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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量化数据，探究汉语方言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特质，包括共性和个性限制条件、映射等级、认

知理据三个方面。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是指空间维度形容词所表征的性质和状态有条件地跨域表征时间范

畴。时间映射的共性限制条件包括维度限制、轴向限制、方向限制和正负向限制四类。个性限制条件包括

特定情况下正向负向选择的相对性和同类空间性状选择的差异性两类。基于量化数据、共性和个性限制条

件，进而构建时间映射等级。时间映射的认知理据主要与认知主体基于世界百科知识构建隐喻相似性的数

量和类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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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中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是指空间维

度形容词所表征的性质和状态① 有条件地跨域

表征时间范畴，如（1-2）。这种时间映射具

有一定的限制性，如汉语方言的限制性主要

有以下具体表现：1）有些形容词可与某个时

间名词组配，但有些形容词则无法与之组

配，如（1a）；2）有些形容词与时间名词组

配 的 范 围 要 大 于 其 他 类 别 的 形 容 词 ， 如

（1b）；3）同一维度的正向和负向形容词与

时间名词组配的范围可能不一样，如（2a）；

4）有些形容词与时间名词组配可能会受到不

同方言的影响，如（2b）。其中“小时候”和

“年龄小”多出现在洛阳等地，“细时候”

和“年岁细”多出现在海口等地②。 

（1）a. 深夜 夜深了 *宽夜 *夜宽了 

     b. 长年 长命 *高年 *高命 

（2）a. 大前日 大后年 *小前日 *小后年 

b. 小时候 年龄小 细时候 年岁细 

针对汉语方言中上述空间性状的时间映

射现象，前人和时贤因研究聚焦点所致并未

进行系统性的调查，一些语言现象的解释无

法令人完全满意，研究方法也有待改进，如

迄今为止学界对（2b）中“细时候”和“年岁

细”并未进行基于数据统计的描写和解释。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

基于地方方言的数据统计，汉语方言空间性

状时间映射的共性和个性限制条件、映射等

级是什么？第二，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理据

是什么？ 

二、研究基础 

空间维度形容词用于表征空间概念，也

可用于表征时间概念[1-3]，其中主要研究包括

汉语或俄语等单语研究、英汉或俄汉等双语

对 比 研 究 两 类 。 前 一 类 如 汉 语 “ 大 ” [1 ， 4] 

“ 深 ” [5] “长 、 大 、 深” [6] 和 俄 语“ 长 、

短、深、浅”[7] 的研究；后一类如英汉“大

/big”[8]、俄汉“深/浅”和“高/低（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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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9-10]。空间维度形容词进行时间映射的认

知理据主要是基于相似性的隐喻操作[3，6，11]。 

需要指出，罗思明、王佳敏认为[12] 空间维度

的时间映射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如汉语普通

话中“长度/高度/距离/深度”等空间维度映射

到时间较为容易，但“厚度/粗度”则难度较

大。目前学界对汉语方言时间词的研究多集

中在“今天”“夜来”等词[13-16]，对空间维

度形容词时间映射的研究为数不多。研究方

法的选取上，空间维度形容词的定性研究较

多[4，11，17]。迄今为止仅发现陈舜婷[18-19] 基于数

据统计对空间维度形容词做过定量研究，但

并未聚焦其时间映射。 

可见：1）语言事实的选取上，空间维度

形容词的时间映射研究聚焦单语调查或双语

调查，对汉语内部不同方言的调查有待加

强；2）研究内容上，个案调查和认知理据方

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从系统角度对时间映

射的共性和个性限制条件等进行整体性探究

的成果并不多见；3）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

较多，定性和定量结合的研究并不多见。因

此，本文拟基于量化数据调查汉语方言空间

性状的时间映射特质，归纳共性和个性限制

条件，构建时间映射等级，最后窥探语言现

象背后的认知理据。 

三、研究方法和调查结果 

将表征空间性状的维度形容词的数量限

定为八组，即“长/短”“大/小”“远/近”

“高/低”“深/浅”“宽/窄”“粗/细”和

“厚/薄”。上述形容词的选择标准和排序参

考了相关研究成果[20-23]。由于目前汉语方言可

以借助的网络在线语料库比较欠缺，我们借

助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六卷

本）》[24] 收集目标语例。该词典提供 42 个地

点方言③ 的语料，对汉语方言的覆盖面较大；

收录词条的范围广、数量多，可以满足本文

的研究目的。在上述方言词典上检索八组空

间维度形容词，采用表征时间的标准遴选出

目标语例。其中，表征时间的语言成分包括

时间指称词和时间短语两类，前者如“长

寿”，采用定语加时间名词形式指称时间概

念；后者如“夜深了”，采用时间名词加谓

语形式表征时间概念的变化。但需将用于时

间词前表示某种程度的形容词及其组合形式

（如“大清早、大年三十”）排除在外；同时

将用于描述辈分等指人的时间扩展形式排除

在外。此外，尽管说指称和描述年龄、寿命

等成分（如“短命、年纪大”）严格意义上说

不是本体时间成分，但是它们是与人或物等

关系密切的时间概念，可以算作时间扩展范

畴，李宇明[23] 指出，“人或动物的年龄可以

看做是与事物有关的时间量，属于时间量范

畴”，因此将此类情形纳入本研究中。 

为便于探究空间性状时间映射的限制条

件，首先对上述八组维度形容词做如下分

类：1）第一组空间性状参照维度差异、轴向

差异、方向差异进行分类；2）第二组空间性

状参照正向和负向差异进行分类。然后统计

时间成分的形符频率和所占比例、方言点分

布的类符频率和所占比例（表 1）。 

第一组数据从上至下来看，“大/小/细小”④ 

的时间成分所占比例为 59.20%，方言点分布

表 1  汉语方言空间性状时间映射中不同组别的时间成分和方言点分布 

组别 空间维度形容词 时间成分
形符频率

比例 方言点
类符频率

比例 典型实例 

第一组 大/小/细小 292 59.20 72 38.30 年纪大、大半天、小月、小尽、细时、细月

长/短/远/近 180 36.50 99 52.70 长年、长寿、短命、时间短、离现在远了、

离麦熟还远、近来、近日 

深/浅/高/低 20 4.10 16 8.50 深更半夜、夜深了 

宽/窄/粗/厚/薄 1 0.20 1 0.50 命薄 

第二组 大/长/远/高/深/粗/宽/厚 349 71 102 54 大月、深夜 

小/短/近/低/浅/细小/窄/薄 144 29 86 46 小月、细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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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 38.30%，优势非常明显，而“长/短/

远/近”的优势次之，其他空间性状的优势最

小。第二组数据中正向形容词和负向形容词

组成时间成分的比例分别为 71%和 29%，两

者的差异性非常显著。需要指出，统计时间

成分的形符频率主要用于推测其固化程度，

统计时间成分中方言点的类符频率主要用于

推测其能产性的大小和覆盖的广度。 

正 向 和 负 向 空 间 性 状 的 差 异 性 非 常 显

著，但如“大/小”和“粗/细小”存在一些特

殊情形，负向形容词可用而正向形容词不可

用（表 2）。第一组数据说明负向形容词组成

的时间成分如“小时候”可以接受，而正向

形容词组成的时间成分如“*大时候”通常则

不 可 接 受 。 第 二 组 数 据 说 明 负 向 形 容 词

“小”和“细小”都可组成时间成分，但两者

在南北方言上表现出选择上的倾向性。其

中，形容词“细小”的出现频率为 16 项，方言

点分布为 8 种（海口、福州、广州、雷州、娄

底、厦门、于都、南宁平话），均属于南方方

言，在海口方言中该词的使用最为频繁。 

四、汉语方言空间性状时间映射的限制

条件和优先等级 

（一）汉语方言空间性状的主要分类 

时 间 概 念 常 被 理 解 为 沿 着 横 轴 贯 穿 过

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向前延展的一维线性概

念[25]。据此，时间概念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

一维性] [+横轴] [+延展性] [+方向性]。空间性

状同样具有延展性，但在维度、轴向、方向

和正负向上与时间概念有重合也有差异。基

于延展性对空间性状按照维度、轴向、方

向、正负向进行分类（表 3）⑤。维度是指构成

空间关系的要素。按照维度数量可分为一

维、二维和三维三类。按照维度是否具有整

体性标准分为整体和部分两类，前者对应三

维维度，后者对应一维和二维维度。按照维

度变异性标准分为变异度大的维度和变异度

小的维度。轴向是指一维空间进行延展的坐

标轴上的横轴或纵轴方向。方向是指一维空

间沿纵轴延展的方向，分为向上或向下两

类。正负向是指空间维度形容词的语义极

性，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需要指出，一般

而言时间概念往往是一维的。空间概念具有

多样性，可以是三维、二维或者一维的。因

此，空间性状时间映射的形成往往需要降低

维度（简称为降维）。Talmy[26-27] 指出，降维是

一种认知操作，将原本处于高维度的实体经

过认知操作识解为处于低维度的实体，该类

操作可出现在空间和时间域中。除空间域内

部和时间域内部的降维操作外，本文的降维

表 2  汉语方言空间性状时间映射中正负向空间维度形容词个性特征方面的数据统计 

组别 空间维度形容词 时间成分的形符频率 北方方言的形符频率 南方方言的形符频率 典型实例 

第一组 正向形容词“大” 0 0 0 无 

正向形容词“粗” 0 0 0 无 

负向形容词“小” 7 5 2 小时候 

第二组 负向形容词“小” 7 5 2 小月、年龄小 

负向形容词“细” 16 0 16 细月、年岁细 

表 3  基于延展性的汉语方言空间性状的主要分类 

组别 空间维度形容词 维度限制 轴向限制 方向限制 正负向限制

第一组 大/小/细小 整体维度或变异度大的维度 无轴向 无方向  

长/短/远/近 一维 横轴 无方向  

深/浅/高/低 一维 纵轴 有方向  

宽/窄/粗/厚/薄 二维 无轴向 无方向  

第二组 大/长/远/高/深/粗/宽/厚    正向 

小/短/近/低/浅/细小/窄/薄    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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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从空间域到时间域的跨域操作。 

（二）汉语方言空间性状时间映射的共性

限制条件 

汉语方言空间性状时间映射的共性限制

条件包括维度限制、轴向限制、方向限制和

正负向限制。 

1. 维度限制 

整体维度（holistic dimension）是指对长宽

高三维空间性状进行总括扫描的维度表征方

式，表征该维度的形容词是“大/小/细小”；

局部维度是指描述一维或二维空间性状的维

度表征方式。前者比后者优先映射到时间域

的实例，如（3），修饰时间词“月”和“年”

的形容词可用整体维度词“大”；不能用局

部维度词“粗”和“长”。变异度大的维度

是指形容词“大/小/细小”可从三维性状降为

一维性状；变异度小的维度是指形容词表征

比较固定的二维或一维维度，如长度、高

度、深度等往往可以识解为一维的，宽度、

粗度、厚度通常表征的是二维空间性状。前

者比后者优先映射到时间域的实例，如（4），

修饰时间词“前天”和“后年”的形容词是

表征从三维降到一维的“大”；维度比较固

定的“宽”和“粗”则无法与之共现。总

之，整体维度和变异度大的维度比局部维度

和变异度小的维度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和灵活

性。此外，变异度小的维度中，一维先于二

维映射的情形可用（1a）和（5）进行说明。

表征一维空间性状的“深”和“长”可用于

时间范畴，表征二维空间性状的“宽”和

“粗”则无法用于该范畴。 

（3）大月 大半年 *粗月 *粗半年 *长月 

*长半年 

（4）大前天 大后年 *宽前天 *宽后年  

*粗前天 *粗后年 

（5）长年 长时间 *粗年 *粗时间 

2. 轴向限制 

一维空间性状中，横轴与时间延展的常

见方向一致，因此横轴通常比纵轴在时间映

射上有优势，如（1b）和（6）所示。“长”

的轴向通常为横轴，“高”和“深”的轴向

为纵轴，前者通常先于后者映射。需要指

出，指示横轴的形容词内部也存在时间映射

的先后关系。长度是空间性状中最基础和最

凸显的一维维度；表示一维线性距离的“远

近”是以某个位置或参照点为基准进行判定

的。时间映射序列可概括如下：“长/短”>

“远/近”⑥，如（7）所示。（7）中“长”的

一维性比“远”更为基础和凸显，因此“长

时”可接受度高，而“远时”可接受性低。 

（6）长命 长寿 *深命 *深寿 

（7）长时 *远时 

3. 方向限制 

方向限制可定义为经过三维到一维的降

维操作后纵轴带有向下、向上方向的一维线

性限制。如表示垂直向下的“深/浅”比没有

方向性的“厚/薄”优先映射到时间域中，如

（8）所示。 

4. 正负向限制 

正向形容词作为无标记形式⑦，比有标记

的负向形容词更容易发生时间化，如（2a）和

（9）所示。 

（8）深秋 深冬  *厚秋 *厚冬 

（9）深夜  夜深了？浅夜  *夜浅了 

综上，共性限制条件归纳如下。第一，

维度限制的条件如下：1）整体维度先于局部

维度，变异度大的维度先于变异度小的维

度。2）维度较为固定的范围中，一维先于二

维。第二，轴向限制中一维维度的横轴先于

纵轴发生映射。第三，方向限制中有方向的

先于无方向的发生映射。第四，正负向限制

中正向的往往先于负向发生映射。 

（三）汉语方言空间性状时间映射的个性

限制条件 

时间映射的成功与否还受到以下个性限

制条件的制约：1）特定情况下正负向选择的

相对性；2）选择同类空间性状的差异性。以

语例“小时候”“*大时候”和“细时候”为

例分别对限制条件一和二进行说明。第一，

“小时候”可以接受而“*大时候”不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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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童年的往事和回忆一般都比较多，而且

记忆深刻，表述该阶段的语言成分的使用频

率较高，容易出现简约形式，从而形成比较

固化的词汇形式“小时候”。相反地，等长

大成人后，值得回忆的事情可能会变少，指

示时间往往使用短语形式，如“长大的时

候”，“大”与“时候”并未凝结成词汇形

式。以上情形说明正向和负向的选择有时是

相对的。第二，“小时候”可以接受而“细

时候”也可以接受。北方方言（如洛阳方言）

通常选择整体维度词“小”修饰“时候”，

南方方言（如海口方言）通常选择整体维度词

“细”修饰“时候”，这体现出选择同类空

间性状时的差异性。 

（四）汉语方言空间性状时间映射的优先

等级 

将空间性状时间映射的优先等级⑧ 归纳如

下：1）整体维度和变异度大的维度>横轴一维

无向线性>纵轴一维有向线性>二维关系，即

“大/小/细小”>“长/短”、“远/近”>“深/

浅”、“高/低”>“宽/窄”、“粗”和“厚/

薄”；2）正向形容词比负向形容词发生时间

映射的可能性通常要大。需要指出，上述优

先等级中概念的叠加使用⑨ 是对共性和个性限

制条件的综合运用。其实，构建优先等级只

是为了比较直观地展示时间映射的强弱程度，

与共性和个性限制条件并无实质性区别。 

五、汉语方言空间性状时间映射的认知理据 

认知理据主要与认知主体基于世界百科

知识构建隐喻相似性[28] 的数量和类型有关。 

共性限制条件的认知理据可归纳为以下

三点：第一，就维度差异而言，其认知理据

是整体维度和变异度大的维度的空间精细度

低、灵活性大，即空间上的性质和状态比较

宽泛和多样，这样与时间域建立多种相似性

的可能性就大，如“大月、大前天”。 

空间性状“大/小”与时间域建立相似性

的数量和类型较多。表示整体维度的实例如

“大月/小月/小尽/年纪大”。其中，前三例中

的“大/小”表述时间的性质。后一例中的

“大”表述时间的状态。“小尽”的表述多

出现在成都、哈尔滨、徐州等地。以上例子

中的隐喻相似性可概括为“时间上超出/低于

特定的参照点是空间上超出/低于特定的参照

点”，如“大月”中的“大”从表征整体维

度的体积大到表征月份中的天数多，两者的

相似性可概括为量值超出某个参照点。表示

一维维度的实例如“大前天/大后天”。“大

前天/大后天”中的“大”在空间上表征一维

先后次序中位置靠外（如“大东门”和“东

门”的位置差异），时间上表征排序比参照点

（“前天”或“后天”）位置靠外，两者的相

似性是一维线性中位置上靠外。但是，相似

性是局部的，空间和时间两种认知域还存在

差异性（表 4）。第一、二条实线表示空间和

时间上具有相似性，第三条虚钱说明空间上

的维度特征要比时间的维度特征丰富，因此

需要进行选择性取舍。 

第二，就轴向和方向而言，其认知理据

是空间上指示横轴和有方向与时间概念的水

平一维线性和有方向的相似性较大，如“时

间短、深夜、夜深了”。需要指出，尽管

“长/短”自身的延展不具备方向性，但是其

具有非常显著的一维线性特征，因此与时间

范畴的相似性较大。 

表征一维线性关系比表征二维的非线性

关系更容易发生时间化。Clark[21]49 同样认为，

在概念层面时间是一维线性的，应该用一维

空间词语表征时间概念更为合适。换言之，

时间的一维性与空间的一维性的相似性较

表 4  时空映射中形容词“大”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空间域中的“大”（源域） 跨域映射 时间域中的“大“（靶域） 
超出参照点设定的标准 超出参照点设定的标准 
性质限制/状态描述 性质限制/状态描述 
整体维度或变异度大的维度 数量多、一维性 

注：实线箭头标示相似性，虚线箭头标示差异性。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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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此外，降维后的一维线性同样可用于时

间表征，如“深”。“深”可以描述空间域

和时间域中的性质和状态，前者如“深坑/坑

深了”，后者如“深夜/夜深了”，其隐喻的

相似性可表述为“性质或状态上时间顺序靠

后是空间上向下的垂直距离大”⑩。依照隐喻

映射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可知“深”空间域

向时间域映射的具体过程（表 5）。表 5 中相

似性为前三条，相异性为最后一条。相似性

大于相异性，可允准空间域向时间域进行映

射。但是，相异性的存在说明映射具有局部

性，如对于“坑”的性质和状态，语言表述

上会出现“深坑/浅坑/坑深了/坑浅了”等形

式，这是因为认知主体对“深/浅”的判定标

准相对主观，容易出现判定上的模糊性。对

于“夜”的性质和状态，语言表述上通常采

用“深夜/夜深了”，而“？浅夜/*夜浅了”

则接受度偏低，这是因为认知主体在这里对

“深”的判定标准相对客观，不太容易出现

判定上的不确定性。 

第三，就正向语义和负向语义而言，通

常前者比后者的认知凸显性要高、认知广度

要大。 

个性限制条件的认知理据可归纳为： 

第一，“小时候”可以接受而“*大时

候”不可接受，这说明有些情况下不管正向

还是负向，谁更加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规

约性就会增强。 

第二，一般而言，北方方言选择“小”

而南方方言选择“细”修饰“时候”是因为

不同方言的认知主体构建了不同类型的相似

性。北方人认为空间上人的个头小与时间上

的年纪小通常存在相似性，即“年纪小是个

头小”。南方人认为空间上人的体形纤细与

年纪小通常存在相似性，即“年纪小是体形

纤细”。以上相似性的选择与不同方言中人

们对于同一情境选择不同的识解方式有关

（表 6）。 

综上，汉语方言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需

要在维度、轴向、方向等方面与时间的基本

特征保持较大的相似性，其相似性需要大于

差异性，这是时间映射得以实现的认知基

础。需要指出，为便于论述，我们主要讨论

了时间映射中不同限制条件的认知理据，而

将上述认知理据聚集在一起，就比较容易看

出时间映射优先等级背后的认知缘由。 

六、结语 

基于量化数据，探究了汉语方言空间性

状的时间映射特质，内容包括共性和个性限

制条件、映射优先等级、认知理据三方面。

共性限制条件包括维度限制、轴向限制、方

向限制和正负向限制。个性限制条件包括特

定情况下正负向选择的相对性和同类空间性

状选择的差异性两类。优先等级归纳如下：

1）整体维度和变异度大的维度>横轴一维无向

线性>纵轴一维有向线性>二维关系，即“大/

小/细小”>“长/短”、“远/近”>“深/浅”、

“高/低”>“宽/窄”、“粗”和“厚/薄”。

认知理据主要与认知主体基于世界百科知识

构建隐喻相似性的数量和类型有关。 

表 5  时空映射中形容词“深”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空间域中的“深”（源域） 跨域映射 时间域中的“深“（靶域） 
从上到下的方向性 时间流逝的方向性 
垂直距离大 时间流逝中次序靠后 
性质限制/状态描述 性质限制/状态描述 
认知主体性状判定的相对主观性 认知主体性状判定的相对客观性

表 6  时空映射中形容词“细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空间域中的“细小”（源域） 跨域映射 时间域中的“细小“（靶域） 
低于参照点设定的标准 低于参照点设定的标准 
性质限制/状态描述 性质限制/状态描述 
整体维度或变异度大的维度 一维性



第 3 期  房战峰：汉语方言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特质研究  89 

本文的限制条件、映射等级和认知理据

分析主要关注整体趋势方面的研究。实际

上，时间概念在语言层面的最终实现还受到

形容词和时间名词语义、语用、形式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 

注释： 

① 需要指出两点：第一，汉语形容词中性质和状态的表达与作

定语还是谓语并无严格对应关系，参见：张国宪《现代汉语

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0 页；第二，其主要句法功能是作定语还是谓语，或者两者

都是形容词的主要功能，学界对此仍存有较大争议，参见：

吴颖《现代汉语形容词句法组合的语义理解与生成研究》，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6 年，第 287-288 页。因此，本文对

形容词表述性质还是状态、作定语还是谓语暂不作区分，统

一看作是形容词主要的意义表述和句法功能。此外，本文针

对研究对象的术语采用“空间性状”而非“空间维度形容词”，

前者是语义概念，后者是词类概念。采用前者可以较好地回

避学界有关汉语形容词和动词应该是分还是合的争论。此争

论于本文的研究关系不大。 

② 由于篇幅限制，如果文中所举语例与普通话差异较大的语例，

会逐一注明出处。与普通话比较接近的语例，不再逐一注明

出处。 

③ 42 个地点方言如下：哈尔滨、济南、牟平、徐州、扬州、南

京、武汉、成都、贵阳、柳州、洛阳、西安、西宁、银川、

乌鲁木齐、万荣、太原、忻州、绩溪、丹阳、崇明、上海、

苏州、杭州、宁波、温州、金华、长沙、娄底、南昌、萍乡、

黎川、于都、梅县、南宁平话、广州、东莞、建瓯、福州、

厦门、雷州、海口。 

④ 需要指出，“细”和“小”存在交叉地带。当实体表征的三

维性状量值均等而且体积较小的时候，这时的“细”其实就

是“小”，如“细砂”的意思就是“颗粒小的沙子”。 

⑤ 需要说明三点：1）尽管“长短”“远近”和“宽窄”与时间

的一维性重合，但它们仍然存在一些差异。2）“深浅”“高

低”需要进行降维操作后才能与时间的一维性重合。3）很多

南方方言中“细”的语义相当于“小”，因此本文将“细”

看作是表征三维空间性状，如“细砂”，而非表征横剖面的

二维空间性状，如“细腰”。 

⑥ 时间映射序列中的“>”表示前者比后者优先映射。 

⑦ 语言形式上有无标记的判定标准涉及认知显著性、语义扩展

度、使用频率等方面。其中，语义扩展度是指正向形容词更

适合表述某种维度，如“长度/*短度、高度/*低度、深度/*浅

度、宽度/*窄度、厚度/*薄度”等。 

⑧ 需要指出，本文时间映射的优先等级可从儿童习得汉语形容

词的先后次序上得到部分印证：大小类>高矮类>长短类>粗细

类、深浅类>厚薄类。参见：孔令达等《汉族儿童实词习得研

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48 页。 

⑨ 优先等级中概念叠加使用的实例如“横轴一维无向线性”。 

⑩ 需要指出，“深”表示的轴向除了“从上到下”的纵轴外，

还有“从外到里”的横轴。后者的含义是从前者通过纵轴变

为横轴扩展而得（金美顺，2009），是前者的扩展义，因此

本文仅仅聚焦“深”的“从上到下”这一典型义。此外，“浅”

的情形与上述情形相一致，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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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pping Idiosyncrasies of Time Metaphor of Spatial Dimension Adjectives Denoting the 

Na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Dialects 

FANG Zhan-feng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3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dat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mapping idiosyncrasies of time metaphors of spatial 

dimension adjectives denoting the na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dialects, which consist of the common and specific constraints, the 

mapping hierarchy, and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The mapping of time metaphors refers to the operation that the adjectives 

represent time category under some conditions. The common constraints include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dimension, i.e., axis, 

direction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mantic polarity. The specific constraints consist of the relativity of choos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mantic polarity owing to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selecting the similar spatial categories. On the 

basis of the quantitative data and the above-mentioned constraints, the mapping hierarchy is put forward.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number and type of the cognizers’ establishing metaphorical similarities based on the 

encyclopedic knowledge.  

Keywords: Chinese dialects, spatial dimension adjectives denoting the nature and state, space-as-time mapping, constraints, 

mapping hierarchy, cognitive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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