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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移动是指我们所见到的物体本身确实是
在移动，而且该物体的移动速度是可以经肉眼察

觉的。移动知觉是对环境中所见物体是否移动以

及该物体移动快慢、方向等所作的解释与判断，是

对空间动态物体的知觉［１］。实际上，非真实移动

也会产生移动知觉，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

青山两岸走”中静止的山就给人以移动的感觉，

这说明在非真实移动中可产生移动知觉。

英语中也存在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知觉。为

便于探讨，我们可将物理世界中空间的概念拓展

到非物理世界，将移动知觉拓展到包括对移动趋

势的感知，将视觉拓展到整个知觉领域。

英语里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知觉主要表现在

词语、句子、语篇及艺术语言的产生与解读等

方面。

一、词语中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知觉

词语中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知觉主要存在于

独立的词和词语、句子和语篇的措辞及对概念的

认知之中。

第一，相对移动知觉。相对移动是因为人的身

体在移动，因而觉得并未移动的物体在移动。人们

具有以不同方式构造感知到的同一情景的能力，语

言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２］１８７ １８８。

在“ｃａｔｃｈ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ｓ ｉｄｅａ”与“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ｓ ａｄｖｉｃｅ
ｓｉｎｋｓ ｉｎ”中，前者表示“ｉｄｅａ”是静止的，“ｉｔｓ ｃａｔｃｈ
ｅｒ”是移动的；后者表示“ａｄｖｉｃｅ”是移动的，其移动
性在于“ｓｉｎｋ ｉｎ”，“ｓｏｍｅｂｏｄｙ”是静止的。在“ｃｏｍｅ
ｔｏ ｌｉｇｈｔ”与“ｔｈｒｏｗ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中，前者表示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是移动的，“ｌｉｇｈｔ”是静止的；后者表示
“ｌｉｇｈｔ”是移动的，“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是静止的。在“ｂ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ｋ”与“ｂｏｒｅ ａ ｈ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ｋ”中，前者表示
“ｐｌａｎｋ”是静止的，“ｄｒｉｌｌ”是移动的；后者表示在
“ｂｏｒｉｎｇ”的主要过程中，“ｐｌａｎｋ ”仍然静止，“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ｂｏｒｅｄ ｐａｒｔ”在向外移动，“ｈｏｌｅ”在反向进展。
“ｌｉｅ ｕｐ”中的“ｌｉｅ”和“ｕｐ”通常表示反向移动。这
些体现了对相对移动的认知。

第二，闪动知觉。“ａｎｇｌｅ”的创造是交替闪现
角的一根射线与另一根射线继而闪现其首字母大

写形状“Ａ”来表示角的过程；“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和
“ｗａｖｅ”的创造是先闪现水平线段作基准线，再闪
现峰与谷为偏离形式，继而分别闪现其首字母大

写形状“Ｍ”和“Ｗ”，以分别表示山脉和波浪的过
程。这三个象形字母（词）已经悄悄地完成位移。

“ｏｆｆ ａｎｄ ｏｎ”、“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等可产生
两个极端因素之间闪动的知觉。表示走向或方位

的“ｌｅｆｔ”与“ｒｉｇｈｔ”、“ｃｅｉｌｉｎｇ”与“ｆｌｏｏ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等是在基准线两侧的端点之间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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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Ｉｔ’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ｆａｓｔ ｔｈａ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ｆａｓｔ ｆｒｉｅｎｄｓ”中含词语的逆序反复［３］，在两个

交替闪动短语中，“ｆａｓｔ”分别修饰“ｆｒｉｅｎｄｓ”和
“ｍａｋｅ”。“ａ ｄｅａｆｅｎｉｎｇ ｒｏｌｌ ｏｆ ａ ｔｈｕｎｄｅｒ”中的移就
修饰语是“闪动”在人们认知路径上的第一个情

景，而被修饰成分是第二个“闪动”的情景。根据

家族相似性原则和原型原理［４］，人们将概念区分

为“ｐｌａｔｅ”、“ｂｏｗｌ”、“ｃｕｐ”三个家族，每个家族都
是其形体渐变中的一次闪现。在物理、军事、文学

等语境中运用的 ｆｏｒｃｅ都属于一个家族，它的意义
变化都是其中心和原型意义“ｈａｖ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与不
同语境意义的结合体“闪现”的结果。人们用隐

喻思维派生和扩大词义的家族相似性方式之一是

“ＡＢ、ＢＣ、ＣＤ、ＤＥ”模式，每个新词义是意义“前
进”的足迹。“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的意义“学徒”（ｎ．）、
“当学徒”（ｖｉ．）是法语单词“ａｐｐｒｅｎｄｒｅ”（ｖ．学习；
记住；得知；通知；传授）“走进”英语的一站。同

一事物有多种属性，对“ｔｈｅ ｂｉｇ ｂｌｕ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ｂｕｃｋ
ｅｔ”认知的驿站依次为空间域、颜色域、材料域。
“ｒａｉｌ ｃｏｎ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ｎｏｔｅ”是按时序的辖域构成的词
语，为“ｒａｉｌ”发展的最后一站，中间经历了“ｒａｉｌ
ｃｏｎｓｉｇｎｍｅｎｔ”。在“Ｔｈｅｓｅ ｓｅｅｄｓ ａｒｅ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中的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是一种属性，其主项概念和谓项概念之间
是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前者走向后者。

第三，对观察格局移动的知觉。观察格局指

控制全部视线的一个框。我们常用人体的局部喻

指人，如“Ｗａｌｌｓ ｈａｖｅ ｅａｒｓ”，这是格局前移以缩小
视野而聚焦视线于其局部的结果。同理，我们可

将“ａ ｏｎｅｒｏｏｍ ｈｏｕｓｅ”称为“ａ ｈｏｕｓｅ”或“ａ ｒｏｏｍ”，
可将“Ｄｒ． Ｔｒｕｅ ｌｏｏｋ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ｏｎｙ’ｓ ｈｅａｄ”中的
“ｈｅａｄ”视为一个点或一个容器。当格局移近眼
睛时，“观察”视野扩大，口语“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ｃａｌｌ
ｉｔ？”被视为模糊的点 ｗｈａｃｈｕｍｕｃａｌｌｉｔ［５］。

第四，视角移动知觉。对同一个事物观察角

度不同，关注的方面不同，大脑中会产生不同的意

象，进而产生不同的语言，这些不同的语言是视角

移动的足迹，如在表达“时钟在书桌上”时，“ｉｓ
ｏｎ”是图式表达，可选用的“ｉｓ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ｏｎ”、“ｉｓ ｓｔａ
ｙｉｎｇ ｏｎ”、“ｉｓ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ｏｎ”、“ｉｓ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和“ｉｓ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ｉｎｇ”等都是事件的侧面形象。“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ｐｅｒｓｅ
ｖｅｒａｎｔ”之前如果加上“ｈｅ ｉｓ ｖｉｅｗｅｄ”，它表达外界
认知“ｂｅ ｓｅｅｎ”的基础，如果加上“ｈ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ｍｅ”，
它表达内在认知“ｍａｋｅ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的基础。对

“ｗｉｎｄ”视角的变换产生了褒义“ｏｆ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ｄ”和贬
义“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ｎｄ”。语境可移动视角，“ａ ｂｉｇ ｒｅ
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中的“ｂｉｇ”因语境转移可分别产生
“ｈｉｇｈ”、“ｄｅｅｐ”、“ｗｉｄｅ”的意象。

第五，语言概念等级变化知觉。各个等级是词

义发展或变化不同阶段的“形象”。词的语义成分

丢失致使其移至概念的上位，中古英语“ｂｕｔｃｈｅｒ”
的语义成分包括［＋以屠宰为业］［＋宰羊］［＋
人］，后来因区别性特征［＋宰羊］消失而扩展为包
括屠宰一切牲畜的人。中古英语“ｄｏｇｇｅ”指专门驯
养的狗，而“ｈｏｕｎｄ”泛指犬类，但在现代英语中，
“ｄｏｇ （ｄｏｇｇｅ）”中的语义成分［＋经常驯养］转移到
“ｈｏｕｎｄ”，故前者变为上位概念，后者为下位概念。
进入“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后“ｍｉｌｌｅ”的地位由词降为自由
语素，黏着语素“－ ｅｄ”、“－ ｓ”等有移至词的趋势，
其地位将由字母上升到句子功能。“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在
简单句中为句内逻辑连接，而在两个句子之间为句

际逻辑连接。

二、句子中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知觉

句子中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知觉主要存在于

语言的隐喻性、经济性、语境、认知方式多样化等

之中。

第一，诱动现象。这是指当观察格局在静止

的情景或文字与专注的观察者之间移（转）动时，

情景或文字会产生与其相反的方向移（转）动的

知觉。由于非移动旗杆上旗帜迎风飘扬而使人产

生在一定空间中前进的知觉，例句（１）中的“ｗａ
ｖｉｎｇ”就是波浪前进的知觉，“ｉｎ”产生“ａｇａｉｎｓｔ”和
“ｔｈｒｏｕｇｈ”的知觉。影视特技可产生诱动现象，如
例句（２）。

（１）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ａｇ ｉｓ ｗａ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２）Ｔｈｅ ｈｅｒｏ ｉｓ ｓｐｒｉｎｇｉｎｇ ｕｐ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ｋｙ．
第二，观察对象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变化的

知觉。例句（３）中的前一个方位状语管辖后一
个，读者在视线因方位具体化而不断聚合的同时，

目光着落点在循着轨迹“ｕｐｓｔａｉｒｓ—ｂｅｄｒｏｏｍ—ｌａｒｇｅ
ｃｌｏｓｅｔ—ｂｏｔｔｏｍ ｄｒａ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ｗｅａｒ”前移。

（３）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ｗａｔｃｈ ｉｓ ｕｐｓｔａ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ｄｒｏ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ｃｌｏｓ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ｄｒａｗｅｒ 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ｗｅａｒ．

第三，相对移动知觉。“Ａ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Ｂ”和“Ｂ
ｌａｇｓ Ａ”表达 Ａ 与 Ｂ 的相对移动，这意味着“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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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ｅ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Ｂ”，比较级本质上是相
对移动。“ｒｕｎ（ｓ）ｆｏ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隐含比较级，要
“追赶”，“ｒｕｎ”的主语必须跑得较“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快，
后者相对静止而前者相对前进。例（４）产生河岸
相对于河水或行船移动的知觉。在描述河水变化

时，可用“ｒｉｓｅｓ”表达水面相对于河底上升，用
“ｄｅｅｐｅｎｓ”表达河底相对于水面下降。

（４）Ａ ｒｉｖｅｒ ｒｕ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第四，闪动现象。“Ｔｈｅ ｏｒａｎｇｅ ｉｓ ｂｉ － ｉ － ｉ － ｉｇ”

产生该“ｏｒａｎｇｅ”正逐步长大或大于其他同类个体
的知觉。句子中可用动词连续重复如“ｗｏｒｋｅｄ，
ｗｏｒｋｅｄ，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ｄ”表示活动步骤，性状形容词的
连续重复如“ａ ｔｈｉｎ，ｔｈｉｎ ｌｉｎｅ”表示其变化过程，两
者分别表示对其步骤、过程的“摄影”。英语中有

个隐喻“看见即接触”，视线在道路中央线上的接

触点前移产生道路延展前进的知觉，故可产生例

（５）的说法。一般来说，形容词或副词的原级表示
静态，比较级和最高级表示移动。远离中的飞机在

视网膜上被“拍摄”成收缩中的影像，故可产生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ｒ”，若无
法成像则产生“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 ｉｓ ｇｏ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ｓｉｇｈｔ”。对
数量的否定如“ｎｏｔ ｔｗｏ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ｆｅｅｔ”可产生基于准
线的两可“影像”“ａｂｏｖｅ ｉｔ”和“ｂｅｌｏｗ ｉｔ”。在解读
例句（６）时，我们会感到“ｆｏｒｇｅｔ”的反义“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闪现于“ｏｎｌｙ”与 “ｔｈａｔ”之间。

（５）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ｗｉｎ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
（６）Ｉ ｑｕｉｔｅ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ｎｌｙ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ｄ ａ

ｇｏｏｄ ｄｅａｌ ｏｆ ｔａｌｋ ｗｉｔｈ ｈｉｍ．
第五，语言层面移动知觉。对于南京人来说，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ｌ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ｔｏｗｅｒｓ ｕｐ ｇｒａｎｄ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处于句子层面，而对于世人来说，“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ｔｏｗｅｒｓ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则处于语篇层面。
单词等级、句子等级及其中间等级是语言上升等

级体系中的各个步骤［６］３０６，有单词句、二词句、三

词句等。表达清晰度层级也有位移，如“Ｏｆｆ！”、
“Ｏｆｆ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ｈｅａｄ！”、“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ｓｔｒｉｋｅ ｏｆｆ ｈｉｓ
ｈｅａｄ！”分别为非清晰句、部分清晰句、清晰句。

第六，快速语流中发音影响力的移动知觉。

在“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中，发音音节出现了重
新划分，ｔｈｅｒｅ 中的 ／ ｒ ／音移至 ａｒｅ 上，故共同发
成 ／ ｒɑ ／。在口语“Ｍｉｎｄ ｙｏｕｒ ｂａｇ ／ ｂａｃｋ”中，
／ ｇ ／、／ ｋ ／影响其 ／  ／的发音长度，进而影响人们对
“ｂａｇ”和“ｂａｃｋ”的选择；由于发音部位同化，

“Ｍａｋｅ ａ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ｃａｌｌ”中的“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ｃａｌｌ”发
成 ／ ｔｅｌｉｆｋｌ ／；在句子中发 ｍｅｔａｌ 音，为使 ／ ｔ ／与
周围的浊音更相似，它转化成 ／ ｄ ／音；两个重读音
节之间往往出现省音，“ｃ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ｅａｔ ｐｉｅ”、
“ｂｌｏｏｄ ｔｅｓｔ”中的前一个词的最后辅音 ／ ｔ ／、／ ｄ ／省
略，只留下正常发音时间。这些影响力的作用之

处正是影响源的“被摄影”之处。

第七，视角变化知觉。在同一评论性命题

“ｓｈｅ ｗａｓ ｋｉｎｄ”（为客观真值条件）前，如果加“Ｈｅ
ｓａｉｄ”，那么其眼光为“ｈｅ”，若换成“ｓｈｅ ｓａｉｄ”，则
眼光转换成“ｓｈｅ”。例（７）中的“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分
解并辐射归属“ｎｏｖｅｌｉｓｔ”和“ｈｕｍｏｒｉｓｔ”。

（７）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ｎｏｖｅｌｉｓｔ，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ｈｕｍｏｒｉｓｔ．

三、语篇中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知觉

语篇中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知觉主要存在于

意义重复、意义等级差别、语境变化、语篇功能等

之中。

第一，以词语意义单位为点的闪动知觉。在

英语语篇粘连手段中，除连接词语之外，所指、替

代、省略和词汇连接（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都是重复的
方式［７］６ ９，每一个意义重叠点都是相关意义在其

路径中“成像”的一站。所指包括外指（即情景语

境意义可重叠于待解读的词语）和内指（由语篇

语境内的前指和后指构成）。语篇解读涉及被解

读词语意义的扩充、减少、迁移，如例（８）中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之义迁移至“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ｃｕｔ ｕｐ”、“ｄｉ
ｖｉｄｅ ｕｐ”，“ｓｕｃｈ ｗｏｒｄｓ ”迁移至“ｗｈｉｃｈ”；语境意义
读入“ｈｅｒｅ”使其扩充为“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ｙ”读入“ｃｕｔ ｕｐ”和“ｄｉｖｉｄｅ ｕｐ”
使其在词汇上扩充为“ｃｕｔ ｕｐ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
“ｄｉｖｉｄｅ ｕｐ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应
该先在词汇上削减为“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再扩充为“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扩充、减少、迁移的结果
都是源意义位移后的“新形象”。在追踪第三个

“ｗｈｉｃｈ”的源意义时，由于歧义性，这一“追踪”可
产生不等的位移：第三个“ｗｈｉｃｈ”—“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第二个“ｗｈｉｃｈ”—第一个“ｗｏｒｄｓ”或
“ｓｕｃｈ ｗｏｒｄｓ”。

（８）Ｏｎｅ ｍａｊ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ｓ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
ｆｙ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ｔｏ ｃｕｔ ｕｐ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ｎ ｈａｎｄｌ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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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ｕｐ ｉｎｔｏ ｓｕｃｈ ｗｏｒｄｓ
ａｓ ｐｏｅｍ，ｎｏｖｅｌ，ｄｒａｍａ ａｎｄ ｅｓｓａｙ，ｅａｃ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ｅｒｅ，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ａ ｓｕｐｅｒ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ｈｙｐｏｎｙｍｓ．

第二，以句子为点的闪动知觉。在同一语篇中

与其他句子形成的较多语义关系的句子处于中心

地位，而语义关系较少的句子处于边缘地位，经统

计可知，例（８）的第一句与其他句子形成的语义关
系最多，故形成了该语篇的“中心影像”。我们可

不用表示时空或逻辑关系的句际连接词，而是根据

时空顺序、逻辑顺序用连贯的句子展开段落，每一

句为一个时点、空间中的点或逻辑链条上的环节，

每个句子的句义构成同一人、事或物在其序列上的

“不同的动作或状态的影像”，如例（９）中的各句都
是天气状况的一幅新图。有时作者为实现一定目

的，用句子的语势逐渐增强或减弱的顺序组织段

落［８］，这样的段落中的每个新句义的重要性犹如在

空气中上升的气球在每个新高度上都“呈现体积较

大的形象”，句子的语势逐渐减弱的段落则相反。

（９）Ｄａｒｋ ｃｌｏｕｄｓ ｂｉｌｌｏｗ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ｋｙ． Ａ
ｒｕｍｂｌ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ｅ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ｉｎ ｃａｍ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ｈａｌｆ ａｎ ｈｏｕｒ．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ｆｌａｓｈ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ｋｙ，ａｎｄ ｔｈｕｎｄｅｒ ｃｒａｓｈｅｄ．

第三，以语篇为点的闪动知觉。语篇间的引用

关系是同一个观点闪至不同情景的“不同姿态”，

对一件事从新角度进行的报道是其在不同角度上

的“新形象”。言者有时在产生一个语篇过程中会

不自觉地生成相关的枝节语篇，再通过话语标记如

“ｔｏ ｒｅｓｕｍｅ”、“ｔｏ ｇｅｔ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ａｎｙｗａｙ”等
闪回到主要话题。写作是作者站在语篇中与读者

进行对话的过程：作者“采纳”读者的需要，又试图

将自己的意图从语篇“投射”向读者。语篇中的句

际连接关系可分为外部连接关系和内部连接关系。

同一组句际连接词“ｆｉｒｓｔ、ｎｅｘｔ、ｆｉｎａｌｌｙ”可构成外部
连接关系，其连接功能“闪入”现实世界，帮助组织

语篇之外的现实世界即人或事物的活动时序；也可

构成内部连接关系，在语篇之内表达言者的思维要

点组织方式，即组织语篇。解构主义认为，语篇的

解读是不断解构的过程，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文字

指向一个缺席主体，无限推延意义的呈现，推动符

号差异运动，把能指放逐在无始无终的文本的替换

中。假设语篇（１０）有五个读者相继解读，他们会通
过对原文的解构而“重构出不同的文本”，从而产

生从原始文本到“重构出的不同的文本”之间的五

个以上的闪动。

（１０）Ａ ｂｏｏｓｔｅｒ ｒｏｃｋｅｔ ｗａｓ ｓｐｒｉｎｇｉｎｇ ｕｐ． Ａ
ｐｌｕｍｅ ｗａｓ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ｉｒ． Ｉｔ ｗａ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ｓｍａ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ｒ．

第四，语境决定移动细节。语篇外语境可起

决定作用，例如，如果例（１０）语篇外语境仅为“宇
宙飞船发射”，那么其第二句中的“ｐｌｕｍｅ”倾向于
移近于首句的“ｂｏｏｓｔｅｒ ｒｏｃｋｅｔ”并与之进行语义连
接，释义为“ｅｘｈａｕｓｔ ｐｌｕｍ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ｏｓｔｅｒ
ｒｏｃｋｅｔ（助推火箭后的排气火舌）”，这也是
“ｐｌｕｍｅ”在两个心理空间即直义“ｐｌｕｍｅ”和隐喻
义“ｐｌｕｍｅ － ｌｉｋｅ ｏｂｊｅｃｔ”之间的移动。若该语篇外
语境为“宇宙飞船发射，且一枚羽毛升天”，则

“ｐｌｕｍｅ”无上述移近倾向。语篇内语境也可起决
定作用，比如，若将例（１０）的末句中的表语换成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那么“ｐｌｕｍｅ”无上述
移动倾向，因为此时“ｐｌｕｍｅ”因语篇内语境而偏
向“ｄａｎｃ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释义为“ｆｅａｔｈｅｒ”。
重音和韵律提供语篇内语境意义，影响语言的加

工［９］。在口语中，因重读能使其韵律结构中的音

节、词或短语相对突出，所以听者能很快地把重读

的意义与先前的语境相匹配，从而影响重读词汇

与先前语境的语义整合，听者将在新旧的语义水

平上解释重读的意义，这些“突出”、“整合”能产

生移动的知觉。韵律线索可以用来预计还没有说

出的话，那么尚未说出的话就会“提前出现”产生

前移知觉。英语新闻特写（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ｔｏｒｙ）的结构
可形象地描述为“倒圣诞树”（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Ｃｈｒｉｓｔ
ｍａｓ ｔｒｅｅ）［１０］。特写含一系列讨论要点，以最重要、
最有戏剧性的部分开头，走向次要、少戏剧性的部

分，每个讨论要点以最有趣、最重要的信息开头，听

读者能始终如一地被吸引———当对一个事件（ｅｐｉ
ｓｏｄｅ）的兴趣快消退时，又开始谈另一件事。“倒圣
诞树”的纵向剖面图上，想象出的、水平的、自上而

下平行排列的、构成其树冠直径线条的横向线段的

两端，“向内逐渐收缩”和“向外突然延伸”交替出

现，分别表示其重要性逐渐变小和突然变大。

第五，视点的远近。英语中多数段落以主题

或话题开头，将细节或支持性的话语后置，这决定

于以下隐喻：人们通常具有对客体的俯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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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首先接触客体的顶端，顶端进行驾驭统领，视

线再下移接触其下端，下端进行支撑并接受统领。

例如，论证性的语段的首句为其主题句，对后续句

子意义起统领作用，这表达了言者的视线先接触

客体（论证对象）的顶端“论点”，再下移接触其下

端或细节“论据”。当段落以一些实例或细节开

始并以主题或结论结尾时，这就表达言者的视线

先接触客体（谈论对象）的下端、细节或实例再接

触其顶端、主题或概括性认识的认知顺序。

四、艺术语言中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知觉

艺术语言中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知觉主要存

在于蒙太奇过程、语法手段活用、物理及心理过程

的体现之中。

第一，闪动现象。Ｌｏｎｇｆｅｌｌｏｗ 对 Ｒｅｖｅｒｅ 骑马
的描述“Ａ ｈｕｒｒｙ ｏｆ ｈｏｏｆｓ ｉｎ 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ｔｒｅｅｔ，Ａ ｓｈａ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ａ ｂｕｌｋ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ｒｋ，Ａｎｄ ｂｅｎｅａ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ｂｂｌｅｓ，ｉｎ ｐａｓｓｉｎｇ，ａ ｓｐａｒｋ Ｓｔｒｕｃｋ ｏｕｔ ｂｙ
ａ ｓｔｅｅｄ ｆｌｙｉｎｇ ｆｅａｒ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ｌｅｅｔ”［６］３１１省略了活动动
词而只相继“记录”了离散的动作、形体、位置、景

象，这样就强化了动感。相同的客体的不同动作

之间出现闪动，如“ｔｈｅｉｒ ｌｅｇｓ ｗｅｒｅ ｒｕｂ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ｉｃ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ｍｐｉｎｇ”［１１］４１７。Ｗｈｉｔｍａｎ 在诗歌 “Ｕｎ
ｓｅｅｎ Ｂｕｄｓ”中呈现其“用显微镜观察到的”不同
细微姿态的“图片”，见例（１１）。

（１１） ． ． ． Ｇｅｒｍｉｎａｌ，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ｅ， ｉｎ ｄｅｌｉｃａｔｅ
ｌａｃ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ｕｎｂｏｒｎ，

Ｌｉｋｅ ｂａｂｅｓ ｉｎ ｗｏｍｂｓ，ｌａｔｅｎｔ，ｆｏｌｄｅｄ，ｃｏｍｐａｃｔ，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 ． ． ［１２］３８３

这些“图片”由于在短时间内相继“闪现”而

产生这些细微姿态“正在位移”的知觉。小说中

的意识流具有直觉思维的跳跃性，由一情景触发

另一情景，以 Ｊｏｙｃｅ的“Ｔｈｅ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 Ａｓ
ａ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１１］４１２ ４３３为例，其闪动知觉包括：其
一，变换的声源镜头产生空间位移知觉。如例

（１２），这是用人或物接近或听到不同的声源来表
达其移动，由听觉变化激活视觉位移。其二，想象

的虚构世界与现实心理世界之间的移位。如例

（１３）中的第一句反映现实的心理世界，其余为虚
构的在时间上遥远的世界。其三，变化中的温度

的不同镜头。例（１４）中闪现的镜头依次为“ａ
ｗａｒｍ ｇｌｏｗ”、“ｗａｒｍｅｒ”、“ｓｔｉｌｌ ｗａｒｍｅｒ”、“ｗａｒｍ ａｌｌ
ｏｖｅｒ”，显示出“温度计中的水银柱在持续攀升”。

有听觉刺激（声源）向视觉反应（视觉情景）的位

移，如故事“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Ｗｈｏ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Ｔｅｌｌ”中的
描述“Ｔｈｅｎ ａ ｒｉｆｌｅ ｓｈｏｔ ｃｒａｃｋｅｄ ｏｕ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ｉｓｔｏｌ ｆｅ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ｅａｄ．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ｈｏ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ｎ ｗｅｎｔ ｓｐｒａｗｌｉｎｇ． Ｉｔ ｗａｓ Ｂｅ
ｄｅｌｌ ｓｈｏｏｔｉｎｇ！”［１３］２５，前两句的画线部分为声音
“镜头”而其余为视觉镜头，最后一句证实了声音

“镜头”向视觉镜头的切换。

（１２）Ｔｈａｔ ｎｉｇｈｔ ． ． ． ｗｈｅｎ ｉｔ（ ＝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ｗ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ｕｎｎｅｌ，ｔｈｅ ｒｏａｒ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Ｈ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ｈｉｓ ｅｙ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ｗｅｎｔ ｏｎ，ｒｏ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ｒｏａｒ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１３）Ｈｅ ｆｅｌｔ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Ｗｈｅｎ ｗｏｕｌｄ ｈｅ
ｂｅ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ｆｅｌｌｏｗｓ ｉ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ｂｉｇ ｖｏ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ｇ ｂ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ｒｉｇｏｎｏｍｅ
ｔｒｙ．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１４）Ｈｅ ｆｅｌｔ ａ ｗａｒｍ ｇｌｏｗ ｃｒｅｅｐｉｎｇ ｕ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ｓｈｉｖｅｒｉｎｇ ｓｈｅｅｔｓ，ｗ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ｒｍｅｒ ｔｉｌｌ ｈｅ ｆｅｌｔ
ｗａｒｍ ａｌｌ ｏｖｅｒ，ｅｖｅｒ ｓｏ ｗａｒｍ ． ． ．

第二，相对移动。例（１５）［１１］４３１是对 Ｓｔｅｐｈｅｎ心
理现实中相对移动知觉的描述：首句和第三句描述

Ｓｔｅｐｈｅｎ 在不同时刻将作为“火车乘客”的自己和
作为“地面观察者”的自己分解，并将作为“地面观

察者”的自己投射到铁路沿线的地面上来感知作为

“火车乘客”的自己的急速远离；第二句表达 Ｓｔｅ
ｐｈｅｎ未感知到自己“火车乘客”的身份，而只感知
铁路沿线的地面及“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ｐｏｌｅｓ”相对于事
实上疾驰的火车向后飞逝；第四句的拟人化手法表

达 Ｓｔｅｐｈｅｎ与“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融为一体，Ｓｔｅｐｈｅｎ 向“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传递了人性，使“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感知到现在位置与
原始位置之位移；末句表达了 Ｓｔｅｐｈｅｎ 想象出并拉
近一个“已归家”的自己，借此表达已经远离学校

而逼近温馨的家。在此，文学家通过作品中人物自

我的分裂及其视角的多次转换来表达“远离”和

“接近”的相对移动知觉。

（１５）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ｒａｃｅｄ 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ｆｌａｔ 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ａｓｔ ｔｈｅ Ｈｉｌｌ ｏｆ Ａｌｌ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ｐｏ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ｗｅｎｔ ｏｎ ａｎｄ ｏｎ． Ｉｔ
ｋｎｅｗ．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ｌａｎ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ｌｌ ｏｆ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ｒｏｐ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第三，视角移动知觉。空间的远近和时间的

先后构成了现实表征的基本特征，其中心是作为

认知主体的人，人的“现在”和“这里”是其指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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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现实世界就是以指示中心为圆心在空间关系

上向外无限延伸的连续体［２］４７，Ｓｔｅｐｈｅｎ 在地理课
本的扉页上写了语篇（１６）［１１］４２４ ４２５，它反映了他

孤独寂寞、受尽欺侮后有深深的失落感，以及反映

了他在无意之中试图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

置和归属。我们开始从格局中只能看到 Ｓｔｅｐｈｅｎ，
随着格局移近观察者，其视角增大，观察区域由中

心 Ｓｔｅｐｈｅｎ向宇宙的边际扩展，在比例上凸显其
孤寂。英语文学有多种叙事视角，主要有第一人

称（含 Ｉ － ａｇｅｎｔ 和 Ｉ － ｗｉｔｎｅｓｓ）、第三人称（含全
知、客观、有限全知）、社论式的叙述视角，我们可

由叙述内容的变化推知叙述视角的移动，如 Ｌｅ
ｓｓｉｎｇ的“Ａ Ｗｏｍａｎ ｏｎ ａ Ｒｏｏｆ”中叙述者的有限全
知叙述视角。作家通过人物 Ｔｏｍ 的眼睛客观地
“观察并报道”发生的事，有时进入 Ｔｏｍ 的头脑
“观察”其心路历程，如例（１７）［１４］，在此，叙述者
将读者带入、带出 Ｔｏｍ的头脑以获得不同“观察”
角度。作家有时运用词语歧义的技巧制造小说的

高潮，这表达了人物之间的不同视角并要求读者

转移视角来理解语言，如“Ａ Ｄａｙ’ｓ Ｗａｉｔ”［１３］１２４ １２７

中父子的对话（１８），孩子使用了两个“ｉｔ”指“ｍｙ
ｄｅａｔｈ”，父亲使用的“ｉｔ”指“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６）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ｅｄａｌｕｓ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ｌｏｎｇｏｗｅｓ Ｗｏｏ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ａｌｌｉｎ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Ｋｉｌｄａｒｅ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１７）Ｔｏｍ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 ． ． ａｎｄ ｓｗｉｎｇ ｈｅｒ

ｂａｃｋ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ｋｙ ｔｏ ｄｒｏｐ ｈｅｒ ｎｅａｒ ｈｉｍ．
（１８）Ａｆｔｅｒ ａ ｗｈｉｌｅ ｈｅ ｓａｉｄ ｔｏ ｍｅ，“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ｔａｙ ｈｅｒｅ ｗｉｔｈ ｍｅ，Ｐａｐａ，ｉｆ ｉｔ ｂｏｔｈｅｒｓ ｙｏｕ．”
“Ｉｔ ｄｏｅｓｎ’ｔ ｂｏｔｈｅｒ ｍｅ．”“Ｎｏ，Ｉ ｍｅａｎ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ｔａｙ ｉｆ ｉｔ’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ｂｏｔｈｅｒ ｙｏｕ．”

第四，改变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提喻（１９）
中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因放大显示为“ｔｉｇｅｒ”和“ａｐｅ”而
“接近”观察者。小说中运用的描述性引语（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向读者描述其中人物的思想和
语言，较接近于直接引语，保留了后者中的情感元

素［６］２９１ ２９２，故能大大拉近与读者的时间和心理距

离。例（２０）［１２］１９４犹如读者的对话者实时发出的
话语。用熟悉的情景作为描述新情景的隐喻是概

念的移位过程［７］６ ９，Ｂｌａｋｅ 的诗“Ｌｏｎｄｏｎ”［１２］７５ ７６就
用了奇异的语言搭配，如“ｍｉｎｄ － ｆｏｒｇｅｄ ｍａｎａ
ｃｌｅｓ”、“ｔｈ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ｈｅａｒｓｅ”和“ａ ｃｈｉｍｎｅｙ － ｓｗｅｅｐ
ｅｒ’ｓ ｃｒｙ ａｐｐａｌｌｓ ｅｖｅｒｙ ｃｈｕｒｃ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语言的非
常搭配折射出一个扭曲的世界：人们为某种有力

却无形的东西所束缚；这个不公正的世界只将财

富和快乐给了少数人，而让众多人陷入悲惨、遭受

诈骗和蹂躏的境遇之中；高贵、神圣的教堂和王宫

玷污着汗水、血水、肮脏和悲痛。这是客观世界的

扭曲移位于语言层面的过程，在时空上拉近了这

样一个世界与读者之间的距离。Ｊｏｙｃｅ 的“Ｔｈｅ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 Ａｓ ａ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１１］４１２ ４４３使用
了与其人物心智发展的阶段相吻合的语言和思维

方式（如对 Ｓｔｅｐｈｅｎ 意识高频率跳动的叙述与作
为一个孩子的注意力游移不定相对应；主 －谓 －
宾结构的重复单调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的语言和

思维能力对应）来真实地再现其内心世界和意识

活动，使读者直接感受人物思维活动的脉搏，亲身

进入其意识流，这是人物的心智“镜头”向语言内

容和形式“镜头”的移位。

（１９）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

（２０）Ｗｏｕｌｄ ｈｅ ｈａｖｅ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ｎ？Ｎｏｔ ａ ｍｏ
ｍ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ｅ，ｏｐｅｒａｔｅ！Ｍａｋ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ｏｆ ｈｅｒ ｌｉｆｅ！
． ． ．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ｌｏｖｅ ｈｉｍ！Ｂｕｔ ｔｈｉｓ！Ａｈ！

另外，根据 Ｗｏｌｆｆ提出的 ＳＰ 理论即简强理论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１５］，词语、句子、语
篇、艺术语言等源信息与已加工的信息之间产生

压缩性位移知觉。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所有的知

识都被存储为一维或二维模式的原子符号队列，

ＳＰ系统可以接收环境传来的“新”信息，并转化为
知识库中的“旧”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尽可

能地压缩信息，发现相互匹配的模式并合并。ＳＰ
框架的基础是多路队列信息压缩。如“ｐｅａｃｏｃｋ’ｓ
ｐｌｕｍｅｓ”、“ｔｈｅ ｐｌｕｍｅ ｏｆ ａ ｗｅａｓｅｌ”、“ａ ｐｌｕｍｅ ｏｆ ｖｏｌ
ｃａｎｉｃ ａｓｈ”可以压缩为“ｐｌｕｍｅ 模式”，用一种模式
来表征不同的信息可推动信息的无缝集成；也可

由“ｐｌｕｍｅ”查询检索到一个模式，通过它可以检
索到其被压缩前的同模而多形式的词组。又如，

一个学习者可以将其新模式（９）中的各句压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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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旧模式“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Ｖｉ．”，也可由该旧模式造出
无数的且让该旧模式中的成分带有修饰成分的句

子。再如，例（１５）可压缩为篇素“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ｅｎｔ
ｈｏｍｅ”或“Ｓｏｍｅｏｎｅ ｗｅｎｔ ｈｏｍｅ”，基于同一篇素又
可产生无数的语篇（包括故事）。上述语言的压

缩、膨胀、集成的前后状态可产生闪动知觉。

五、结语

非真实移动中产生的移动知觉是人认知方式

多样化的体现。人们认知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影响

语义结构和语言的表达，客观现实（含英语语言）

中相同的情景，由于观察角度不同，特定的认知域

不同，会在大脑中形成不同的意象，因此产生不同

的语言表达和不同的语义。英语里非真实移动中

的移动知觉主要表现于相对移动、闪动、观察格局

的移动及其产生的视角变化、观察角度转换、语言

概念等级变化、诱动、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距

离变化、发音影响力的传递、语义及概念的复现、

逻辑力量、对抽象内容的实体化、不同认知域之间

的位移等方面。

人们具有以不同方式构造感知到的同一情景

的能力，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人们对世界的

认知，英语语言里留下了“非真实移动中的移动

知觉”这种认知方式的烙印。这种认知方式反映

了认知中的变化、发展、矛盾，使不同个体在认知

心理上的客观真实性与客体的客观真实性相融

合。对英语里存在的这种认知方式的探讨是对英

语文化的一个层面的揭示，可从不同时期、不同文

化背景、不同个体产生的英语语言中考察这类认

知方式，深入了解其思维和心理的发展状况，加深

对其认知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进而揭示其

认知发展和语言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１］张春兴． 现代心理学［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１４３．

［２］陈建生． 认知词汇学概论［Ｍ］．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

［３］黄任．英语修辞与写作［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６：１２１．

［４］Ｂｅｓｔ Ｊ Ｂ．认知心理学［Ｍ］．黄希庭，译．北京：中国轻工

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３９ ３４５．

［５］丁言仁，郝克．英语语言学纲要［Ｍ］．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叶斯柏森 Ｏ．语法哲学［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公司，２００８．

［７］Ｈｏｅｙ Ｍ．语篇中的词汇模式［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０：６ ９．

［８］朱继武，王西玲．英语写作基础［Ｍ］．西安：西北工业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７４．

［９］于泽，韩玉昌，任桂琴．韵律在语言加工中的作用及其

神经机制［Ｊ］．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３）：４２０ ４２５．

［１０］丁言仁．英语新闻写作［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４：９５ ９６．

［１１］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选读［Ｍ］．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２］吴翔林．英美文学选读［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公司，２００５．

［１３］董亚芬．大学英语·精读：第三册［Ｍ］．上海：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４］王守仁，赵宇． 英美小说［Ｍ］．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４：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５］赵亮，林允清．认知科学中的 ＳＰ 理论介绍［Ｊ］． 当代

语言学，２０１０（１）：６２ ６７．

（责任编辑：黄　 燕　 许成安）

Ｉｒｒｅ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ＡＮＧ Ｙｉ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ｒｒｅ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ｓ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ｈｏｓ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ｅｌｐｓ
ｂｒ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ｇｈ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ｓ，ｆｉｎｄｓ ｉ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ｒｏｂ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ｏ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ｓｈｉｆｔ，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ｅｔｃ，ｗｈｉｃ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ｒｒｅ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４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