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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语的识解：意义与认知参照点 
— — 以 《红楼梦》中前八十回语料为个案的研究 

张俊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文章尝试运用Langacker(199 3，1995，1999)的认知参照点 (CRP)理论对 红楼梦 

中的称呼语系统进行解读。称呼语常用的语言形式主要包括：专有名词、有定描述语、代词及零 

形代词等三类名词表达式(NP)。文章依据认知参照点理论先后以对称和自称两种视角分别对 红 

楼梦 中以上三种语言形式的称呼语进行了意义识解。在进一步的讨论后，文章强调了参照点在 

称呼语意义识解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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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小说 《红楼梦》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学者们的 

研究兴趣，而该作品中人物之问彼此指称所用的称 

呼语近年来逐渐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对象。这些 

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称呼语系统进行内在意义上的分 

类 (陈毅平，2005)，或对其语用功能进行发掘 (陈 

辉、陈国华，2001)，或对其择用得体性进行探讨(孙 

炜，1990、1991)，或对个别称呼语的多义性进行考 

证 (陈建萍，2006；胡欣裕，2006；唐雪凝，2007； 

陈建萍，2009)。本文尝试以认知语言学的参照点理 

论对作品中称呼语的语义动态性进行解读。 

二、认知参照点理论 

认知参照点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心理学家 Rosch 

(1975)的原型说 (Prototype Theory)，她认为概念主 

要是以原型，即它的最佳实例表征出来的，而原型 

可以作为判别概念范畴内其它成员的“认知参照点” 

(1975：545)。由于认知参照点在人类的各项认知活 

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型理论在许多领域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Langacker(1991，1993，1995，1999， 

2001)把参照点理论应用于认知语法，从认知角度诠 

释了名词所有格、隐语、话题结构及指示语等语言 

现象。Langacker强调了认知参照点的普遍性，并跳 

出了原型作为唯一参照点的选择局限，认为 “依据 

参照点进行推理是人的一项基本的‘意象图式能力’ 

(image．schematic ability)，它体现于对概念和语法 

的组织之中，甚至于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之中”(1993： 

25)。 

Langacker(2001：21)的认知参照点理论可以 

概括为，一个概念结构 (conceptual structure)包含 
一 组 被 感 知 的 实 体 (entity )， 认 知 主 体 

(conceptualiser)通常先感知某个实体，然后再通 

过这个实体来对概念结构中的目标实体进行定位或 

解释。这个首先被感知的实体被称为认知参照点 

(CRP)，而这个概念结构称为这个参照点的认知辖 

域 (dominion)。见下图： 

④ 
图 1参照点作用示意图 

(C代表 “概念主体”，R代表 “参照点”，D代表 “参 

照点激活的认知域”，T代表 “目标实体”) 

— — 资料来源(Langacker 2001：211 

三、称呼语的意义识解 

参照许余龙 (2004)对指称的语言形式分类， 

我们将称呼语的语言形式概括为三类，主要包括专 

有名词 (含姓名、亲属称谓及社会称谓)、有定描述 

语、代词及零形代词 (省略语)等三类名词短语。 

下文将根据认知参照点理论就对称和自称两种情形 

下的三类语言形式的称呼语分别进行语义识解。 

(一)对称 

说话人对称时所使用的称呼语往往以自身作认 

知视角，有时也借助于第三方。受话人对说话人称 

呼自己所选用的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解读往往需要借 

助于此视点以及该称呼语所激活的认知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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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词和零形代词 

作为对称用语的代词和零形代词，《红楼梦》中 

出现的主要有 “你”、“你们”及零形代词等。比如： 

1)平儿 (对王熙凤)道：“偏说 ‘你’!你不依， 

这不是嘴巴子⋯⋯”(56回：431) 

2)贾环 (对香菱)道：“我拿什么比宝玉呢。 

你们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20 

回：145) 

3)(王熙风)便隔窗 (对赵姨娘)说道：“0大 

正月又怎么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 

你只教导他， 说这些淡话作什么⋯⋯，0就大口啐 

他⋯⋯”(20回：146) 

代词或零形代词，语义单一、心理可及性高， 

认知主体受话人以此作认知参照点，在心理空间构 

建的说话人与受话人双方关系相对单一，即单纯的 

“谈话人关系”，体会不到任何礼貌成分。所以，代 

词及零形代词作为对称用语，主要用于长辈对晚辈、 

社会身份地位高的对社会身份地位低的称呼，不宜 

逆转。因为等级社会文化背景下，身份地位高的受 

话人在与身份地位低的谈话人交流时获取社会尊重 

的需求相对强烈，这样不含礼貌成分的用语可能会 

使他们产生心理落差，从而不利于交流。如例中的 

句 1)，平儿是王熙凤的贴身丫头，个人关系极为亲 

近，但即便如此，平儿在私下里用 “你”称呼她主 

人，受话人在心理上都难以接受。同代词相比，零 

形代词作他称用语时受话人能感受到的礼貌成分更 

少，如句 3)中王熙凤多处用零形代词称呼受话人， 

受话人感受到的只有身份的卑微。复数代词“你们” 

用于对称，尤其受话人为单数，礼貌程度呈中性。 

2．专有名词 

用作称呼语的专有名词分为姓名称呼语、亲属 

称呼语及其他社会身份称呼语三类。我们认为，专 

有名词充当他称用语的认知视角是不确定的，有的 

以 “说话人”自身为视角，有的则是以 “第三方” 

局外人为视角的。但作为认知参照点，它们同样都 

会触发认知主体“受话人”心理空间中的多重图式， 

即说话人和受话人双方的 “谈话人关系”和 “其他 

特殊社会关系”。比如： 

4)王夫人忙又道：“宝玉，你回去改了罢。老 

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23回：165) 

5)尤氏 (对璜大奶奶)说道：“⋯⋯婶子，你 

是知道那媳妇的⋯⋯。”(10回：72) 

6)只见那长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 

饰。⋯⋯，岂不念公子之德?”(33回：244) 

例 4)中说话人王夫人以自己为视角对两个受 

话人分别采用了两类不同的称呼语，对宝玉的称呼 

用的是姓名称呼语，对贾政用的是其他社会身份称 

呼语 (即家庭称谓语，以后会专文论述)。这种因人 

而异的称呼使用策略，显示出受话人在对待宝玉的 

教育问题上的中肯态度。受话人宝玉以自己姓名为 

认知参照点，在心理空间构建的是 “人子与严母” 

的概念结构，应把自己定位于无条件服从的地位。 

受话人贾政以其他社会称呼“老爷”为认知参照点， 

在长时记忆中提取的概念结构应该是 “老爷、太太 

与少爷”这一家庭成员关系范畴，自己的 “家长” 

身份得到了突显。5)句中说话人尤氏对受话人贾璜 

(自己丈夫族弟)的妻子的称呼采用了 “第三方” 

视角，即自己子女的视角。受话人以亲属称呼语“婶 

子”作认知参照点，其心理空间应该构建的是 “婶 

子与侄子／女”概念范畴，自己的 “长辈”身份得到 

了突显，获取社会尊重的需求得到了满足。6)句中 

的长史官以说话人自己为视角对宝玉采用了其他社 

会身份称呼语 “公子”相称，有助于受话人以 “公 

子”为认知参照点在其心理空间构建“公子与长者” 

的社会成员范畴。受话人在自己的社会尊严感获得 
一 定满足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同样身份高贵的说 

话人而履行 自己的应尽义务。 
一

般说来，亲属称呼语和其他社会身份称呼语 

用于对称时多表示敬意，但要结合具体语境来进行 

解读。比如： 

7)探春便 (对宝玉)笑道：“二哥哥，身上好? 

我整整三天没见你了。”(27回：200) 

8)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对宝玉)说道：“ 

哥哥，你说什么?”(26回：192) 

9)(林黛玉)因又掌不住 (对宝玉)哭道：“⋯⋯ 

我也不敢亲近二釜，二釜也权当我去了。”(30回： 
223) 

本例 7)句中探春称呼宝玉 “二哥哥”，是无标 

记用法，表示尊敬。但 8)句和 9)句中黛玉对宝玉 

的亲属称呼 “二哥哥”和其他社会身份称呼语 “ 

爷”都不表示敬意，旨在疏远与受话人的心理距离， 

属有标记用法。受话人宝玉以 “二哥哥”或 “二爷” 

作认知参照点的话，其心理空间构建的概念结构应 

该是 “兄妹”或 “宗亲”社会关系范畴，以往和说 

话人的那种 “两小无猜、亲密无间”的私人关系受 

到压抑而无从提取。 

3．有定描述语 

有定描述语充当对称用语，同专有名词一样， 

沿用的认知视角既有 “说话人”，又有 “第三方”局 

外人。作为认知参照点，有定描述语在认知主体“受 

话人”心理空间激活的认知语义域，应该包括说话 

人和受话人 “谈话人关系”和 “其他特殊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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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种关系的统一体。比如： 

10)(李嬷嬷)在当地骂袭人：“塞工奎的 娼 

妇 !我抬举起你来⋯⋯”(20回：142) 

11)金桂听了这话，便隔着窗子往外(对薛姨妈) 

哭道：“你老人 只管卖人，⋯⋯”(80回：653) 

本例中的句 10)，受话人以称呼语 “忘了本的 

小娼妇”为认知参照点，其心理空间被激活的语义 

域应是长时记忆中有关 “忘本与报恩”以及 “娼妇 

与良妇”等多个概念组合。11)旬中的说话人不用 

亲属称呼语 “妈妈”或者家族身份称呼语 “太太” 

来称呼其婆婆，而选择了一个特殊社会身份称呼语 

“你老人家”。受话人以说话人为视角，以“老人家” 

为认知参照点，其内心构建的认知域应该是受话人 

与说话人双方的 “年长与年幼”关系，这与受话人 

长时记忆中储存的双方现实中的 “婆媳关系”相去 

甚远，心理距离被人为拉大。 

(二)自称 

说话人自称时所使用的称呼语往往以受话人作 

认知视角，受话人对其解读一般也会落脚在说话人 

对双方关系及 自身位置的认定上。 

1．代词和零形代词 

代词中单数 自称常用的有 “我”，复数 自称常用 

的有 “我们”、“咱们”等，零形代词既可以自称单 

数，也可以自称复数。比如： 

12)宝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闷，解了悲痛， 

便道：“宝姐姐送咱们东西，咱们原该谢谢去。”(67 

回：535) 

13)晴雯听了 (对袭人)冷笑道：“⋯⋯，就是 

你一个人伏侍二爷的，我们原没伏侍过⋯⋯”(31 

回：230) 

14)f袭人)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 

原是我们的不是。”(31回：230) 

代词或零形代词作自称语，受话人以此为认知 

参照点在心理空间确立起的指称对象就是物理语境 

中的说话人，激活的长时记忆中有关说话人的信息 

比较少，对说话人与受话人双方社会关系的定位基 

于表层的单一谈话关系。相对来说，单数人称代词 

的意义解读较容易，复数则需要慎重。曹雪芹时代 

的 “我们”一词语义相对确定，多指不包括受话人 

在内的说话人一方，而同时包含说话人和受话人在 

内的称呼语为 “咱们”。如句 12)的 “咱们”指说 

话人 “宝玉”和受话人 “黛玉”，而 13)中的 “我 

们”不包括受话人指 “袭人”。正是由于这一用法， 

“我们”用于自称往往导致受话人的排斥心理，如 

句 14)中 “我们”，仅指说话人 “袭人”自己和局 

外人 “宝玉”，这样使用 “我们”，说话人就犯了大 

忌。因为受话人 “晴雯”以这个意义上的 “我们” 

作认知参照点，在其心理空间建立的概念结构是“袭 

人和宝玉”，这意味着同属丫头身份的说话人“袭人” 

和贾府公子 “宝玉”组成一个群体，受话人被排斥 

在外。受话人因此拉大了与说话人的情感距离，说 

话人的劝说活动导致了失败。 

2．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充当自称用语沿用了 “受话人”作认 

知视角。作为认知参照点，它们同样为认知主体“受 

话人”激活了多项认知域。比如： 

15)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 

政无立足之地。”(33回：247) 

16)贾珍断不肯坐，因勉强陪笑道：“侄儿进来 

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子并大妹妹。”(13回：92) 

17)(贾政) It陪笑起身问 (长史官)道：“大 

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见谕，望大人宣明，学 

生好遵谕承办。”(33回：244) 

18)贾珍 (对北静郡王)道 “犬妇之丧，累蒙 

郡驾下临，荫生辈何以克当。”(14回：99) 

例 15)中贾政把 自己的姓名全称作为自称用 

语，旨在以此为受话人提供认知参照点，引发受话 

人长时记忆系统中的 “社会个体间的等级关系”这 
一

概念结构，其中突显了受话人的绝对权威地位。 

16)句中说话人贾珍利用亲属称呼语 “侄儿”为受 

话人提供参照点，帮助受话人在心理空问定位 “婶 

子”身份，有效拉近了说话人与受话人的情感距离， 

为自己的请求获得批准铺平了道路。17)句中贾政 

把自己谦称为 “学生”，受话人以此为参照点，记忆 

中的 “师生关系”领地被激活，其 “师长”身份得 

以突显，造访原因自然和盘托出。18)句中说话人 

贾珍 自称 “荫生辈”，受话人以此为认知参照点，其 

长时记忆中的 “利益施受者关系”结构概念予以激 

活，受话人的崇高 “施主”地位得以突显。 

3．有定描述语 

有定描述语充当自称用语，同专有名词充当自 

称用语一样，也沿用了 “受话人”作认知视角。作 

为认知参照点，它们也为认知主体 “受话人”触发 

了大脑中有关说话人和受话人双方的更加复杂的概 

念结构，即在双方 “谈话人关系”的基础上附加了 
一

种新的 “社会关系”。比如： 

19)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回说：“那是晚晚 

生家叔祖。”(42回：316) 

20)探春 (对王熙风)冷笑道：“我们做贼的人， 

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74回：598 9) 

例中 19)句，说话人王太医以“晚晚生”自称， 

受话人以此为认知参照点 自然在心理空间构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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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员的长幼关系”领地，受话人 “长长者” 

的社会身份得以突显，社会尊重需求得到满足。同 

例中的20)句，探春的自称用语 “我们做贼的人” 

为受话人作认知参照点，同样会引发受话人的心理 

概念结构 “良民与贼人”关系，受话人的 “良民” 

身份得以背景化，说话人的抱怨情绪得以凸现。 

四、讨论 

以上我们用认知参照点理论对称呼语系统进行 

了语义识解，由于分析是在对称和自称两种情形下 

分别进行的，充当称呼语的各种语言形式在实际使 

用过程中所体现出一些特性没能得到探讨和梳理。 

现在我们从语言形式角度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一)代词和零形代词 

代词和零形代词充当称呼语，自称是以受话人 

为视角进行的，对称则是说话人视角。无论 自称和 

他称，代词或零形代词作为认知参照点在受话人心 

理空间所激活的语义域都是单纯的说话人和受话人 

的 “谈话人”关系。因而，这类称呼语在人权平等 

的文化背景下使用显得语义单一、语用随意，但在 

社会等级观念强烈的文化背景之下，其使用也就被 

赋予了“附加意义”(Leech，1981)。前文分析发现， 

长辈或社会地位身份高的人使用这类呼语称呼晚辈 

或社会地位身份低的人属于得体运用，但不具有可 

逆性；同辈份或同社会地位身份的人之间使用可以 

被接纳，但也不被提倡；同代词相比，零形代词作 

称呼用语，其意义中蕴涵的礼貌成分更少。 

(二)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充当称呼语，自称一般是以受话人为 

视角的，对称的视角既有说话人为视角的也有第三 

方 “局外人”为视角的。受话人以专有名词称呼语 

为认知参照点，在 自己心理空间构建的该呼语的认 

知辖域是说话人和受话人双方“谈话人关系”和“特 

殊社会关系”的统一体。前文分析发现，在家族观 

念盛行的文化背景下，亲属称呼语比姓名称呼语包 

含更多的礼貌功能，因而使用范围更广，甚至出现 

了 “亲属称呼语的泛化”现象。比如： 

21)(王熙凤)对 (赵嬷嬷)道：“妲妲，你尝 
一

尝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16回：109)本例中， 

说话人称呼受话人赵嬷嬷用的是专有名词亲属称呼 

语 “妈妈”，其实受话人只是 “说话人丈夫的奶妈”。 

亲属称呼语的泛化意味着宗族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亲属称呼语的使用体现着说话人对受话人在社会关 

系方面的亲近意图。随着宗族文化影响力的减弱， 

其他社会身份称呼语势必会越来越丰富，并逐渐获 

得通行。 

(三)有定描述语 

同专有名词充当称呼语一样，受话人以有定描 

述语为认知参照点，在 自己心理空间构建的概念结 

构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双方 “谈话人关系”和 

“特殊社会关系”的统一体。与专有名词不一样， 

说话人为受话人提供的有定描述语作认知参照点， 

有的具有某种评价功能，因而更加主观，很难与受 

话人在心理空间中突显的概念范畴获得一致。如例 

10)中的有定描述语 “忘了本的小娼妇”，很难获得 

受话人的认同。 

(四)称呼语的发展 

言语交流的成败可能主要取决于言语交流的内 

容和方式，但作为辅助因素的称呼语作用也不容忽 

视，因为它定位着说话双方对彼此关系的认定，甚 

至可以说，称呼语本身就是言语交流内容和方式的 

组成部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平等意识的深化， 

社会人在言语交流过程中更加注重交流的质量和效 

率，而称呼语的使用也势必在遵循礼貌原则(Leech， 

1983；Brown，E＆S．Levinson 1987)的基础上兼顾 

经济原则。我们比较现在和曹雪芹时代称呼语使用 

的异同，更能感受影响其发展的内在动因，并相信 

这些发展变化的必然。比如：代词和零形代词使用 

的广泛认同，代词 “您”的出现，亲属称呼语的泛 

化，其他社会身份称呼语的活力提升，等等。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和讨论，我们认为：《红楼梦》中 

的称呼语蕴涵着说话人对谈话双方的关系认定；受 

话人以说话人使用的称呼语作认知参照点可以对说 

话人认定的双方关系进行解读；说话人使用称呼语 

的视角有三个：说话人自身、受话人及第三方 “局 

外人”；代词和零形代词作称呼语往往被受话人解读 

为谈话双方单纯的“谈话人关系”；专有名词和有定 

描述语作称呼语往往被解读为谈话双方之间有多重 

关系，即 “谈话人关系”和 “特殊社会关系”；在执 

行礼貌原则的能动性问题上，称呼语由零形代词、 

代词、专有名词到有定描述语呈递增趋势；制约称 

呼语发展的内在动因除礼貌原则外，经济原则也发 

挥着积极作用；而外在动因则包括等级观念和宗族 

观念在内的社会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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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模式的建立是 
一 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 

断的补充和发展。在教学实践中，研究者深深体会 

到，仅靠几个人的力量完成这一教学改革实践是十 

分困难的，但我们将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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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and its effect based on corpus 

XUAN Ling—yan 

(College ofArts，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Handan 05603 8，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college students’inactiveness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low efnciency of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ESP)，this study throws some light Oll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onstructing 

ESP corpora．which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The effect of thi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onstructing ESP corpora is an alyzed by questionnaire and course examination．And the result illustrates that such 

teachingmodeisquite effectiveinpromoting students’interestan dESPleveldespite somedrawbacks． 

Key words：corpus；college English teaching；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teaching mode 

(上接第 86页) 

参考文献： 

[1]Langacker,R．W (1987)．Foundations ofCognitive Grammar, 

Vo1．1，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Langacker,R．W (1991)．Foundations ofCognitive Grammar． 

Vo1．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Langacker,R．W (1993)．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4(1)：1-38． 

[4]Langacker, R．、Ⅳ． (1995)． Raising and transparency 

Language，7l(1)：1-62． 

[5]Langacker,R．W (1999)．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6]Langacker, R．W (2001)． Dynamicity in grammar． 

Axiomathes，12：7-33． 

[7]Rosch，E．(1975)．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Cognitive 

Psychology,7：532-54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Construaling the terms of address：implications and 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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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the school ofArt．samples fromthe first 80 chapters ofA Dream ofRedMansions 
ZHANG Jun 

(School ofArts，Hebei University ofEngineering，HanDan 056038，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s to construal the terms of adderss from the novel A Dream ofRed Mansions by using 

Langacker’s CRP(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theory．Based on the concept that terms of adders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ersonal reference，the author classifies all the term s into three subcategories，i．e．proper nouns，definite 

descriptions and pronouns．The anan ysis has been conducted with the viewpoints of addressee and addresser 

separately．After a discussion，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value of CRP in interpret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ddressing term s． 

Key words：CRP；cognitve dominion；terms ofaddress； constru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