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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支持 /时态两分论0。英语里表达将来意义的语法手段中, 一部分实质上是现在时态的隐喻延伸用法;

be go ing to, be ( about/due) to等结构原本也是现在时的表达, 它们都经过语法化而隐喻性地虚化为表达将

来意义的手段;而 w ill/shall由实意动词变为情态助动词后, 在使用过程中继续通过隐喻化使其初始意义得

以扩张,获得了表达将来的意义。从认知隐喻的角度取消英语将来时,将英语基本时态一分为二,更符合设

立语法范畴时的对立统一规律,同时可以使现在时、英语情态动词的语法意义呈开放灵活的状态,容纳更多

的延伸性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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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英语时态及认知语言学的隐喻

1. 英语时态

动词时态是英语动词的基本语法范畴之一。国内外语

法界一般把时态和时间直接联系起来,把时态界定为表示时

间区别的语法概念。传统语法主要考虑行为发生或状态存

在的时间与对它陈述时间的相互关系, 将时间系统分为 /过

去0、/现在 0和 / 将来 0 三个时段。英国语言学家夸克
( Qu irk)等人提出英语只有两种时态, [1]即现在时与过去时,

因为将来时间主要是通过情态动词、半助动词、现在时或进

行体来表达的, 不能构成单独的时态。对于英语基本时态的

二分法与三分法, 国内语言学家也有不同意见。如张道真的

5实用英语语法6仍沿袭传统的三分法,与英语的各种体 ( as-

pect)结合, 共构成 16种时体表达法; [ 2]而章振邦的5新编英
语语法6中,不仅严格的区分了时和体, 而且取消了将来时的

提法。
[3]易仲良提出了崭新的时态观。他认为: 英语的动词

时态本质上是一个参照系统, 是一个以说话时刻为参照原点

的多元指别系统。[ 4]事实上, 英语动词的时态形式并不总是

表示动作、状态的时间属性,它还可以表示动作、状态和说话

时刻说话者的心理联系。有时 ,时间的表示作用是通过非动

词手段完成的, 如时间副词、介词短语、各种语境等。按易仲

良的观点, 英语时态分为直接时态和间接时态。前者涉及所

有的限定动词, 后者涉及所有的非限定动词。直接时态包括

现在时态和过去时态。英语中没有将来时, 传统的现在时被

称为 /现联时态0 ( present- connective tense), 传统的过去时

被叫做 /现差时态0 ( present- rem o te tense)。

认知语言学家 Langacker和 Tay lo r的认知语法一反传统

的时态描写模式, 从认知和概念形成的角度对时态进行论

述。认知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一个象征系统。语言反映的不

是客观世界本身, 而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 5]人们以各

种方式观察客观世界 ,产生各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英语

中的时态反映的正是在客观外在情况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

起作用的观察安排 ( v iew ing arrangem ent)。重视说话人和听

话人的领悟对语言意义的作用是认知语法的一个基本思想。

按照认知语法的观点, 英语中也只有两种时态, 即现在时和

过去时。[ 6]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新起和发展, 国内学者也开始

介绍认知语法的时态观, 并试图从认知的角度探讨英语时态

的本质。

本研究遵循时态 /两分论0的观点, 支持取消将来时的说

法。研究试图从认知语法中的隐喻角度出发, 考察英语将来

时的归属, 探讨取消英语将来时的理据与意义。

2. 认知语言学的隐喻实质

传统语言学认为: 隐喻是语言中的非正常现象; 作为一

种纯语言现象, 隐喻可有可无; 使用隐喻的目的在于制造特

殊的修辞或交际效果。认知语言学认为: 隐喻无处不在, 随

处可见; 隐喻在本质上是认知的, 是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

的思维方式; 隐喻是有系统的, 一个隐喻概念会生发出大量

的、彼此和谐的语言表达; 隐喻认知的基础是意象图式 ( im-

age schem a); 隐喻由两个域构成, 即结构相对清晰的始源域

( source dom a in)与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 ( targ et dom a in ),

隐喻就是将始源域的图示结构映射到之上, 通过目标域来构

建和理解后者。[ 7]隐喻映射不是随意产生的, 而是根植于我

们的身体经验。语言符号的多义性和创造性, 正是得益于隐

喻在概念上的形成和使用。 /隐喻的本质, 就是以一件事来

理解和经历另一件事0。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类思维基本上

是隐喻性的。0 [8]

  三、英语将来时的归属

语法学界一般把表示将来时间的主要语法手段归纳为

五种: w ill/sha ll+ V, be go ing to+ V, be( about/due) to+ V,

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 现在进行时表示将来。如果仔细考察

这五种结构, 最后两种 (即一般现在时和现在进行时 )都是现

在时通过隐喻投射的引申用法。关于 be ( about/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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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显然是 be动词 ( +介词 abou t/due)接动词不定式短语而

构成的表 /目的0和 /意图0的用法。
1. / be go ing to0的语法化过程及表示将来的理据
be go ing to被一些语法学家视为准助动词, 实际上同样

是现在时的表达方式通过语法化 ( g ramm aticalization)而逐渐

成为将来时间的表达手段之一的。很多学者都分析过 be go-

ing to构造的语法化过程。[ 9]该构造本是表示主语 /正移动
去0某处。既然是正在去, 当然是尚未到达, 自然就产生了

/将到达某处0的意思。如后面再接不定式短语或表示将来
的时间状语, 其突显 /将来0的意义就更加明显。这种延伸转

变逐渐使其失去 /运动性 0和 /方向性0, 而具有了 /将来性0
和 /意向性0的用法。语法化过程主要是以隐喻和换喻方式
演化的。语法化与隐喻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 即用一个相似

的概念来表达另一个概念, 从较具体的向较抽象的方向演

化。[ 10]最初, be go ing to是现在时进行体, 表示主语的运动,

后来随着该构造的泛化使用, 逐渐用来表示离开主语的任何

一种动作。如果主语 (如 it, there)没有确切所指, 说话者的

主观化程度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如:

There is go ing to be a film ton ight.

这里, there无 /具体运动0含义, 也无 /明确目的0可言。

它仅仅是 /向未来运动0含义的高度抽象的隐喻式表达 ,这种

隐喻性的运动是概念化主体构想出来的, be go ing to降格为

助动词, 起传递说话人主观态度的作用。

其实, be ( about /due) to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语法化过程。

只是由于其语法化程度不如 be go ing to高,才没有被视为固

定的助动词结构, 但已基本被接受为一种表达将来的语法手

段了。

2. 现在时通过隐喻化拓展其语法意义

/现在时表示将来0的频繁使用, 实质上是现在时这一语

法结构通过隐喻使其意义不断得以拓展和延伸的结果。认

知研究表明: 任何民族都有时间概念, 而且都是通过空间隐

喻的方式形成。因此, 现在时语法意义的认知图式是人们头

脑中两点重合的空间位置关系概念的隐喻化。后来, 随着人

类认知的需要和语言的发展, 这种两个时点重合的模型继续

投射到表示事物现实真假性的真值域上,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

语言事实中所谓 /现在时表将来的用法0。如:

She is retir ing nex t month.

I. m to vis it you as soon as I arr ive there.

W e leave tom orrow a t 11: 30 and arr ive at 18: 00.

在上面的例子中, 现在时所表示的意义是按规定、计划

或时间表肯定要发生的事。表面上, 事件发生的时间 ( E vent

tim e)晚于说话时间 ( Speaking time) ,似乎不符合现在时的语

法意义。但如果我们借助隐喻投射来理解现在时的用法, 即

这里现在时所表达的时间意义已经通过隐喻投射到真值域

上, 问题就会容易得多。实质上, 语言使用者要表达的是动

作要实现的真实性或者说必然性,体现的是将要发生的动作

与客观现实性的一致性或重合性。换言之, 时间域中两个时

间点重合的认知图式被隐喻性地投射到了真值域中两个动

作 /状态 (预期的动作 /状态与客观现实的动作或状态 )的重

合。

3. / w ill/shall0通过隐喻化获得 /表将来0的情态意义

一般认为, w ill/ sha ll+ V, 是表达将来时间的首要手段。

但语法学界对 w ill/ shall的各种具体含义争论不休。以 w ill

为例, 至少可以归纳出下列含义:

表 1 W ill的各种具体含义

含义 例句

将来 It w il l ra in tom orrow.

将来 +意图 I. ll follow you r advice.

意图 She w on. t stay here alone.

习惯 Spring w i ll com e again.

推断 /认识 I th ink th ey w ill succeed.

请求 W ill you type th is?

允诺 /同意 I. ll be hom e in t im e for supper.

  但即使是在 / It w ill ra in tom orrow. 0中, w ill似乎也不仅

仅单纯表将来意义, 它可以同时表达的是说话者的推断和认

识。由此可见, 很难分清 w ill/sha ll何时表将来何时表意愿,

实际使用中主要依赖语境确定其功能。

在古英语中, w ill/ shall作为实义动词, 表达的是 w ish /

ow e的意思。之后变成了情态动词, 分别表示 w ish to / be de-

term ined和 be ob lig ed to /have to意思。[11]虽然有学者认为,

到中世纪英语时期, w ill/ sha ll已经成为表示将来时间的助动

词。但时态与情态, 存在广泛的联系。 Pa lm er就认为, 一般

时态的意义从本质上讲是表示情态, 而不是表示时间。[ 12]

Jesperson在把 w ill/ shall表示将来的用法分为带意愿色彩的

将来和 /纯粹将来0两种类型时,也不得不承认: 即使是所谓

/纯粹将来0也带有意愿的残余。[ 13]因此, 很难把 w ill/ sha ll

看作绝对的时态助动词。

如前所述, 隐喻无处不在, 它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正是通过隐喻, w ill/ sha ll这种语法形式才获得

多种意义。从发生学的角度看, 作为实义动词的 w ill/ sha ll就

蕴涵了较强的情态意义, 后来通过隐喻使得初始意义得以扩

张, 演变为具有习惯、意图、推断、请求等多种意义的情态动

词。尽管表达的是主观的未然的意义,情态动词实质上都是

内在的现在时。

综上所述, 如果把 w ill/ sha ll看作有表示 /将来0意义的

情态助动词, 更能避免争议并具有说服力。事实上, / I w ill

go there0与 / Im ay go there0没有本质的区别。把前者看成

将来时而把后者当作现在时显然缺乏说服力。我们认为; 正

是 w ill/shall的情态意义使其在意义上能与说话时间相

连 ) ) ) 动作是将来的而情态意义则是现在的 (现在的推测、

许诺、意愿等 )。所以 / It w ill ra in tom orrow. 0不过是包含了表

达将来情态意义的现在时。

  四、取消英语将来时的理据

古英语只有两种时态,即过去时和现在时, 将来时间关

系由现在时表示。[ 14]将英语基本时态一分为二, 更符合设立

语法范畴时的对立统一规律。

英语主要依赖动词的形态变化表达时制。 /英语在其长

期发展中并没有形成能与现在时和过去时相提并论的特殊

动词形式 ) ) ) 将来时。没有将来时并不意味着英语没有表

示将来时间的能力。恰恰相反, 英语的将来时间表示法是多

种多样的。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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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表达将来意义时, 可借助情态助动词 w ill、 shall

和半情态助动词 be go ing to, 或者通过现在时和现在时进行

体。[ 16]在实际的英语使用中, 大量的 /现在时表达将来0的用

法使得 /将来时0的提法成为冗余, 十分勉强。纷繁多样的表

达将来意义手段也使得将来时缺乏固定有序的语法形式。

这样很难使其与其他两大时态相提并论。

关于 w ill/sha ll的意义讨论, 无法彻底清晰地区分表示

情态还是表示将来。其他如 m ay, can, must等情态动词其

实也蕴涵了未然的将来意义。实质上,大多数情态动词除了

表示 /社会力量、情态力量、道义力量 0之外, 都可用来表示

/将来0,因为 /义务0总是指向将来的。当代英语中大量出
现的 / w ill be do ing0表达将来的用法, 也证明了 / w ill0更适合

看作情态助动词。因为既然进行体 be do ing可以表达将来,

那还加上 / w ill0作用何在? 甚至一些行为动词如 prom ise,

assum e, expect, im ag ine等本身也暗含着将来时性。他们出

现在现在时用法中, 也能表达将来的意义。这也使得将来时

的提法显得多此一举。

  五、结语

将英语基本时态一分为二 ,更符合设立语法范畴时的对

立统一规律。因而笔者不赞成将来时态的提法。另外, 英语

中表示将来时间的主要语法手段中,一部分实质上是现在时

态的隐喻延伸用法, be go ing to, be ( about/due) to等结构原

本也是现在时的表达, 它们都是经过语法化而隐喻性地虚化

为表达将来意义的手段的; 而另一些是由情态助动词 w ill/

sha ll构成的将来时间表达法。实际使用中很难区分所谓 /带

意愿色彩的将来0与 /纯粹将来 0两种类型。即使是所谓纯
粹将来, 也带有意愿的残余。正是这类意义使得 w ill/ sha ll这

类助动词在意义上能与说话时间相连, 即动作是将来的, 而

情态意义是现在的。因此, 我们可以将其定位为现在时态。

如若由情态助动词如 w ou ld / should等构成的将来时间表达

法, 则表示情态意义是过去的,属于过去时态。另一方面, 如

果我们能将构成表示将来时间的情态助动词也置于隐喻的

视角下, 它们完全有可能经历从单纯表示意愿, 到表示意愿

+表示将来, 再到单纯表示将来这样的情态意义拓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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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al of the English Future Tense
) ) ) Through CognitiveM etaphor

WANGH e-yu
( Schoo l of Fore ign Languages, Guangdong Un iversity o f Techno 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0, P. R. Ch ina)

Abstract: The trad it iona l gramm ar de fines Eng lish tense system as three- fold ( pas,t presen,t future) , hence fails

to expla in the frequent conflicts be tw een the de fin ition and its actual usage like / the present tense som etimes ex-

presses events in the future0. W hen employ ing the concept ofmetaphor in cogn it ive gramm ar, w e ana lyze reasons

and significance o f remov ing the so-called Eng lish future tense. A ctua lly, the Eng lish present tense, and somemo-

dal verbs like w ill / shal,l through the process o fmetaphorization /grammat icalization, can effective ly express a ll the

future act ions and states.

Key words: Eng lish; future tense; metaphor; grammat i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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