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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隐喻能力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当今时代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隐喻能

力的定义相对较为模糊，一般来说相关研究中的隐喻能力主要指的是隐喻理解能力和隐喻生成能力。相

较于隐喻理解能力，隐喻生成能力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从隐喻能力的定义、隐喻生成能力的影

响因素(年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流体智力)、实验方法以及隐喻生成能力的培养策略这四个方面对

外语学习者的隐喻生成能力进行介绍。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外语隐喻能力的提高不仅能丰富外语学习

者的语言表达，而且对其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有重要作用，隐喻生成能力及其培养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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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metaphoric competence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era of building the innovative country. The definition of metaphoric com-
petence is relatively vague. Generally speaking, metaphoric competence in relevant researches mainly 
refers to metaphor comprehension competence and metaphor production competence. Compared 
with the former one,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metaphor production competence.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roduc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metaphor production competence from four 
perspectives: the definition of metaphoric competenc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taphor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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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ion competence (including age, language proficiency, cognitive ability and fluid intelligence),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the training strategies of metaphor production competence. For for-
eign language learners, the improvement of metaphoric competence in foreign language can not 
only enrich their language expressions,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Metaphor production competence and its cultivation deserve more at-
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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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我们概念系统的一种基础，是人类感知周围世界的工具(Lakoff & Johnson, 
1980) [1]。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学者们开始关注与隐喻相关的能力，并相继提出了“隐喻能力”的概念，

隐喻能力随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外语教学工作者也开始认识到隐喻能力在外语教学中起到的

重要作用：隐喻能力不仅是鉴别学习者熟练掌握语言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学习者的想象力与创新思维

能力的试金石(吴蓉、周玉忠，2011) [2]。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会议上始终强调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驱

动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创新成为时代发展的关键词。创新能力培养也是新时代人才培

养的重要目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说，隐喻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思维

工具，其构成是通过映射将两个看似没有关联性的概念域联系起来的过程，因此隐喻、特别是隐喻产出

本身就是口头表达与书面写作中常见且有价值的创新性活动(Plotnik, 2007) [3]。而隐喻能力作为创新能力

的重要表征形式(魏耀章、苑冰，2009；Wang & Cheng, 2016) [4] [5]，在当今强调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受到

了更多关注、也具备了更多的研究意义。 

2. 隐喻能力的定义 

Gardner & Winner (1978) [6]首次提出“隐喻能力”这一概念，并将其解释为“转释隐喻、解释隐喻

有效性的理据、在特定语境中生成恰当的隐喻以及评价隐喻表达是否恰如其分的能力”。此后许多学者

对隐喻能力的定义进行了进一步阐释。隐喻能力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来说，隐喻能力通常

包括隐喻理解能力和产出能力两个方面。对于母语者来说，隐喻能力是借助母语感知世界的能力。Pollio
和 Smith (1980) [7]认为隐喻能力有三个构成要素：原创性、流利性和识别隐喻义的能力。在此基础上，

Littlemore (2001) [8]提出了隐喻能力的四个维度：创造新颖隐喻的能力、理解隐喻多层含义(包括字面意

义和隐喻意义)的能力、理解新颖隐喻的能力以及准确快速提取隐喻意义的能力。此外，很多学者提出隐

喻能力主要包括隐喻识别、阐释及产出能力(Danesi, 1986, 1992) [9] [10]。王寅和李弘(2004) [11]则提出，

隐喻能力包含识别理解隐喻以及创建跨概念域类比联系的能力：即被动理解隐喻的能力、主动对隐喻进

行创造性运用的能力以及想像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广义地讲，隐喻能力则还涉及到语用意识、隐喻功能等多个方面(许保芳、袁凤识，2012) [12]。从二

语教学角度来说，Danesi (1986) [9]认为隐喻能力是母语者使用语言的基本特征，二语学习者要想达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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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者相同的流利水平，则必须具备在隐喻性推理的基础上、运用目的语对概念进行编码的能力。他还

提出熟练掌握语言的关键是概念流利(conceptual fluency)，即匹配语言的词、句等表层结构和底层概念结

构的能力；概念流利作为外显语言行为的基石，则等同于隐喻能力，因而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只有获

得二语隐喻能力才能达到概念流利，才称得上是熟练掌握二语(Danesi, 1992) [10]。Low (1988) [13]则从八

个方面对英语学习者应具备的隐喻能力进行了分类，并特别强调了隐喻的“社会互动功能”(Littlemore & 
Low, 2006) [14]。陈朗(2013) [15]提出，隐喻能力的相关研究旨在探究语言使用者对隐喻进行的概念上的

深层加工水平，包括隐喻的理解和产出能力及个体在隐喻加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个性及相关特点，

以及通过隐喻实现语言交际的基本过程和达成的效果。 
如前所述，隐喻能力主要包括隐喻理解能力和隐喻生成(产出)能力，而大多数学者更关注理解方面的

隐喻能力(石磊、刘振前，2010) [16]，隐喻生成能力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可能是由于隐喻生成(产
出)能力研究涉及到的实验设计更为复杂、实验持续时间更长、隐喻识别更为复杂等原因造成的。Low 
(2001) [17]分析对比了四种主要的隐喻识别方法：单方识别法、有声思维识别法、事后比较法以及第三方

判定法，并评判了四种方法各自的优缺点，认为在科学运用隐喻识别方法、必要时同时运用多种识别方

法的情况下，隐喻识别的可信度是能够确保的。在隐喻能力的相关研究中，尽管隐喻理解能力得到了更

多的关注，但隐喻生成能力作为隐喻能力的除隐喻理解能力之外的另一有机组成，隐喻生成过程是在隐

喻理解的基础上对不同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关系更进一步的加工，因而相关研究也是隐喻能力研究中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3. 隐喻生成能力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隐喻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此许多学者对隐喻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

究。过往研究表明，隐喻生成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有年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流体智力等。 

3.1. 年龄与隐喻能力 

关于年龄对隐喻能力的影响，前人研究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青少年时期，隐

喻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发展的。Levorato 和 Cacciari (1995) [18]探究了儿童从理解习语表达字面

义到能够识别和生成习语比喻义的能力发展过程。研究表明，年龄更小的儿童倾向于从字面上理解习语，

而年长的孩子通常能识别习语的隐喻意义。在青春期(15 岁左右)，青少年比喻性语言产出能力可以达到

成人水平，这种能力在成年后也可能进一步发展。他们还提出，创造性运用比喻性语言所需的元语言意

识的形成晚于比喻表达的理解生成能力。周榕和黄希庭(2001) [19]以 140 名小学一至六年级学生为被试，

探究了儿童在时间概念上的隐喻能力的发展趋势。他们发现，儿童对“时间”概念化的隐喻能力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发展。具体来说，他们的隐喻能力基本形成于三年级和四年级，并在六年级趋于成熟。 
年龄对隐喻能力相关影响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年龄与隐喻理解能力、生成能力之间遵循的是不同

的发展过程：就隐喻生成而言，正常儿童隐喻生成能力的发展遵循 U 形曲线(Winner, 1988; Winner, 
McCarthy, & Gardner, 1980) [20] [21]。具体说，在 2 到 5 岁时，幼儿会在游戏中基于直觉产生隐喻，且该

阶段儿童生成隐喻十分丰富(Fourment, Emmenecker, & Pantz, 1987) [22]。随着儿童进入小学阶段，由于他

们开始习得知识，这种基于直觉的隐喻生成能力逐渐减弱。进入青少年时期，他们则又具备了生成新颖

隐喻的能力。至此，U 形曲线的剩余部分得以完成(Pollio & Pollio, 1974) [23]。潘攀和周榕(2018) [24]的研

究也证实，儿童隐喻生成能力的发展过程是沿着 U 形曲线进行的。他们通过自然观察和纸笔记录，分析

了儿童瑞在 21 天的自然语言中产出的 338 个隐喻，并对儿童隐喻生成中的句法特点和认知规律进行了总

结。据此案例，中国儿童隐喻生成能力发展的 U 型曲线的存在得以证实，U 型曲线中低谷期的出现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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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则随着儿童成长的语言环境及个体认知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不同。 

3.2. 语言水平与隐喻能力 

语言作为隐喻产出的载体，是隐喻生成的主体先决条件之一。因而语言水平与隐喻能力间的关系受

到了广泛的关注。 
一些研究认为，语言水平(母语和二语水平)与隐喻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姜孟(2006) [25]研究发现，

对二语学习者而言，不同二语(英语)水平被试的隐喻能力都较为有限，其中二语水平较高被试的隐喻能力

相对更强。同样，石进芳(2012) [26]探究了母语概念迁移能力、隐喻能力和英语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结

果显示高低英语水平被试的隐喻能力均较低，但高英语水平被试的隐喻能力显著高于低水平学习者，其

母语概念迁移水平对二语隐喻能力的积极影响也更弱。Aleshtar 和 Dowlatabadi (2014) [27]通过对 60 名伊

朗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与隐喻(包括理解与生成两个方面)能力间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英语水平越高的被

试，在隐喻能力方面表现也更好。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语言水平与隐喻能力间不存在相关性。隐喻能力在本质上是认知的，而非语言

性的。刘丰(2009) [28]通过某大学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答辩内容进行录音转写，进一步分析发现，尽管二语

(英语)水平的差异显著，但相关教师和学生的隐喻思维能力(即创新性运用隐喻表达的能力)没有显著差异，

这说明语言水平对中国学生二语隐喻生成能力没有明显的影响。袁凤识和郭涛(2014) [29]研究发现，二语

学习者的隐喻理解能力更多地植根于其具身认知经验，而非语言水平；且英语母语者的隐喻理解能力并

不一定比中国英语学习者更强。袁凤识和许保芳(2019) [30]则通过比较中国高英语水平大学生和美国大学

生的新颖隐喻生成能力，研究发现语言水平并不是影响隐喻能力、尤其是隐喻创造力的主要因素，隐喻

能力更多是与个体认知因素中的生活体验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3.3. 认知能力与隐喻能力 

隐喻理解和产出作为复杂的加工过程，与人脑的思维能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等认知能力密不可

分。 
魏耀章(2012) [31]要求英语专业学生完成对 20 个低熟悉度句子的隐喻理解测试，以此探究认知能力

和语言水平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对不同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的二语学

习者的隐喻理解能力的影响不同，但与认知能力这一因素相比，语言水平的预测性更为明显和稳定。在

认知能力与隐喻生成能力的研究方面，魏耀章(2015) [32]探究了认知能力与隐喻生成的关系，研究表明认

知能力对被试的隐喻生成能力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隐喻的生成过程是将两个看似无关的概念域通过映射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新颖隐喻的产出更是离不

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认知能力与隐喻能力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3.4. 流体智力与隐喻能力 

20 世纪初，Spearman (1904) [33]提出“智力双因素论”，即一般因素(“g”因素)和特殊因素(“s”
因素)。Cattell-Horn 智力理论进一步指出了流体智力(Gf)和晶体智力(Gc)的区别：流体智力包括分析新问

题、识别新问题背后的模式关系、以及使用逻辑推断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而晶体智力则主要依赖固化的

知识技能(Horn & Cattell, 1967) [34]。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智商较高的人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Kim, 2006; Plucker et al., 2015) [35] [36]。然

而，有研究表明流体智力与创造性之间相关性很低(Jauk et al., 2013; 2014) [37] [38]甚至并不存在相关关系

(Furnham & Bachtiar, 200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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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常见的创造性成就，新颖隐喻的生成与流体智力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广泛关注。Silvia 和 Beaty 
(2012) [40]通过探究流体智力(Gf)在新颖隐喻生成中的作用，进一步探究智力水平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Gf 可以解释 24%的隐喻质量方差，即流体智力与隐喻新颖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随后，Beaty
和 Silvia (2013) [41]研究了 Cattell-Horn-Carroll 智力模型中不同智力因素在规约隐喻和新颖隐喻生成过程

中的作用。结果显示，Gf (β = 0.45)和 Gr (β = 0.52)对新颖隐喻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而在规约隐喻的生

成中则主要是 Gc 发挥作用(β = 0.30)。这表明新颖隐喻的生成更多地依赖执行过程，而规约隐喻则主要受

词汇知识的影响。在隐喻生成的流畅度方面，Primi (2014) [42]研究发现，对创新水平要求高的职业来说，

其从业人员的隐喻生成能力也强。 
综上所述，关于流体智力与隐喻生成能力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方面，就隐喻流畅性而言，流

体智力与隐喻生成能力之间基本不相关；另一方面，就隐喻的新颖性来说，流体智力与母语隐喻生成能

力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4. 隐喻生成能力的实验方法 

相较于隐喻理解能力，隐喻生成能力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涉及到隐喻生成及其能力的研究多使用

写作任务和神经影像学(主要是 fMRI)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在隐喻生成能力的研究中，一般要求被试对给出的抽象概念进行描述(石进芳，2012；袁凤识，许保

芳，2019)或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完成句子填空等相关任务(Chiappe & Chiappe，2007；魏耀章，2015) [32] 
[43]。袁凤识和许保芳(2019) [30]对 251 名不同英语水平的中国大学生和 40 名美国大学生的隐喻生成能

力进行了比较。在实验中他们要求被试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能力完成隐喻写作测试，即用比喻性的语言，

对“母爱”(Mother’s Love)的特点进行一段不少于五句话的描述。研究发现，不同年级中国大学生生成的

隐喻无论从定性角度还是定量角度都没有出现显著差异，中美被试所产出的隐喻源域基本属于相同范畴，

生成隐喻的数量相当，但外国被试更多运用复合性隐喻，隐喻表达更为丰富。Beaty 和 Silvia (2013) [41]
则要求 222 名被试分别完成规约隐喻生成任务和新颖隐喻生成任务，其中规约隐喻生成任务要求被试完

成句子填空任务，新颖隐喻生成则要求被试运用隐喻对曾经的经历进行描述，结果表明对新颖隐喻的生

成而言，流体智力和广泛检索能力都对其有重要影响，而晶体智力则是对规约性隐喻有一定影响。Chiappe
等人(2007) [43]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在 15分钟内根据给出 24个话题及其相关属性的描述，写出合适的喻体，

随后两名评判人员基于六阶量表对被试产出的隐喻喻体进行打分，结果表明工作记忆在隐喻生成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运用神经影像学方法对隐喻生成过程进行探究。Benedek 等人(2014) [44]利用

fMRI(功能核磁共振)探究了隐喻生成过程中的神经机制。实验中呈现了由名词和描述其特点的形容词构

成的句子(如“The lamp is (glaring)”)，要求被试生成有创造力的隐喻，以替代给出句子中形容词所表达

的意思需要完成隐喻生成任务(如“supernova”)。实验共有 48 个试次，每个试次中被试需在 10 秒内完

成思考并口头说出答案。该研究发现，在新颖隐喻生成过程中，大脑左半球(尤其是左侧角回及后扣带回)
激活更为强烈。 

总的来说，与隐喻理解能力相比，隐喻生成能力的实证性研究相对较少，实验方法也较为单一，大

多数研究采用隐喻生成写作任务或句子填空任务的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5. 隐喻生成能力的培养 

隐喻能力是本族语者的基本能力，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相关隐喻能力的习得更是熟练掌握二语的

标志(Danesi, 1992) [10]。王寅及李弘(2004) [11]提出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和隐喻能力三者合而为一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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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强调语言教学不能只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三种能力同样重要，尤其第二语言隐喻学习的过程实

质上是帮助二语学习者形成目标语言概念体系的过程，更有助于目标语言的学习。 
隐喻生成能力与隐喻理解能力是隐喻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在隐喻能力培养过程中，隐喻生成

能力的培养理应受到同样的关注。 
首先，应强调隐喻的重要作用。外语学习者只有在意识到隐喻能力在语言学习中的关键性角色的前

提下，才能更加自觉主动地进行相关训练学习，提升自身隐喻能力。 
其次，理解积累隐喻及相关表达。隐喻无处不在，但很多学习者对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隐喻表达不

够敏感，因而不能做到快速识别和准确理解。帮助学习者对隐喻的概念及构成建立更清楚明确的理解，

并且对日常生活中的隐喻表达及其使用语境进行进一步分析和研究，能够提高其隐喻理解及使用能力。

此外，日常隐喻的积累能够进一步深化学习者对于相关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对外语学习者全面提升外语

水平很有帮助。 
此外，设置相关情境以鼓励生成新颖隐喻。引导外语学习者开展思维创新活动，鼓励学习者发挥主

动性和创造性，针对给定话题进行头脑风暴，尽可能地生成有创造力的新颖隐喻。学习隐喻生成能力培

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有“产出”，“产出”能够为外语学习者的隐喻能力培养提供动力，并且外语教

师可以针对学习者生成隐喻的情况，对其隐喻掌握情况及隐喻生成能力进行评价，这也有利于外语学习

者查缺补漏，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隐喻理解及生成能力，进而提高语言水平。 
最后，了解外国文化，形成概念重组。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学习与文化感知密不可分。隐喻作为

一种思维方式，反映的正是语言背后的文化，以及民族语言表达形成过程中的概念化的结果。因此了解

外语背后的文化对于语言学习、尤其是隐喻能力的培养极为重要。Danesi (1992) [10]提出，语言学习者要

真正掌握外语(即达到概念流利)，必须在学习者脑海中进行概念重组，即把母语和二语的概念系统一并储

存在学习者的头脑中，并进行重组融合。外语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习者通过对比相关隐喻表达，发现母

语与二语概念系统中重合与冲突之处，同时引导学习者避免母语文化和思维方式扰乱二语隐喻生成概念

系统所形成的思维紊乱。 
隐喻能力已经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关于隐喻生成能力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外语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已经意识到隐喻生成能力对于外语教学、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很多研究已经证实了隐喻理解能力培养的有效性，而隐喻生成能力的进一步研究和能力培养则还需要更

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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