可

能条件的理解 ,才有可能是正确理解。如果合成的概念

表达一个新的概念 ,其可接受的理解同样取决于它与人

们已有知识或概念的一致程度。如下面在对 a shovel bird

的理解中 ,第一个比第二个更可接受 ,因为第一个理解与

我们的已有知识更一致 ,而第二个理解则需要特定的语

境 ,如动画片。

①a. A shovel bird is a bird with a flat beak it uses to

dig for food.

　b. A shovel bird is a bird that uses a shovel to dig for

food.

信息性条件要求合成概念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合成词

中的两个成分对于所合成的概念而言既是必要的又是充

分的。也就是说 ,两个词都必须包含相关的信息和表达

新信息。因此 ,下面的合成词不符合信息性的要求 ,不可

接受 :

②a. A head hat is a hat on the head.

　b. A car vehicle is a car. (刘正光 2003)

2. 3可用知识

与二元处理理论一样 ,限制理论也认为表征是由包

含特征、属性、关系和角色等复杂的内在结构的图式组

成。不同之处在于 ,合成过程能够通达大量的被合成的

概念、相关的概念、普遍领域理论以及涉及各种概念的具

体事件表征 ,而二元理论则仅仅将合成过程局限于概括

性的原型表征 (Costello & Keane 1997b)。

限制理论认为 N + N 概念合成是一个满足可能性

(p lausibility) 、诊断性和信息性三个限制条件的表征构建

过程 ,不同的理解方式反映不同的限制条件满足方式 ,它

用一套统一的处理机制解释概念合成过程中不同类型的

语义关系。

根据以上三个限制条件 , Costello和 Keane提出了可

供计算机处理的 N + N 概念合成名词的几何计算模型

“限制引导概念合成模型 ”( constraint guided concep tual

combination) , 简称 C3模型 , 其原理是利用限制理论提

出的限制条件来有效地构建最佳解释 ( Costello & Keane

2000)。该模型在用于计算机对 N +N概念合成名词模拟

理解中不但得出了与人的理解相同的结果 ,而且在产生

联合型、关系型和特征映射型的理解分布上也相似。因

此 , Costello和 Keane认为 ,该模型能够对 N + N 概念合

成名词作出最好的解释。由于该模型是到目前为止仅有

的能够对 N + N概念合成名词进行计算处理的模型 ,因

此 ,其理论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是其他理论难以相比的

(刘正光 2003)。

限制理论不但充分论证了 N + N 概念合成的创造

性 :理解的多样性、理解焦点的多样性、多义性、语义丰富

性、突显性 ,而且从以上三个方面解释了这些创造性

特征。

3　抽象 N1 +N2

3. 1抽象名词

汉语中出现了很多 N1 为抽象名词的 N1 +N2 概念合

成名词 ,如气质美女、良心作家、魅力都市、品质生活、情

调音乐、诗意古镇、问题大米、激情广场等。

N1 被称为抽象名词 ,是因为其基本语义具有抽象性

和笼统性。所谓抽象性主要是针对该名词的外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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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因为这些名词大多都是描述人的情感或感受的 ,是难

以看到或捉摸的事物。所谓笼统性 ,在语言学上通常不

是针对外延 ,而是就内涵而言的。说某个名词“词义笼

统 ”,是指该词的词义仅取决于一个或几个语义维度。抽

象名词的“笼统性 ”是一种特定的语义笼统 ,而这种“笼

统 ”意味着存在语义空缺 ,为含容特定信息创造了必要

条件。

3. 2抽象 N1 的词性认定

由于合成词中的 N1 在英语里大都是由形容词来完

成的。例如 ,问题大米 : p roblematic rice;魅力都市 : a glam2
orous or charm ing city;激情广场 : a passionate square等。

在英语中 , p roblematic, glamorous, charm ing和 passionate

等都是形容词 ,描述事物所具有的特征与特性 ;而名词描

述的是具有不同特征的物体 ,因此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

是以上所提到的合成概念是否是限制理论的研究范围 ,

也就是说 ,我们有必要对 N1 的名词词性进行确认和

分析。

Schm id认为 ,“一个词能否称为名词 ,不是取决于其

固有特点 ,而是取决于其作用 ;一个词之所以为名词不是

因为其内在特征 ,而在于其运用方式 ”( Schm id 2000)。在

汉语中 ,检验一个词是否是名词 ,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为

检验框架 :“这 +是 +一种 /个 (量词 ) + 名词 ”。凡是能

够被上述公式所接纳的词 ,都可以被确认为名词 ,并具有

名词的功能潜势。如 ,“这是一支笔 ”;“这是一本书 ”等 ,

其中“笔 ”和“书 ”都是典型的名词。

通过该检验框架 ,不难确定以上词组中的 N1 在汉语

中确实是名词。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抽象概念具体

化的结果。其实 ,这种将抽象概念具体化的现象 ,不仅在

汉语当中存在 ,在其他语言当中也同样存在。例如 ,英语

当中的 love, concep t, time.

3. 3抽象名词的功能潜势

Schm id提到 ,“抽象名词具有语义、认知、语用、修辞

及篇章等具体功能 ,但确立其“身份 ”与“地位 ”根据的是

三大基本功能 ,即刻画功能 ( characterization)、临时概念构

建功能 ( concep t2formation)、联系功能 ( linking) ( Schm id

2000)。 (1)刻画功能 :对复杂的信息块加以刻画 ,透视。

其描述潜势源于外延 ,鉴于其语义抽象、笼统 ,言说者只

能对相关经验加以笼统描述 ,而细节则表述为上下文的

内容。 (2)概念构建功能 :抽象名词能把复杂的信息块装

入界限分明、具有临时性质的名词性概念中 ,以实现认知

上的“临时概念构建 ”功能 ,该功能体现普通人的语言直

觉 :一个词语代表一个边界明确的单一实体 ,且这样的实

体具有自己实在的“物性 ”。这是一种“天真 ”的言词观点

或“错觉 ”( illusions) ,而抽象名词的临时概念构建功能恰

恰是以名词具有“‘包装 ’与‘物化 ’( reification)功能这一

双重错觉 ”为基础的。例如 ,在汉语中可以说“他有一支

笔 ”;“他有一本书 ”。同样也可以说“他有时间 /气质 /良

心 /魅力 /品质 /情调 /问题 /激情 ”等。正是名词的“‘包

装 ’与‘物化 ”功能使得这些抽象名词物化成了一个边界

明确的单一实体 ,并具有了与具体名词同样的特点和用

法。 (3)联系功能 :与具体名词相比 ,抽象名词具有语篇

衔接功能 ,因此在连接功能上更类似于照应词。

除了以上提到的基本功能 ,抽象名词还具有语义功

能、认知功能、语用、修辞及篇章功能等具体功能。抽象

名词的语义功能指的是抽象名词的描述潜势和前置修饰

语的描述潜势。抽象名词具有描述复杂信息的独特潜

势 ,该潜势基于信息灵活性 ( informational flexibility)与概

念稳定性 ( concep tual stability)的相互结合 ,而其语义结构

的内在空缺性为这一结合提供了必要契机 ,其稳定的外

延为描述信息提供便利。

正是这两种必要条件使抽象名词能与长短不一的语

块相融合。抽象名词在语义上的这一描述潜势正好可以

解释以下现象 :我们在理解“魅力城市 ”(美丽、干净、繁

荣、充满活力或是气候宜人的城市 )、“魅力女人 ”(漂亮、

温柔、贤惠、善解人意和善良的女人 )和“魅力男人 ”(帅

气、优秀、谦和又有吸引力的男人 )等概念合成名词的过

程中 ,针对相同的 N1 却得出了不同的语义解释。

很显然 ,这与具体名词作为 N1 的概念合成名词组合

在语义上的理解是有区别的。将“魅力城市 ”、“魅力女

人 ”和“魅力男人 ”与“大象小姐 ”(像大象一样体积大又

胖的女士 )、“大象领带 ”(印有大象图案的领带 )和“大象

杂技 ”(经过特殊训练的大象表演出来的杂技 )两组合成

名词进行比较不难看出 ,在抽象 N1 + N2 中 , N1 的语义内

容是笼统和不确定的 ,其概念合成的过程就是其语义得

到填充的过程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随着与之搭配的

N2 的不同 ,其被填充的具体语义也在改变。而 N1 为具体

名词的合成名词则不同 , N1 的语义内容是已经存在的、多

维度的特征集合 ,与 N2 的合成只不过是从其概念当中所

包含的众多维度和特点当中挑选出一个或多个并将其提

升到凸显地位加以运用到最后的合成概念的过程 ;其他

的特点和维度虽然不处于凸显的地位 ,但也并未因此而

消失。

抽象名词的认知功能包括概念切分功能、具象化功

能和概念整合功能。其中 ,具象化功能使得抽象名词所

代表的认知实体具有了“物 ”的性质 ,更易于理解与记忆 ,

易于嵌入抽象的关系中 ———总之 ,更易于操纵。不仅如

此 ,具象化功能还使得抽象概念更具有可及性 ,更容易为

个体自觉意识所辨识 ,所以成为理想化的概念参照点。

抽象名词的这个特点为我们将其纳入概念合成各个理论

的研究范畴提供了理论依据。抽象名词的另一重要的认

知功能就是概念整合功能。这一功能在确保简单概念与

认知上复杂事件及抽象关系获得共同识解、互相激活方

22

2008年 　 　凌子惠 　刘正光 　概念合成限制理论对汉语“抽象 N1 +N2 ”结构的解释力 　 　 　第 5期



面起到了纽带作用。整合的结果是认知上简单的概念单

元使概念外壳及其内含体现的信息融为一体 ,结果是名

词代表了整个复杂的认知结构。语义整合带来极为显著

的成效 :信息块缩小 ,处理大块信息的注意力相应缩减 ,

短期记忆压力得到缓和 ,语篇参与者因而能够从容吸收

新信息。抽象名词的这一功能从“魅力 ”这组例子也不难

看出 ,正是基于这个特点使得无论“魅力 ”后面搭配的 N2

名词是哪一个 ,听话者都知道它所指向的都是该名词积

极的方面。

至于抽象名词的语用、修辞及篇章功能 ,更多地牵涉

到语用和篇章方面的内容 ,不属于概念合成的研究范围 ,

所以在此不作过多的讨论。

抽象名词的这些功能使抽象名词具有了与具体名词

类似的特性 ,进而能够将具有抽象概念的名词纳入概念

合成理论的解释范畴并融入到概念合成理论当中 ,这些

功能为抽象名词与其他名词概念组合并形成新概念提供

了可能。

3. 4抽象 N1 +N2 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关系分析

刘正光认为 ,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关系应该为 4类 :

联合型、关系型、特征映射型和混合型。 (1)联合型 :两个

成分合并产生的合成概念 ,合成的名词既是 N1 又是 N2。

(2)关系型 :构成成分的概念围绕某一主题 ( theme)构成

互补关系。 (3)特征映射型 :将修饰性 N的特征映射到中

心词 N上产生新的合成概念。 (4)混合型 :合成概念是组

合成分的混合体 (刘正光 2004)。

根据 4种语义关系的定义 ,抽象 N +N的概念合成名

词基本属于关系型的语义关系。现仍以“魅力都市、品质

生活、问题大米、激情广场、爱情证书和时间机器 ”为例 ,

结合组合名词的释义来进行说明。与 N1 是具体名词的

合成概念相似 ,抽象 N1 +N2 的概念合成名词构成了以下

几种关系 :

中心 N1“拥有 ”( HAVE) 修饰 N2 ,如 :

①魅力城市 :有魅力的城市 ,具体而言应该是具备风

景优美 ,经济繁荣或是气候宜人等特点的城市。

②品质生活 :有品质的生活 ,物质生活优越 ,精神生

活充实的高质量生活。

③问题大米 :有问题的大米。

中心 N1“致使 ”(CAUSE) 修饰 N2 ,如 :

④激情广场 :使得人们有激情的广场。

⑤时间机器 :可以将人带到任何时间去 ,致使人们穿

越时空的机器。

中心 N1“用于 ”( FOR) 修饰 N2 ,如 :

⑥爱情证书 :用于见证恋人之间爱情的证书。

4　限制理论对关系型概念合成名词的诠释
关系型概念合成名词是“构成成分的概念围绕某一

主题构成互补关系 ”(刘正光 刘润清 2004) ,因此上面提

到的“抽象 N1 + N2 ”概念合成的语义关系都应归属为关

系型。下文将重点分析限制理论在解释关系型合成名词

时 ,三个限制条件是如何得到满足的 ,进而证明限制理论

对关系型合成名词的解释力。

限制理论提出 ,诊断性限制要求最后得出的解释内

容当中包含构成成分各自的诊断性特征。以“马刀 ”(一

种专门用来屠宰马匹的刀 )为例 ,这一解释是可以被诊断

性限制所接受的 ,因为“马 ”和“刀 ”的诊断性特征已经蕴

含在该解释的不同部分 ,在“屠宰与被屠宰 ”关系中充当

了不同的角色 ,即“刀 ”为工具 ( instrumental) ,而“马 ”为受

事 (patient)。“马 ”作为合成概念解释的一部分 ,包括其

诊断性特征 ,如“四条腿 ”,“牲畜 ”,“被饲养 ”和“养在农

场里 ”等 ;“刀 ”也一样 ,这一概念也已经包括了其本身的

诊断性特征 ,如 “锋利 ”,“金属制成 ”,“用来屠宰动物 ”

等 ,因此整个词组的解释也就满足了诊断性限制。

对于可能性限制的满足 ,只需要合成名词的解释包

含两个概念都可能参与的关系即可。如果新加入该关系

的概念与以前参与该关系的概念的背景知识相符 ,那么

新的概念就满足可能性限制。仍然以“马刀 ”为例 ,以前

参与“屠宰与被屠宰 ”关系的其他概念有猪、牛和羊等 ,

因此新加入的概念是“马 ”。马之所以能用在这个概念组

合中 ,是因为它也具有与猪、牛、羊一致的诊断性特征 ,即

“四条腿 ”、“牲畜 ”、“被饲养 ”和“养在农场里 ”等特征 ,这

就意味着该合成名词能够很好地满足可能性限制 (Costel2
lo & Keane 2002)。

信息性限制要求 ,相对于两个成分名词而言 ,合成后

的名词必须传达新信息。在汉语里 ,出现过“牛刀 ”,但未

曾有过“马刀 ”,因此该概念合成名词也是满足信息性限

制的。

再来看例 ①—⑥,它们都能满足诊断性限制 ,因为它

们都是关系型的语义关系 ,合成名词的解释中都包括 N1

和 N2 两个成分名词的概念 ,也就包括了两个成分名词的

诊断性特征。

它们也能满足可能性限制 : 就 N1 而言 , N2 (“都市 ”、

“生活 ”、“大米 ”、“广场 ”、“证书 ”和“机器 ”)虽然都是非

常规组合 ,但它们能够与 N2 结合 ,因为 ,“城市 ”这个概念

中具有“鉴赏价值 ”档位 ;“生活 ”和“大米 ”都具有“质量 ”

档位 ;“广场 ”具有“渲染气氛 ”档位 ;“证书 ”具有“内容 ”

档位 ,而“机器 ”具有“用途 ”档位。因此 ,对这几个名词的

最终解释满足了可能性限制条件。

合成后的名词在信息上有所增加 ,这充分说明它们

也能够很好地满足信息性限制。

限制理论对于解释“抽象 N1 + N2 ”概念合成名词结

构是有效的 ,但在运用限制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 ,同时

也发现了该理论还有值得完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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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限制理论的几点不足
根据限制理论 ,在理解关系型合成名词时 ,虽然诊断

性限制对于理解合成概念并没有起主导作用 ,但如果每

个名词概念都具有诊断性特征 ,那么对于这类只具有一

个或几个语义维度 ,外延抽象并且语义笼统的抽象名词 ,

它们的诊断性特征究竟是什么 ,这在限制理论中并没有

做明确的阐述。

第一 ,抽象名词的诊断性特征很难确定。在概念合

成名词的理解过程中 ,要识别具体概念名词的特征或诊

断性特征并不难。例如 ,在理解“仙人掌鱼 ”这个合成概

念时 ,人们能很容易地想到“鱼 ”是“生活在水里 ”、“会游

泳 ”等 ;“仙人掌 ”是“绿色的 ”、“野生植物 ”、“耐高温 ”、

“生长在沙漠里 ”并且还是“有刺的 ”。其中 ,“有刺的 ”这

一特征还可以进一步被确认为最具诊断性的特征 ,并融

入到合成概念当中去。

然而抽象概念就不一样了。例如 ,“魅力 ”、“品质 ”和

“问题 ”,人们很难定义这些概念的特征究竟包括哪些内

容 ,更不用说确定其诊断性特征了。仍以“魅力 ”为例 ,

“魅力城市 ”是风景优美、经济繁荣或是气候宜人的城市 ;

“魅力男人 ”是帅气、优秀、谦和 ,有吸引力的好男人 ;“魅

力女人 ”是漂亮、温柔、贤惠、善解人意和时尚的好女人。

“魅力 ”在与不同的 N2 搭配后 ,每个释义所阐述的特

征都有其合理性 ,但又很难说哪一个能统领其他特征而

成为诊断性特征。该概念的特征究竟是“风景优美、经济

繁荣和气候宜人 ”等 ,是“帅气 ,优秀与谦和 ”等 ,还是“漂

亮、温柔、贤惠、善解人意和时尚 ”等 ,特征内容在脱离上

下文的情况下根本无从确定 ,更不用说其诊断性特征是

什么了。也正是由于抽象名词特征内容的不确定性 ,可

以预测大多数以抽象名词为成分名词的概念合成名词的

语义关系可以归结为关系型 ,而不太可能为特征映射型

等语义关系。

第二 ,诊断性特征是独立于其他合成概念而稳定存

在的还是概念合成的结果。在具体概念中 ,各名词概念

中的诊断性特征和维度可以说是稳定和静态的 ,也就是

说无论与该概念搭配的另一个合成概念是什么 ,其诊断

性特征的存在并不受其他合成概念的影响 ,是稳定存在

的 ,只是与不同的名词搭配 ,各个特征的突显程度存在

差别。

现以“仙人掌 ”为例进行说明 ,以“仙人掌 ”为 N1 ,可

能得到以下几组解释 (不同的解释也有可能出现 ,本文暂

以这几组说明问题 )。

⑦a. 仙人掌鱼 :一种表面带刺的鱼。

　b. 仙人掌书 :介绍仙人掌的书 ;封面画有仙人掌的

书或是书的形状像仙人掌的书。

　c. 仙人掌桌子 :专门用来摆放仙人掌的桌子或是

耐高温的桌子。

无论与“仙人掌 ”搭配的 N2 是哪一个 ,其诊断性特征

都是稳定的 ,具体而言就是“有刺的 ”、“生长在沙漠里 ”和

“耐高温 ”等诊断性特征。正是从这一角度而言 ,我们说

具体名词概念的诊断性特征是稳定和静态的。

而对于抽象名词而言 ,由于其语义的单维度性 ,不仅

其概念特征难以确定 ,而且最具诊断性的特征也无法从

已知的特征中确定下来。以 ⑧a—⑧c为例。

⑧a. 品质生活 :有品质的生活 ,物质条件优越 ,精神

生活充实的高质量生活。

　b. 品质饭店 :设施齐全 ,服务周到 ,房间宽敞和居

住舒适的饭店。

　c. 品质旅游 :行程安排丰富多彩 ,包括当地最值得

欣赏的景点及文娱活动 ,参观时间安排充足的旅游。

与不同的 N2 搭配 ,“品质 ”包含哪些特征 ? 哪些才是

最具诊断性的 ? 是 ⑧a中的“物质生活优越 ,精神生活充

实 ”,还是 ⑧b中的“设施齐全 ,服务周到 ,房间宽敞和居

住舒适 ”又或是 ⑧c中的“行程安排丰富多彩 ,包括当地最

值得欣赏的景点及文娱活动 ,参观时间安排充足 ”等 ? 很

难挑选能够统领其他特征的诊断性特征。这是由于在抽

象 N1 +N2 中 ,概念合成的过程就是其语义得到填充的过

程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被填充的具体语义随着与之

搭配的 N2 的不同而改变。

第三 ,通过对比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诊断性特征的

存在状态可以看到 :具体名词诊断性特征的确立是不依

赖其他合成名词而独立存在的 ;而抽象名词概念诊断性

特征的确立则会受到其他合成名词的影响而呈现动态变

化。那么诊断性特征究竟是概念合成的结果还是各个合

成概念中所固有的 ? N1 的诊断性特征的内容究竟是概念

中业已存在并且固定不变的 ,还是随着 N2 的不同而变化

不定的认知结果 ? N1 诊断性特征的数量究竟是固有不变

并静态存在的 ,还是随着与不同 N2 的结合被诱发激活而

呈现动态变化的 ? 对于这些问题 ,限制理论并没有回答 ,

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四 ,语境在理解中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在新的

概念合成名词的理解过程中 ,不同概念类型的成分名词 ,

如以上提及的具体概念名词和抽象概念名词 ,人类概念

系统对其诊断性特征的觉察和辨识能力是不同的。该差

别直接影响诊断性特征在合成过程中的运用 ,进而影响

合成名词最终语义关系的性质。确切地说 ,对具体概念 ,

人类概念系统更容易挑选出并确立其诊断性特征 ;而对

抽象概念 ,源自其语义的笼统性和抽象性使人们在概念

合成过程中很难挑选出诊断性特征。例如 , 人们能很容

易地挑选出“仙人掌 ”概念中“有刺的 ”、“生长在沙漠

里 ”、“耐高温 ”等诊断性特征 ,这就增加了将诊断性特征

运用到合成概念里并最终得出特征映射型语义关系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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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词的可能性。相反 ,对于“魅力 ”、“品质 ”以及“爱

情 ”等抽象名词 ,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 ,很难挑选并确立

诊断性特征 ,因此以抽象名词做成分名词的合成名词更

倾向于得出关系型语义关系。这说明对诊断性特征的把

握和理解对合成名词可能进入到的各个语义关系类别起

着一定的导入作用 ,并最终影响到概念合成后的解释

内容。

诊断性特征对合成名词的导入作用可以直接将限制

理论与概念合成理论的各个语义关系联系起来 ,对于这

一点我们应该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索 ,这说明限制理论

有待完善。

6　结束语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概念合成限制理论已经基本成

熟 ,也因其关于 N +N概念合成过程的计算模型而拥有它

独特的魅力。但我们的论证表明 ,该理论的解释力和适

用性仍有待完善 ,如诊断性特征的定义及确立的标准 ,合

成名词的概念类型与语义关系之间的联系等 ,这些为我

们将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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