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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隐喻研究已超越了语言学范围, 从各自不同的角度, 不同领域建立了不同的隐喻理论。维索尔伦

( V erschue ren)的顺应理论 ( Theo ry o f Adaptation)从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客体顺应等角度考察隐喻的产生、识别和理

解, 弥补了传统理论在说明隐喻的成因和工作机制方面的不足, 为隐喻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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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

段。
[ 1]
隐喻的研究可追溯到迄今 2000多年前古希腊

的亚里斯多德。亚里士多德指出: �隐喻字是把属

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 或借 属 !作  种 ! ,或
借  种 ! 作  属 ! , 或借  种 ! 作  种 ! , 或借用类比

字 ∀。[ 2]
他的隐喻观对后来的隐喻理论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传统上通常称为 �替代理论∀和 �比较理论 ∀
的隐喻理论实际上都来源于他。

[ 3 ]
对隐喻的研究可

分为三个传统: 一是修辞学传统, 二是哲学传统,

三是语言学传统。

顺应论认为,语言的顺应性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语境关系顺应 ( contex tua l correlates of adaptab ility)、

结构客体顺应 ( structura l ob jects o f adaptability )、动

态顺应 ( dynam ics o f adaptab ility)和顺应过程突显性

( sa 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es), 这四方面是相

互联系的, 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
[ 4]
笔者拟梳理

现代隐喻理论中的相关研究, 并从语用的角度以顺

应理论为框架对隐喻的产生和理解做初步探讨。

一 语境关系的顺应

当人们使用隐喻时, 把表示两个不同事物的思

想 (主体和喻体 )放在一起, 相互作用, 结果就是隐

喻的意义,因此, 隐喻基本上是思想之间的借用和交

际,是语境之间的交易。
[ 5]
例如,乔姆斯基的经典名

言 � Co lorless g 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可以在合适

的语境中,通过隐喻也 �使用起来 ∀。 Co lorless也可

作 �乏味的 ∀解, green也可当 �不成熟的 ∀解, ideas

当 �主意 ∀, s leep当 �闲呆在一边 ∀, furiously就按它

的本意 �发怒地∀,那么全句话即可描写 � (某某人的 )

乏味的、不成熟的主意 (不予采纳, 只好被闲置 )在一

边闲着不用,它却又不甘心,在一边怨怒着。∀[ 6]

罗素也有一个同样经典的例子 �四边形饮用延
误∀ ( Quadrilaterality drinks procrastination ), 它原指

�不可能的或无意义的话语 ∀, 但是很快就被用于合

适的语境之中,隐喻二战后的四强会议, 讽刺 �四国
首脑会议并未以理想的速度产生理想的效果, 办事

延误 ∀。[ 6] 70

上述两例说明隐喻作为一种语用现象,它的识

别需要语境提供线索。孤立的词严格意义上讲不能

称为隐喻,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判断一个词是

否用作隐喻。随着语境的变化, 同样一句话, 可以是

非隐喻性话语,也可以是隐喻性话语;可以理解成这

样一种隐喻含义,也可以理解成那样一种隐喻含义。

在交际中,隐喻的发出者和理解者是该过程的焦点,

没有他们的参与, 就不存在顺应选择, 因为物理、社

交和心理世界中的语境成分都要靠隐喻发出者的认

知活动来激活,从而发挥隐喻的交际功能。以下从

三个方面论述语境关系顺应。

(一 )物理世界的顺应

1、时间指称的顺应

在许多情况下, 语言使用者在物理世界中的位

置在决定某些语言选择和其意义时起到重要作用。

物理世界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

系。维索尔伦 (V erschueren)认为在物理世界中影

响和制约语言选择的最常见的研究最多的是时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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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 tempora l deix is)和空间指称 ( spatial de ix is) 。时

间指称通常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被区分为事

件时间 ( event time) 、说话时间 ( t ime of utterance)和

指称时间 ( reference t ime) 。人们在使用隐喻时,要

充分考虑到隐喻发出者和理解者之间在物理世界的

差异, 以便让理解者更清楚地明白发出者的意图。

以事发时间为例:

1)就等一秒钟。

例 1)中的 �秒∀并不是字面上的一秒钟, 而只是

对于 �一段较短时间的隐喻。该隐喻可以使任何一

个释话人根据发话人是谁和发话情景, 形成语境特

有的期望,从而知道他 /她还要等多少时间说话人才

能 �有空 ∀。
又如,在时间关系上, � evening∀和 � night∀虽然

都有 �晚上 ∀的意思, 但是后者所表示的时间更晚。

我们常用后者 � Good night∀来隐喻 �再见 ∀, 因为分
别时, 尤其在 �就寝时间∀就意味着那一天晚上已经

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说话人说 � Good evening∀而只

能够说 � Good n ight∀了。[ 6 ] 110

2、空间指称的顺应

维索尔伦 ( V erschueren)认为在许多方面空间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核心。空间指称通常和视角有

关, 分为说话人空间 ( utterer space )和指称空间 (

re ference space)。空间指称的相对性将语言使用者

置身于物理世界,使许多语言选择行为受制于语言

使用者所处时空的特性。

空间包括绝对空间关系和参照指示对象的相对

空间关系。空间关系方面, 使用隐喻的情况为数甚

多,例如英语的空间介词 a,t on, in原是表示空间方

位的 �点面体 ∀, 但是也可以隐喻到时间概念域当
中,例如 at表示时间点 ( point of t ime), on表示某事

发生的 (或特殊的 )时、日或时机 ( period of tim e) , in

表示一段时间 ( period o f tim e) , 强调时间的长度。

例如 at 8 o c' lock, at themomen,t onM onday, on that

journey, in the morn ing, in a few days. 匈牙利语中

也有类似情况,其中的 �有范围宽阔的空间格 ∀就包

括内在格 ( - ban /- ben, �在∃∃内 ∀) , 进入格 ( -

ba /- be, �进入∃∃ ) , 上向格 ( - ra /- re �到∃∃
上 ∀ ) ∀ [ 6 ] 114

等等隐喻性质的介词。

2) T ime hath, my lo rd, a wa llet at his back

W here in he put s a lm s fo r ob liv ion,

A great- sizedmonster of ingratitude.

Those scraps are good deeds pas,t wh ich are de�
voured

As fast as they arem ade, fo rgot as soon

As done∃
由于时间本身的特殊性 % % % 看不见摸不着却又

能够为人们所感应,因此古往今来对它的描述往往

离不开比喻,例如 �一寸光阴一寸金 ∀、�光阴似箭日
月如梭∀等等。莎士比亚则独出心裁将时间隐喻成

�乞丐∀。对此赫斯特指出: �这里的隐喻化拟人并

不是指自然世界。时间作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乞丐的

意象不能在物理时空中出现, 在阅读这一隐喻时,

我们并不为时间并非乞丐这一点所困扰, 就如看

&哈姆雷特 ∋时并不为鬼魂并不在物理世界出现这

一事实而感到困惑。∀ [ 7]
换言之,以上诗句通过空间

形象的构建,使其成为理解隐喻意义的基本组成部

分, 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隐喻成确实存在的具象,

这样不但不会感觉突兀, 反而使读者更易于理解作

者的表达意图。

(二 )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对交际者的言

语行为所规范的原则和准则。人们在使用隐喻的时

候, 往往会受到文化传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的

影响,尤其是文化, 因为语用学中所谈论的语言使用

者, 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

的言语行为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种种制约。
[ 8]
例

如, �她∀的本意是表女性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 但

是西方的水手常用 �她∀作为指称轮船的代词, 这是

因为 �社会关系 ∀这一概念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被隐喻到人与物之间。我们常用 �她 ∀来指代祖国
也是同样的道理。又如, 拉巴努依语 ( R apnu i)使用

了两套物主代词和物主形容词:
[ 6] 108

( 1) A�系列
( taaku) : my son[我儿子 ], my husband[我丈夫 ] , my

w ife[我妻子 ] ∃; ( 2) O�系列 ( tooku) : my father(我

父亲 ) , my master(我的主人 )。对于这种情况出现

的原因,福恩特斯 ( Fuentes)作了如下解释: 其根本

差异就在于 A �系列用于指依赖说话人的人和物,

O�系列则包括说话人要依赖的 (或身份比说话人

要高的 )人或物。事实上, 这种情况恰恰是社会关

系隐喻到拉巴努伊语当中的反映, 而且这种适应无

所不在,因为我们都熟悉一些具有公共制度及社会

特征的言语事件, 它们所拥有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往

往可以隐喻到其他相关的事件当中去。

(三 )心理世界的顺应

心理世界包括交际双方的个性、情绪、愿望等认

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V erschueren认为说话人和

听话人的心理因素影响和制约语言选择,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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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语言使用者双方个性、情感、信念、愿望、动机

等。在言语交际中, 说话的需要顺应说话人的心理

世界; 同时, 听话人进行语言选择时总要顺应其对听

话人心理世界的评估。这种评估包括对听话人个

性、情感、信念、愿望、动机等作出的判断。

3) (赵辛楣 )一肚皮的酒, 几乎全化成酸醋

∃∃ (钱钟书&围城∋ )

显而易见, �醋 ∀除了表示一种调味品, 还有丰

富的语义内涵, 文中用 �吃醋 ∀表示看到喜欢的人和
别人在一起心生妒忌, 顺应了理解者对于赵辛楣心

理的变化的体会。

4)父母想念子女就像流水一样, 一直在流; 而

子女想念父母就像风吹树叶, 风吹一下, 就动一下,

风不吹,就不动。 ( &读者 ∋2003年第 21期 )

为了体现父母和子女各自心理世界的特点,文

中使用的两个隐喻 �流水∀与 �风吹树叶 ∀,不但更为
具体, 更具视觉效果, 而且顺应理解者的心理世界,

有利于使其更好的理解隐喻的内涵。

二 结构客体顺应性

结构客体顺应性与语境语境关系顺应构成了言

语交际中的总和。如果说前者揭示了影响语言选择

宏观层次内容, 后者则是其微观层次的体现。结构

客体顺应性指从多方面对语言作出选择: 选择语言、

语码、语体, 选择话语的构建成分, 选择不同类型的

话语和语段以及选择话语的构建原则. 将此原则推

导至隐喻同样成立。

以英语形容词 coo l为例, Longm an D ict ionary of

Con temporary Eng lish列出了以下 coo l的三个常用词

义:

( 1) Ne itherw arm no r very co ld; moderately co ld:

eg. cool drink / c lim ate。

( 2) O ,f re lating to, or characterist ic o f colors,

such as b lue and green, that produce the impression of

coo lness. eg. a room pain ted in coo l greens and b lues.

( 3)M arked by indifference, disda in, or d islike;

unfriendly o r unresponsive: eg. She gave h im a cool

reception.

� Cool∀的词义 ( 1)是其本义, 表示天气既不很

冷也不很热或物体的温度既不很高也不很低。

� Cool∀的第二个词义 ( 2)是指颜色如兰、绿、白

等给人的感觉是清凉的。天气或物体的温度的高低

可以通过人手的触摸或脸、耳、鼻等器官的神经系统

直接感觉到,而颜色如兰、绿、白等给人的感觉则是

抽象的。通过隐喻人们可以把直接经验中对天气或

物体温度凉的物理感觉映射移植到对颜色的抽象感

觉上。

� Coo l∀的词义 ( 3)是指 �对待他人或事物的态

度是冷漠的∀。 �态度的冷漠 ∀给人的感觉和 �天气

或物体温度较低∀给人的感觉在人的心理层面上是
相似的。

由于 � coo l∀具有不同的隐喻义, 因此交际者在

发出和理解的过程中必须作出结构客体上的选择。

例如: He is coo l to everyth ing. 显而易见, 句中的

� cool∀表示第三种含义, 即 �他对一切都冷漠 ∀。尽

管这个推断较容易得出, 但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在理

解句子的过程中, 微观上的选择即结构客体的顺应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顺应理论对隐喻研究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隐喻是涉及发出者与理解者互动的活动。在使

用隐喻时,发出者要顺应语境、语言结构和理解者的

反馈。顺应语境是指顺应语言语境,物理世界,心理

世界和社交世界; 顺应语言结构就要从语音, 词汇,

语体等方面入手;同时在产出语言时,又要顺应目标

语读者的心理期待,注重读者的反馈,隐喻的顺应是

双向的,贯穿发出和理解过程的始终。

总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 �语
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

现象之一 ∀。隐喻正是交际者在意识程度不同的情

况下,在交际语境与语言结构之间动态顺应的基础

之上所做出的言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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