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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词汇系统的认知研究》试图利用哲学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成果，就“系统”地描写和解释空间词
汇语义做一些探索，着重挖掘英语、俄语和汉语语言学界，尤其是认知语言学领域就相关问题的见解
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取舍，形成自己的体系，从而为空间词汇系统意义派生机制的认知阐释找
出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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