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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phors We Live by is a classic masterpiec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ment on it, which not only opened a new way for 
the research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lso provided a deeper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other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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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是认知语言学的经典之作。本文在回顾原著内容概要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评

述。本书不仅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也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深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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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Lakoff & Johnson 在 1980 年出版了 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

知语言学隐喻系统研究的正式开始，颠覆了人们对传统隐喻的认识[1]。传统意义上，隐喻被视为一种修

辞手段，隐喻不是普通的语言，而是诗意的想象和修辞多样性的一种策略。修辞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

修辞隐喻的应用不是基于词汇的匮乏，而是基于对语言进行修饰的需要。修辞隐喻是语言中本来有表达

该意义的词语，为了修饰的需要而用了另外的词语[2]，往往存在于文学领域中。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

喻并非只存在于文学领域，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人们认知、思维、经

历、语言甚至行为的基础，隐喻是人类生存主要的和基本的方式[3]。Lakoff & Johnson 将人们对隐喻的研

究带到了概念思维、认知作用等新的领域，隐喻研究从此实现了认知转向。该书自问世以来已有十余年，

一直被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师视为经典著作，受到强力的推崇，其观点得到了认知语言学界的认可并得以

传播，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总结主要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做

出简要评价。 

2. 内容梗概 

全书共有 193 页，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三章，主要介绍隐喻概念的理论知识，包括两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隐喻概念的实质；二是隐喻性概念的特点。第一章主要指出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

作者以“ARGUMENT IS WAR”这个概念隐喻分析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

的事物。虽然战争和争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战争是指武装冲突，而争论则是因人们对同一事情表达的

不同看法产生的口头辩论，但因为两者的相似之处，“争论”被部分地用战争术语进行建构和理解，这

说明概念是以隐喻的方式建构的。人们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谈论战争，是因为人们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来

行动，语言反映出人们的思维，隐喻的使用也是人类思维过程的重要体现。由此得出，人类的概念系统

是通过隐喻来构成和界定的[4]。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讲述隐喻性概念的特点。第二章指出隐喻性概念具

有系统性的特点。在语言中，隐喻性表达和隐喻性概念系统紧密相连，可以用隐喻性语言表达来研究隐

喻性概念的属性，从而了解行为活动的隐喻性本质。第三章通过“管道隐喻”中的具体例子分析，指出

隐喻的系统性使我们能理解此概念的一个方面，但也必然会隐藏此概念的其他方面。被理解的概念体现

出隐喻系统性的凸显特点，被隐藏的概念则体现出其隐藏的特点[4]。 
第二部分由第四章至第十四章构成，主要阐释隐喻的分类，共分为三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结

构隐喻。Lakoff 指出结构隐喻是指通过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进行隐喻建构，但是方位隐喻并不通过另

一种概念构建，而是通过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因为这类的大多数隐喻都跟方位有关。这样的隐喻往往

根据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大多以自然及文化经验为基础而产生隐喻意义，如 Happy is up (高兴为上)。
正是“happy”和“up”两个概念相关联之后，才有了这样的英语表达“I am feeling up”(我今天很高兴)。
作者指出，任何一种隐喻都需要在经验基础之上得到理解或充分的体现。第七章指出最明显的本体隐喻

是那些自然物体被拟人化的隐喻，拟人是一个笼统的范畴，覆盖的隐喻种类繁多，每种隐喻都选取了人

的不同方面或观察人的不同方式，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是本体隐喻的衍生[4]。第八章对隐喻和转喻两个

不同的概念进行了区分，隐喻主要是将某种难以理解的事物概念化成相对容易理解的事物，其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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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帮助理解。而转喻功能是指代，一个事物替代另一个相关事物。该部分除了将隐喻进行分类外，还解

释了隐喻与文化的关系、隐喻的建构性质、隐喻的基础及概念系统依据等，即隐喻的产生理据及建构性

质。第五章主要探讨了隐喻与文化连贯的关系，认为某一文化中最根本的价值观与该文化中最基本概念

的隐喻系统是一致的。第十一章则指出隐喻建构的部分性质，如“THEORIES ARE BUILDINGS”这个

概念隐喻，人们用建筑物的基础和外壳来建构“理论”这一概念，并未用建筑物的其他组成部分，如屋

顶、内部房间、楼梯灯等来建构“理论”概念，这也符合前面第三章提到过的隐喻的凸显和隐藏功能。

第十二章主要指出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概念都依赖于隐喻概念的建构，大部分的概念依赖于人们对其他

事物的认知才得以理解。作者从简单的空间概念进行分析，如空间概念里的“上”源于人类的空间体验，

人们直立向上，人们每一次移动几乎都包含在一个运动程序中，这与人们的身体活动直接相关，因此说

空间概念的行程来源于人们不断的空间体验，即人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4]。第十四章指

出“因果关系”的概念基于“直接操控”的原型，直接产生于我们的经验。“因果关系”原型的核心因

隐喻而得以延伸出更广泛的概念含义，有着许多特殊情景。“因果关系”，即“直接操控”的原型核心，

并不是不可分解的意义基本单元，而是一个由我们实施直接操控的日常经验中[4]。 
第三部分由第九章及第十五章至第十七章组成，主要阐述隐喻的连贯性。隐喻的连贯性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单一隐喻内部的连贯性和单一概念两个方面之间的连贯性。作者从“AN ARGUMENT IS A 
JOURNEY”入手，讨论隐喻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由“AN ARGUMENT IS A JOURNEY”和“A 
JOURNEY DEFINES A PATH”两个隐喻可以得出“AN ARGUMENT DEFINES A PATH”，由“AN 
ARGUMENT IS A JOURNEY”和“THE PATH OF A JOURNEY IS A SURFACE”可以得知“THE 
PATH OF AN ARGUMENT IS A SURFACE”。上述隐喻蕴涵描述了“AN ARGUMENT IS A JOURNEY”

隐喻的内部系统性，该隐喻系统下的所有例子都具有了连贯性。关于第二方面，作者说明了旅行隐喻和

容器隐喻有着共同的蕴含之处。在旅行隐喻中，人们将争论的形式比作旅行过程中的路线，争论的内容

则相当于旅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因此，隐喻对于连接单一隐喻的所有实例和连接单一概念的两个不同

隐喻构建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四部分包括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主要阐述概念结构理论的一些影响并介绍与隐喻相关的定义的

理解等，不同语言学家及逻辑学家对语义的定义持有不同的观点，即抽象观和同音异义观。第十八章在

概念结构理论的对比下，提出了抽象观点的不足之处，在抽象理论里，没有任何隐喻概念，抽象观点不

能解释内部系统性的事实，也不能解释外部系统性。同音异义是用相同的词表达不同的概念，如“他们

攻击了要塞”和“他们攻击了我的论点”中的“攻击”表示两种完全不同、毫不相关的概念。强同音观

点同样不能解释我们描述的内部系统性和外部系统性[4]。第十九章认为隐喻定义的对象是各种自然的经

验，解决了隐喻是如何被定义的这个问题。概念不仅仅依据其内在属性来定义，主要依据互动属性被定

义。概念也通过原型和原型的关系来定义[4]。 
第五部分包括第二十章至第二十一章，主要介绍了隐喻是如何赋予形式意义的。首先，语言形式本

身凭借空间化会被赋予更多的内容。语言形式和内容受到隐喻概念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RE 
CONTAINERS 的约束，即语言形式越多所表达和传递的内容就越多，例如“He is very very very tall”，

这种语言形式表达比“He is very tall”所表达出的内容更丰富，更加强调突出了他的身高。同时，句子的

语法形式也可从隐喻的角度去解释，即紧密度就是效果强度。例如，“Harry is unhappy”的否定效果比

“Harry is not happy”的强很多。“unhappy”这个词语相比“not happy”占有的字符数更少，更加紧密，

“unhappy”代表伤心难过，但是“not happy”的意义却范围更广，不快乐或许也不伤心。由此可以得知，

句法并不独立于意义而存在，尤其是意义的隐喻方面，语言的逻辑是基于语言的空间形式与概念系统-尤
其是概念系统的隐喻方面的连贯性而存在的。其次，Cooper 和 Ross 指出我们对文化中原型成员界定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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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观决定我们概念系统中的概念导向[5]。典型的人形成一个概念参照点，概念系统中的许多概念以它们

是否与典型人的属性具有相似性为导向[6]。此外，作者在第二十二章中指出，隐喻均具有特殊的喻义，

人类生活中的经验通过隐喻得以突显，这些经验之间因隐喻结构更具有连贯性，然而特定的隐喻可能是

突显和准确连贯组织这些经验的唯一途径。同时，由于我们许多的社会现实和物质世界都是以隐喻来理

解的，因此隐喻在决定我们的现实内容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隐喻可以成为未来行动的指南。 
第六部分包括第二十三章至第三十章，主要从隐喻视角分析了对真理的认识及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

义的看法。第二十三章指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把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建立在理解理论之上，而隐喻基

本上是理解的手段，我们以隐喻来理解世界，来思考并行动，这些都说明对意义和真理的充分理解只能

建立在理解之上。Lakoff 否认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观点，提出了理解和真理的另一种经验主义阐释

[3]。客观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决定客观的，具有独立于人以外的特性。对世界的认识即是对其特

性的了解，客观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主观主义则认为世界是主观的，人的感知和直觉是认识世界的

主要手段认为语言是个人的直觉、想象、情感的表现，其含义是不能充分传递的[3]。相反，经验主义阐

释弥合了客观主义神话和主观主义神话关于公正性以及做到公正客观的可能性之间的鸿沟，认为真理与

我们的概念系统相关，这一概念系统是基于我们和我们文化中的其他成员与他人和自然和文化环境的日

常互动而获得的经验，并由其不断检验。 

3. 简要评价 

Lakoff & Johnson 在 1980 年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是第一次从语言学认知的角度研究隐喻

的重要著作。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初步构建了概念系统理论及隐喻的本质，为隐喻研究开辟了新思路，隐

喻研究从此实现了认知转向。该书对隐喻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探讨了隐

喻的本质和特征，并对隐喻的运作机制和存在依据做了系统的阐述[3]。该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受到很多研究学者的推崇，在认知隐喻研究方面实现了多方面的突破，这些突破点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

示。第一，本书首次提出了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对

西方哲学及语言学的“语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强调人们的经验和认知能力在语义解释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提出了经验主义语义观，认为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以外的所谓“意义”，也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以

外的客观真理。第三，阐述了人类隐喻认知结构是语言文化产生发展的基础，而语言反过来又对思想文

化产生影响的互为参照的观点，论述了语言形式与意义的相关性，词义发展的理据性及语言与思维的不

可分割性[3]。探讨过程中，理论与例证并重，层层深入，让读者对隐喻有了更深的认识。此外，本书不

仅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对于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隐喻研究开始

以来，以此书作为理论基础，文学理论、法律研究、语言学、科学哲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对隐喻进行

了令人兴奋的应用，丰富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深度。 
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跨语言、文化的隐喻认知研究相对较少，是否所有文化语言都存在

同样的认知模式和概念形成模式，我们不得而知[6]。书中只针对英语的隐喻进行了认知分析，还有待更

多的跨语言研究来证实隐喻存在的普遍性规律。同时，本书是将语言学家的研究视角转向了认知隐喻，

对隐喻有了初步的界定及其理据阐释，但对隐喻的具体映射机制或隐喻映射关系中其内部结构的变化等

未进行详细的阐释。总之，与其理论成就相比，这些问题瑕不掩瑜，本书对隐喻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作

用，也极大促进了隐喻的发展，是认知语言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值得读者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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