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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语言这个媒介，来传达自

己的需求和愿望，亦或是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但是，

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人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所表达出来

的意思，并不都是如字面意思一般。1

比如“今晚吃火锅”这句话，如果只看字面意思的

话，可以理解为，今天的晚饭吃“火锅”，即料理的容

器，但实际上被作为晚饭所摄取的的，却是“火锅”中

的食材，这句话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为“今晚吃火锅中的

肉和菜”。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存在于认知语言学当中的

比喻现象并不会为人们所注意到，也只通常被认为是理

所应当。对其进行深度发掘，寻找出其中的乐趣与奥秘，

对语言学的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一、认知语言学概述

在了解认知语言学领域的比喻类型之前，首先需要

明确认知语言学这一概念的内涵。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面能够反应人们认知能

力和感知世界的方法的一面镜子，关于认知语言学的定

作者简介：马博雯（1998.4—），女，汉族，河南省密

县，大连大学，硕士研究生，日语语言文学。

义，简单来说，可以如下这样界定。认知语言学，是一

门以人的认知为基础和出发点来解决各种各样的语言学

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学科。宏观的认知，通常被认为是通

过五感来认识感知外界客观事物的一种能力。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用手触摸等过程，都可以被称为是认知。而

微观认知则涉及到认知语言学领域中的具体概念，例如

事物的范畴阶层、同范畴事物的共通性、图地反转现象

等。而语言学则是一门分支繁杂的学科，它有着数量庞

大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例如，语言学可以细分为语

音学、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本文所论述的认知

语言学也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而这些分支学科，又

可以被进一步细分。这样，将认知与语言学二者结合起

来理解，就能够更加详细地掌握认知语言学的内涵。

试想一下，当我们的面前放有一只装有半壶水的水

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水壶中还有半壶水”

还是“水壶中只剩半壶水了”呢？无论是哪种回答，都

是正确的，都是对客观现象的描述。但为什么同样的客

观现象，会出现截然相反的回答呢？

在这里，对认知和判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认知

的焦点”这一概念。具体来看，当人们认为“水壶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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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壶水”时，此时，认知的焦点就是水壶中还剩的那

半壶水；而当人们认为“水壶中只有半壶水了”的时候，

认知的焦点则转化为了已经不存在与水壶当中的那半壶

水。这个事例，进一步印证了语言反映着人们的认知这

一事实，也可以加深人们对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解。大体

来说，认知语言学就是人们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感

知，来解决各种各样存在于语言学中的问题的一门学科。

二、认知语言学中的三种比喻表现类型

一般来说，当提到“比喻表现”时，人们首先会想

到写文章时所运用的修辞手法，或是在交流时让话语变

得更婉转的表达方法。从分类来看，比喻表现大致可以

分为明喻和暗喻两种类型，明喻即直接运用好像、恰似

等喻词，将本体和喻体相关联起来。如：今夜的月亮好

像一把镰刀。暗喻即用连接词是、成为等替换喻词，并

将本体和喻体相关联。如：老师是灯塔，照亮了我前方

的路。概括地说，比喻表现就是用来对话语进行修饰的。

而认知语言学领域当中的比喻表现与前文所提及的

内容稍有不同，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往往不能仅通

过字面来理解，而是要结合字面，来联想更深层次的含

义。认知语言学认为，比喻表现与人们的思考和认知能

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分为隐喻、换喻和提喻三种

类型。

（一）隐喻

首先是隐喻。它主要利用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类似性

来发挥作用，如：他的瞳孔像钻石一般闪闪发亮。但有

时，也会有不明确指出喻体，而只表明本体的情况，如：

桌子腿、台风眼等。腿是动物用来支撑身体的工具，没

有腿，动物无法站立，相应的，桌子的“腿”也是用来

支撑桌面的工具，没用“腿”，就无法形成一张完整的桌

子，这是利用了功能的类似性；动物的眼睛通常是圆的，

而利用卫星所观测到的台风中心的形状，也如眼睛一般

为圆形，这是利用了形状的类似性。

此处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隐喻是具有方向性的，

即一定是用简单易懂更常见的事物，去解释说明相对复

杂抽象的事物。以前文例句来说，“他的瞳孔像钻石一般

闪闪发亮”这句话，语法和逻辑上都不存在问题，但如

果将本体和喻体的位置进行颠倒，就会变成“钻石像他

的瞳孔一般闪闪发亮”。这句话在语法上不存在问题，但

在逻辑上却不通顺，这便是“方向性”在起作用。

在此基础上，可以延伸出隐喻中的另一个概念——

概念性隐喻。这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隐喻不仅有具体

性，还有抽象性。抽象性的范围更广，它可以涉及到两

个抽象概念之间的类似性，从而构成比喻表现。虽然二

者次元不同，但所起到的功能大致相似，即从两种不同

的事物间寻找类似性，并利用简单具体的事物，去解释

复杂抽象的事物。要理解概念性隐喻，首先来看几个例

句。

（1）这个知识点消化起来有点困难。

（2）把这个知识点掰开了揉碎了给学生讲解。

（3）只有吃透这个知识点，做题才不会出错。

“消化”、“掰开揉碎”、“吃透”这些词汇，在最初只

是用来作食物的谓语，并不能够与理解知识相联系起来，

那为什么后来可以逐渐演化出这种“求知 = 进食”的表

达方式呢？这是因为，人们在漫长的进化与演变过程中，

无意识地发现了进食与求知二者之间的类似性，并将其

作为一种语言习惯固定了下来。

图1

如图 1 所示，“领域 A”与“领域 B”之间存在着许

多共通点，而领域 A 所具有的特点则投射到了领域 B。

将自身领域特点投射至另一领域的一方称为起点领域，

而被投射的一方则称为目标领域。通过这样的投射，就

能得出“求知 = 进食”这一结论。由此便可以得出概念

性隐喻的内涵，即利用简单具体的事件（起点领域）去

理解复杂抽象的事件（目标领域）。

而根据人们认知能力的差异，概念性隐喻并非完全

一一对应。以“求知”这一领域为例，除了“求知 = 进

食”，还可以有“求知 = 运动”。举个例子来说，如：他

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此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概念性隐喻的例子。

（1）他们历经风雨，结束了十年的恋爱长跑。< 恋

爱 = 旅行 >

（2）他开始攻击对方辩手所提出的意见。< 辩论 = 战

争 >

概念性隐喻的存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人们

理解一些抽象性概念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换喻

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沟通交流时，常常会无意识

地使用换喻，而换喻也是在日常交流中占比最大的一种

比喻表现。与隐喻不同，换喻的基本原理是物与物之间

的邻接性。举个例子，当提到“广岛长崎”时，人们的

第一反应是日本被投原子弹这一事件；而提到“十月一

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这

便是利用了物与物之间的邻接性这一原理。

邻接性原理是指，在某种邻接关系中有着 A 和 B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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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存在，由于 A 跟 B 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邻接关系，所以

一个词语在本身指代 A 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代表着 B

的含义。

图2

如图 2 所示，在听到“狮子大开口”这个词语时，

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漫天要价提条件。但仔细想来，

狮子大开口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指狮子大张着嘴这一动

作。由于狮子体型庞大，大张着嘴难免给人“需要许多

东西才能填满”这种印象，而漫天要价提条件这件事就

好似狮子大张着的嘴一般，需要很多东西才能够被满足，

有了这层联想，再利用二者之间的邻接性，久而久之，

狮子大开口的意义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如果试着利用邻接性原理对以下例句进行分析的话：

（1）A. 我在看书。

　　B. 我在看书（上印的字）。

（2）A. 这家店的味道还不错。

　　B. 这家店的（菜的）味道还不错。

（3）A. 过年了，我们把福贴上吧。

　　B. 过年了，我们把（印有）福（的纸）贴上吧。

乍一看，A 的三句话中并不存在换喻，但如果其不

存在，A 就会变成 B 这种句式结构。将前后例句进行对比

之后，会产生如下疑问：这难道不是单纯的省略吗？但

其实，这与省略有本质上的区别。（1）利用了“整体和

部分”的邻接性，（2）利用了“制作者和制作物品”的

邻接性，（3）利用了“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的邻接性。

这三个例句可能还不足以说明换喻与省略的本质区别，

例句四可以进一步说明二者的差异。

（4）A.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对安全举办冬奥会充

满信心。

　　B. 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对安全举办冬奥会充满

信心。

我国外交部的发言，本质上也是我国政府所想要向

世界传达的中国态度，在这种前提下，此处便不能够用

省略来对其进行进行解释。而例句一至三的表达方式，

也只不过是碰巧与省略的表达方式相重合了而已。

前文提及，换喻是在日常交流中占比最大的一种比

喻表现，简单来说，可能人们无意识随便说出的一句话

中，就包含着换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如

果没有换喻的存在，人们在进行沟通与交流时的语言负

担就会大幅度增加。虽然从每个单句来看，所提升的量

并不大，但如果将人们每天所使用的文字量进行汇总的

话，换喻的使用与否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三）提喻

最后所要介绍的，是三种比喻类型的最后一种——

提喻。

先来假设一种情况。过年的时候，亲戚突然发问，

“看春晚了吗”，这时你的回答会是看了或者没看。无论

哪种回答都是正确的，但如果仔细思考的话，或许会注

意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如字面意思一般，“春晚”是我

们过年期间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它作为一个范畴，除

了央视春晚之外，还包括地方卫视的春晚。但当我们在

回答“你看春晚了吗”这一问题时，绝大多数人的脑海

里第一时间所联想到的，且无意识所判断的一定是央视

春晚。这种现象便可以通过提喻来解释。即将某一特定

范畴（春晚）的印象指定为这一范畴内的某一特定事物

（央视春晚）。

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与隐喻不同，提喻的方向性

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范畴→某一特定事物”，二者的位

置也可以进行互换。如“我们去喝咖啡吧”这一例句，

咖啡店里不会只卖咖啡，还会有其他饮料，有些店铺还

会出售点心和蛋糕，而人们也可能会选择喝其它饮品或

是吃蛋糕。也就是说，“咖啡”这一特定事物在此处便指

定着“饮品”（或“食品”）这一特定范畴。

从以上这些例子来看，提喻即为一种基于范畴与范

畴内事物的包含关系的一种比喻表现。

三、结语

总的来说，比喻是一种科学层面和认知层面上的概

念，它反映着人们的认知情况，是证明人们的语言和认

知之间关联性的重要依据。而就像这样，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所无意识地使用的语言，虽然它们的深层含义不似

字面意思一般，但在这些乍一看不难解释的概念背后，

认知语言学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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