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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语言的任意性和象似性是语言学界和哲学界一直有争议的论题%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

论阐明了概念域间的映射机制%概念域的映射使语言符号之间建立了关联关系%符号之间基于相似点的关联关系

说明语言具有象似性%隐喻被视为语言概念体系的核心!通过研究隐喻的映射机制可以说明在语言体系中!任意性

和象似性共同存在!并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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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中的引申义是指把一个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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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另一个词上&本质上说#隐喻是意义的

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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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的/牛津简明语言学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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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定义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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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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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修辞概念上的#定义"

$

$则基于美国

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

S>U+d0'--

$和美国哲学家约

翰逊"

c>&'/*:'*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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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

该著作对隐喻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隐喻原本和排比+双关+借代+反讽等一样属于

修辞学范畴#但隐喻研究早已超出了修辞学范畴#成

为语言学+语言哲学+逻辑学+认知学等学科的重要

概念&在
H(W/

X

.$EU-(+4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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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专著中#莱考

夫和约翰逊开篇即阐明了隐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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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隐喻被认为是概念体系的核心#人类的语

言+思想和行为在本质上都是隐喻的&语言符号本

身就是事物的象征#可以说语言符号本质上都是隐

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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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的隐喻随处可见#寻常到让我们习以为常+不

易察觉的地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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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牛

市(+'门外汉(等等信手拈来的例子中都包含隐喻#

不论名词+动词+形容词还是副词都可以构成隐喻&

隐喻之于语言#犹如大气之于我们的生存空间#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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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性与象似性

语言符号的本质是任意性"

+)\2;)+)2*0::

$还是

象似性"

2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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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语言学界和哲学界的一个

古老而深刻的论题&这一争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时代就已经开始&早在公元前#亚里士多德就在

他的逻辑学著作/工具论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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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讨论了语言

哲学问题#其中涉及了象似性问题&根据亚里士多

德的理论#语义生成的路径可以归纳成图
%

&

图
%

!

语义生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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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中文为笔者所加$

亚里士多德认为#外在事物和词汇之间的过渡

是人的思维#而人的思维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基于

'

,2d0*0::

(#即相似&口头词汇是思想的符号#书面

词汇又是口头词汇的符号#换句话说#经过人脑的思

维加工#语言符号和所指之间建立了象似性&这应

该是西方语言学象似派观点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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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索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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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语言学教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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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了语言符号

的任意性理论#并成为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但与之

相对的#语言的象似性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很多学

者#如皮尔斯"

L/+),0:4>Z02)50

$#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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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翁"

7/'I+:S29'*

$和韩礼德"

c>Q>`>

T+,,2X+

<

$等#从语音+语义及语法等各个层面探讨

了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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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任意性和象似性之争

一直此消彼长#从未停歇&

就语言符号而言#象似性是任意性的对立面&

符号和实物间若存在象似性#即意味着存在理据性&

关于任意性和象似性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化#从笼

统研究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发展到研究语言符号的

形+音+义和所指间是否存在相似&任意性和象似性

的争论持续几千年#仍不见定论&其实任意性和象

似性是一条轴线上的两个端点#一定要将语言的属

性定性为端点
Q

或端点
O

#都有武断+绝对之嫌&

语言属性并不停留在这个轴线的某一端点#而是动

态地处于两个端点间#既不完全任意#也不完全象

似&不同语言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语言离任意性

更近#另一些语言可能离象似性更近&例如汉字作

为象形文字#很多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明显高于相应

的英文单词#如汉字的'伞(+'网(等名词是用笔划描

摹实物的外形#而英语的'

(I\)0,,+

(+'

*0;

(则与实

物没有形象上的相似#任意性程度更高&错综复杂

的语言体系内部情况也存在差异#一种语言的有些

方面可能任意性多于象似性#而有些方面则恰恰相

反#如拟声词模拟客观声音#象似是其造词依据#而

'

;+\,0

(和'

5+;

(之类的词不论发音和词形都很难找

到和实物的相似处&因此#语言的任意性和象似性

没有明确的分水岭#更不能一概而论&语言符号的

任意性和象似性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既相互

矛盾#又相互依存&所有语言都是任意性和象似性

的融合体#完全任意或完全象似的语言现实中并不

存在&

就大部分语言中的单个符号而言#除了拟声词+

象形字之外#一般的均表现为任意性大于象似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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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词语和实物之间没

有相似点#正如莎士比亚在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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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

<

+*

<

';/0)*+I0J'(,X:I0,,+:

:J00;

(&但就整个语言体系内部以及语言符号间的

相互关系而言#则往往是象似性大于任意性的&任

意派先驱索绪尔的理论核心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但他同时也提出另一个原则#即语言符号的共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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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时研究关注词汇间的'关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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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共时性比历时性"

X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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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具研究价值&索绪尔认为词汇因相互的

关系产生意义#他在阐明语言任意性的同时#也强调

语言的任意性并不总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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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的这段话表达的观点很清楚#即任意性

不是绝对的#在任何语言中都存在具有一定理据性

的语言符号&

共时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结构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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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都强调词汇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的代表德国语

言学家特雷尔"

&>7)20)

$提出的语义场"

:0I+*;25

-20,X

$理论)

C

*

#说明词汇并非孤立存在#词汇及其意

义相互依存+扭结#构成一个意义体系&因此#语言

的象似性研究#在语言和外在世界的这条路线上似

乎难以找到更大的突破#而应转向语言内部#发掘语

言符号间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对语言象

似性研究而言举足轻重#因为隐喻及其映射机制正

是构建词汇关联的桥梁#是探索语言符号间关联关

系的理想切入点&

'

!

隐喻的映射机制和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

!

隐喻的本质

在修辞学中#通常以是否有'像(+'如(之类明确

表示比喻的词来区分明喻和隐喻&'

72I02:I'*6

0

<

(是隐喻#把这句话的'

2:

(换成'

2:,2d0

(就成了明

喻&如果这种区分方法成立#那么#明喻是明明白白

地指明所说为比喻#而隐喻之所隐仅仅隐去了比喻

词而已&但隐喻和明喻的区分远非如此简单#有没

有用'像(只是形式上的肤浅界定#没有触及隐喻和

明喻的本质差别&隐喻往往以具体喻抽象#其主体

"

;0*')

$#或曰本体#是一个较抽象的概念#而它的载

体"

90/25,0

$#或曰喻体#是具体的概念&明喻则可以

以具体喻具体#例如'姑娘像花儿一样(&隐喻和明

喻'22两者的区分不在于修辞上用了6像7抑或用

了6是7&张三是猪
!!!!

#虽然用了是
!

#说的仍然是像
!

#它

仍然是一个明喻&逝者如斯
!!!!

#用的是如
!

#却揭示着时

间之所是
!

#从而是一个隐喻&(

)

D

*

"引文中的着重号为

笔者所加$所以#有没有使用比喻词并非界定隐喻和

明喻的标准#本体和喻体属性的差别才是其更本质

的区别&

/周易0中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

形如#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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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圣人会把

深奥抽象的道理#用具体易见的事物形容#来象征特

定事物切合的意义#而选取具体事物的方法是'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

)

F

*

&这是中国古文化中关于名实和

隐喻的朴素理论#但却一语道破隐喻的两个本质特

性#即以具体喻抽象和意义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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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的映射机制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
H(W/

X

.$EU-(+4P(B

8

一

书中对隐喻做了深入研究#揭示了隐喻更隐蔽的特

性&修辞学上将隐喻所涉及的两个事物称为喻体和

本体#莱考夫和约翰逊则称之为源域和目标域#源域

和目标域都是概念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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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体

和本体的概念仅属于修辞学范畴#而概念域这个术

语不仅涉及修辞#而且将客观世界+语言符号以及思

维意识关联起来#将隐喻从修辞学概念提升到与整

个语言体系以及思维活动密切关联的高度&该书

$""!

版中新增了一个后记#这篇后记再次强调隐喻

是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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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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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大脑倾向于借助具体概

念思考和理解抽象概念&隐喻研究从而超出了修辞

学+甚至语言学的范畴#直接与认知学+神经学挂钩&

隐喻和其他比喻形式的区别以及隐喻与象似性的关

系#也可以从认知和思维活动的过程中深入挖掘&

隐喻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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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

过一个域向另一个域的映射#语义相应发生迁移&

映射本来是一个数学术语#指两个非空集合之间元

素相互对应的关系&语言学借用了这个数学术语#

套用到概念域上&两个概念域好比是两个非空集

合#其中的某个或某些语义元素产生对应关系#而这

种关系的产生#是由于两个域之间存在相似点&概

念域间的相似点被发掘#通过映射#形成了隐喻&

'隐喻思维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共性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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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词为例#说明这两个

概念域的共性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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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社会(是两个基本概念域#'建筑(是

有形的具体概念#'社会(则是相对抽象的概念&因

此#各种语言中大都有以'建筑(隐喻'社会(的现象#

而且由于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共性#这类隐喻基本大

同小异&通过隐喻#将已知+可见的'建筑(这个源域

的认知映射到'社会(这个目标域#从而激活人们对

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认知&

隐喻的映射机制揭示了隐喻之所隐绝不是隐去

了比喻词#隐而不显的是两个概念域在思维意识中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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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映射并激活的过程&概念域间的相似性通过隐喻

机制得以彰显&隐喻的要点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相

似性#这一点通过比较隐喻和转喻的差别就能清楚

地说明&隐喻的出发点是相似性"

:2I2,+)2;

<

$#并通

过相似产生联想#而转喻的出发点则是在同一个认

知框架下的两个事物间的相邻性"

5'*;2

3

(2;

<

$

)

%%

*

&

例如#'火红的青春(中的'红(是隐喻#红色是火焰+

太阳的颜色#和'青春(间的相似性不言而喻#这个隐

喻让人联想到'热烈奔放(+'激情洋溢(等等%而'穿

红戴绿(则是转喻#用衣着的颜色替代衣服#'红(和

'衣服(之间不存在相似性#借助动词'穿(将其指引

到'服饰(这个认知框架&再比如'唱红歌(是隐喻#

而'那边来了个红领巾(则是转喻&这些实例均说

明#隐喻的映射机制基于'相似联想(

)

%$

*

&

$>!

!

概念域的双向映射与语言体系的建构

概念域的映射不是单向的#不仅会产生由源域

向目标域的映射#目标域也会对源域发生反向映射#

导致语义的交织融合"'

V*I0;+

a

/')

#

;/0)02:5'+56

;29+;2'*'-;J'X'I+2*:

(

)

$

*

$&隐喻是两个概念域间

的'共同激活(&所谓激活#也就是通过映射#揭示两

个概念域的相似性#构建源域和目标域间的关联#产

生理解和联想&而且激活是相互的#通过联想的构

建#使得两个概念域的意义都更丰满清晰&概念域

的激活使得意义触类旁通&如果一个隐喻激活一对

概念域之间的某个相似点#建立某种意义关联#那么

成千上万的隐喻则使符号间的关联千丝万缕+纵横

交错#使语言成为一个建构于符号关系之上的系统&

例如'

3

)00*-''X

(这个短语中包含'

3

)00*

(这个

颜色词的隐喻#和食品本身的颜色没有关联&由于

'

3

)00*

(是植物的代表色#而植被是环保+生态和有

机这些抽象概念的核心元素#所以'

3

)00*

(这个颜色

概念作为源域#通过联想#映射到目标域#意为'有机

的+生态的+环保的(&还以'

3

)00*

(为例#由于

'

3

)00*-''X

(这样的隐喻不断出现#目标域的概念会

反过来丰富'

3

)00*

(这个词的词义负载#使得该词在

符号体系中与生态环保概念间的关联不断强化#以

至于'

3

)00*

(和别的词汇构成其它搭配时#如'

3

)00*

,2-0:;

<

,0

(+'

3

)00*2::(0:

(+'

3

)00*+

3

)25(,;()0

(等等#

也会使人产生类似联想#达到隐喻效果&这些比喻

用法使得'绿色(和生态+环保概念间的语义关联稳

固化#与此同时#'

3

)00*

(这个词还会和其它概念域

通过隐喻发生语义迁移和激活#如'

3

)00*/+*X

(+

'

3

)00*J2;/0*9

<

(+'

;/0

3

)00*:;(--

("美式英语中

指'

I'*0

<

($等等#'

3

)00*

(这个词的意义关联和负

载如同滚雪球一样不断更新+壮大&

索绪尔指出语言的理据性来自词汇间的关联关

系#他举例说'

:/0

a

/0)X

(是任意的#但合成词'

5'J6

/0)X

(则具有相对理据性#同样地#'

;)00

(是任意的#

但'

a

0+)6;)00

(和'

5/0))

<

6;)00

(也具有相对理据性)

#

*

&

回到'

3

)00*

(的例子上#如果树叶的颜色被称为'绿

色(#而不是'红色(#是任意的#那么有机生态食品被

称为'绿色食品(确实有据可循的#其中的理据性来

自隐喻&

$>A

!

语言属性的辩证关系

我们生存的世界中#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彼此关

联&外在事物在人的认知世界里会形成'意象图式(

"

2I+

3

06:5/0I+

$

)

$

*

&隐喻是语言符号的黏合剂#通

过映射机制搭建符号间的类似关联#因此意象图式

中蕴含的客观事物间环环相扣的关联性可以借助隐

喻在语言中再现&隐喻机制是人类共有的#因此人

类思维方式具有同一性#在不同语系间#基本概念

"

a

)2I+)

<

5'*50

a

;

,

I0;+

a

/')

$以及基本隐喻存在明

显的相似性#如空间+时间+大小+好坏等概念&这也

是语言象似性的明证&

任意性和象似性是一对矛盾#但矛盾往往并不

意味着非此即彼#一对矛盾体常常既对立又统一&

任意性和象似性好比汉文化中所说的阴阳#既互相

对立又互相依存&能指和所指之间#或者说名实之

间#往往任意性大于象似性#但语言符号间由于隐喻

建立的关联关系#则往往象似性大于任意性&不妨

说任意性是语言的外壳#而象似性则是语言的内核#

两种属性缺一不可&

$

!

结
!

语

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开创了隐喻研

究的新视角#不仅阐明了隐喻在语言和思维活动中

的重要作用#而且解释了隐喻和语言象似性的关系&

但他们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研究语言本身&创造并

使用语言的是人的大脑#要最终解释各种语言现象#

需要揭示大脑的语言机制&随着学科融合的深化#

隐喻研究也已开始借力自然科学的先进技术#如利

用
HGZ

"

090*;6)0,+;0X

a

';0*;2+,

#事件相关电位$技

术)

%"

*来分析大脑处理信息和进行语言活动时的脑

电波变化&人类的大脑理解和组织语言的过程#

一直如同暗箱操作#通过认知语言学与自然科学

的结合#或许终能让它从幕后走到台前#显露其庐

山真面目#关于语言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困扰或可

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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