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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母语制约了人类的思维和对世界的认知,使二语者产出的语言带有母语的印记.专注于语

言产出的过程而非结果,语言相对论视角下的母语语境中二语输出障碍的成因,可从语言自身(语内)、语际

影响(语际)和语言外部环境(语境)三个层面进行探讨.概念化的语言特定性、概念迁移以及语境补缺导致

了二语者不地道的产出.概念化的语言特定性是语言相对论在二语习得中的体现和表达,概念迁移是对语

言相对论的验证和拓展,语境补缺是对语言相对论的丰富和延伸.二语者语言输出障碍源于语言对思维的

影响,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回归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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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相对论认为,特定的语言影响该语言使

用者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语言相对论的代

表人物沃尔夫指出,语言是思维的一部分,思维

又可被称为“语言思维”或“概念思维”[１]１５６－１７１.
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蕴含着一种独特的世

界观,语言的类型决定人的思维类型,甚至决定

人的世界观[２]７２.一个民族的语言会对该民族的

思维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的语言表达记

录和解释了不同的思维范畴、概念系统及其内容

和意义[３]１５.语言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使得

人们看待世界的深度、广度和角度有所不同.因

此,在母语的语境下,母语思维始终是一个潜在

的影响源,对学习者学习和使用二语产生持续的

影响.在母语环境下,外语学习者难以形成纯粹

意义上的外语思维方式.
二语学习者永远无法达到二语作为母语的

语言使用者的流利程度,这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

普遍接受的事实.中国的外语(本文暂不强调二

语和外语的区别,将二者统称为二语)学习者花

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诸多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去学习外语,而真正能将外语说好用

好,做到无障碍交流的人却少之又少.中国外语

学习者在二语输出中的种种表现大体可归为两

类:一类是受母语影响而导致的错误性的目的语

产出,即姜孟于２００６年提出的“显性不地道现

象”.另一类是外语学习者受母语影响、输出(说
出或写出)的带有母语痕迹的可接受性表达,即
所谓的“隐性不地道现象”[４]４４－４６.一直以来,不
地道的二语输出几乎成为我国外语学习者的一

个硬伤.一些中高级外语学习者在使用外语时,
也依然难以摆脱汉语的影响,欲罢不能,挥之不

去.究其原因,学界莫衷一是.
本文从语言相对论的视角出发,结合国内外

的最新研究成果,专注于语言产出的过程而非结

果,从语言自身(语内)、语际迁移(语际)和语言

外部环境(语境)三个层面探讨母语语境下二语

输出障碍产生的原因,即概念化的语言特定性、
概念迁移和语境补缺,试图全面深入地探讨母语

对二语输出的影响以及母语与二语之间的相互

影响.同时,本文尝试指出,二语者二语输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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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的成因体现了语言相对论在二语习得中的表

达(概念化的语言特定性)、拓展(概念迁移)和延

伸(语境补缺).归根结底,二语者二语输出障碍

源于母语强大的概念系统,其解决方式也应从其

中获得启发.

一、概念化的语言特定性
———语言相对论在二语输出中的体现

　　语言是人类通过思维对世界(外部世界和内

部世界)概念化的概括.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
维的内容和方式通过语言具体表现出来.母语

者在二语输出中的障碍首先应该源于母语和二

语的不同的概念化方式.Croft和Cruse认为,概
念化存在于语法表达形式的各个层面,我们每说

出一句话,都会无意识地对我们意欲表达的经验

的各个方面进行认知处理和加工[５]４０.
(一)概念化的认知理据

Langacker将意义等同于概念化[６]５.概念化

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认知加工活动[６]１３８,是语言

使用过程中的心智活动或识解操作(construal
operations),存在于语言运用者个人的概念化活

动中,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中协商(negotiated)的
结果.概念化是包括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多认

知域、多 维 度、多 层 次 的 复 杂 的 认 知 组 织 活

动[７]３６２.石毓智认为,概念化是一个民族通过某

种方式把对世界的认识成果用词语固定下来的

一种认知行为[８]２７４.对于同一个认知对象,观察

视角不同,概念化的方式就不同.诠释(construal)
是观察现象的视角或认知过程,人们通过认知对世

界进行范畴化,并通过语言将范畴化的结果进行编

码.不同民族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不同,因此,不同

语言在语义结构上就会有差别.Levelt认为,语言

产出包括四个过程,即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形
式合成(formulation)、发声(articulation)和自我监

控(selfＧregulation).此处的“概念化”是指利用目

标语中的现成词汇概念资源(lexicalconceptual
resources)将要表达的体验转换为有意义的,可用

语言编码的前言语信息(preverbalmessage)[９]４１.
上述三个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对概念化进行了界定,
Langacker认为意义即概念化,是一种动态的认知

识解操作.石毓智的定义涉及概念化的语言特定

性.Levelt等的定义主要是针对语言产出的四个

过程而言的,和本文的目的相符.因此,本文主要

采用第三个定义,同时借鉴其他定义.
(二)概念化的语言特定性

概念化过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语言特

定性原则.一旦交际意图形成,语言知识就会被

触发,在此语境中,就涉及信息组织的语言特定

性原则.这些原则与采取的视角密切相关,视角

是宏观层面计划和微观层面计划的基础.在前语

言信息阶段,从语言知识被激活到生成可表达的版

本,概念内容的逐渐建立要经历若干计划加工过

程[１０]８５１－８８１,即分解(segmentation)、选择(selection)、
组构(structuring)和排列(linearization).这四个过

程按说话人处理前语言信息的详略程度,按照从

宏观计划加工到微观计划加工的顺序排列.对

概念材料的重组发生在计划加工过程结束之前,
语言使用者要根据语言的特定性要求组织信息.
Levelt认为,宏观计划加工过程不会影响信息的

内容,语言特定性只和信息如何被包装成语言有

关.因此,语言特定性策划只发生在微观计划加

工阶段[１１]６０８－６３５,具体包括:

１分解(segmentation):分解是指把经验(场
景意象、情境或系列动作)分解为组成部分、特
征、事件或过程.分解的方式反映在人们对经验

的表达中.换言之,对于同样的现象,不同民族

的视点不一,切分的方式也不同,词语所包含的

具体内容也不一样,进而影响到与词语相关的语

法行为.
２选择(selection):选择是指选择概念化了

的意象中的某些成分,然后通过语言来表达.说

话人必须选择他想要用语言表现的单位和呈现

这些单位的成分.此处的成分是指概念建构语

块,如实体、空间、时间、特征或行动等,这些语块

构成单位[１１]６０８－６３５.人们极少表达物体、场景、情
境或事件等心理意象的全部细节,所选择的意义

成分会反映出将特定语境中相关度最高的事物

前景化的方式.Langacker将选择的过程(心理

前景化)比作是剧院的舞台.在看戏的任一时间

点,观众只能看到部分演员和道具,但是他们能

意识到其他演员和道具的存在[１１]６０８－６３５.

３组构(structuring):所选择的成分必须进

行相应的结构化,如谓语类型和论元结构(如
sell/buy替换)、在参照框架内锚位定位(如空间

和时间定位)、信息角色的分配(如主题/焦点分

配)等.策划过程中所有的步骤都受到所采取的

视角的支配[１１]６０８－６３５.

４排列(linearization):排列是指用于表达事

件的前景化成分的线性顺序.被选择的语言呈

现单位要按一定的顺序进行线性排列,形成一维

的媒介语言[１１]６０８－６３５.排列和以下因素相关,如
双语者的语言如何影响动作路径和方式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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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哪些信息先表达,哪些通过小句的主要动

词而不是介词短语、副词或副词短语来表达.语

言单位的线性排列通常也和动作事件有关.
在语言输出中发现的特定模式是由说话者

根据信息组织的语言特定性原则创建的.它们

不仅仅是同一基本概念结构的替代表现形式,而
且是对普遍概念范畴在不同维度上相互关联并

被赋予不同权重的世界的诠释.相关知识包括

特定语言的信息组织原则,这些原则约束按照计

划过程(分解、选择、组构和排列)给出的选项,从
而建构出一个连贯的命题单元序列.

(三)语言相对论在二语输出中的体现

在特定的语境中,表征事件涉及认知的选择

和语言的选择.这些选择首先包括详略度层次,
其次包括表征特定语境所选择的成分(如有界/
无界)和看待事件的视角.在语言产出过程中,
以上 选 择 必 须 在 语 言 形 式 被 激 活 之 前 完 成.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认为,识解(construal)可
以分为三个维度:详略度、凸显度和视角,这和上

述的四个过程不谋而合,即选择对应详略度、凸
显度,组构对应视角,排列对应凸显度.用一个

通俗的比喻来表达以上的观点就是,同样是看风

景,谁看、看什么、怎么看这三方面不同,结果会

大相径庭.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

内容,也会选择不同的语言组织方式.例如:
(１)Theblizzardforcedthecancellationof

allflightsatDublinairportonTuesdayandthe
temporary closure of Geneva airport in
Switzerland．(２)LargepartsoftheContinent
continuetoshiverinthegripofaSiberian
weathersystem thathasbroughtthecoldest
temperaturesforseveralyears．(３)Thecoldsnap
hasbeengiven variousnicknamesindifferent
countries．

以上是一则英国天气新闻报道的一部分,其中

有三句为无灵主语句(见斜体部分,第二句中还包

括一个不完整的无灵主语句子片段),同时出现了

动词名词化即语法隐喻(画线部分),这个例子充分

表明了英语中大量无灵主语句和语法隐喻的存在.
小句成分的选择是由说话人的视角决定的.视角

不同,凸显的成分也不尽相同.无灵主语句凸显了

无生命意义的实体(如抽象概念、实物和动作名词

等),将其用作主语.名词化(nominalization)或语

法隐喻(grammaticalmetaphor)是认知者在认知客

观世界的过程中,由于选取了特殊的视角,将整个

过程作为突显焦点,把过程突显为实体,将过程概

念实体化的结果.
沃尔夫语言相对论“弱势论”认为,长期使用

一种语言影响该语言使用者的习惯性思维方式

和世界观,而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反过来也会

影响语言的使用[１２]３８－４３.英语中大量无灵主语

句和语法隐喻的存在是认知凸显的结果,同时也

反映了英汉思维方式的差异.英美人重理性,重
客观现实.中国人重感性,重主观体悟.反映在

语言上,便是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汉语多

用有灵主语句表达主观体验;英语多用无灵主语

句,客观超然.无灵主语句和语法隐喻(名词动

词化)使意义的表达更加客观,减少了主观因素

的干预.概念化的过程就是将意欲表达的内外

部经验转化为有意义的、可用语言编码的前语言

信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语言使用者要经历视

角化、凸显化、详略化等一系列心理操作.语言

不同,操作方式各异.中国的外语学习者习惯采

用根深蒂固的汉语概念化方式,给汉语的概念披

上外语的外衣,其结果就是不地道现象的产生.
如上例所示,如果是中国英语学习者表达相同的

经验,可能会有如下表述.虽符合语法,但和本

族语者的表达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１)Owningtotheblizzard,allflightsat

DublinairportwerecancelledandtheGeneva
airportinSwitzerlandwastemporarilyclosedon
Tuesday．(２)Peoplehavewitnessedthecoldest
temperaturesforseveralyears because ofa
Siberianweathersystem whichcontrolledlarge
partsoftheContinent．(３)Differentcountries
gavethecoldsnapvariousnicknames．

二、概念迁移
———语言相对论在二语输出中的拓展

　　概念迁移指表达和阐释概念意义过程中的

跨语 言 影 响 (crossＧlinguisticinfluenceinthe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nceptual
meaning)[１１]６０８－６３５.指人们所习得的语言影响了

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化方式,进而对其他

语言的学习产生影响[１２]３８－４３.概念迁移可定义

为涉及语言相对论影响的跨语言影响(Odlin,

２００８)[１３]３０６－３４０.二语习得和语言相对论在此处

联结.概念迁移理论受语言相对论思想的影响,
也是对语言相对论的验证.

(一)概念迁移的认知阐释

Jarvis指出,概念迁移研究致力于“探讨底层

的非语言(或超语言)概念表征对学习者或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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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母语和二语使用的影响”[１４]１９－２１.可以从观

察、方法及假设三个不同层次来理解Jarvis提出

的概念迁移理论[１５]１－８.层次一涉及的是不同的

概念方式,即观察不同语言背景下的二语学习

者、二语使用者或双/多语者在表达物体、事件、
质量以及关系时所采用的不同概念方式.层次

二是从研究方法切入,即考察跨语言影响时采用

认知语言学的最新理论和实证方法.层次三是

提出假设,具体指一个人已掌握的一种语言的概

念以及概念化模式对其他语言产生的跨语言影

响.跨语言影响可以从八个概念域即物体、情
感、人称、性别、数、时间、空间和运动着手研究.
其中前五个概念域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概念,使我

们能够对物体、物质、人和情感进行归类,其余的

三个概念域则引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事件进行

感知和归类[１]１５６－１７１.
(二)概念迁移与二语习得的不同阶段

结合概念迁移研究者们的发现,笔者认为二

语习得的过程应该包括四个阶段.如果把语言

形式和语言形式所承载的概念分别比喻为瓶和

酒的话,二语习得的过程可分别被隐喻为新瓶少

酒、新瓶老酒、新瓶老酒加新酒和新瓶新酒四个

阶段.具体论述如下:
第一,二语形式阶段,即“新瓶少酒”阶段.

二语者建立二语的形式表征,形成对二语语音、
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初步认识.在此

阶段,二语者并未建立起母语与二语的联系.此

阶段为“新瓶少酒”阶段,新瓶意为二语的语言形

式,二语的形式表征在此阶段并未承载太多的二

语的概念内容且无迁移产生.
第二,母语中介阶段.将二语的形式表征映

射到已有的母语概念系统上,即“新瓶老酒”阶
段.在此阶段,一个频繁发生的现象就是学习者

用二语的形式(新瓶)承载母语(老酒)的概念,因
而产生显性或隐性不地道现象.在概念化方式

上,母语和二语之间基本存在三种关系:完全相

同、完全不同和部分相同.如果母语和二语概念

化方式完全相同,很可能会发生正迁移,在终端

表达上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完全不同,就可能会

出现负迁移或显性不地道现象,这是因为二语学

习者不知该选择哪一种概念化方式或下意识地

选择了母语方式.在第三种情况下,如果采用的

是与二语相同的概念化方式,则有可能会产出正

确的表达.但如果二语者过度采用母语的概念

化方式而不采用二语特有的概念化方式,久而久

之,就会使二语表达带有明显的母语痕迹,虽符

合二语语法,但却不符合二语的表达习惯,即会

出现隐性不地道现象.此阶段为母语向目的语

迁移阶段.
以德语为例,德国人的思维方式严谨缜密,

这在语言使用中可略见一斑.在德语中往往会

涉及行为的方式,以“去某地为例”,如果是选择

步行或使用其他自动力方式,用动词gehen;如果

是乘车则选用动词fahren,骑马选用动词reiten.
将德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极易受到母语思维的

影响,在表达中不强调这些具体方式,因而不能

充分体现德语语言“思辨的精神”和“思辨的语

言”的特质.与之相比,英语往往用go一词来表

达“去”的概念,虽然在英语中也有 walk,ride等

表达行为方式的动词,但除非需要,人们很少特

别强调“去”的方式.
第三,母语与二语互动阶段,就是所谓新瓶

老酒加新酒阶段.是用所获得的二语经验重组

母语概念表征,修正原有的母语概念,调整原有

二语形式与母语概念之间的联系,产生新的二语

概念以及建立与对应二语形式,最终建立起一个

双语者特有的复合式心理表征系统[１６]１６６－１７１.此

阶段涉及双向迁移,主要涉及二语经验对母语的

重塑.概念重组可以是同形概念重组、重叠概念

重组或迥异概念重组.概念重组失败会导致不

地道现象的发生.
比如,英语中的一些动词如kill具有终结性,

而汉语中对应的动词却未必如此.如“张三杀了

李四三次,但都没把他杀死”这样的句子,汉语语

境下的英语学习者极易将其表达为ZhangSan
killedLiSithreetimes,butdidntkillhim,这必

定会引起本族语者的质疑:既然杀了为什么还没

死? 符合英语的思维方式不受争议的表达应为

ZhangSanattemptedtokillLiSithreetimes,

butdidntsucceed．
第四,二语概念独立阶段,就是新瓶新酒阶

段.笔者认为,此阶段为理想复合心理表征阶

段,在此阶段,双语者能够在母语和二语之间无

意识地自由转换,双向迁移始终存在,但已不被

察觉.两种语言的状态不好界定,或平行或互动

或交叉或完全交融,不得而知.由于母语的影响

过于强大,这是一种基本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
笔者认为,显性不地道现象多发生在第二阶

段,隐性不地道现象多发生在第三阶段.第三阶

段为过渡阶段,母语概念系统的影响无处不在,
二语概念系统对母语进行重组,学习者处于中间

地带,极易出现偏误行为.
９６



(三)语言相对论在二语输出中的拓展

经上述分析可以尝试得出以下结论,即语言

相对论与概念迁移存在以下差别:一是语言相对

论关注的重点是语言对认知/思维的影响,概念

迁移更多关注的是认知对语言使用的影响,特别

是通过某一语言获得的认知模式对另一语言的

接受性和产出性使用的影响.二是语言相对论

仅涉及概念的微观构思过程,而概念迁移则既包

含了概念的宏观构思过程,也包含了微观构思过

程.三是概念迁移的研究范畴不局限于源语言

结构引发的特定语言的认知模式,还涉及若干社

会因素.概念迁移研究包含了更多的层面以及

范畴上的语言及非语言行为的迁移,扩展并加深

了语言相对论的研究范围和深度[１７]１５４－１５７.

三、语境补缺
———语言相对论在二语输出中的延伸

　　语境是指语言所使用的环境,包括语言因素

和非语言因素.语境补缺是指在二语学习的环

境里,由于学习者已有的母语语境知识自动介入

补缺所造成的外语形式与母语语境知识的错配.
语境补缺假说是从语境角度对语言相对论的丰

富和延伸[１７]１５４－１５７.
二语学习者的输出障碍除了与概念认知密

切相关外,还和语言习得的外部环境紧密相关.
语言的使用依赖语境,语言的意义出自语境,语
言的功能源于语境.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人们不

仅习得语言结构,同时还习得与语言结构配套的

语境知识.换言之,人们是在语言结构与语境的

交织中习得母语知识和运用能力的[１８]１－５.语言

与语境的有机结合是产出正确流利的话语的前

提.此处所说的语境是广义语境概念,既包括情

景语境,也包括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对于母语

者来讲,语言结构与语境知识如同一枚硬币的两

面,不可分割.语言结构一旦形成,头脑中的相

应语境知识便被激活,从而产出符合母语规范的

正确流利的表达.
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否

有语言环境,即语境.真实自然的目的语语境为

二语学习者提供了与二语地道表达式正确匹配

的最佳环境.高频率的语言使用、高密度的语言

输入、意义驱动的社交互动语境中语言的反复使

用,不但有助于学习者不断检验和提高目的语的

地道性,而且有助于学习者在掌握词语字面意义

的同时,更能知晓其文化内涵和外延.课堂环境

下明显缺少与外语表达形式相匹配的真实语境.

一般情况下,如果二语语境不足或缺失,二语学

习者会被迫激活母语语境进行“补缺”,与母语语

境知识配套的母语表达式被激活,母语迁移因此

而发生,影响外语学习,这就是王初明提出的补

缺假设[１８]１－５.语境补缺可以理解为外部语境的

缺失由大脑中的内部语境来弥补,或者说是由于

二语语境的缺失而出现了母语语境的“替补”.
以日语输出为例:一天上班,早上风大,我骑

自行车,结果迟到了.在跟老板解释为什么迟到

的时候,我想说:“因为风很大,所以骑自行车迟

到了１０分钟.”结果我说成:“朝、自転車で通勤し
て、風が大きいので、遅刻しましてすいませ
ん.”此处“風が大きい”是不对的,应该是“風が
強い”,因为在日语里没有“風が大きい”这种说

法.此处的表达明显地受到了汉语概念化方式

的影响,因为汉语的风用“大”来形容,而日语却

表达为“风强”.
沃尔夫强调母语语言结构的约束力.母语

的约束力量来自于母语无孔不入的影响.王初

明认为,母语语言知识只是语境的一部分,语境

可分为语言本体语境(语言的)、情境(外部语境

的)、内部语境(大脑内部的)和心境(心理状态

的)[１９]１９０－１９７.语言与语境的关系如同鱼与水的

关系,因此语言学习应结合语境进行.如上所

述,沃尔夫语言相对论重点研究思维和语言(主
要是母语)的关系,而语境补缺假说则探讨母语

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全方位的影响,包括母语的思

维方式的影响[１７]１５４－１５７.因此可以说,语境补缺

理论是对语言相对论的丰富和发展.

四、结　语

语言帮助我们创造了体验世界的范畴,我们

通过语言的范畴来认识世界.维特根斯坦在«逻
辑哲学论»中提到: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

世界的界限.这一名言恰好揭示了不地道现象

产生的哲学根源.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能够描述

和塑造世界.但恰恰是在对世界的描述和塑造

中,语言表现出其局限性.母语制约了人类的思

维和对世界的感知,从而使二语者产出的语言带

有母语的印记.换言之,在二语学习过程中,母
语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呢? 笔者认为,首先,语言的习得离不开语境.
因此,在二语教学和学习中,应尽可能营造和创

造真实的二语语境,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和二语的

接触和输入,促进二语学习[２０]４８－５２.其次,按照

概念迁移理论的观点,二语习得的基本过程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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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习者根据所获得的二语经验对先前的母语

概念系统进行重组从而建立双语者复合心理表

征系统的过程[１６]１６６－１７１.因此,要努力加强二语

的内化,从而实现母语概念系统向二语概念系统

的转换.再次,要正视母语在二语习得中的作

用,促进正迁移和二语概念的内化.
本文从语言相对论的角度探讨了母语语境

下二语输出障碍的成因,以期帮助中国二语学习

者突破二语学习的瓶颈,克服中介语的僵化状

态,从而达到或趋于达到本族语者的语言流利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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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velanguageconstrainshumanbeingsthoughtandtheirperceptionoftheworld,theresultofwhichis
producingsecondlanguagebearingthetraitsofnativelanguage．Focusingontheprocessoflanguageproductionrather
thantheproduct,inthecontextofnativelanguage,thecausesofsecondlanguageproductionobstaclescanbeaddressedon
thefollowingthreelevelsfromtheperspectiveoflinguisticrelativity:languageitself(intralingual),interlingualinfluence
(interlingual)andtheexternalenvironmentoflanguage(context)．ThelanguageＧspecificwayofconceptualization(content
andway),conceptualtransferandcontextualcompensationleadtothenonＧnativeproductionbysecondlanguagelearners．
ThelanguageＧspecificwayofconceptualizationistheexpressionandembodimentoflinguisticrelativityin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ConceptualtransferistheverificationandexpansionofLR．Contextualcompensation,theenrichmentand
extensionofit．Languageproductionbarriersofsecondlanguagelearnersoriginatefromtheinfluenceoflanguageon
thinkingandthewaytosolvetheproblemsshouldalsobeturnedbacktothis．
Keywords:LinguisticRelativity;SecondLanguageProductionObstacles;LanguageＧspecificwayofConceptualization;

ConceptualTransfer;CompensationofContext
[责任编辑:张树武]

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