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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意义问题的研究历久弥新。本研究以Husserl现象学中的意向性理论为研究理据，以语言意义识解

为主要研究内容，以隐喻为研究语料，探讨意向性理论视域下隐喻意义识解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通过论

证表明，本研究是一种全新的有益尝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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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meaning which is constantly updated is as fresh as ever. This study takes 
the intentionality theory in Husserl phenomenology as the research rationale, linguistic meaning 
interpretation as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metaphor as the research corpus, and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n-
tionality theory. The demonstration shows that this study is a new and beneficial attempt, which 
has certain academic value and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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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国知网关键词“意义理论”文献检索数据显示，国内对于语言意义问题研究热度成增长态势，

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探讨语境对意义的影响、翻译中意义的生成问题、对西方先贤圣哲意义理论的吸收

和批判等方面(如图 1)。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虽然意义理论研究在国内呈现出内容广泛、视角多元、

见解独到等特点，但我们也发现意义理论的研究中论及认知语言学的文献极少。事实上，认知语言学直

接关指意义识解，可以通过范畴化、概念隐喻和隐喻、框架理论、图形背景、概念整合等认知方式或机

制探究语言意义何以可能的问题。依据认知语言学理论，本研究着力于将 Husserl 现象学中的意向性直接

关指意义理论并通过隐喻实践其解释力，这是一个实践性的突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通过探讨

意向性理论与语言意义二者之间的关系，将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 意向性理论与语言意义二者之间是什

么关系？2) 为什么意向性理论能够构筑语言意义研究的哲学基础？3) 在语言意义研究过程中意向性理

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Figure 1. Theoretical study of meaning 
图 1. 意义理论研究 

2. 胡塞尔意向性理论 

胡塞尔对于意义问题的思考是以人的意识活动为基础的，从意识话动的角度研究语言，强调意识

活动与语言表达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把语言的使用建立在意向活动之上。进言之，胡塞尔认为意义

理论与意向性理论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通过意向性活动研究语言意义，对于语言意义的研究是一

个创新。 

2.1. 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哲学基础 

意向性理论的哲学基础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关于感知的内容和形式的思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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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问题崭露头角。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德裔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坦诺(Franz Brentano)将欧洲中世纪

关于“意向”的概念引进当时的哲学研究，被公认为是将意向性话题引入现代哲学的第一人。对意向性

做出系统全面的阐释是现象学创始人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布

伦坦诺的意向性观点采取了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赞同布伦坦诺心理现象划界的意义，同时又指出这一

划界的不适当。这种采纳与批判并存的态度，创造性地丰富并发展了意向性理论，使意向性成为现象学

的三大“决定性发现”之首。 

2.2. 胡塞尔意向性理论与语言意义 

胡塞尔指出任何对象之所以成为意向对象，是由于它具有特定的意义，意识不仅包括对象，而且还

赋予对象以意义。胡塞尔意向性理论对语言意义研究中最具创新性的地方在于他对“意义赋予”和“意

义充实”的解释，即意识在进行意向性对象化时，会出现观念性的“意义赋予”和实在性的“意义赋予”

两种可能性。如果意向性活动只停留在观念性的意义赋予，那么得到的只是抽象的意义、抽象的意识内

容；如果意向性活动进行了“意义充实”，才使意义最终在意向性的活动中获得实在的形象，使意义具

体化、经验化。具体实例进行说明，对于一个四边形，人们可能把它看成是矩形，可能把它看成是正方

形，可能把它看成是平行四边形，可能把它看成是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出现认知偏差现象是因为受了

意识意向性的指引，意识意向性的指引决定着意向性显现的样式和规定性，通过意向活动赋予意义后，

真正的意义被充实后显现出来。 

3. 意向性理论视域下隐喻意义识解 

隐喻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语言学家Lakoff和 Johnson在其合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提出来的，

Lakoff 和 Johnson 指出隐喻是人们借助具体的、有形的、简单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概念通过映射来表达

和理解抽象的、无形的、复杂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概念[1]。人类的语言是隐喻的，隐喻在语言表达过程

中是无处不在的。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更是人类认知与思维方式的基础[2]。隐喻和意识意象在

诗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透过隐喻分析诗词中的意象，进而探讨隐喻意义，这一研究方法也为诗词研究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增强隐喻意识, 提高隐喻能力，能更好地推动和促进语言意义的理解和把握[3]。
本研究主要探讨意向性理论的内部要素对语言意义识解的积极作用，并通过隐喻具体实例来实践其解释力。 

3.1. 意向性内部要素分析 

要素是指不能离开它们所依附的整体而持存或者被呈现的部分；它们不能与其整体分离。进言之，

要素不能单独、独立的存在，要素和要素之间要互相依赖、互为依托，才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整体，即

脱离了要素就无整体而言，反之亦然[4]。意向性主要包含三个内部要素：感觉材料、意向活动和意向相

关项，三者彼此都是互为要素的关系，不能单独存在，彼此之间的存在都是互为依托，互为奠基而存在

的[5]。本文选取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为语料，对意向性三个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例证说明。 

3.1.1. 感觉材料 
感觉材料主要包含两个层面，即文字或语音。就特点而言，文字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稳定下

来的，成为语言使用者能够达成共识的工具；语音则通过语调、语气等不同来呈现不同的心理体验和状

态[6]。就功能而言，文字和语音在意向性活动中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功能。首先，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描述

和表述，使得语言内容更加生动、形象。其次，文字或语音是意向性活动过程中的最为基础的奠基石，

为其他要素的构成和呈现打下了夯实的基石。 

例 1) 请递给我一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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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读者)能很快理解字面含义，但通过不同的语音和语调把它描述出来，那么意向性活动就会有所

不同。请递给我一杯水：在发音时把递字重读，表明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帮忙拿来一杯水，而不是他自

己取一杯水，那意向活动可能关指说话人正忙于工作？或是生病了，口渴？等等。请递给我一杯水：在

发音时把水字重读，表明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给自己取一杯水，而不是茶或咖啡，那意向活动可能关指

说话人不喜欢茶或咖啡？说话人是不喜欢饮品只喜欢白开水？等等。通过语音、语调的调节，同样的一

句话可以关指不同的意向性活动，但都是以语音材料为基础的。 
通过实证表明，文字和语音材料是意向性活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它是意向性活动的基础，一

个意象，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当多个意象重新组合并出现在诗行中的时候，人们就好像得

到一个重新认识它们的机会。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唤起欣赏者的共鸣，为后续意向性活动的开展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3.1.2. 意向活动 
意向性活动就其特点而言是一个隐喻意义得以完整呈现的重要环节，该环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承接文字或语音的基石，通过意向活动，继而引出意向相关项[7]。就其功能而言，通过意向活动，文字

或语音被赋予了深层次的含义，对于语言意义的研究更进一竿。 

例 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这首诗是王维十七岁那年在长安过重阳节的时候作的，是一篇思乡怀亲的诗的前两句直接说自己思

念家乡的亲人。后两句描写今日是重阳节，我想在遥远的故乡，兄弟们一定会登高望远，他们头上都插

着茱萸，也在想着身边唯独缺少了我一个人。通过文字材料我们获得了这首隐喻诗歌的表层含义，重阳

节当日，诗人想念家乡的亲人。但通过意向性活动，深度挖掘其诗句的内涵意义时，首句由一个“独”

字领起，接着又连用两个“异”字，写出了自己的处境。“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之常情，一个“倍”

字不仅表现了佳节思亲的强烈，为下文的“遥知”做了铺垫。后两句，诗人反过来由自己怀念亲人，通

过意向活动进而联想到家里的兄弟也在怀念他这个在长安的游子。 
通过上述论述可见，意向活动是表层字面含义和深层情感表达含义的桥梁，通过意向活动赋予文字

以深层含义，直接关指意向活动的下一个环节意向相关项的呈现。 

3.1.3. 意向相关项 
意向相关项就其特点而言是主体通过意识活动赋予文字或语音以含义而构造的，是主体意识指向的

对象，进言之，可以说意向相关项是文字或语音和意向活动的统一体[8]。就其功能而言，意向相关项具

有构造功能和指向功能，进言之，意向相关项可以构造出意向图像并最终指向深层次的语言意义。 

例 3)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例 3)这是王维送朋友去西北边疆时作的诗。通过阅读诗句，主体(读者)获得诗句的表层含义，即早

晨一场小雨过后，渭城的土地湿润，空气清新，掩映在背梁鲜亮聊之中的旅店，令人留恋。请你再干了

这一杯酒吧，向西出了用关之后，在想遇到老朋友就难了。通过意向性活动，赋予诗句深层次含义，在

头脑中不断意向诗句描写的场景，诗中“柳色”，表面上是描写春色，实则表示对离人的留恋，因为折

柳象征离别。酿满别情的酒已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

瞬间都到达了顶点。意向相关项通过构造功能将此刻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通过意向活动展现出来，同

时又指向对离人的留恋之情，具有浓厚的离情别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感觉材料、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三者是互为补充、互相依赖的要素，

三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感觉材料是基础，表达出文字或语音的表层意义，通过意向活动，赋予语言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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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深层次的含义，承上启下，关指意向相关项。意向相关项构造语言意义的情景并最终指向语言意义[9]。 

4. 结语 

胡塞尔认为语言的意义是人的意识活动授予的，即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与我们的意识活动的意义是相

同的。他把语言意义的内在意向性活动与意义的外在的实现活动、语言意义的形式活动与语言意义的具

体内容的活动结合起来，说明语言的意义是语言固有的、必然的东西。本研究通过对意向性理论的内在

要素的分析，在隐喻诗句的实例解释下，论证的意向性理论用于知道意义识解问题有其理论学术研究价

值和实践应用价值，由此可见本研究对于语言意义识解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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