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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
———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

王　 丹， 龙潞娇， 张积家

【摘　 　 要】 通过三个实验，探查英民族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分析英、汉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差异

及产生原因。 实验 １ 使用自由分类法探查英语亲属词概念结构，发现包含两个维度：（１）血亲 ／ 非
血亲；（２）核心家庭成员 ／ 非核心家庭成员。 实验 ２ 探查英语亲属词加工的空间隐喻。 结果发现，
英民族在加工不同辈分亲属词时出现了部分的上下位置隐喻一致性效应，长辈亲属词出现在空间

上方加工得快，晚辈亲属词出现在上方和下方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 实验 ３ 发现，英民族在对同

辈的长幼亲属词加工中不存在左右的隐喻一致性效应。 英语亲属词概念表征的特点体现了历史文

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
【关 键 词】 英语亲属词　 概念表征　 概念结构　 隐喻一致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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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亲属关系基于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而形成，蕴
含着丰富的遗传、婚姻、社会和文化信息。 研究表

明，人类理解概念受知识经验和情境影响。［１］ 亲属

概念是社会概念，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心理学重视

研究亲属词的概念表征。 表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信

息在人脑中的组织形式。 亲属词概念表征的研究

包括亲属词概念结构研究和亲属词隐喻方式研究。
研究不同语言的亲属词概念表征有助于深入理解

不同民族的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更好地理解不

同民族的文化，增进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的

关系。
（一）亲属词的概念结构

概念结构是概念的表征方式之一，它涉及概念

的构成因素以及范畴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人类头脑中的概念组织与词汇的分类学组织具有

较大的差异。［２］不同的亲属称谓反映了人类对亲属

分类的愿望，这种分类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重

要的社会现实，对使用这种亲属称谓的人的亲属关

系认知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尔雅·释

亲》按照血缘和婚姻将汉语亲属称谓分为婚姻、父

党、母党和妻党，反映了古代汉族人对亲属关系的

认知。［３］Ｌｏｕｎｓｂｕｒｙ 调查了北美洲印第安人森加纳

语言中的亲属词，发现了辈分、对象的性别、父系 ／
母系、性别一致 ／ 性别非一致共四个语义成分。［４］

Ｌｅｅｃｈ 发现，Ｎｊａｍａｌ 语亲属词包括辈分、性别、年龄

等语义成分。［５］ 张积家和陈俊发现，汉语亲属词概

念结构由五个因素构成：（１）远亲；（２）姻亲；（３）表

亲和叔伯亲；（４）近亲；（５） 养亲。［６］ 汉语亲属词概

念结构有两个维度：（１）亲属的亲密程度；（２）姻亲 ／
非姻亲。［７］之后，张积家及其合作者又相继研究了

汉族儿童和青少年［８］、纳西族大学生［９］、摩梭中学

生［１０］、傣族中学生［１１］、彝族和白族大学生［１２］、基诺

族中学生［１３］、维吾尔族大学生［１４］ 的亲属词概念结

构，发现可以成为亲属词概念结构维度的语义特征

有：（１）亲属的亲密程度；（２）亲属关系的性质（姻

亲 ／ 非姻亲、近亲 ／ 非近亲）；（３）辈分；（４）性别；（５）
照顾者 ／ 被照顾者；（６）婚前的亲属亲密程度；（７）婚

后的亲属亲密程度。［１５］０７



　
　
　
　
　
　
　
　
　
　
　
　
　
　
　
特
稿
　
　
　
　
　
　
　

　
　
　
　
　
　
　
　
　
　
　
　
　
学
术
观
察
　
　
　
　
　
　
　
⦾
﹃
汉
语
国
际
教
育
与
人
才
培
养
﹄
专
题
研
讨

　
　
　
　
　
　
　
　
　

马
克
思
主
义
与
中
国
道
路
　
　
　
　
　
　
　
⦾
纪
念
马
克
思
诞
辰
二
百
周
年
︵
三
︶︓
论
唯
物
史
观

　
　
　
　
　
　
　
　
　
　
教
育
学
／
心
理
学
论
坛
　
　
　
　
　
　
　

对比纷繁复杂的汉语亲属词，英语亲属词要简

单许多。 重要的英语亲属词只有十余个。 Ｗａｌｌａｃｅ
根据直系、旁系标准，将英语亲属词分为三类：（１）
直系亲属，包括 ｆａｔｈｅｒ（父亲）、ｍｏｔｈｅｒ（母亲）、ｇｒａｎｄ⁃
ｆａｔｈｅｒ（祖父 ／ 外公）、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祖母 ／ 外婆）、 ｓｏｎ
（儿子）、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女儿）、ｇｒａｎｄｓｏｎ（孙子 ／ 外孙）、
ｇｒａｎｄｄａｕｇｈｔｅｒ（孙女 ／ 外孙女）及其配偶；（２）一层关

系旁系亲属，包括 ｓｉｓｔｅｒ（姐姐 ／ 妹妹）、ｂｒｏｔｈｅｒ（哥哥 ／
弟弟）、 ｕｎｃｌｅ （伯父 ／ 叔父 ／ 舅舅 ／ 姑父 ／ 姨父）、 ａｕｎｔ
（伯母 ／ 婶母 ／ 舅妈 ／ 姑母 ／ 姨母）、ｎｉｅｃｅ （侄女 ／ 外甥

女 ／ 内侄女）、ｎｅｐｈｅｗ（侄子 ／ 外甥 ／ 内侄）及其配偶；
（３）二层关系旁系亲属，主要是 ｃｏｕｓｉｎ（表兄弟姐

妹 ／ 堂兄弟姐妹）及其配偶。［１６］ 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 除了考

虑直系和旁系以外，还考虑了代际、夫妻关系等因

素，将英民族的亲属关系分为五类：（１）近亲，包括

ｆａｔｈｅｒ、ｍｏｔｈｅｒ、ｓｏｎ、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ｉｓｔｅｒ、ｂｒｏｔｈｅｒ；（２）二层

关系直系亲属及叔伯亲，包括 ｕｎｃｌｅ、ａｕｎｔ、ｎｅｐｈｅｗ、
ｎｉｅｃｅ、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ｇｒａｎｄｓｏｎ、ｇｒａｎｄｄａｕｇｈ⁃
ｔｅｒ；（３）表亲，即 ｃｏｕｓｉｎ；（４）配偶，包括 ｈｕｓｂａｎｄ（丈

夫）和 ｗｉｆｅ（妻子）；（５）其他亲属，如 ｇｒｅａｔ－ｇｒａｎｄｆａ⁃
ｔｈｅｒ（曾祖父 ／ 曾外祖父）、ｓｔｅｐ－ｆａｔｈｅｒ（继父）、ａｄｏｐｔ⁃
ｅｄ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养女）等。［１７］卢培培运用语义场理论和

义素分析法分析发现，汉、英亲属词的差异主要表

现在三个方面：（１）分散性与集中性的差异。 汉语

亲属词比英语亲属词分散。 （２）特指性和概括性的

差异。 汉语对每一亲属都有特定的称谓，英语对有

相同特征的亲属只用一个词来概括。 汉语亲属词

考虑、英语亲属词不考虑的因素有：①父系与母系

的区分；②年长与年幼的区分；③男性与女性的区

分。 如“ｃｏｕｓｉｎ”既可以指堂兄弟、表兄弟，也可以指

堂姐妹和表姐妹。 （３）通用性的差异。 汉语亲属词

可以超出词汇所表达的亲属关系，用作礼貌语，如

“爷、奶、叔、哥、姐、弟、妹”等，而英语亲属词却无此

功能。［１８］石安石指出，对 ２３ 个英语亲属词的描写

只需要使用四个语义成分：（１）辈分；（２）近亲 ／ 非近

亲；（３）姻亲 ／ 非姻亲；（４）性别。［１９］ 然而，对英语亲

属词的分类大多采用语义分析法，分类也大多从功

能的角度出发，未从概念表征的角度来说明。［２０］ 也

未见有对英民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研究。 英民族

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如何？ 英民族、汉民族亲属词的

概念结构是否存在差异？

（二）亲属词的隐喻表征

相对于概念的结构，概念的隐喻表征是更深层

次的认知机制。 Ｌａｋｏｆｆ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 提出，隐喻是通过

熟悉、简单、具体、有形的始源域概念，来表达和理

解生疏、复杂、抽象、无形的目标域概念，进而实现

抽象思维。［２１］５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它更深

层次地反映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人们参照熟悉、简
单、具体、有形、有明确界定的概念来认知生疏、复

杂、抽象、无形、难以定义的概念，形成了概念之间

互相关联的认知方式。［２２］在具有统一的思维和认知

方式的文化中，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就形成了一致

的隐喻系统，这种隐喻系统反过来又潜移默化地影

响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
根据 Ｌａｋｏｆｆ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 的分类，隐喻可以被分

为结构隐喻、本体隐喻和方位隐喻三类。 方位隐喻

运用空间方位概念（如上下、左右、前后、内外、远

近、深浅、中心－边缘等概念）来理解其他概念。［２１］１４

在人类的具体概念里，空间关系首先产生且最为熟

悉。 在主体身体与外界事物的接触中，空间关系能

够直接被感受到，因而是人类概念系统的核心。［２３］

空间隐喻属于意象图式隐喻，它以空间域为始源

域，将空间概念投射到目标域，通过空间概念来理

解非空间概念。 上下、左右意象图式和抽象概念通

过隐喻建立的映射相互作用。 在汉语中，人们经常

使用上下的空间概念来隐喻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概

念，如“上周”和“下周”。［２４，２５］ 人们还运用上下的概

念来隐喻辈分的概念，如“上一代”和“下一代”。 英

语词“ｕｐ”和“ｄｏｗｎ”也具有丰富的隐喻义。 “ｕｐ”与

好的或者等级高的事物相联系，“ｄｏｗｎ”与坏的或者

等级低的事物相联系。 例如，“ ｈａｎｄ ｕｐ” 表示“上

交”，“ ｌｏｏｋ ｄｏｗｎ”表示看不起。［２６］ 虽然在英语中辈

分的概念并不直接使用上下空间隐喻，如“ ｆｏｒｍ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前一代）和“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未来一

代），但是，在英语中也存在辈分的上下隐喻，如

“Ｔｈｉｓ ｒ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ａｓｓｅｄ ｄｏｗｎ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这枚戒指已经代代相传下来），这里的

“ｄｏｗｎ”就是一种辈分的上下隐喻。 左右隐喻在语

言中也很常见。 例如，在汉语中常用“左右”来隐喻

数量、时间或年龄。 在汉语中，“左”一般隐喻较少、
较短、较小等概念，“右”一般隐喻较多、较长、较大

等概念。 “右”比“左”更具有积极含义。 在汉代以 １７

王　 丹， 等：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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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右相”的职位比“左相”更高。 在英语中，同样

存在“贬左尊右”的现象。 例如，“ ｒｉｇｈｔ”一词本身就

具有“正确”“对”的含义，据说这是因为耶稣坐在上

帝右侧的缘故。 在英语中，含有“ ｒｉｇｈｔ”词根的词汇

都具有褒义，如“ｕｐｒｉｇｈｔ”表示“正直”；含有“ ｌｅｆｔ”的

词大都具有贬义，如“ 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ｅｄ”有“笨拙、愚笨”
之意。 虽然在英语中表示左右的方位词并不直接

隐喻数量、时间或年龄，但不能说这种表征在心理

层面就不存在。［２７］例如，人们从左至右排列日期，较
早的时间排在左边，较晚的时间排在右边。 在用左

右表征年龄时，英语和汉语一样，左边隐喻较小的

年龄，右边隐喻较大的年龄。 研究发现，刺激所在

的空间位置与隐喻的映射方向一致，抽象概念加工

快；刺激所在的空间位置与隐喻的映射方向不一

致，抽象概念加工慢，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隐喻一致

性效应”（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褒贬词

的加工激活了上下意象图式。［２８—３０］ 地位、权势高的

词呈现在空间上方加工快，地位、权势低的词呈现

在空间下方加工快。［３１］人们将过去的物体或事件投

射于身体的左边，将未来的物体或事件投射于身体

的右边。［３２，３３］

近年来，研究者通过隐喻范式研究亲属词认

知，通过考察亲属概念和空间概念是否存在着“隐

喻一致性效应”来揭示亲属概念的认知基础。 例

如，张积家等人利用隐喻范式考察汉族、羌族、摩梭

人、朝鲜族的亲属词认知，揭示了亲属概念的隐喻

表征。［２３，３４，３５］研究发现，个体在亲属词语义加工中

激活了空间概念，如亲属词所蕴含的辈分概念激活

了羌族、汉族、纳西族被试的垂直空间概念，长幼概

念激活了汉族被试的垂直空间概念、朝鲜族被试的

部分垂直空间概念和纳西族被试的部分左右空间

概念，血缘概念激活了汉族被试与纳西族被试的内

外空间概念。 研究结果支持汉族人具有亲属辈分

意识，但亲属长幼意识变弱的结论。 英民族存在怎

样的亲属辈分意识和亲属长幼意识？ 目前还缺乏

实证研究。 英语亲属概念的隐喻表征如何？ 英民

族和汉民族在亲属制度上具有不同的文化图式，这
是否会影响两个民族对亲属词的空间隐喻？ 当亲

属词在空间的不同方位（上、下、左、右）出现时，英、
汉两个民族对亲属词做语义加工是否会产生不同

的空间隐喻一致性效应？ 基于此，本研究欲考察英

民族的英语亲属词概念表征。 实验 １ 采用自由分

类法考察英民族的英语亲属词概念结构，实验 ２ 和

实验 ３ 采用空间隐喻认知范式考察英民族在英语

亲属词语义加工的辈分概念和长幼概念上是否存

在空间隐喻一致性效应。

二、实验 １ 英民族英语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研究

（一）被试

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 ５８ 名，母语为英语。 男

生 ２７ 名，女生 ３１ 名，平均年龄 ２１．１３ 岁。
（二）材料

３８ 个英语亲属词。 基本上对应于张积家和陈

俊对汉族研究中的 ６２ 个亲属词。 英、汉两民族的

亲属称谓系统属于不同类型，根据摩尔根的亲属称

谓分类法［３６］，英语亲属称谓属于类别式，同一类亲

属使用同一称谓，汉语亲属词属于描述式，对每一

亲属都有特殊的称谓，因而英、汉亲属词之间并不

对称，存在一对多的情况，英语亲属词在数量上比

汉语亲属词少得多。 其中，一层关系亲属有 ｆａｔ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ｓｏｎ、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ｉｓｔｅｒ、ｂｒｏｔｈｅｒ、ｗｉｆｅ、ｈｕｓｂａｎｄ 八

个词；两层关系直系亲属有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
ｅｒ、ｇｒａｎｄ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ｇｒａｎｄｓｏｎ 四个词；表亲与叔伯亲有

ｕｎｃｌｅ、ａｕｎｔ、 ｃｏｕｓｉｎ、 ｎｉｅｃｅ、 ｎｅｐｈｅｗ 五个词；姻亲有

ｓｏｎ－ｉｎ－ｌａｗ（女婿）、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ｉｎ－ｌａｗ（媳妇）、ｆａｔｈｅｒ－
ｉｎ－ｌａｗ（岳父 ／ 公爹）、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岳母 ／ 婆婆）、
ｇｒａｎｄｓｏｎ－ ｉｎ － ｌａｗ （孙女婿）、 ｇｒａｎｄ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 ｉｎ － ｌａｗ
（孙媳妇）、ｓｉｓｔｅｒ－ｉｎ－ｌａｗ（妻姐 ／ 妻妹 ／ 大姑姐 ／ 小姑

子）、ｂｒｏ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妻兄 ／ 妻弟 ／ 大伯哥 ／ 小叔子）、
ｎｉｅｃｅ－ｉｎ－ｌａｗ（侄媳妇 ／ 内侄媳妇）、ｎｅｐｈｅｗ－ｉｎ－ｌａｗ
（侄女婿 ／ 内侄女婿）、ｃｏｕｓｉｎ－ｉｎ－ｌａｗ（堂兄妹 ／ 表兄

妹） １１ 个词；养亲和继亲有 ａｄｏｐｔｉｖｅ ｆａｔｈｅｒ（养父）、
ａｄｏｐｔｉｖｅ ｍｏｔｈｅｒ （ 养 母）、 ｆｏｓｔｅ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 养 女 ／ 义
女）、ｆｏｓｔｅｒ ｓｏｎ（养子 ／ 义子）、ｓｔｅｐ－ｓｏｎ（继子）、ｓｔｅｐ－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继女）、ｓｔｅｐ－ｓｉｓｔｅｒ（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

姐妹）、ｓｔｅｐ－ｂｒｏｔｈｅｒ（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
ｓｔｅｐ－ｆａｔｈｅｒ（继父）、ｓｔｅｐ－ｍｏｔｈｅｒ（继母） 十个词。 将

３８ 个亲属词随机排序，打印在卡片上。
（三）程序

实验的指导语为：“Ｐｌｅａｓ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ｔｅｒｍｓ ｆｒｅｅ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ａ⁃
ｓｏｎｓ．”（“请你将下述亲属词自由分类，并写下分类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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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在分析结果前，先将单个被试的分类转换

成 ３８×３８ 的相异矩阵：如两个词分在同一类，就在

两个词交叉点上记作 ０，否则记作 １。 将 ５８ 个被试

的分类叠加，利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的多维标度法和聚类

分析法分析，确定英语亲属词语义空间的维度和聚

类。 以压力值（Ｓｔｒｅｓｓ）和 ＲＳＱ 值为指标，前者表示

观察距离与模型距离的一致性，越小拟合越好，后

者是距离变异可由模型距离解释的百分比，越接近

１ 越好。 用多维标度法得到语义空间图和各亲属词

在不同维度上的坐标值，再对坐标值进行分层聚类

分析，得到英语亲属词的分类树状图。
（四）结果与分析

被试平均分为 ４．１０ 类。 结果经多维标度法处

理后，适合二维度解，Ｓｔｒｅｓｓ＝ ０．１４，ＲＳＱ＝ ０．９３。 图 １
为英语亲属词的语义空间图，图 ２ 为其分类树

状图。
由图 １ 可见，英民族的英语亲属词语义空间有

两个维度：（１）血亲 ／ 非血亲。 横轴从右到左，右边

的亲属属于血亲，左边的亲属属于非血亲；（２）核心

家庭成员 ／ 非核心家庭成员。 纵轴从下到上，下方

的亲属是核心家庭成员，上方的亲属是非核心家庭

成员。 从图 ２ 可知，亲属词被聚成了两大类、四个

子类。 两大类为血亲与非血亲，四个子类为：（１）近

亲 （血亲、核心家庭成员），包括八个词。 （２）二层

关系直系亲属及表亲 ／ 叔伯亲 （血亲、非核心家庭

成员），包括九个词。 ｕｎｃｌｅ 和 ａｕｎｔ 在英语中既包含

有血亲（伯父、叔叔、舅舅、姑姑、姨妈），也包含有非

血亲（伯母、婶婶、舅妈、姑父、姨父）。 由图 １ 可见，
它们位于血亲 ／ 非血亲的分界处，但处于 ５ 血亲的

界限内，说明在英语被试看来，血亲的成分在这两

个词的语义中更加重要，而且它们与其他非血亲词

有显著区别。 （３）姻亲（非血亲、非核心家庭成员），
包括 １１ 个词。 （４）养亲和继亲（非血亲、核心家庭

成员），包括十个词。 具体见表 １。

图 １　 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英语亲属词的语义空间图

图 ２　 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英语亲属词的分类树状图

表 １　 英民族被试对英语亲属词的分类

类别 核心家庭成员 非核心家庭成员

血亲 １．近亲： ｆａｔ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
ｓｏｎ，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ｗｉｆｅ，ｈｕｓｂａｎｄ

２．两层关系直系亲属及表亲 ／叔伯亲：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ｇｒａｎｄｓｏｎ，
ｇｒａｎｄ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ｕｎｃｌｅ，ａｕｎｔ，ｃｏｕｓｉｎ，ｎｅｐｈｅｗ，ｎｉｅｃｅ

非血亲 ３． 养 继 亲： ａｄｏｐｔｉｖ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ａｄｏｐｔｉｖｅ
ｍｏｔｈｅｒ，ｓｔｅｐ－ｆａｔｈｅｒ，ｓｔｅｐ－ｍｏｔｈｅｒ，ｓｔｅｐ－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ｓｔｅｐ － ｓｉｓｔｅｒ， ｓｔｅｐ － ｓｏｎ， ｓｔｅｐ －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ｆｏｓｔｅｒ ｓｏｎ，ｆｏｓｔｅ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４．姻亲：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ｂｒｏ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ｓｉｓｔｅｒ－ｉｎ－ｌａｗ，ｎｉｅｃｅ－
ｉｎ－ｌａｗ，ｎｅｐｈｅｗ－ｉｎ－ｌａｗ，ｃｏｕｓｉｎ－ｉｎ－ｌａｗ，ｓｏｎ－ｉｎ－ｌａｗ，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ｉｎ－ｌａｗ，ｇｒａｎｄ⁃
ｎｅｐｈｅｗ－ｉｎ－ｌａｗ，ｇｒａｎｄｎｉｅｃｅ－ｉｎ－ｌａｗ

　 　 实验 １ 中英民族的英语亲属词概念结构显示

了英民族对血缘关系和核心家庭的重视，这与汉语

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值得

重视。 ３７

王　 丹， 等：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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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 ２ 英语异辈亲属词加工中的
上下空间隐喻

　 　 （一）被试

３４ 名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男生 １６ 名， 女生

１８ 名，平均年龄为 ２０．５０ 岁。 母语为英语，未参加

实验 １。
（二）设计

２（亲属词类型：长辈亲属词 ／ 晚辈亲属词） ×２
（刺激的呈现位置：上方 ／ 下方）被试内设计。 实验

范式为词汇语义决定。 被试做出词汇语义决定的

反应时和错误率为因变量。
（三）材料

２８ 个英语亲属词，长辈亲属词和晚辈亲属词各

１４ 个。 长辈亲属词包括 ｇｒｅａｔ －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ｇｒｅａｔ －
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曾祖母 ／ 曾外祖母）、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ｇｒ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ｆａｔｈｅｒ、ｍｏｔｈｅｒ、ｕｎｃｌｅ、ａｕｎｔ、 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岳

父）、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岳母）、ａｄｏｐｔｉｖｅ ｆａｔｈｅｒ、ａｄｏｐｔｉｖｅ
ｍｏｔｈｅｒ（养母）、ｓｔｅｐ－ｆａｔｈｅｒ（继父）、ｓｔｅｐ－ｍｏｔｈｅｒ（继

母）；晚辈亲属词包括 ｓｏｎ、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ｇｒａｎｄｓｏｎ、ｇｒａｎｄ⁃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ｎｉｅｃｅ、ｎｅｐｈｅｗ、ｇｒｅａｔ －ｇｒａｎｄｓｏｎ（曾孙、曾外

孙）、ｇｒｅａｔ－ｇｒａｎｄｄａｕｇｈｔｅｒ（曾孙女 ／ 曾外孙女）、ｓｏｎ－
ｉｎ－ ｌａｗ （ 女 婿）、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 ｉｎ － ｌａｗ （ 媳 妇）、 ｆｏｓｔｅ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养女）、ｆｏｓｔｅｒ ｓｏｎ（养子）、ｓｔｅｐ－ｓｏｎ（继子）、
ｓｔｅｐ－ｄａｕｇｈｔｅｒ（继女）。 ２８ 个非亲属词，如 ｔｅａｃｈｅｒ
（教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教授）、ｄｏｃｔｏｒ（医生）等，作为填

充材料。 ３０ 名未参加实验的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

采用 ７ 点量表对亲属词做熟悉性评定：７ 表示“非常

熟悉”， １ 表示“非常不熟悉”。 统计检验表明，长辈

亲属词与晚辈亲属词的平均熟悉性（６．３１ｖｓ．６．２７）
差异不显著，ｔ ＝ ０．７１，ｐ＞０．０５。

（四）程序

首先，在计算机屏幕的中央呈现 “ ＋” 注视点

５００ ｍｓ，接着在屏幕的上方或下方呈现词语，要求

判断词语是否是亲属词：如是，按 Ｆ 键；如不是，按 Ｊ
键。 半数被试按此规定按键，半数被试相反。 按键

后，词语消失，空屏 ８００ ｍｓ，进入下一试次。 计算机

自动记录反应时和反应正误，计时单位为 ｍｓ。 实验

材料按随机顺序呈现。 长辈亲属词出现在屏幕的

上方、晚辈亲属词出现在屏幕的下方为隐喻一致条

件，长辈亲属词出现在屏幕的下方、晚辈亲属词出

现在屏幕的上方为隐喻不一致条件，每个词分别在

屏幕的上、下方各呈现一次。

（五）结果与分析

一名被试正确率低于 ９０％，被删除。 反应时分

析前，删除错误反应和 Ｍ±２．５ＳＤ 外的数据。 错误率

很低，而且分布均匀，故不分析。 实验结果见图 ３。

图 ３　 英语被试对英语异辈亲属词判断的平均反应时（ｍｓ）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亲属词类型的主效应

不显著，Ｆ（１，３２）＝ １．２６，ｐ＞０．０５；刺激呈现位置的主

效应显著，Ｆ（１，３２）＝ ２．２４，ｐ＜０．０５，η２
ｐ ＝ ０．１２；亲属词

类型和刺激呈现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Ｆ（１，３２）＝
３．９９，ｐ＜０．０５，η２

ｐ ＝ ０．１４。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长辈

亲属词在屏幕上方呈现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在屏幕

下方呈现的反应时，ｐ＜０．０５；晚辈亲属词呈现在屏

幕上方和下方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实验 ２ 显示，英民族在英语亲属词语义加工中

出现了部分的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表明英

语亲属词的辈分概念与上下空间概念有一定的映

射关系。 但是，这种映射关系只反映在“长辈－上

方”的关系中。 这说明，英民族和汉民族一样，具有

尊敬长辈的意识，但他们对待晚辈的态度却与汉族

人存在区别。 汉民族的长幼尊卑意识非常强烈，认
为晚辈“是比自己小的人”“需要对自己表示尊敬”，
晚辈如果直呼长辈的名字会受谴责。 英民族对待

晚辈的态度更多的是平等和宽容，他们不强求晚辈

尊敬自己，更希望与晚辈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

关系。

四、实验 ３ 英语平辈亲属词加工的
左右隐喻研究

　 　 （一）被试

３５ 名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男生 １６ 名，女生 １９
名，平均年龄为 ２０．３４ 岁，母语为英语。 未参加实验

１ 和实验 ２。
（二）设计

２（亲属词类型：平辈的年长亲属词 ／ 平辈的年

幼亲属词） ×２（刺激的呈现位置：左方 ／ 右方）被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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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计。 实验范式仍然为词汇语义决定。 被试做

词汇语义决定的反应时和错误率为因变量。
（三）材料和程序

１２ 个平辈英语亲属词，其中六个平辈年长亲属

词包括 ｏｌｄ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哥哥）、ｏｌｄ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姐姐）、ｏｌｄｅｒ
ｓｔｅｐ－ｂｒｏｔｈｅｒ（同父异母 ／ 同母异父哥）、ｏｌｄｅｒ ｓｔｅｐ －
ｓｉｓｔｅｒ（同父异母 ／ 同母异父姐）、ｏｌｄ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
（姐夫）、ｏｌｄ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ｉｎ－ｌａｗ（嫂子）；六个平辈年幼

亲属词，包括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弟弟）、ｙｏｕｎｇ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
（妹妹）、ｙｏｕｎｇｅｒ ｓｔｅｐ－ｂｒｏｔｈｅｒ（同父异母 ／ 同母异父

弟）、ｙｏｕｎｇｅｒ ｓｔｅｐ－ｓｉｓｔｅｒ （同父异母 ／ 同母异父妹）、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ｉｎ － ｌａｗ（妹夫）、ｙｏｕｎｇ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 － ｉｎ －
ｌａｗ（弟媳）。 １２ 个非亲属词，如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ｐｉｌｏｔ（年轻

的飞行员）、ｏｌｄｅｒ 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年老的警察）等，作为

填充材料。 ３０ 名未参加实验的英语国家来华留学

生采用 ７ 点量表对亲属词做熟悉性评定：７ 表示“非

常熟悉”， １ 表示“非常不熟悉”。 统计检验表明，平
辈年长的亲属词与平辈年幼的亲属词的平均熟悉

性（６．５１ｖｓ．６．５７）差异不显著，ｔ ＝ ０．７４，ｐ＞０．０５。 平辈

年长的亲属词呈现在屏幕左方、平辈年幼的亲属词

出现在屏幕右方为隐喻一致条件，平辈年长的亲属

词呈现在屏幕右方、平辈年幼的亲属词出现在屏幕

左方为隐喻不一致条件。 因为词汇选择的限制，材
料数量较少，故每个词分别在屏幕上、下方各出现

两次。 程序同实验 ２。
（四）结果与分析

两名被试的正确率低于 ９０％，被删除。 反应时

分析前，删除错误反应和 Ｍ±２．５ＳＤ 外的数据。 错误

率很低，而且分布均匀，故不分析。 实验结果见

图 ４。

图 ４　 英语长幼亲属词判断的平均反应时

　 　 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亲属词类型

的主效应不显著，Ｆ（１，３２）＝ １．０３，ｐ＞０．０５；刺激呈现

位置的主效应不显著，Ｆ（１，３２）＝ ０．０１，ｐ＞０．０５；亲属

词类型与刺激呈现位置的交互作用不显著，Ｆ（１，
３２）＝ １．２６７，ｐ＞０．０５。 这说明，英民族在平辈亲属词

语义加工中不存在长幼与左右联系的隐喻一致性

效应。 也就是说，在英语亲属词语义加工中，长幼

概念与左右位置不具有映射关系。

五、讨　 论

英民族与汉民族是世界上的两大民族，也是东

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代表性民族。 比较两个民族

的亲属词概念表征有助于理解本研究的发现，从中

看出亲属制度、语言与文化对亲属词概念表征的影

响。 因此，将本研究的结果、张积家和陈俊对汉族

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研究结果［７］ 以及和秀梅等人对

汉族长辈亲属词上下空间隐喻［３４］ 和平辈长幼亲属

词左右空间隐喻的研究结果［３５］进行比较。
（一）英民族与汉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比较

英民族与汉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既有相似

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 汉民族将汉语亲属词聚成

近亲、二层关系直系亲属、表亲和叔伯亲、养 ／ 继亲、
姻亲五类。 英民族对英语亲属词的分类更简单明

确，直接将二层关系直系亲属和表亲、叔伯亲归为

一类。 虽然这两种分类都包含了近亲、姻亲和养 ／
继亲的类，但内在机制却很不相同。 英民族对英语

亲属词分类的依据是有无血缘关系和是否属于核

心家庭。 血缘关系是最原始的亲属关系，非血缘关

系包含姻亲关系和养 ／ 继亲关系，是法律的契约关

系。［３７］ 这种法律的契约关系甚至在许多英语亲属词

上被明确地标记出来，如“ｂｒｏ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和“ｓｉｓｔｅｒ－
ｉｎ－ｌａｗ”。 对核心家庭的重视体现了英民族的传统

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别于汉民族传统的“三

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方式。 无论是

血缘、契约还是核心家庭、非核心家庭，英民族对英

语亲属词分类的依据都非常严谨，能够反映亲属关

系的本质。 汉民族对汉族亲属词分类的依据是“亲

属的亲密程度”和“姻亲 ／ 非姻亲”。 张积家和陈俊

认为，亲属的亲密程度由血缘关系和亲属间的联系

频率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分类者的感情因

素，［７］相对说来不够严谨。 比较汉民族的汉语亲属

词语义空间图与英民族的英语亲属词语义空间图

可发现，汉语亲属词的聚类比较分散，英语亲属词

的聚类却十分紧密。 因此，英民族的英语亲属词概

念结构具有如下特点：（１）重视血缘关系；（２）重视

契约关系；（３）重视核心家庭。 汉民族的亲属词概 ５７

王　 丹， 等：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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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１）重视亲密关系，亲密

关系既包括血缘关系，又包括感情关系。 （２）重视

婚姻关系，婚姻关系只是亲属之间法律契约关系的

一种，养 ／ 继亲关系也属于法律的契约关系。 虽然

在汉语亲属词的分类中存在养 ／ 继亲的类，但养 ／ 继
亲的法律契约关系并没有体现在汉语亲属词语义

空间的维度中。 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养 ／ 继
亲无论在名义上还是权利、义务上都与直系血亲相

同，虽然在亲密程度上可能差一些。［６］（３）核心家庭

的地位不凸显，没有成为汉族人亲属词分类的重要

维度。
（二）英民族与汉民族在亲属词语义加工中的

空间隐喻比较

汉民族在亲属词语义加工中存在“辈分－上下”
隐喻一致性效应：高辈分的亲属词呈现在屏幕的上

方加工得快，低辈分的亲属词呈现在屏幕的下方加

工得快。 英民族在亲属词的语义加工中只出现了

部分的“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高辈分的亲

属词呈现在屏幕的上方加工得快，低辈分的亲属词

呈现在屏幕的上方与下方的反应时差异却不显著。
汉民族在平辈亲属词的语义加工中不存在“长幼－
左右”隐喻一致性效应，英民族在同辈长幼亲属词

的语义加工中也不存在“长幼－左右”隐喻一致性

效应。
（三）英民族与汉民族亲属词概念表征的异同

首先，英民族、汉民族的亲属词概念表征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１．英民族、汉民族的亲属词主要类别相似，都包

含近亲、姻亲和养 ／ 继亲的类。 这是由人类的亲属

关系、语言和认知的普遍性决定的。 不同民族对同

一事物的相似经验决定了语言表达的相似性。 对

世界上的所有民族而言，亲属关系具有共同的特

点，这些共同的特点使得语言中的亲属术语在原则

上保持功能稳定。［３８］ 例如，亲属关系都基于血缘关

系和婚姻关系而形成，都包含近亲、表亲和叔伯亲、
姻亲的类；无论采取何种亲属制度，不同民族的核

心亲属大致相同。
２．英民族、汉民族在同辈长幼亲属词的语义加

工中均不存在“长幼－左右”隐喻一致性效应。 这说

明，英民族、汉民族对待平辈亲属的态度是类似的，
均不存在“尊长卑幼”意识。 因此，虽然英民族、汉

民族的历史文化差异巨大，但在现代，在对待平辈

亲属的态度上却出现了趋同之势。 因为越来越多

的汉族人接触了西方文化，他们接受了英文化中自

由平等、追寻个性化的内涵，使得汉族人同辈之间

的尊长卑幼意识弱化了；计划生育导致独生子女增

多，也使得众多的汉族人缺乏产生同辈之间尊长卑

幼意识的土壤；汉族人的家庭结构也越来越像英民

族一样简单化、核心家庭化。 因此，平辈亲属之间

缺乏尊长卑幼意识与英民族的民族性格相吻合，而
汉民族缺乏同辈之间尊长卑幼的意识则更多地与

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有关。
此外，英民族、汉民族亲属词的概念表征也具

有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１．英民族对英语亲属词的分类比较明确，每一

类亲属词的聚类都十分集中，不同类别的亲属词之

间界限清晰。 汉民族对汉语亲属词的分类比较分

散，不同类别的亲属词之间界限模糊。 这一方面是

受生活方式及历史文化影响，英民族的亲属关系简

单，亲属词少，汉民族的亲属关系复杂，亲属词多；
另一方面也与两个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有关。

２．对血缘关系和亲密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同。 英

民族将有无血缘关系作为亲属词分类的第一维度，
因为对任何民族和任何文化而言，血缘关系都是最

原始、最本质的亲属关系。 非血缘关系包含了姻亲

关系和养 ／ 继亲关系，体现为法律的契约关系。 在

现代英语社会中，核心家庭的结构比以往更加复

杂。 姻亲关系不再是亲属关系中唯一的契约关系，
继亲关系和收养关系越来越普遍，而且被家庭成员

所接受，成为新型的契约亲属关系。 这些关系在英

语亲属词中往往都以 “ － ｉｎ － ｌａｗ” （在法律上）、
“ｓｔｅｐ－”（继、后） 等词缀形式或者 “ ａｄｏｐｔｉｖｅ” （收

养）、“ ｆｏｓｔｅｒ” （养育、抚育）等语素形式标记出来。
肖二平和张积家认为，亲属词通过语言标记影响亲

属关系认知。［１５］亲属词中的语言标记有助于个体区

分血缘关系与契约关系。 在对亲属词的分类中，英
民族区分血缘关系和契约关系，划分依据严谨、理

性，体现出追寻事物本原、本质的思维特点。 汉民

族将“亲属的亲密程度”作为分类的第一维度、将

“姻亲 ／ 非姻亲”作为分类的第二维度，体现了另外

一种文化和思维方式。 首先，“亲属的亲密程度”的

实质是血缘因素和感情因素的综合作用。 虽然传

统中国本质上是家族社会，非常重视血缘关系，［３９］

但是在汉族人的复杂亲属关系中，血缘的作用远不

如在英民族中那么纯粹和重要，人们在亲属关系中

融入了相当程度的感情色彩。 中国历来就有“远亲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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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近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语言表达。 在中国

的传统文化中，结拜异姓兄弟、拜干亲的风气浓厚。
“干亲”就是由无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结成的

“亲戚”。 汉族人也经常将“爷、奶、伯、叔、姨、姑、
哥、姐、弟、妹”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称谓用于称呼

无亲属关系的人。 因此，“亲属的亲密程度”作为分

类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血缘关系的影响，融入

了感情因素的作用。 例如，在汉族人的亲属词分类

中，“养 ／ 继亲”本是无血缘关系的亲属，却被划入亲

密程度高的亲属中。 这种感情因素所造成的汉民

族亲属词分类界限的模糊性，也导致了汉民族对亲

属关系本质认知的模糊性。 “姻亲 ／ 非姻亲”作为分

类标准体现了汉族人对于婚姻关系的重视，这是因

为，婚姻关系是汉族家族关系延续和存在的基础。
不同的家族之间通过联姻而壮大。 在中国古代社

会中，声势显赫的家族往往通过联姻而抱团，“一损

俱损，一荣俱荣”。 汉族人的姻亲包含三种关系：
（１）血亲的配偶；（２）配偶的血亲；（３）配偶的血亲

的配偶。 正是这些复杂的姻亲关系构成了汉民族

纷繁庞杂的亲属关系网络。 而对于同为契约关系

的养 ／ 继亲关系，汉族人并不十分在意，他们倾向于

以一种类似于对待血亲的态度来对待养 ／ 继亲。
３． 对核心家庭的重视程度不同。 英民族将是

否是核心家庭成员作为重要的亲属词分类维度。
汉民族在对亲属词分类时，却较少考虑核心家庭的

因素。 对比发现，在英民族与汉民族的亲属词分类

中，都存在“近亲” 的类，英民族“近亲” 的类包括

ｆａｔｈｅｒ、ｍｏｔｈｅｒ、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ｉｓｔｅｒ、ｓｏｎ、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ｗｉｆｅ、ｈｕｓ⁃
ｂａｎｄ，汉民族“近亲”的类包括爸爸、妈妈、哥哥、弟

弟、姐姐、妹妹、儿子、女儿、丈夫、妻子，两个民族

“近亲”的内涵和外延基本相同，均为核心家庭成

员。 但是，英民族将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ｇｒａｎｄ⁃
ｓｏｎ、ｇｒａｎｄ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与表亲 ／ 叔伯亲分在了一起，汉民

族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孙子、孙女、外孙、外孙

女单独分成一类，称之为“两层关系直系亲属”。 在

汉族大学生对 １３８ 个汉语亲属词的分类中，这些两

层关系直系亲属甚至被划分到“近亲”的类中，其亲

密程度相当于一层关系亲属。［６］ 之所以如此，既与

英民族、汉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两个民

族的不同文化有关。 一方面，英民族源于游牧民

族，他们自古以来就逐水草而居，以小家庭的生活

方式为主，主要亲属即为核心家庭成员。 核心家庭

成员之间的关系明显区别于与其他亲属的关系，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 汉民族属于农耕民族，世世代代

依赖于土地，自古以来就以家族聚居的方式生活，
“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现象十分普遍。 另一方

面，汉族人自古以来就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却有

强烈的祖先崇拜，十分重视家族的延续与发展。 例

如，汉族人将孙辈人看成是家族的延续。 在丧葬语

境中，汉族被试将孙子与孙女单独分成了一类，体

现了汉族人对孙辈的重视。［１］《说文》曰：“子之子曰

孙。 从子从系。 系，续也，言顺续先祖之后也。”汉

民族的“隔代亲”现象也十分普遍。 汉民族的家族

成员之间、亲戚之间在生活中互帮互助，体现了家

族制度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 庞大的家族聚居生

活方式导致汉民族的亲属关系十分复杂。
４． 对亲属概念的隐喻方式不同。 隐喻方式受

各民族的文化图式影响。［３４］辈分概念在英民族和汉

民族的亲属关系认知中作用不同。 汉民族在亲属

词语义加工中存在完整的“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

效应，英民族的“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却只

体现在“长辈－上方”关系中。 这说明，汉民族存在

较强的“尊长卑幼”意识，英民族仅存在“尊长”意

识，却不存在“卑幼”意识。 这与英、汉两民族的历

史文化是相符的。 亲属文化图式影响亲属词的隐

喻方式。 在汉民族中，亲属辈分的高低与地位的尊

卑甚至权力的大小相关，尊长卑幼在汉文化中具有

悠久的历史和稳固的根基。［３８］晚辈对长辈决不可以

直呼其名，汉民族的尊长卑幼观念体现出宗法等级

的性质。 英民族虽然尊敬长辈，却十分注重长辈和

晚辈的平等关系，这是因为英美国家的社会结构是

平行的，人们主张自由平等、个性解放。 英民族笃

信基督教或天主教，基督教或天主教宣扬除神以

外，人人平等，家庭成员地位平等，父子之间、夫妻

之间无从属关系。 这使得他们在称谓上更主张采

用平等的称呼———直呼其名。
（四）从英汉亲属词概念表征差异看两民族的

思维方式差异

萨丕尔指出，语言影响思维。 语言是思维的外

化。［４０］ 英、汉两个民族亲属词概念表征的差异既体

现了两种亲属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差异，也体现了两

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英民族擅长抽象思维和分析思维，提倡用理性

和科学的方法探寻事物的本质。 英民族的抽象思

维能力强，因此亲属词的数量少，反映的亲属关系

也更为概括；英民族的分析思维能力也强，他们采 ７７

王　 丹， 等：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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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亲属词分类，重视亲属关系的本

质特征。 这种探寻事物本质的思维特征使得西方

的自然学科更为发达。 与英民族不同，汉民族的抽

象思维和分析思维能力均弱。 汉族人擅长具象思

维，这从繁杂具体的亲属称谓中就可以看出来。 汉

语几乎对每一亲属都设有专门具体的称谓。 汉族

人的关联性思维更加发达，在认识世界时重视事物

之间的联系，关联性思维具有强烈的比喻、联想、类
推和形象性特征。 Ｇｒａｎｅｔ 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说，
从诸子百家时期到道家、儒家统治时期，关联性思

维都是古代中国人思维的最主要特征。［４１］ 例如，汉
族先人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气象与政治、肉体与

精神、自我与非我相关联，体现出一种超越自然的

唯心主义倾向，这是一种非科学的、非逻辑的思维

方式。 即便到了现代，这种特质在汉族人的思维中

依然存在。 在亲属词分类中，汉族人注重亲密关

系、姻亲关系而非血缘关系，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作用，导致汉语亲属词的分类界限模糊，聚类

分散。 因此，英民族具有独特的亲属词概念表征，
一方面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契
约意识等历史文化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善

于分析和追求事物的本质、注重客观真相的思维方

式有关。 英、汉两个民族亲属词概念表征的差异是

两个民族亲属制度、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双重作用

的结果。
本研究仍存在某些局限。 受被试选择的限制，

被试是英语国家来华留学生，他们在中国学习，汉

语也达到了一定水平，难免在某种程度上受汉文化

的影响。 另外，汪新筱等人发现，汉族人在平辈亲

属词语义加工中存在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 作者

认为，长幼概念属于尊卑概念，在平辈亲属词语义

加工中对“上 ／ 下”概念的激活强于对“左 ／ 右”概念

的激活，说明汉族人对待平辈亲属仍然存在尊长卑

幼意识。［３５］英民族在平辈亲属词语义加工中是否存

在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六、结　 论

（１）英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有两个维度：血

亲 ／ 非血亲；核心家庭成员 ／ 非核心家庭成员。 亲属

词被聚成了四类：近亲属；二层关系直系亲属和表

亲 ／ 叔伯亲；姻亲；养 ／ 继亲。
（２）英民族在加工异辈亲属词时出现了部分的

“辈分－上下”隐喻一致性效应，即“长辈－上方”隐

喻一致性效应。 在加工同辈长幼亲属词时未出现

“长幼－左右”隐喻一致性效应。
（３）英、汉两个民族亲属词概念表征的差异体

现了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
（作者简介：王丹，安徽宣城人，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龙潞娇，湖南凤凰人，中国人

民大学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张积家，山东蓬莱人，
心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家民委“民

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

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教授、博
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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