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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语言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符号意义生成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进展,明确了符号的

认知基础与意义生成过程之间的联系,分析了象征性和指示性符号在认知语言学中的作用机制,评估了

模拟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在解释符号意义生成中的有效性。此外,本文展现了体认语言学对意义生成机

制的多维度考察,包括神经语言学的证据和心理语言学实验结果。研究亦突出当前学术界对符号理论面

临挑战,诸如复杂语境下的意义模糊性和符号使用创造性特征,符号意义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大数据时代

下语言的符号意义生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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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roa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o delve into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of signification generatio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its empirical research progress, offering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Through extensiv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article showcases the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the meaning generation mechanism by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cluding evidence from 

neurolinguistics and results from psycholinguistic experiments. The research also highlights the current academic 

challenges to sign theory, such as meaning ambiguity in complex contexts and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ign 

use.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combining cognitive scienc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behind 

sign meaning gener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article suggests a need for exploring the sociocultural 

factors of sign meaning and the patterns of sign meaning gener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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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和语义学研究的深入,语言哲学领域

逐渐关注于语言使用者如何生成和理解符号意义的机制。特别

是在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NSM理论)的研究表明,语言与世界之

间的联系超越了形式语义学所关注的符号与客观世界的配对关

系,更多地融入了人类心智的内在作用[1]。并且,在社会语言学"

社会转向"下,研究者们不再局限于独立的语义模型,而是结合

文化等外部因素审视集体认知和传统性在语义生成中起到的作

用[2]。此外,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提出将意义生成与美学

象征关系联系起来,并认为符号和意义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

实际实体之间真实关系构成了认知基础[3]。 

这种对符号意义生成过程实质和发展的关注推动了跨学

科、复合型方向上对于语言哲学与心理学、人类学乃至脑科学

相结合进行可能性探索。同时,在认知科学与社会语言学理论深

入结合下揭示了人类社会交往中符号意义生成机制,并重点探

讨了作为一种能动符号系统的认知基础和社会功能。通过运用

构式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揭示了词汇、习语及其他特定背景下

产生意义和变异现象。同时细致考察了交互影响以及随时间演

变不同现象动态性和复杂性。这些成果拓宽传统静态结构规律

范围,并增强我们对于动态性、多样性和适应性认识。从哲学角

度对符号意思生成机制进展显著,特别是将其视为主观意图客

观实体桥梁得到进一步阐释应用.这为揭示人类使用系统基础

机制提供线索,也为该领域注入新活力深度。 

1 语言符号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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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言符号观在传统语言学中,符号理解多聚焦于表征

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既是一维映射也是二元对应,成为

研究的核心。然而这一符号理解的模型忽略了符号使用的动态

性以及符号意义如何在不同语境中发生变化的问题。随着认知

科学与互动主义语言哲学的兴起,传统的符号理解正遭遇深刻

的反思和挑战。 

结构主义语言符号观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了语言符号相对

性和差异性原则,并将其视为社会文化深层结构内嵌、被共享社

会实践和认知模式所塑造和限定[4]。特别是当涉及到语言体验

性及其与人类认知关系时,结构主义提供了丰富分析工具。 

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观后结构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和文

化互动中,意义是不断被重新构建和谈判的。通过打破固有局限

并允许观察实际使用中与社会实践、权力结构及身份认同等多

重因素相互连接和影响,后结构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加灵活和深

刻的框架。 

2 语言哲学符号意义观 

符号哲学的知识渊源在语言哲学领域,对符号意义生成机

制的研究一直是一个中心话题。自从怀特海德对符号与意义之

间的非分离性提出独到见解,揭示了心灵与世界的真实结合依

赖于符号化及其语言表征的审美过程后,理论家们便开始更加

关注语言的创造性本质与其在认知过程中的功能。怀特海德的

理论挑战了分析语言哲学中长期存在的意向性问题,并提出概

念与自然界不应该被切割开来处理。他进一步阐释了符号参照

的具体性及其在象征与意义关联中的基础作用,强调了这种连

接的深刻性和实际效力。此外,他为理解象征表征如何在心智活

动与语言之间媒介以及二者相互促进提供了新颖视角。怀特海

德思想不仅丰富了符号哲学知识渊源,而且为当代语言哲学与

认知科学交叉领域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符号意义生成机制逻辑已成为语言哲学领域核心议题,在

对其进行阐释时需要引入White审美本体论所提供新路径来推

动讨论。他关于符号和意义不可分割性观点不仅提供非二元化

途径审视语言和意义,并揭示量子持续时间空间维度内操作方

式违背传统观念。这一理论有助于科研人员理解多维交错空间

内符号指代实体并促进对深层次逻辑洞察。辩证分析方法也为

探索隐含意义形成提供框架,并突显White重视社会国家符号功

能观点。当代哲学持续探索复合视角下形成对语言符号新解,

在此过程中White审美本体论贡献巨大并强调感知判断客观倾

向拓展象征意义动态等方面。 

3 语言符号生成机制的研究 

语言习得与符号生成之间的关联一直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哲

学交叉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个体在习得

一门语言过程中,其心理和神经机制参与到符号意义的形成

和理解中。符号不仅是语言沟通的基础,也是思维过程的内在

表达[5]。认知过程与符号生成的关系尤为复杂,因为个体需要将

语言输入中辨识出的符号与抽象概念联系起来,形成内在意义

体系。虽然描述语言符号生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已取得进展,但如

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证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随着神经科学

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脑电图(EEG)等技术应用发

展,研究者开始能够更直接地探索大脑中符号处理过程与语言

习得之间的关系。这些方法为理解语言习得过程中符号生成机

制提供了新见解,并打开了对该机制新视角。 

从语用学视角看,在近年来对于语言符号意义生成机制方

面取得了创新性进展。通过利用认知科学和计算模型揭示了在

复杂交际环境下,通过上下文线索和实际行动配合进行动态构

建和解构符号意义这一现象[5]。此种过程不断参考交流参与者

共享经验以及期望以达到有效信息传递及社会互动目标,在跨

文化交际情况下显示出高度适应性及灵活性；根据不同文化背

景调整自身行为优化沟通策略[1]。此类观点提供了深入认识该

领域并突破传统结构、形式限定的视角；促进了教育、自然处

理等领域发展,并且预计未来还有广阔空间可探索。 

认知科学在涉及到产生、发展、创建符合时扮演着至关重

要角色,它通过心理神经科学角度去解读产生、发展、创建符合

并给我们提供深刻见解;现代工具被用于测定时间分辨率,如事

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产生、发展、创建符

合是一个渐进且动态的过程;此外,认知模型建立如神经网络模

型,提供了框架增加对产生、发展、创建符合和理解过程的计

算案例,增加了对语言认知机制的理解[6]。不过,在面对复杂语

言现象时,如隐喻或双关语,仍面临将理论与实证结果相结合

的挑战。 

4 认知符号学 

认知语言学在符号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在探

讨语言与思维相互作用机制上。研究揭示个体如何通过符号对

认知和经验进行编码与组织,涉及语言表达形式以及思维本身

的形式化过程。尤其是处理抽象概念和跨情境意义时,符号的动

态性和多模态性显得尤为关键。认知语言学家已成功运用神经

影像技术来追踪符号处理中的脑活动,并揭示了语言理解和生

成中的认知网络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语境。然而,对于社交互动

和文化背景下的功能演化仍需进一步深化研究,这需要加强不

同领域之间的合作视角。 

认知神经科学在研究语言符号生成机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神经成像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正电子发射

断层扫描(PET)揭示了脑中处理符号的区域和网络。这些发现帮

助我们更深刻理解了语言处理的脑机制,并为设计更有效的教

学方法提供科学依据[7]。随着认知科学与语言学领域跨学科研

究深入进行,在模式识别与语言符号意义生成机制方面取得了

重要进展。神经网络模型显示出前所未有潜力,在捕捉时间动态

特征方面取得重要成果[8]；而深度学习算法也表现出强大能力,

在理解特定环境下含义和用途方面具有辅助作用。然而,仍需将

更多跨学科理论整合到模型中,以实现更全面地模拟认知机制

下的完整意义生成过程。 

5 符号意义的本质 

语言学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是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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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复杂互动。符号与被指物间的关系所

承载的意义主要被认为是在语言使用者心灵中主观构建,然而

客观世界对于语言的限制亦不可忽视。这种双重性体现了语言

不仅反映思想,还映射了与世界的实际联系。当我们探讨如何在

语言中确立事物的引用、真理和「与外界事物鲜活对话」的能

力时,更加凸显出了经验类别的边缘化问题。 

在语言哲学领域,关于符号和意义之间关系及其生成机制

讨论一直是一个核心议题。特别是符号意义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之间辩论引发了哲学家们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索。根据Whitehead

的观点,符号意义并非完全是主观构建也不是彻底客观存在,在

实践中连续不断地获得具体化和确立。在近期的语言哲学研究

中,关于符号意义生成机制讨论逐渐聚焦于符号主观性与客观

性之间辩论,研究者试图解决如何在个体心理状态和社会文化

环境之间建立起可靠联系这一核心问题。 

体认语言学在语言哲学视角下的研究表明,符号意义的生

成机制是一个非线性、动态的认知过程,其中象豹观在理解抽象

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这一过程不仅局限于个体的心理

层面,还包括符号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维度[10]。另

一个方向是运用现代实验心理学和脑科学技术,深化对象豹观

在认知神经层面影响的理解[11]。这将促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并为语言研究提供更精准的工具和方法。 

6 结论 

符号意义生成机制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不仅强化

了我们对语言符号与思维关系的理解,还推进了语言学与哲学

的交叉融合。Whitehead理论对符号和意义的非分裂视角,为符

号意义生产的具体性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他的理论不单是

对分析语言哲学的修正,更是对当前语言科学研究的有益补充。

Tomasello关于集体意图性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与审美

本体论相呼应,揭示了语言符号作为社会交往媒介的本质。在实

践层面,对符号意义生成的研究促进了人工智能领域中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形式语义学和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为构建

符号表征体系提供了数学精确性与通用性的平衡,它们的应用

不仅加深了符号的标准化,还带来了更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此

类研究结果在实现跨语言通信和自然语言理解方面具有重要的

应用前景,尤其是在国际化交流与全球合作的背景下,其实用价

值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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