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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方位词“前”“后”的时间概念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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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和“后”是一组基本的空间概念,在许多语言中,描述空间概念的词语都发生了向时间概念系统的隐喻。汉语

对时间系统的表述也大量借用了表示空间概念意义的词语,其中“前”“后”在与不同时段表述的对应过程中,呈现出错位

和不对称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描写和分析发现,错位和不对称现象的成因是人们认知角度和认知习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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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对空间概念的认知是人类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认知方式之一,许多抽象概念的认知框架和语言表述都

通过这些概念与空间概念之间的隐喻(metaphor)来实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组概念隐喻就是借用空间

概念来描述时间概念。周榕指出:“无形的时间要用具体的空间或视觉行为来体现”[1]。时间概念具有单

向、线性、不可逆等内在属性,与空间概念具有较高的“象似性”(iconicity),这种象似关系是人们将时间概

念与空间概念建立概念隐喻的心理基础。
从空间到时间的表述方式存在于许多语言中,汉语在对时间概念进行语言表述时多采用表示空间方

所概念的词语,比较常见的有“上”“中”“下”“内”“外”“前”“后”等方位词,所形成的时间概念搭配形式如:
“上(中、下)午”“三天内”“八小时外”“以前”“今后”等。其中,“前”和“后”是在对汉语时间系统进行表述

时使用较多的一组空间方位词。国内外学者多对“前”和“后”在表示“过去”和“将来”这组概念的错位关

系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赵元任认为,一些表示次序或时间的词语有“前”无“后”,比如

可以说“前几年”“前些日子”,不能说“后几年”“后些日子”[2];吕叔湘认为,“前”可以指过去,也可以指未

来,“后”只能指未来[3]。吕先生的观点与后来学者们的观察略有差异。其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日渐深

入,其中Yu从概念隐喻的角度对汉语时间系统得出的研究结果是:1.时间系统是空间隐喻的结果;2.时
间系统是一个深层次的概念系统,可以有规则地生成隐喻表达式;3.时间可隐喻为流体或运动中的载

体[4]。在“前”“后”与时间概念的时段和时点对应方面,一般认为“前”和“后”可以分别与“过去”和“未来”
形成对应关系。

结合前人的研究,本文认为,汉语空间方位词“前”和“后”在表述时间概念时有以下四个特点:

1.“前”表示“过去”、“后”表示“将来”;

2.“前”表示“将来”、“后”表示“过去”;

3.“前”表示“现在”、“后”的概念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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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前”和“后”在时间概念上具有不对称性。
下面我们就从上述四个方面对“前”和“后”在汉语时间概念表述中的用法进行分析。

一、“前”表示“过去”、“后”表示“将来”

张建理认为,“时间可分割为有界时段,可丈量,并按先后次序依次排列,如果观察者位于现在,则其

前为过去,其后为将来;如果观察者要对同方向的两个时段进行比较,则离其较远时段为前,离其较近时

段为后”[5]。徐盛桓指出,人容易将相同或相似的东西看作是一个单位,并容易给予它们相似的名称,类
似事物可用来互为比喻[6]。所以时间概念有界、可丈量的属性与空间概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这两组

概念之间形成隐喻的前提。
“前”与“过去”、“后”与“将来”的对应,是汉语“前”“后”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之间一组主要的对应关

系。语料测查显示,现代汉语文本中62.4%的“前”、83.7%的“后”与“过去”“将来”这组概念形成了对

应①。这组对应关系实际上可以扩展描述为“前”所指称的时间早于“后”所指称的时间,如“前(后)半夜”
“前(后)半生”“惩前毖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

本文从内在的心理机制角度对这一对应现象作出解释:从人们基于自身的认知体验过程和结果来

看,空间属性上,“面前”的事物具有“可看见”和“可感知”的特征,即“已知”;“后”表示“身后”,具有“不可

见”或“不可知”的特点,亦即“未知”。在相应时间属性层面上,过去发生过的部分属于“已知”,而没有发

生的属于“未知”。从人们的感官经验出发,“前”和“过去”、“后”和“将来”容易形成自然的对应关系,并由

空间意义向时间意义发生隐喻。
这组对应关系可以表示为:

1.“前”表示“过去”:
空间:前→面前→可见→可知→已知

   
时间: 过去

2.“后”表示“将来”:
空间:后→身后→不可见→不可知→未知

   
时间:  将来

从以1、2两组认知图示可以发现,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共有的“已知”“未知”属性是“前”和“后”从空

间概念向时间概念“过去”“将来”分别发生隐喻的基础。

二、“前”表示“将来”、“后”表示“过去”

这组对应关系与前面的正好相反,形成了交错对应的状况。诗文及成语中保留了大量以“前”表“将
来”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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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沈家煊统计,“前”和“后”的使用度差不多,分别是1146和1151。我们从语料库中随机提取了“前”“后”表时间概念的用例各

1000个。文中各用法的比重分布以时间概念用法为基本前提。



[1]莫愁前路
  

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例中“前路”既可以理解为现实意义上的道路(空间概念),也可以理解为“将来”这个时间概念①。

“前”表示“将来”的意义也存在于许多现代汉语双音词中,如“前途”“前程”“前瞻”等等。
与“前”的用法相对应,“后”表示人们所背向的表示“过去”意义的时间段。这组概念中,“后”不仅构

词能力及使用度都不及“前”,而且经常与“前”共现使用,例如:
[2]人生若不往前看

   
也不往后看

   
,只是活在当下,就什么烦恼也没有,有时候我们觉得活得

太累,只是因为想得太多。(唐七公子《华胥引》)
语料测查显示,17.2%的“前”与“将来”形成对应,16.3%的“后”与“过去”形成对应。
“前”“后”的这组时间、空间概念的对应,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方面,人们在认知上把呈线性状态的时

间看作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们按照时间流逝的方向前进,即面向“将来”运动。另一方面,时间具

有不可逆的属性,人们不能重回过去,见到原来的人和事,而将来的人和事,尚有遇见的可能。
这组对应关系可以表示为:

3.“前”表示“将来”:
空间:前————→面前————→可见

   
时间: 将来

4.“后”表示“过去”:
空间:后————→身后————→不可见

  
时间: 过去

从3、4两组认知图示可以发现,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共有的“可见”“不可见”属性是“前”和“后”从空

间概念向时间概念“将来”“过去”分别发生隐喻的基础。
将1、2和3、4两类认知图示对比后可以形成这样的结论:“前”“后”与时间概念的对应之所以呈现交

错对应的关系是由人们的不同认知模式决定的。前者的认知模式以已然和未然的判断为基础,后者的认

知模式以可能和不能的判断为基础。

三、“前”表示“现在”、“后”的概念空位

“前”与“现在”也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仅限于“目前”“眼前”“当前”等少数几个词语中,有

20.4%的“前”与“现在”形成对应。“前”作为这些词的构词语素表示时间概念的时候,仍具有一定空间概

念色彩。
“前”所表示的“现在”意义,是在作为表空间的语素构成上述词语后,再由这些词语词义整体引申出

的时间意义。其中“眼前”在现代汉语中仍保留着空间概念意义的用法。例如:
[3]走出小楼,我的心直往下沉,眼前

  
的校园景色令我更向往到哈佛来,照我今天的表现大

概是没戏了。(陈剑锋等《哈佛 MBA———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目前”和“当前”的空间概念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已基本消失,但这一意义和用法可以在古汉语文献以

及成语中看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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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该诗内容来看,应该更倾向于指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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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其言,果于水中见约抱刹仰头,裁出鼻,遂擒之。约言求就师目前
  

死……。(李百药

《北齐书·卷三十二·列传第二十四》)
[5]当前
  

有床,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床坐嘉福。(戴孚《广异记》)①

成语中还有“大敌当前”,所表示的都是空间概念意义。这些词语的空间概念意义是与人们的视觉活

动密不可分的,“目前”“眼前”都直接以视觉器官作为构词语素,而“眼前”所见事物这个过程具有即时性,
即时性与“现在”具有共通的特征,这正是包含了“前”的空间概念词向时间概念发生隐喻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范畴里,“后”没有与“前”相对应的用法,形成了概念空位。首先是因为“现在”
所表示的时间是一个时点概念,不具有时量的连续体特征,因而具有唯一性。其次,“前”相对于“后”在空

间概念上具有显性特征。沈家煊认为,“方位词里‘前’和‘后’不对称,‘前’是无标记项,‘后’是有标记

项。”[7]沈先生对“前”和“后”标记属性的判断主要基于分布标准和意义标准而非常用的频率标准,因为二

者的使用度接近,“后”的使用度甚至略高于“前”。

四、“前”和“后”的不对称分析

从二、三两部分内容可以看出,“前”和“后”在表述时间概念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1.当“前”表示“将来”,“后”表示“过去”的时候,“前”的用法比较丰富,而“后”只有“往(朝、向)后看”
这样一种用法。例如:

[6]我这人有个特点,决不往后看
   

,不走回头路,不吃回头草。(佚名《我的婚姻观———朱明

瑛自述》)
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往(朝、向)后看”往往和“往(朝、向)前看”共现。例如:

[7]哲学家桑塔耶那说过:“不能记起过去的人,便注定要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

认为“向前看
   

”和“往后看
   

”并不应该是排斥的。(李锐《起用一代新人》)
从人们一般的认知习惯来看,处于空间概念“前”边的事物比“后”边的事物认知起来更加方便。
从时间范畴内部来考察,一个范畴内部成员的不对称实际就是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的对立。判断无

标记项和有标记项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句法环境的分布情况。从这一点来看,“前”的分布环境要比“后”
广泛得多,因此可以把“前”视作这组概念(前=将来、后=过去)的无标记项,“后”视为有标记项②。

2.“前”可以表示“现在”,“后”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用法。“前”的用法如“当前”“目前”“眼前”等。
“过去”和“将来”在所指上是具有对应关系的,从语义上看是一组反义概念。“现在”这一概念在时间

轴上所具有的是时点属性,与“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概念具有的时段性质不同,因此“现在”在概念本体

方面不存在相反或相对的概念[8]。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汉语空间方位词“前”“后”的时间概念用法得出以下结论:

1.汉语空间方位词“前”“后”与时间概念之间的对应是通过“隐喻”实现的,此种隐喻发生的动因在于

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象似”关系。

2.“前”和“后”在与“过去”和“将来”的对应关系上存在交叉。这种错位现象主要是由于人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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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4][5]中的“当前”“目前”从文本时间和内容来看属于短语形态,与现代汉语中“当前”“目前”的词汇形态不同。这两个的词的

词汇化过程不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故不赘述。

有人认为,这种不对称现象与人类的生理有关。人的感知器官多面对的是“前”,背着的则是“后”,人类吃、闻、看等活动多涉及到

前,从而造成了“前”“后”的不对称。参看甄长慧“汉语“前”、“后”时间表达中的空间隐喻”,《平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模式不同造成的。

3.“前”和“后”在对时间概念进行表述时具有不对称性。“前”属于“无标记”项,而“后”属于“有标记”
项。原因在于人们对空间概念“前”的认知的熟悉和深入程度远远高于“后”。

可见,汉语“前”和“后”的时间概念意义是由空间概念意义隐喻而来的。在隐喻的过程中,由于认知

角度和认知习惯的影响,“前”和“后”在与不同时段和时点的对应关系上存在着交错对应和不对称分布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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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ConceptualUsageofSpatial
OrientationWords“infrontof”and“behind”

WU Wen-jie,MusonaMuchinei
(CollegeofLiterature,HebeiUniversity,Baoding,Hebei071002,China)

Abstract:“infrontof”and“behind”areasetofbasicspatialconcepts.Inmanylanguages,thewords
describingspatialconceptsaremetaphoricallydirectedtothetimesystem.Theexpressionoftimesys-
teminChineseborrowsalotofwordstoexpressthemeaningofspatialconcept,inwhich“infrontof”

and“behind”show dislocationandasymmetryinthecorrespondingprocessofdifferentperiods.
Throughthedescriptionandanalysisofthesephenomena,itisfoundthat“infrontof”and“behind”

arestaggeredcorrespondenceandasymmetricdistributioncausedbythedifferenceofthecognitiveper-
spectiveandcognitivehabits.
Keywords:time;space;metaphor;a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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