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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方位词的语义演化路径及其认知机制研究 

---主要以“上”、“下”为例--- 

摘要 

王棋 

“上”、“下”是一对使用频率较高，用法复杂的语言成分。二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

的关联关系，再加上其本身的常用性及其多义、多功能特征，因而有关“上”与“下”的

语义、用法及其演化方式等问题在语法学界引起了诸多争议，甚至堪称汉语语法研究的传

统难题之一。 

本文选取“上”、“下”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分别从“上”、“下”的原型义及功能入手，

对其词汇意义、分布特征、认知规律等多层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运用认知语言学的

理论和方法，着重对“上”、“下”在其词性及句法功能的演变过程中所呈现的语义不对称

现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此外，本文还从历时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上”、“下”的

语法化过程，深入地探讨其表意特征及其语义功能演化轨迹，从而为其在共时层面所呈现

的表意功能的异质性的形成找到了根源与根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引发其语义演化的机

制和动因，进而对“上”、“下”看似繁杂的表意功能做出合理、统一的解释。 

全文共分六章，现将各章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 《绪论》部分提出问题，并对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评述；说明研究范围和方法

以及研究目的和意义；简要介绍文章框架和主要内容。 

第二章 《“上/下”的空间范畴用法》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介绍“NP 上/下”

的语义特征及其概念系统的关联关系。主要运用“NP 上/下”的语义原型图式及其空间辖

域图式，分析“NP 上”与“NP 下”的认知策略的异同及其句法表现倾向。在此基础上，

阐释其原型义及认知主体的主观识解对“上/下”的语义扩展的制约及影响。 

第三章 《“上/下”的事件范畴用法》，探讨“上/下”如何实现由表达静态空间关系

到表述动态位移事件的演变，分析其空间范畴用法与事件范畴用法之间的关联关系。在此

基础上，归纳动词“上/下”的句法功能及语义特征，着重从认知的角度考察“上/下”作

为述语动词在表达位移事件中所涉及的认知策略、句法表现及其事件要素的凸显方式。 

    第四章 《“上/下”的动相范畴用法》，主要讨论“上/下”充当补语成分时的语义功能

及其句法表现。分析现代汉语常用单音节动词与“上/下”的共现与选择关系，描述“V上”

与“V下”结构中的“上/下”的语义虚化路径，探讨“V上”与“V下”的语义不对称现

象及其形成理据，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第五章 《“上/下”的语义及其功能的历时演变》。本章将主要述及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具体考察“上/下”横向的共时层面的语义内涵，分析二者的异同。运用空间辖域图

式理论，说明语言成分的原型义制约着其语义和功能的演化方式和轨迹。二是考源溯流，

充分梳理纵向的历时层面的“上/下”的语义和功能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更客观地把

握二者的语法化路径及其动因和机制，就诱发和影响二者语法化的因素进行探讨，并尝试

解释汉语中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语言现象。进而阐明“上/下”“上”由名词、方位词到动词

及由述语动词到趋向补语的句法和功能的发展脉络，正是受其内在认知机制及外部语法环

境双重因素驱动的必然结果。 

第六章为《结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归纳研究内容，总结研究成果。(2)指出

本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