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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认知语言学的框架理论，视觉因果事件可以细分为多个阶段，这些次事件在英语中

可以用LOOK、WATCH和SEE来分别彰显。根据不同次事件认知的需求，参与者和与动词有关的认知

因子产生各种互动关系。因此，这三个动词有不同的视窗开启方式，并在突显性、详细度、视角方面有不

同的表现。这些宏观和微观的认知描述可以很好地解释视觉动词的不同句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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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基本的认知域是空间、视像、温度、味道、压力、疼痛及颜色，通过感觉器官来感知；人类

的基本感觉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用感官动词来表示。而认知域中的空间、视像及颜色

是通过人的视觉器官———眼睛来感知的。由于这些认知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领域，如眼

睛是传情达意的心灵之窗，因此，与其他感官动词相比，视觉动词在语言中数量最多，使用也最频

繁，这很可能是一种泛语言现象①。在英语中，视觉动词数量众多，语义分工细致，句法周密，是听

觉以及其他类感官动词所不能比的，正因如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审视英语视觉动词的句法、语义和

认知来部分揭示相关语言的运作机制。

一、视觉动词的句法和语义分析

英语中的视觉动词很多，如stare、gaze、observe、glimpse等。此外，《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

典》把look、watch、see列为使用频率最高的七百词之列，它们的词义也各有不同：look为“眼睛转向

某物，以便知道该物是什么”，即“看”；watch指“将眼睛转向某物并注意该物的变化情况”，即“注

视”；see是“（看而）注意到，辨认出”的意思，即“（看）见”。LOOK一般表现为不及物动词，可加介

词，如at，用以引出宾语；而其他两词具有及物性，带宾语；进一步区分可以发现，look和watch可以

用进行体形式组构句子，而see一般不行。这样在句法上根据及物与否以及可否使用进行体，我们

可以将视觉动词分出不同的类别。

（1）Iwaslookingthroughmybinocularsatthehills.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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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ewerestandingwatchinghimskiprope.
（3）a.Isawarabbitoverthere.
b.*Iwasseeingarabbitoverthere.①

用语义成分分析法对动词词义进行分解，可以提取出动词的共同语义因子，并运用它们对动词进

行归类性语义描述，即把动词归入不同的动态类别（activitytypes）［1］（p.200）［2］（p.107），其中有两个动态类

别同研究有关：即活动类（activity，非终结性及持续性）和过渡性事件类（transitionalevent，终结性及瞬

时性）。终结性（conclusive）表示动作有自然终点，持续性（durative）表示动作呈进行状，而瞬 时

性（punctual）则表示一发即停的现象。我们所关注的三个视觉动词可以归入上面描述的两大动态类别

中：look和watch可归入活动类，如句（1）和句（2）中的动词持续而没有终结性；see可归入过渡性事件

类，在句（3）a中，视觉感知在瞬时发生且立即终结，无延缓性，这也解释了句（3）b为何不可接受。

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必然要牵涉到一些实体，它们被称为论元（argument），其不同的语义功能称

为语义角色。在已有研究［2］［3］［4］的基础上，笔者对与本研究有关的语义角色进行了挑选和定义，

分别为：（1）行为者（agent）：动作的发动和执行者，有能动性；（2）经历者（experiencer）：能感知但不

能控制相关动作或状态的接受者；（3）客体（theme）：被感知或描写的对象。

另外，语义角色的排列是有序的，即谓词（动词）与论元（名词）的共现有一定的模式，这称为动

词的论元结构。运用这种结构 可 以 演 示 语 义 和 句 法 的 连 接，如LOOKAT：〈行 为 者，客 体〉，

WATCH：〈行为者，客体〉，SEE：〈经历者，客体〉②。这些语义结构显示视觉动词的主语语义角色不

尽相同，并且look需要用介词才能引入宾语。这种差异是由相关动词的认知概念和认知需求引发的。

二、视觉动词的宏观认知分析

视觉动词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空间经验，是认知语言学最受关注、最应该解释的领域之一。认

知语言学［5］［6］［7］［8］［9］［10］［11］［12］［13］与本研究相关的论点如下：（1）人的认知包含概念化过程，其基本

成分是意象，它是概念内容在大脑中形成的构思方式；（2）语义是语言的基础，它存在于人的概念化

过程中，因此，语义结构即概念结构；（3）语义结构影响句子结构，句法不是自主自足的，而是受控于

语义，句法只是语义内容的重组和象征化。总之，语言表达式体现来自人类的经验和认知，体现概

念的意象，其句法特征可以得到语义和认知的解释。以下将从宏观上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对视觉

过程作出描述和解释。

框架（frame）是刻画认知因子集积的抽象场景，这一观点由Fillmore［14］首先提出。他认为，框

架实际上是与典型场景（scene）或俗称的情景（situation）相关联的词汇集、句法集、语言范畴集［15］。

Talmy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一些概念或关系因子相互关联连带，可以形成事件框

架（event-frame）［16］［17］［18］。这一框架有多种类型，其中有一种称为因果事件框架。因果事件可以

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一个行为者有意识地想要某事发生而去引发一系列的次事件，从而达到预定

目的。这里的一系列次事件即形成前述的框架。

引入这种认知分析框架是要解释在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机制：语言对相关情景中的一部

分可以用明确提及来将其纳入前台，以吸引听（读）者的注意；与此同时，也由于未提及该情景的其他

部分而将其纳入后景，可以不引人注意［18］（p.258）。以典型的物理因果事件为例，如“Johnbrok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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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尖括号中的语义角色为特定谓词的论元结构，列在第一的角色表示在句法的基本句（即含主动语态的肯定陈述句）中实现

为主语，其后的为宾语。

文中用大写字母指示概念；例中“*”表示句子不可接受，“？”表示句义怪异。



window（withastone）”（约翰用一块石头打破了玻璃窗）。该事件可依次分析为：（1）心理动因（动机形

成）；（2）生理发力，启动因果事件（投掷）；（3）动作直接引发的次事件（投掷物飞行）；（4）后果的直接原

因（碰 撞）；（5）后 果，动 机 实 现（目 标 破 损）。这 五 个 次 事 件 是 吸 引 对 事 件 各 阶 段 注 意 力 的 视

窗（attentionalwindows），可开启而彰显（towindow）次事件，但不必全部开启即可完整表述事件。事实

上，上述例示句只开启了第一和第五视窗，隐没（togap）了其他次事件就表示了整个事件。

笔者认为，视觉过程也是一个因果事件，其典型过程是行为者有意识地去看并最后达到目

的———看到某物。这一过程同上述物理过程相比是有差别的：视觉过程为心理过程，视觉目标并不

承受物理作用力，但这一差别是枝节性的，并没有改变整个因果事件的本质。明确了这一点，可以

将研讨的视觉因果事件框架部分模拟或用动画制作，并效仿Ungerer&Schmid［10］（p.230）的图表，表

述为表1。由于这些次事件处在一个因果链上，可以说任一后续次事件均蕴含其前次事件，其中第

三次事件可以省略，或者第三次事件省略后第二和第四次事件重合；或者第三、第四次事件省略，第

二与第五次事件重合［18］（p.272）。省略或隐没后的相关次事件的重合和对接通常处在人们的下意识

中，往往不能被体会到。

表1 视觉因果事件框架中的次事件一览

因果事件框架中的次事件 例示：Tomsawthetraincomingintothestation.
1.行为者决意采取行动 1.Tom打算要看火车进站。

2.行为者调动身体器官，从而启动因果事件 2.转头，转身向月台的左边望去。

3.启动次事件后直接引发的下一次事件 3.眼睛向远处眺望，不断调整焦距。

4.仅次于后果的次事件，即后果的直接原因 4.焦点锁定在远方驶来的火车上。

5.后果次事件，即行为者的预定目的 5.火车的影像映现在眼睛里，被感知。

这些概念性的分阶段可以很细致地分解出来，并用语言加以表述。人们一般只将整个概念词

化为一个词来指示整个过程，如上述break例那样。但人们也可以将一个概念细分为几个部分，分

别加以词化，从而详细地彰显相关次事件。视觉过程即是这样一个例子。根据民俗语言逻辑，“看”

属于有意识地寻找和发现目标，在卡通片里经常表现为视线从眼睛射向目标。而光学及生理学则

研究物体影像如何进入眼睛并被感知。综合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用图1来构拟语言中的视觉过程。

其中，“看”依彰显的次事件不同而区分为LOOK和WATCH两个分概念，“见”为SEE。

图1 视觉概念词汇化构拟

从表1左栏的定义和右栏的例示可以发现，LOOK彰显第一、第二次事件，最多可扩展到第三、

第四次事件；WATCH只彰显第四次事件，隐没第一、第二、第三次事件；SEE则彰显第五次事件而

隐没前四个次事件。从表中可知，只要彰显第一和第五次事件就可表述整个事件，这表明这三个分

概念彰显了三个前因后果阶段或阶段集，尽管有时只有部分阶段被彰显，但整个因果事件框架仍存

在。例如，先看然后才见，如句（4）；不看则不见，如句（5），即使后半句没说，“没看”的意义仍在；看

不一定能保证见，如句（6）；但如果见了，则一定是先看了，如句群（7），在这里，说者的目的不在于

“我看了”，而主要是要彰显看的途径：“透过窗子”，略去这一点，句子就是怪异的，如（7）b，因为这样

361第6期 张建理：英语视觉动词：概念的转换和彰显



的状语从句的语义冗余。

（4）Lookandseewhetherthepostmanhasbeenyet.
（5）SorryIdidn’tseeIwasn’tlooking.
（6）Welookedbutsawnothing.
（7）a.Isawyou.Iwaslookingthroughthewindow.
b.？Isawyou，becauseIwaslooking.

在一般情况下，视觉属于一种自启、自动、自获的瞬间完成过程，成功率很高，因此，彰显前阶段

也可暗含并推导出后阶段，如句（8）中的“看手表”转喻为“见时间”。

（8）"It’stimeweleft."Iansaid，lookingathiswatch.
从后阶段推导出隐没的前阶段属肯定性蕴含推导，而反向的推导则属或然性衍推，可能会产生

推导错误。依据这种框架分析还可以认定，第四次事件属“有目标地注视”，为后果的直接原因，这

解释了为什么句（6）“看而未见”是可能的，而句（9）之“注视而未见”属语义怪异。

（9）？Hewatchedhercarefullybutsawnothing.
因此，愈接近第五阶段，如第四阶段，越容易成功推导出后果。以上是对视觉因果事件的宏观分

析，涉及各次事件的内容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可见，视觉过程的不同阶段可以由这三个分概念来分

别彰显，而各分概念的内部认知结构又各不相同。下面从微观上来探讨视觉分概念的局部彰显机制。

三、视觉动词的微观认知分析

根据Talmy［18］（p.312）的论述，图形（figure）是一个在某一情景中移动的或在概念上会移动的物

体，而背景（ground）是该情景中的一个相对静止物，参照该物体，图形的体积、路径、位移方向可以

得到描述和确认。比方说，如果图形是一个需要抛锚固定的船只，则背景就是一个抛锚点，背景也

可以理解为“基底”。在通常情况下，图形在句法上优先于背景：主语为图形，宾语为背景；主句为图

形，从句为背景。这是概念因子功能在句法上的反映，在基本句中则反映在名词词组上。此外还须

指出的是，“语言上的图形和背景是以心理背景为后景的两个心理突显图形”［18］（p.343）。也就是说，

用语言表达的背景的物体即使是与场景中未提及的有关物体相比，仍有一定的突显性。因此，突显

性在总体上分为三个层次：图形、背景和后景。

图形的移动情况是由动词概念表示的，后者可以分解为一系列概念因子［18］（p.27），其中有三个

与本研究有关：位移（motion），即图形移动这一事实本身；方式（manner），即图形移动的方式方法，

包括强度、态度、伴随动作、施力部位；路径（path），即图形位移的路线，可细分为始端、中途和终端。

用动词的这些因子和图形与背景因子来构建视觉的三个次事件，可以发现它们形成两种模式，分别

涉及LOOK、WATCH和SEE（见图2、图3）。图形和背景分别在句法上实现为主语和宾语，位于它

们中间连接两者的是动词，两个框架的差异是：LOOK只含位移、方式两因子，路径实现为介词，与

动词相分离；而另两个动词中这三个因子均聚合在动词中。

图2 LOOK的认知因子配置 图3 WATCH和SEE的认知因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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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分析出一系列认知因子之外，还可以对其中一些因子的功能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Langacker［19］认为，除了与图形—背景有关的突显（prominence）原则之外，还有与之配合并相互补充的

细化（specificity）原则和视角（perspective）原则。细化原则决定某一情景展现的详细程度，细化与突显

成正比。视角原则也称视点分配原则，一般常规的视点在观众（读者）方，在语言表达中不提及，但这

一原则如被违反，则突显度增加。这些原则能细致地分析认知的突显功能，有助于对视觉过程作微观

上的研究和比较。微观上的突显也是一种彰显①，因此，这两种表述在此同义而通用。

在LOOK次事件（集）中，主要活动为有意识地用眼睛搜寻目标。这里行为者是突显的，动词

中的方式是潜在的，可用眼部表情描述语（如sharply）或心理描述语（如studiously）来彰显。路径有

两大功能：一方面，行为者的位移程度由它来彰显；另一方面，由它引出客体，成为背景。因此，路径

是连接两个参与者的桥梁。客体为独立的、以介词为路径而彰显的背景，有时因为客体不详或不需

彰显而予以隐没，路径也就不予引入。但是正由于对客体的彰显是可选择的，所以视窗的开启表现

出灵活性：在有必要时就引入路径和客体，这样可彰显多达第四次事件，如句（8）所示；而隐没客体

时，只彰显第一、第二次事件，如句（6）所示。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路径是显现真正的途径或手段

的，这一路径彰显第三次事件，如句（1）所示，在此例中，路径得以细化，through彰显路径的中途，at
彰显路径的终端。

必须指出的是，有两种类型的背景：一种是某些动词必须带的，依据上述分析，这种动词含位

移、路径、方式三因子，句法上称及物动词；另一种是由独立的路径引入的，相关动词并不需带这种

背景，此时动词只含位移和方式因子，句法上称不及物动词（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两种背景的突显

性是不同的，起码在我们关注的视觉动词中，第一种背景客体的突显性高于第二种，因为它紧接着

动词，没有中介，较多地接受来自行为者的注意力。用这一思路可以解释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

LOOK可以吸纳路径以提高背景的突显性，或虽不改变这种配置，但用添加其他手段的方式来提高

动词中方式的突显性。

（10）Shelookedhimintheface／eye.
（11）JanelookeddaggersatJohn.

句（10）表示行为者直面正视客体，有威慑义，尤其是由于LOOK通常要用独立的路径来引入

背景，一旦归并聚合在动词中，突显性就更为显著。句（11）中的行为者（主语）的愤怒被隐喻为利

刃，即“眼里带着凶光”，这儿的look在句法上可称为使役动词。归纳起来，动词look由于路径的彰

显和隐没，可引入各种类型的路径（如look后可接各种介词：at、into、on、to等），使得LOOK次事件

有各种彰显方式，详细度变化大。

在WATCH次事件中，主要活动是专心注视目标。在彰显这一次事件的句子中，主语的功能

同LOOK相当，也是行为者（图形），是突显的，但其路径聚合在动词中，因此在句法上有及物性，宾

语为客体（背景）。动词的路径与位移“同步”，方式具体为“专心地、持续地”。如上所述，WATCH
彰显的是第四次事件，即后果的直接原因，因此，作为目标的客体也相对得以突显。这种突显度的

增加自然引起审视详细度的增加。用句法术语来说也就是宾语及其补足语的种类比较齐全：宾语

可为名词或从句，宾补可为不定式、现在分词及过去分词，如句（12）—（15）所示：

（12）WatchwhatIdo，andcopyit.
（13）Watchthatboyjump.
（14）Retanawatchedhim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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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troductiontoCognitineLinguistics.London：AddisonWesleyLongmanGroupLtd，1996.p210。



（15）HewatchedthesunsinkintotheMediterranean.
从认知上来说，WATCH可用附加提供LOOK路径的其他词来取代，不过两词的突显程度不

同，故而有必要单独词汇化。虽然两者都突现图形，但WATCH还细化客体，有一些前者所没有的

互动，使WATCH的客体（背景）的详细度通常高于LOOK的相应部分。如句（15）中的审视持续性

得到复合宾语结构语义的支持：众所周知，太阳西沉多少是一个过程，有持续性。由于这种动作因

子与背景的互动，有时非终结性也可改变，如句（16）、句（17）所示：

（16）Iwatchedhimgetintohisjacket.
（17）Iwatchedhercrossthestreet.

外套是特定的，仅一件，从开始穿到穿完是一个有终结性的过程；从马路一端走到另一端同样也是

一个终结性过程。总之，WATCH所体现的图形与背景的相互作用通常比LOOK强。用事件框架

分析理论来说，这是因为WATCH彰显的是表示后果的直接原因，属承前启后的第四次事件，是认

知需求使然。

SEE次事件主要彰显目标被感知这一结果或终点，在这一次事件中的认知因子配置及其交互

关系同另外两词的概念不同。SEE基本句的主语为经历者，宾语为客体，动词含有与 WATCH相

同的三因子，都是及物动词。但其位移和路径的方向与 WATCH正好相反，是由客体向经历者的

眼睛方向，其方式显示视像接收的质量，可由clearly（清楚地）、dimly（模糊地）等引出。这一次事件

彰显的是整个因果事件的“果”，因此，宾语所表示的客体类型多，详细度高。体现在句法上，这类动

词的宾补结构不但可以有表示事件、过程的非限定性动词短语，还可以有表示状态的形容词等。

（18）Isawamanmakinghiswaytowardsme.
（19）Lookingup，Isawhiseyesfixedonmeincuriosity.
（20）Foraninstant，IsawMartin’sfacegopale.
（21）Hesawthewaterallabouthimgreen-blue.
（22）Idon’twanttoseeaboyofmineinhiscompany.

句（18）、句（19）表示感知客体的瞬间情景；句（20）表示感知客体的整个过程，尽管此过程很短暂；

句（21）、句（22）显示感知客体所处的状态。相比较而言，WATCH 所彰显的是事件和过程，SEE彰显的

是所有视觉可感知的动态和静态，与LOOK一般只涉及投视、眼神及可隐没客体这种情况相去更远。

根据图形背景理论［18］（p.336），一个小句可以包含一组图形、背景语义复合体而附属于另一小

句，因而产生主句中的背景实体内含图形的情况。在本研究中，这种情况表现为 WATCH和SEE
的客体既是主句的背景，又是从句或复合宾语的图形，在详细度方面比LOOK错综复杂。

在另一方面，SEE的句法主语只是接受视觉信号的经历者，而非主动行为者，没有产生多少能

量，客体也无需承受什么能量。但是如Langacker［9］（pp.31-33）指出的那样，经历者还是有些主动性

的，起码他是句子中惟一的主动参与者，能建构及物结构的心理表征。主宾交互关系是不对称的，

因此，基本句还可以转变为被动句。

突显性既与事件框架内部的认知因子的交互作用有关，也与事件框架的外部及外在视角有关。

如前所述，所有的事件、次事件及其认知因子都是彰显在Langacker［19］所隐喻的舞台上的，与台下

的观众（通常包括作者在内）相比有突显性。对台上事件的认知通常出于观众，即视角出自观众，故

而常用第三人称来称呼事件中的参与者。在观众看来，LOOK和 WATCH是主观性行为，与参与

者相关联，尤其与行为者关联，因而后者得到突显。而SEE的客体通常是观众和SEE的经历者所

共同看到的，通常作者在表述时，SEE的经历者隐没，即用观众角度加以描述即可。在这种常规约

定下，语言上彰显的SEE的主语（经历者）这一视窗在视角方面得到突显：观众必须通过经历者的

视角才能看到客体，这是与另两动词相异的特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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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Heretheexploringpartyofthethreeturnedroundtolookattheviewbelowthem.The
sceneofmoorlandandthefieldswaslikeafeeblewater-colordrawinghalfspongedout.
（London）

（24）Whenshecamewithinascoreoffeetofthedesiredgoal，shesawthroughthewindowa
youngmaninagreycheckedsuit.（Dickens）

句（23）先呈现三人的看景动作，然后呈现台上和台下人共睹的风光，视角出自观众，“台上”三

人的视觉隐没。句（24）中主句所显示的视角出自视觉感知者，观众要通过他的视角才能看到目

标（客体），因此，这一视角与句（23）中的寻常视角相异，因而突显。

四、结 论

从宏观上来说，视觉过程可以被分解为三个不同的视觉阶段，一一得到彰显并分别加以词化。人

们也可以不这样做，即不把整个概念分解并词化，而使用其他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人们的认知和

语言表达系统博大精深，完全可做到这一点，但概念分化并分别词化，则使精确认知和表达成为可能

而避免了累赘。同时，次概念的转换（即选此不选彼）本身则显示相关次概念的彰显和隐没，细致表现

说话人的认知和表达重点。用认知体验观来说，视觉概念细化和注意力视窗的复杂彰显主要是由于

视觉感知对人们认识世界关系重大，人们对视觉的精确需求导致了认知和表达的精细化①。在另一

方面，从彰显的次概念中可以推导出其他的隐没次概念，精细与节俭并存，并没有导致浪费。

从微观上说，与每个次概念相关联的认知因子根据不同阶段的认知需求相互作用、相互选择而

呈不同的配置和态势，有不同的彰显隐没方式。以相关的基本句为例，用突显三原则来加以分析，

可以归结各次事件的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各视觉动词的认知因子突显明细一览

视觉动词
突显性 详细度 视角

图形 背景 路径 背景 图形

LOOK 高 低- 高 低 寻常

WATCH 高 低+ ／ 高- 寻常

SEE 高- 低+ ／ 高 特殊

注：表中程度的差别以纵列为比较范围，正负号附在程度词之后表示程度的趋向，

如“低+”表示低中趋高。

表2显示，LOOK彰显行为者的图形和路径，WATCH彰显行为者的图形和背景的详细度，

SEE则彰显经历者的视角和背景的详细度。其他因子有不同程度的隐没。

整个视觉因果事件用汉语作为元语言可表述为“看”、“盯”、“见”，其中与“看”、“盯”有关的动词

称为视觉动作动词，这类动词可细分为投视动词和审视动词；与“见”有关的动词可称为视觉感知动

词，分别词化为look、watch和see。对这三个动词的认知描述和分类可综合显示在图4中。

事实上，这三个词在词汇层面可以说是三个词集的代表。各词集的词义、句法特征类似，反映

出从概念到词汇化再到词义关系结构的系统性，而绝非偶合。如下例所示：

（25）look：gawk，gape，goggle，gloat，ogle，squint，stare；gaze，glance，peek，peep，peer
watch：examine，observe，regard，scan，view
see：glimpse，sight，spot，witness

LOOK类词与脸部表情、情感等密切相关，其方式五花八门，精彩纷呈［20］，但在概念上均属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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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同一次阶段。这些动词的存在证明这些次概念的划分是有理论解释力的。

图4 英语视觉动词分类一览

对视觉动词较深层的认知研究应该对其较表层的句法表现作出解释：look和watch都是视觉

动作动词，反映视觉者能动的投视、聚焦过程，因此可持续，可实现为进行体（尽管持续的时间不

同）；see为视觉感知动词，眼睛一旦收到影像，动作即告结束，无持续性，因此，用进行体来表达不合

适。认知上对客体的细化需求与宾语的复杂程度有关。最值得注意的是，投视动词look为了满足

路径的多样化、灵活性需求，在句法上表现为不及物动词附加介词的结构；而审视动词watch和视

觉感知动词see与其目标紧密相关，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使成条件，因此必需为及物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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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VerbsofVision：ConceptualAlterationandWindowing
ZHANGJian-li

（InstituteofLinguistic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Thebasichumancognitivedomainsincludespace，imagesandcolors.Theyareperceivedby
thehumanorganofvisualsense—eyesandexpressedlinguisticallybyverbsofvision.Fromthe
cognitiveperspective，thepresentstudyfocusesonthethreetypicalverbsofvisionintheiroriginaland
literalmeaning：LOOK，WATCHandSEE，withaviewtorevealingtherelevantlinguistic
mechanism.
AFRAMEisanabstractscenewheresomecognitivecomponentsgather.AccordingtoTalmy，

someconceptualandrelationalcomponentsareinterrelatedandformanevent-frame.Suchframesare
ofmanytypes，andoneofthemistheCAUSALEVENT-FRAME.Itfallsintofivesub-events：

1）intention，2）physicalinitiation，3）immediatesub-event，4）penultimatesub-event，and5）final
resultingsub-event：theintendedgoal.Thesub-eventsarewindowsattractingattentiontothe
contents.Eachcanbeopened，butthewholeeventcanbeconstruedwithoutallofthemopened.

Theframetheorycanbeusedforamacro-cognitiveanalysisoftheEnglishverbsofvision.The
visualprocessisatypicalcausalevent，whereanactorintendstolookatanobjectandeventuallysees
it，thusreachingthegoal.But，ontheotherhand，thewaysoflexicalizationofvisionaredifferent
fromotheraverageverbs.Itoftenoccursthatthewholeconceptislexicalizedintooneworddenoting
thewholeevent.Incontrast，thevisualprocessisdividedintoseveralparts，whicharelexicalized
separatelysothateachpartmaybewindowed.Therefore，LOOKwindowsthefirstandsecond，orup
tothefourthsub-event，whileWATCHandSEEwindowthefourthandfifthrespectively.These
threesub-conceptswindowthreesetsofsub-eventsinacausalchaininsuchawaythatsomesub-events
windowedimplythewholecausalevent.

AccordingtoTalmy，prominenceisofthreelayers：FIGURE，GROUNDandSETTING.The
motionofFIGUREisdenotedbytheverb，whichiscomposedofseveralparts，includingMOTION，

MANNERandPATH.AccordingtoLangacker，thePrincipleofProminencecanbesupplementedby
thePrincipleofSpecificityandPerspective.Thesetheoriescanbeusedforamicro-cognitiveanalysisof
theverbsinquestion.LOOKwindowstheactor’sFIGUREandPATH，WATCHdoestheactor’s
FIGUREandGROUND，andSEEtheexperiencer’sperspectiveandGROUND，withother
componentsbackgrounded.

Thelexicalizationpatternandwaysofwindowingcanbeaccountedforbythetheoryofbodily
experience，whichstatesthatvisionplaysanimportantpartinperceivingtheworldandin
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Itisthehumandemandforprecisiononvisionthatleadstothe
specificityofcognitionandexpression.
KeyWords：cognitivelinguistics；causalevent-frame；principleofprominence；lexicalization；verbsof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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