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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隐喻化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手段!也是人类语言进化的一种方式+隐喻化的结果体现在语言

不同层面的象似性中+但象似性丰富了语言的理据却又模糊了语言的任意性+因此分析和研究语言的象似性

比坚持语言的任意性更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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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讨论和研究已把人们对隐喻的认识提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再被仅仅当作是语言使者或

文学创作者所采用的一种实现有效表达的修辞手法!
更重要的是!它被当成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手段+隐

喻从本质上讲体现在大异小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观念上

的隐喻化的联系!将隐喻化的观念编译成语言便会极

大地丰富语言的词汇!扩展表达方式!使得语言能够应

付不断变化的世界+隐喻化的自然结果88语言形式

与意义之间的象似性88一方面使语言的任意性变得

越来越暗淡,另一方面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研究语言

生成理据的新视角+

一9隐喻化的理据

首先!人类认知的发展使隐喻化成为必要+:;<=

>?@AB?A认 为 人 类 的 认 知 在 深 层 次 上 是 隐 喻 的!人 类

大量的由经验中得来的概念是在隐喻化的基础上形成

的!也由此而产生了人类的创造思维+人类存在的世界

包罗万象!复杂多变!作为一个种系的人类或作为个体

的儿童在遇到难以认识的事物时!很自然地求助于隐

喻化和形象联想!亚里斯多德将其称作异中求同+在人

类认知发展过程中!最先进入人的观念世界的总是那

些有形的具体的事物!然后才有那些抽象复杂的概念

通过参照和比较被认知!如下面连续体所示*
人C物体C过程C空间C时间C性质C关系等

这样!人们利用熟悉9简单9具体的思想和观念去理解

新奇9复杂9抽象的思想和观念!将某一领域的知识投

射到另一领域!从而获得一致的概念化机制5D?@E<EAF

D?ADEGFH;I?<J;AKL;FK?A6+总之!M隐喻是将事件9活动9
情感9思想等看作实体和物质方式+N在很大程度上是

隐喻化这一貌似简单实却复杂的过程将人类提升到灵

长类之上!使之成为一种会思维的动物+
其次!语言的进化离不开隐喻化+语言的进化与认

知的发展是一致的!语言的进化与认知的发展为基础!
反过来又会促进认知的发展!巩固认知的成果+源于日

常生活的认知结构是语言运用的心理基础+由于语言

形式的有限性和意义的无限性!在形式和意义之间建

立一一对应关系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所以人

们 便赋予一个语言形式更多的相关的意义+据统计!

O&P的词汇意义是隐喻化的结果+一种语言中的大部

分词汇都有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指称意义和推理意

义!一种形式可表达多种意义!一种意义可由不同形式

来表达+语言的进化是双向的,一方面朝着形式的简约

化,另一方面朝着意义的复杂化方向发展+隐喻化不仅

给人们提供了外在世界的心理模型!而且也提供了意

义系统的语言模型+如果没有隐喻化这一捷径来弥合

有限语言形式和无限意义之间的鸿沟!任何一种语言

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成熟程度+
此外!隐喻的美学功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Q/

R/0B@E<曾讲到!隐喻最初产生于一种新的语言因词

汇贫乏而造成的局限性!但随着语言词汇的丰富!隐喻

便上升成为人们用以表达思想的一种文雅9优美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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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喻化的实现

传统意义上的隐喻是指一种修辞手法"即对具有

相同特征的两种不同事物的暗含的比较"因而局限于

词和意义的对应关系"而现代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已

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它可以涵盖任何语言形式和意

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即象似性#$%&’$%$()*+象似性存在

于语言的各个层面上"形成对语言任意性的反动+
语音隐喻化是指建立在音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摹

仿自然声音的拟声词可谓音义象似性的最好例证+音

位尽管被认为是语言最具任意性的一个方面"但有时

也体现着和意义的某种对应关系"如低舌位和宽张口

发出的元音可表示,大-"而高舌位!窄张口发出的元音

可 表 示,小-"可 比 较 英 语 单 词,%.&/0%.$/-!,123/0

12$/-!,45&/604566/-等+超音特征也可表义+描述快速

运动的话语速度比较快"低沉的语调反映出说话者低

落的情绪"重读词语获得强调含义"等等+意识到这种

音义象似性对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来说并不难"但要把

它理解为隐喻化现象"并非每个人都愿意+笔者认为"
这种音义对应和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象似性是一致

的"也是语言进化过程中隐喻化的结果+
词汇隐喻化或隐喻词汇化是最普遍的一种+当一

新事物产生并需要给予命名!解释时"人们一般不创新

词语"而是利用原有词汇资源通过隐喻化给某个词附

加新的意义+这一过程往往造成一词多义现象+一个词

可能有原始意义和派生意义!中心意义和次要意义!指

称意义和推理意义"而每对意义中的前者一般是该词

的原有意义"后者则总是隐喻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原

有意义会消失"隐喻意义变成了中心意义"却又获得新

的隐喻意义+意义的扩展和变化是永恒的+这一过程也

基本遵循上面提到的连续体所体现的顺序"如7

8)1$96
#人* :1$;1$961&4(.6<&;#物* :&’(.6264(1$96#空间*

:(&1$96=$(.(.61(5&’>65/35()#过程*
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都有隐喻用法"但最常见的

还是名词化#’&8$’32$?3($&’*和动词化#@65<32$?3($&’*+
前者是将动词表示的过程和形容词表示的属性隐喻化

为 参 与 者"如7$11.&%A69%B2(B5322):%B2(B561.&%A"

83(B561A$221:83(B5$()&41A$221C后 者 是 将 名 词 表 示

的参与者和形容词表示的属性隐喻 化 为 过 程 中"如 3

A’$46D(&A’$46383’"3<63B($4B2>$52:(&<63B($4)

2$46C
语法隐喻化相对而言比较复杂+语言形式和意义

之间的象似性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如词序!词距!
词的标记性及结构的对称性等等+

EC词序+当一句子或话语产生时"其不同部分之间

的关系基本是线性的+这些关系,在几乎所有的语言

中被用来作为对不管是简单还是高度复杂的概念的象

似性体现-+词序可能和现实世界中事物存在的顺序或

事件 发 生 的 顺 序 相 对 应"如 凯 撒 大 帝 所 说",F6’$"

@$9$"@$%$C-#,我 看 见 了"我 来 了"我 征 服 了-+*词 序 也

可 以 反 映 空 间 顺 序"如 ,3(5$/45&8 G$%.B3’(&

H6’6’-+词序还可以反映社会地位及社交礼貌等"如

,)&B3’986-或,863’9)&B-"前 者 表 示 对 对 方 的 尊

重"后者则相反+

IC词距+两个在距离上比较接近的语言单位"也在

意义上可能比较接近+当一个名词中心词前有多个定

语 时"其 顺 序 是 按 意 义 接 近 原 则 排 列 的"例 如"1$;

18322<5&=’263(.65%3161C另一个例子是动词的使役

性+

#3*JA$2269(.6%.$%A6’
#<*%3B169(.6%.$%A6’(&9$6C

在这两个结构中"形式上的差异体现了语义上的差异+
句#3*中,A$22-和,9$6-在形式上的距离明显小于句#<*"
而概念上的距离亦如此+句#3*中,A$22-和,9$6-同时同

地发生"而句#<*并非定然"还有一个例子是并列结构"

#3*<23%A9&>13’9<23%A%3(1
#<*<23%A9&>13’9%1(1

这两个结构中"结构#3*中的 9&>1和 %3(1是分离的"因

而 倾向于被理解为有对 比 含 义"而 结 构#<*中 的 9&>1
和%3(1互相靠近"被当作属于一个整体且具许多共性"
概念上的距离多种多样"而用于体现它们的语言形式

也多种多样"但最常见的还是言语序列中某两个词之

间的距离"即主要体现在切分成层次#16>86’(3226@62*
上"而 超 切 分 成 分 层 次#1B/5316>86’(3226@62*上 的 距

离表意有待进一步探讨+

KC长度及复杂性+一般而言"一 个 语 言 单 位LL
词!短语!句子等LL延展越长"其表意越丰富+语言形

式上的长度与语义容量是对应的+同样"形式上的复杂

性与概念的复杂性也是对应的+这涉及到语言的标记

性#835A69’611*+非标记项一般形式简单"而标记项则

带有附加的表达形式"比较复杂些+在表意方面"标志

项是在非标记项意义基础上又增加了额外的意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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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名词复数形式一般是在单数形式之后增加词

尾"#$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是在原级后加

词尾%&’!%&#(或在前面使用 )*’&!)*#($被动句要使用

助动词 +&,过去分词 词 尾%&-和 +.短 语!结 构 明 显 要

复 杂 些$在 表 示 否 定,疑 问,强 调 时!要 使 用 各 种 助 动

词!即动词的标记项!结构复杂和语义复杂是对应的/

01结构对称/对称结构或平行结构是指同一或类

似语言单位从左到右的重复!形式上的对称或平行的

结构所表达的意义也应该是对称或平行的/在并列结

构中!并列的成分在形式和意义上都是对称或平行的!
如234564789:(6:) 4;-6:) 9:(647813+564784;-

6:)9:(&479*(9&’1句345是对称或平行结构!是一个

因果链$句3+5则不是!表示同时/在比较结构中!形式

和意义之间也有象似性!如2

3<5=<>>?@AB<CDE<F=<><FG@H1

3I5=<>B<CCA@DE<F=<><FG@H1

3J5=<>>?@AB<CDE<F<FG@H1

3C5=<>B<CCA@DE<F<FG@H1
比较而言!前三句更常见些!因为斜体部分是对称

的!而句3-5则少见/除以上列举之外!语法隐喻化还有

许多其它的实现形式/美国功能主义语言学家对语法

结构的生成过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帮助我们更

清楚地认识到了语法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象似关系!这

无疑会加深我们对语言的理解/
语篇隐喻化是指把整个语篇当作喻体!使之暗含

某种相应的意义/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这种象似性超越

了句子层面!它的运用和创造也需要语言使用者更高

的技巧/K4L’&;7&#(&’;&在其 M’:#(’4;N94;-.中写

了一段话专门来解释O离题P3O-:Q’&##:*;P5!而他的这

段话中却处处离题!这种形式和内容之间的隐喻对应

使得这段话的主题不言自明/语篇隐喻化的另一个典

型的例子是视觉诗/要理解一首视觉诗主要要靠视觉

而非听觉!因其诗行的设计和排列构成一种图像!而图

像,意义和主题之间是象似的/

三,隐喻化和任意性

隐喻化现象在语言中是普遍的!在各个层面上都

有体现/语言形式和语义之间的象似性作为隐喻化过

程的逻辑结果!使得我们有必要去重新评价语言是任

意的这一传统观点/现代语言的原则之一是语言在本

质上是非象似性的!即形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当然

语言中的某些象似性成分也是得到承认的/但截至目

前!为语言中所谓的象似性成分所提供的例证无非是

拟声词/但这与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的任意性比较而言!
显得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宽的视角来观

察语言!并能在拟声词之外发现语言不同层面上的象

似性!我们对语言任意性所持的态度便不再会那么任

意/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然后任其自由发

展!因而世界逐渐丧失了神性/这一观点似乎也适用于

语言/语言最初产生时!其中任意性的成分极大!然而

语言按其自身规律发展!逐渐摆脱了任意性的束缚!因

为有隐喻化过程不断给它添加象似性成分/可以说!任

意性只适用于描述语言最初产生的情景!而一种语言

的进化过程则更多地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隐喻化是

一动态过程!永无止境!它不断地修饰,丰富语言!使语

言的任意性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结束语

象似性是语言内在的特征/语言事实上并不像人

们过去认为的那样任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化造

成的/这样看待语言有两方面的好处2对语言研究者来

说!它可引起对语言本质更理性的思考!语言不仅是进

化的产物!而且是进化过程本身$对语言学习者来说!
它会引起语言学习方法的改变!即抛弃陈旧的死记硬

背!去更多地分析语言成分的生成原理!因为一种语言

现象背后总有它产生或存在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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