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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位词"里"的认知考察*

吕兆格

郑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提要 方位词"里"在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在频繁的使用中随着语言的发展其意义发
生了泛化，不仅指具体的方位意义，也可指时间、范围、方向、情感等非方位意义。其非方
位意义是在方位意义的基础上通过隐喻(容器隐喻)拓展而来的。最后，我们考察了"里"
"外"的不对称性，以便对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某些帮助。

关键词 方位词"里"、空间范围、容器隐喻、不对称

骂人类从混沌、蒙昧的远古时代第一次睁开智慧的现眼时，大自然给予他们的第一个视

觉剌激就是空间，而生活在空间中的每一个人，都会随时随地通过自己的感官去认识周罔的
世界，并用自己的语言米表达所感受到的各种空间关系。人们的经验，尤其是身体体验，决
定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又决定了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因此我

们可以通过分析语育中的某些现象米了解人们是怎样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知的。在人的认知体
系中，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认知层面，莱考夫 (1987) 称之为意象图式

(image schema)(赵艳芳 2001 :68)。汉语方位词"里"体现的是一种容器图式 (container
schema)，表达的是一种与"外"相对的空间关系。据林德 (S. Linder 1981) 统计，英语中有
600 余个动词是借助于里外关系进行词义引申或获得隐喻周法的(赵艳芳 2001 :49)。可见这

种空间关系在人们的语言表达中是多么普遍和重要。

刘宁生在《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中认为. "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

特有的看待空间的方式，其结果熔铸在自己所使用的语言中"，"语言再现的空间并不是真实
世界的‘传真照片'，而是经过意识过滤的图解" (刘宁生 1994:169)。换句话说，"里"表达
的空间方位关系可以是真实的，如:屋子里、盒子里，也可以是推断或想象出来的，如:句

子里、电影里、语气里，当然后一种用法是建立在以感知为理据的空间隐喻的基础上的。"里"
在频繁的使用中随着语言的发展其意义也发生了泛化，不仅指具体的方位意义，也可指非方

位意义。这11二如昌叔湘先生(1965) 所指出的"里"是一个高频词，与其他单音节方位词
相比较，其用例和搭配面太太超过其他词:从语义方面看，很多"里"的用例已不指具体方

位，没有了"走向性"却只有"泛向性" (品叔湘 2004:294)。作为一个后置的方位词"里"，

其意义泛化后，不仅可以用在抽象名词的后面，如:感情里、语气里、尴尬里，其至还可以
附着在介词(或介词短语)、动词和形容词后面，如:往里拉、朝好里说、往死里打。也就
是说，"里"和l某些词语结合以后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空间方位关系以及空间的隐喻

(metaphor) 关系。据崔希亮 (2002) 通过对 1600 万字的现代汉语语料中约 50000 例"里"

的用法分析，"里"除了表示具体方位之外，还可以用于环境、氛围、机构、时间、内容、

.本文为国家汉办"十」五"规划项目"汉语方位词的语义认知基础及意象隐喻系统" (项目批准号: HBKOl 
一05/064) 的子项目。本文得到 r缎瑞隆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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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活动等(崔希亮 2002:260) 。
"里"的意义发生泛化，从表示具体的方位意义到可以表示抽象意义，这是它进一步虚

化的基础。汉语本民族的人对此己习焉不察，凭着语感或语言习惯使用时就不会出错。但对
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来说，掌握起来却十分困难。特别是初学者，在汉语语感形成之前一
般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母语和先学的那种外语的影响，很容易利用母语或己掌握的外语的语
法知识来套用汉语的语法问题，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语法错误。为了让学习汉语的外国留
学生对汉语方位词"里"有个全面的认识，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对方位词"里"做一个多方
位的考察，以便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某些帮助。

自然界的任何物体，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只要是客观存在的，就会以一种
形式表现出来，在空间占有一定的位置。这个位置与物体本身的大小没有关系，而是指某一
空间的相对位置。空间范围是人类对一个物体所处位置的一种几何图形的概括，物体所占有
的空间范围的形状，如同我们数学中所学到的几何图形一样，也有"点、线、面、体"之分
(齐沪扬 1998:37)。根据某个物体所 1 1，有的空间范罔的形状显示出来的空间特点，我们可以
把表示空间方所义的"里"大致分为两类，分别记作:参照物为体类、参照物为面类。

2.1 参照物为体类
"里"的参照物更多的时候、最典型的是表现为三维的 "体" (包括立方体、长方体、

圆柱体等)。例如:

(1)学生们在去坠豆豆做着实验。

(2) 她正在盈盈旦'性着做饭。
(3) 衣服都放在主主里了。

(图 1) ?! 
这里的参照物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范围(如图 1 所示)，物体可以存在于参照物的水平的

底面上，如上例(1)(2)(3); 也可以附着在"体"的各个面的内壁上(即物体和容器的内壁接
触)，也可以无所依附，处于参照物的内部空间中。例如:

(4) 他的垦旦旦贴着很多名星剧照。

(5) 笠主呈挂着两块黑板。

(6) 圣丘旦币着一盏水晶灯。
(7) 一只虫子想从盘王皇爬出来。

上述各例中，物体与容器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动词体现出来: "贴"指物体和容器的
内壁接触:"挂"的物体可以挂在墙上，也可以挂在天花板上:"吊"一般指在天花板上; u 飞"
表示无所依附，处于参照物的内部空间中;而"爬"则一定要沿着瓶子的内壁。

2.2 参照物为 "面"类
"面"有两类:一种是"面积"的"面"，一种是"平面"的"面"。英国的利奇和斯瓦

特威克著的《英语交际语法》中，根据英语表示空间范围的形式标志一一介词的不同，将空

间范围分成"空间的一点"、"一条线"、"表面"、"面积"、"体积"五种(利奇·斯瓦特维
克 1983: 11 0)。他们所说的"面积"是指"四周有j)1界用住的一块土地或疆士。"齐沪扬先
生(1 998:43) 也把物体所占有的空间范罔是四处都有边界的"面"形状，称为"面积"，以
与表示"表面"的"面"形状民分开。在此，我们引用这种说法，把四周有边界的"面"也
称为"面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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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她每天在企旦旦晨练。

(9) 旦王旦有几棵争树。

(1 0) 吃过晚饭'我们来到盐且呈的湖边。
(ll) 愤怒的人们要冲进盛旦去。

(1 2) 韭垦旦有一挂珍珠项链。

(图 2a)
~ 

比比~
(图 2b)

上例中的"公园"、"院子"、"校园"等是指四周用墙或栅栏围起来的一片土地，这里的
"容器"都是被人为地划出边界的"面积飞从数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三维的
实体;但从功能的角度看，我们不重视它的"高"这个维度，只是强调四周边线的划界作用。
因此有明确的边界或界线，是方位词"里"的一个重要特征。
参照物有时以平面的形式出现，如:

(1 3) 孩子骑在墙上'一条腿在蛊星'一条腿在墙外。
(14) 窗外已是漆黑一月'而直旦却明亮如昼。

(1 5) 他从主直里伸出头来'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1 6) 他站在主旦旦室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

Fft./Í乞L

/~少仁丁子:':J
(图 3) 才去~../'

刁二.l.-/外
/ 

上述例句中的"墙"、"窗"、"大fJ"都是分界的事物，虽然事物本身也许是立体的，是
有厚度的，但作为参照物时凸显的是其一个平面(如图 3 和图 4)。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里"
具有内隐性， 66里"前的参照物具有阻隔视线的作用，使容器内的东西不容易被看到。

7 (图的

JUUUUQ 

有时，作为参照物的这个平面又是以线的形式出现的，如:

(1 7) 请把车子放在鱼主鱼虫。
(1 8) 等候列车的旅客请站在圭主垒且'不要走到线外。
(19) 打球时要把球发在白金虫。

因语体的需要，这里用的是"内"。"内"前的参照物虽然是"线"，但它不是一维的概
念，而是一个无形的"面"，冈为1:作人员用向粉灰划线时不可能划在空中，只能划在地面

上，因此它实际上是以地上的内线形成的一个分界的"面飞把空间分成"内"和"外"两
部分。(如图 5 所示)

;…"7…量…..…… 1 / (图 5)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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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作为参照物的线是人们意念中或感知上的，看不见摸不着，但人们都认可了它的
存在。如:

(20) 骑自行车的人大都是从旦圭上车。( (现代汉语词典) 773 页)

人是从认识自身开始认识外部世界的。在中国人的认知意识中，一般以人体的中轴线为
界把人体分为左右两侧，而人在劳动时多用右手，即和外部世界互动时凸显的是身体的右侧，
那么和右侧相对的左侧则为"里"。所以有"里手"的说法。

此外，作为划界的线可以是直线(如国匀，也可以是曲线。例如:

(21 )早晨跑步时'我跑旦旦'爸爸跑外圈。
(22) 自行车的旦旦鱼和外胎都是新换的。

跑步的操场是个圆茹椭圆形的，靠近圆心的为"里"飞，远离圆心的为"外"。f"里"和"
是用跑道上的线，实际上是以线形成的面来分开的一个相对的空间。自行车的里胎和外胎是
同心圆，道理和操场一样(如图 6 所示)。

(图 6)

外 外

由此可知，"里"具有向心性，离中心越近，它的空间性越强，它的辖域越确定。而"外"
具有离心性，离中心庆域越远它的概念性越强，但它的辖域是不确定的。
一个语法范畴，可以有原型 (prototype) 成员，也可以有非原型成员，由于客观世界的

事物是千变万化的，因此非原理成员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与原塑成员多少都有点儿
相似之处。我们把以上儿种"里"的不同空间位置放在一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图 1 中的
"里"是典型的二维立体空间，是"里"的原型，它最大限度地区别于其他范畴的原型成员。
当这个封闭的空间发生变化，没有上面覆盖的东西，而是在四周边界上用墙或栅栏围起来的
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时，于是就有了"公园里"、"校园里"、"院子里"等(图 2); 当四周的
围墙茹者栅栏也没有了时，只剩下一个四周有边界的水平放置的平面(图匀，如: "农村孩
子放学后还要到监旦去干农活"，这个"地里"不是"把肥料埋在地里"的"地里"，而是指
四周有边界的一块士地，它凸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平面:当这个平面垂直放置或者发生 900 的
旋转时，与另一个平面垂直，于是形成了图 4; 当这个垂直的"面"以"线"的形式出现时，
我们可以设想为这个面的另二条线以虚线的形式存在(如图 5)。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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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各图使"里"的空间性形成了一个序列，这个序列从左到右是一个[+封闭][+空间
范围]特征渐弱的递变序列，而从右到左则是一个[+封闭][+空间范围]特征渐强的递变序
列。"里"的主问范围，不只上面列举的这些，其实还有很多，如:胡同里、隧道里、被窝
里、音晃里、门缝里等等。尽管"里"所占有空间范围的形状不同，但它体现的空间方位都
是属于拓扑性质的空间方位，也就是说它不随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相关的两个物体只

能是一个用作目的物，一个作为参照物。那么，哪些物体常作日的物，又有哪些物体常作参
照物呢?在汉语中，人们倾向于用具有较大、同定、持久、复杂、己知等特征的名词性成分
表示参照物意义，而用具有较小、移动、暂时、简单和未知等特征的名词性成分表示目的物

意义(干，艾录、司富珍 2002:127)。如"书在刊包里"，刊和川5包的方位关系是不会随目包形
状的变化或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改变的，无论书包是什么样的形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书
总是在 t5包里，而且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书包在 i扫5的外面"

认知i语吾言学认为，一个语言形式(词语)的意义不仅包括这个词语在人脑中形成的一个
情景 (situation ，指一个概念或概念结构)，而且包括这一情景形成的具体方式一·意象
(imagery)(沈家娼 1994: 12)。方位词"里"的意象是一种容器图式，凸显的是包含性，其语
义在人们的概念层次上激活的是一种空间概念，这种空间概念对应着客观世界中的体范围成
面(包括平面和面积)范围。范围所包围的方位为"里"，不被范围所包围的方位为"外"，
"里"和"外"之间有一定的界线。尽管"里"的封闭性的强弱不同，但至少都有界线，有

范罔。因此，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描写方位词"里"的语义特征:

[+空间范围][+有界限][+相对封闭][+向心][+辖域确定]

由此，我们也可以制定→条规则:如果 A 是容器， B 在 A 的里面，二者是包含或内包关系，
那么就可以用方位词"里"来描述 A 和 B 的空间关系，即:B 在 A 里或者 A 里有/是 B 。
当然，这种空间关系可以是真实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

人们的认识会不断地变化、发展甚至于转移，冈此空间方位词"里"的意义范畴也会随
之发生变化。按照人类社会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规律，人类最初认识的事物往往是有形的、
具体的事物;当认识进入高级阶段，它就获得了参照己知的、具体事物的概念认识和经历，
去对待无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概念的能力，于是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
的概念，就形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连的隐喻语言。人们对具体的、可以直接理解的事物
的经验，为我们认识更复杂的概念和抽象的事物提供了基础。空间方位词"里"手n名词结合
以后可以表达不同的语义范畴，这些不同的语义范畴反映的是不同的语义场景。人们在认知

中将"旦"的容器概念映射到更为抽象的领域，于是就形成了"里"的各种隐喻义。
"里"这种容器图式的形成有其生理和物质基础。"远取诸物，近取i者身"，人的身体

是人类认识的起点，首先人的身体是一个二维容器，人们吃饭、喝水、呼吸、拉撒等是"吃
进"、"吸入"、"呼出"、"扫t出"。人们从空间结构中获得了这种图式，又将它用于对世界其
他经验的建构，即将其他的非容器的事物、状态、情感等也看做是容器，并依此来认知和描
述，于是形成了方位词"里"的各种引申义或隐喻用法。"里"的意义从具体到抽象，我们

都可以用容器图式来解释和分析它。

(23) a. 他在主主嘀咕、琢磨着。 b.我们说的话全部落在那个"奸妇"的主主里了。

C. 他的把柄在我们主里。 d.现在他盘里有几个钱了。

人类的认知活动根植r日常和身体体验，人类最初的和最基本的经验，来白于对具体的、

能明确定义的事物的认识。这样，相对简单的、在我们日常身体体验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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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容器，便对人类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具体说来，人类将人当作独立于周围以外的实体，
每个人本身就是个容器，有分界面、有里外等.而整个人体又由多个小容器组成，于是形成
了"嘴里、心里、耳朵里、眼里、肚子里、腰里、嗓子里、脑子里、怀里"等，甚至我们伸
出来平展的"手"都能作为容器看待，如"手里"、"手心里飞表示人体部位的名词和"里"
组合，即可实指又可虚指，而上例中的"手里" "腰里"等意义较抽象，并不具体指手的里
面、腰的里面，而是笼统地讲掌握、控制和拥有的意思。

(24) a. 他在盆里表示了他的真实意愿。

b. 旦草里是她的成长经历。

c. 这个词常用在盈盈鱼旦-
d. 这事儿皇笠呈说不清楚·

上述例句除了体现容器隐喻 (container metaphor) 以外，还体现了这样一个隐喻:人们
把思想、观念和感情等放进语词和句子里，就像把物体放入容器一样，接受者将思想、观念
等物体从表达形式的容器里取出来，完成语言交际的过程，这就是 Reddy (1 979) 提出了著
名的"导管 (conduit) 隐喻"。

(25) a. 主主要来检查卫生。

b. 他调到堂皇去工作了。

c. 区里正在进行选举。

d. r呈正考虑他的住房问题。

表示机构单位的词语和"里"组合，是一种人为地划出边界的抽象容器，可以指机构单
位、机构单位领导、机构所在的处所，也可指单位的人。"省、县、乡、镇、村、郁、司、
厅、局、科、院、系、处、厂"等，这些概念与中国社会的生存环境有关，"里"的意义也
由原来的有界限的范围变成了表达社会空间关系的概念。表示机构单位的这些名词，加上
"里"，用于指代义，这是口头语体的说法，常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26) a. 老太太是圭豆豆死的。

b. 在那二笠耸旦'我期待着他的亲吻。
c. 在过去的主土主星'他只看过两田中国戏。
d. 主旦旦她不爱说笑。

此外，还有"春天里、大学里、假期里、月子里"等等。一些词语和"里"连用，表示
一定的时间范围，并且具有封闭性，这是运用了容器隐喻的手法。因为时间词本身没有空间
性，人们通过隐喻的认知模式将它们处理为有形的容器，将一维的时间喻为三维的立体空间，
使时间可视化。一段时间正像空间里的一个地区，可以感知为一个有界的区域。时间之所以
要借助着方位、事物、运动等观念以隐喻的方式理解，这与挠们的生理属性有关。人类的视
觉系统有运动及物体/方位的感知器，却没有感知时间的器官，因此，各种语言都大量运用
空间词语来表达时间，这个现象体现的正是时间的空间隐喻性质(张敏 1998:123). "里"的
这种用法也体现了它的[+范围]语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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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 他在皇坐里是个人民警察·
C. 把这个文件就到皇显呈·

b. 皇盘里正在播《浪漫的事) • 
d. 锺主呈的他白得吓人·

上例中"里"前面的名词本身不具有任何的空间义，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显示功能。



这类事物既有"硬件"部分又有"软件"部分，"软件"是显示的内容，而"硬件"更为实
在，一般都有明显的立体感。其实"软件"义和"里"搭配后，也具有了三维空间感。这是
因为在人们的认知中，使用了容器隐喻的思维模式，将这些词语所代表的事物或概念喻为容
器，在感知上使它们拥有了立体感。

(28) a. 她正从米里挑石子。 b. 兔子跑进了森林里。

C. 他把五拮伸进头发里。 d. 他突然钻入了队伍里。

"米里"不是指每一粒米的里面，而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森林、米、头
发、人堆"在这里都是群体名词，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这些事物本身虽不具有可容性，
但"里"的附着使这些群体名词被概念化为容器，就具有了区分"里"和"外"的空间边界。
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做是有一定空间的容器。此外，还有一些不可数或没有维向的物质，
如:水、云、雾、雨、月光等，也可以把它们感知为容器，构成:水里、云里、雾里、雨里、
月光里等。

(29) a. 人一旦陷进盛盘里'尤其是盖坐豆豆'就会赢烦多多。
b. 情人生活在偶然里'夫妻生活在必然里。

C. 她扔下这句话就走了'把大家留在了盛盐星。

d. 他的主主里多少有些嘲弄。

人类的空间万位感知能力是一种最基本的能力，空间经验也是个体成长过程中较早就能

获得的基本经验。因此，人们借助从这类基本经验中得出的基本概念去理解情绪、感觉、经
验等较抽象的概念。除了上例中的以外，还有:记忆里、经验里、风俗里、刀光剑影里、叫
喊声里、幸福里、生活里等等，这些词所指称的事物都没有具体可感的固有形体，自然没有
具体的视觉空间边界，但与"里"组合后，便在人们的心理上构筑了空间边界，具有了内里
空间特征，表现为抽象的容器图式。

(30) a. 有话当面说'不要立坐旦议论人。

b. 这件事你们坐王呈调解吧。

C. 母来蓝生呈直掉眼泪。

d. 我们下车后'旦王呈一看'都是果树。

这是"里"的固定用法，是指某些词语与"里"搭配固定，人们习惯上将它们作为一个
整体来使用。这里的"里"更为虚化，只是框定某种状况。此外，还有:黑里透红、笑里藏
刀、忙里偷闲、死里逃生、字里行间、百里挑一等。

(31) a. 大家正帮他旦旦搬家具。

b. 壁虎正往高里爬呢。

C. 塾旦旦打'看他以后还敢再偷东西!
d. 往小里说'那个血泡也有鸡蛋那么大。

这种用法就是吕叔湘先生所说的"泛向性"，用在此处的介词很有限，它们都跟空间方
位或方向有关。"里"的这种用法，同样也是采用了容器隐喻的思维方法，是把方向的目标
或动作的过程看做容器。

上面 (23) - (30) 表现的是静态的方位词"里"， (31) 表现的是一种动态位置的"里"。
当然"里"出现的环境远不止这些，我们可以把它出现的每一个环境看成是一个语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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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语义范畴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它们构成一个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是和人
们的认知发展相联系的，它离不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识。动态的"里"也就是指物
体或行为在这个位置相对于参考位置来说是运动着的，这种运动是有方向的。如果任何一种
形状的空间范围在广义上都被看成是一个"点"的话，那么动态的"里"的源点就是说话时
的位置或状态，运动轨迹也就是动作的方向(趋向"里" )，这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引申
的位移，而运动的目标或终点则是达到"里"或者"里"前的形容词或动词体现的某种状态。
如下图:

•.1 J 

"里"的静态模式 "里"的动态模式

Langacker (1 987) 在谈到范畴化问题时提出两种范畴化的概念:一是基于原型的范畴
化 (categorization by prototypes). 一是基于图式的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by schema) 。
原型是一个类的典型成员，其他成员根据它们与原型的像似性与原型具有相应的对应关系，
这种像似性是有层次的，有的成员与原型像似性多一些，有的成员与原型像似性少一些(崔
希亮 2002:262)。上面第二部分中表示具体方位意义的"里"的范畴化过程是基于原型的，
而第二部分"里"的抽象隐喻意义中的"里"的范畴化过程是基于图式的，因为图式是建立

在所有成员的共同特征的基础上的，它可以涵盖诙图式中的所有成员，图式中的成员是不分
层次的。"里"的所有意义范畴(包括具体的方位意义和抽象的隐喻意义)都与核心意义(空
间范围)有关，也就是说它们都表达空间方位关系，有的表达的是物理空间关系，有的表达
的是心理空间关系，在人们的认知机制里，二者具有相同之处(崔希亮 2002:262)0 "里"的
基本逻辑来自容器图式的构型，一个物体要么在容器内部，要么在其外部，由此经验找们可
推导出: "里" 的这种包容关系保护被包容的物体，内部行为要受到边界的制约等。

四

我们常常将"里"与"外"对举使用，如:里应外合、吃里扒外、屋里/屋外、门里/门
外等。这里的"里"和"外"是相对的，以其前面的名词作为划分空间的界线。通常来说，

里外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确定了"里"也就确定了"外"。但有些情况下，人们在
表达方位时，习惯于说它在" ......里"，而不说它在"……外"，亦即"里"与"外"又存在

着不对称性。例如:夜里/※夜外、手里/※手外、碗里/※碗外。这就是万位词"里""外"

不对称的表现，也就是赵元任先生(1968) 所说的"扭曲关系" (skewed relations)。挠们也可
以引用邹邵华 (2001:94) 先生对 21 篇小说的统计结果来说明这个问题:

"里" "外"的隐现 用例数目 "里"出现衣数 "外"出现次数

有"里"元"外" 321 889 。

有"外"无"里" 12 。 27 
有"里"有"外" 7 66 21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统计数据也表明: "里"的使用频率为 6474. "外"的使用频
率为 836 (沈家娼 1999:219， 367)。也就是说"里"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外"，按照一般的
理解，除了"里"与"外"相对外，还有"内"、"中"等也可以和"外"构成反义关系，换
句话说，"外"对应着"里、中、内"三个方位词， 66外"的使用频率应该比"里"高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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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里" "外"使用的次数会相差这么大呢?吕叔湘先生早就作过论述t 有
的"里"表示的是"泛向性"，不是具体的方位，这一部分"里"没有对应的"外"，如"往
高里长"等。有些词语能加"里飞如:嘴里、手里、河里，似乎也能加"外"，但在实际语
言里是完全用不着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说"嘴外、手外、河外" (吕叔湘 2004:294)。关于
这种情况，我们本族人使用时一般不会出错，而外国留学生在习得汉语时，往往采取类推的
原则，常常出现一些错误。其实，语言的结构跟人对客观世界(包括对人自身)的认识有着
相当程度的对应或"象似" (iconicity) 关系，从认知上讲，象似原则体现的正是人的一种"类
推"能力(沈家煌 1999:10)。那么针对留学生使用方位词"里"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里"
"外"的不对称现象，我们就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加以解释。
人最初是从认识自身开始认识外部世界的，人的认知方式有它的物质基础或生理基础，

首先人体的构造就是不对称的，一些重要的器官(如心、肝、肺等)都在人体内部。人体是
个容器，呼吸吐纳，有"里" "外"之别，对进入人体内的东西有最切身的感受。其次，"里"
表示一个相对封闭的方位或空间，所以"里"的辖域是确定的，由于人们在获取方位信息时
有准确性的要求，于是人们在认识自身及外部世界而获得的知识经验中就形成了一种以"里"
为中心的心理，因此"里"的使用频率就特别高。再者，如前所述，"里"具有内隐性，对
于人来讲，容器内的秘密是认知的兴趣所在，所以关注度高的事物在认知过程中就被凸现出
来，成为认知的焦点，映射到语言中，"里"的使用频率就特别高，因此也就成了无标记项。
认知语言学认为，无标记项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在习得
的时候，最容易习得的也是无标记项，进而人们在表达方位时也习惯于用"……里"的形式
(邹韶华 2001:109)。另外，沈家信先生 (1999:36) 也指出:人的认识和推理过程具有单向性
或不对称性，总是从典型成员(无标记项)出发，认识和推导出非典型成员(有标记项)，而
不是相反。根据标记理论，无标记项的分布范围要比布标记项的大，按照这个判断，"里"
的使用频率比"外"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此之外，"里"与"外"的不对称性，还表现在它们的虚化方向和虚化程度不一致，
虚化的方式和结果也不对称上。例如"里"可以以空间域隐喻时间域，我们可以说"夜里"

却不能说"夜外"，可以说"二月里"却不能说"二月外"; "里"还可以虚化为抽象空间和

虚拟空间，可以说"思想里"和"电话里"却不能说"思想外"和"电话外"。应该说这也
是"里"中心的方位观念在起作用。

总之，"里" "外"的不对称，除了与方位词以及所附词语的语义用法有关外，还与使用
习惯、音节搭配、语体风格和使用者的心理视点等有关系。

五

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搜集资料，整理分析，以描述其事实，而应该是进一步的
解释:即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实，人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并加以概念化，从而

来实现人的思维活动和交际活动的。认知语言学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经验出发说明语言的
结构和功能，解释了许多以前人们无法解释的语言问题，尤其是在揭示本族人习焉不察而外
族人困惑不解的语言现象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因此它在对外汉语教学及相关的本体研
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本文讨论的就是方位词"里"的认知及隐喻用法，在容器图式这种认知模式的指导下，

外部世界中被我们视为容器的不仅包括有自然边界的三维实体，还包括能被我们感知出边界
的那类实体，即凡是有边界或能构想出边界的空间都可以作为容器。隐喻是人类认知重要的
和基本的方式之一，语言中很大→部分隐喻来自空间概念，因为人的最初感知是从感知自身
运动和空间环境开始的。隐喻用法是指人们的空间感觉从一个认知域引申到另一个认知域，
或者说是由基本认知域到复杂、抽象的认知域的隐喻认知方式。在认知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
最初用于空间关系的词语后来被用来喻指时间、状态、过程、关系等等抽象概念，这就是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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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认知的结果(赵艳芳 2001:48)。通过隐喻，人们将空间方位和各种抽象的范畴联系起来，
衍生出新的意义范畴。方位词"里"体现的是一个容器隐喻，事物、事件、时间、活动等都
可以放在容器内，它从空间域映射到时间域或其他认知域，容器隐喻发生了拓展，于是就形
成了"里"的各种引申或隐喻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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