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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关于隐喻的本质内涵已有较多成熟的研究与观点。然而，不同的学科对于隐喻本质内涵的界定却大

相径庭。究其原因，这是因为隐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不同的视角，对隐喻的理解完全不同。本研究

的目的在于系统梳理隐喻内涵的研究视角。隐喻的内涵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必要对这些不

同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分析与统和。总的来说，对于隐喻内涵理解有三种研究视角：第一种是按照显

现环境来界定隐喻的概念；第二种是按照显现形态来理解隐喻的内涵；第三种是按照显现机理来解释隐

喻的本质。从不同的视角下能够更加全面理解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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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ore mature researches and viewpoints on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meta-
phor. However, different disciplines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meta-
phor.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metaphor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me-
taphor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ystemati-
cally clarify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metaphor connotation. There have always been different re-
search perspectiv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metaphor,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analyze and inte-
grate thes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general, there are thre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the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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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of metaphor connotation. The first one is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metaphor according to 
the manifestation environment; the second is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metaphor according 
to the manifestation form; the third is to explain the essence of metaphor according to the mechan-
ism of manifestation. Metaphor can be understood more comprehensively from different perspec-
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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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同的学科对隐喻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对隐喻的本质

内涵也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如莱可夫认为：隐喻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不但存在于我们的思想

和行为中。也有研究者认为隐喻是以人类大脑中已经理解吸收的事物去迁移到新的事物中，是一种认知

新事物的方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对于隐喻的重要性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探讨隐

喻对于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意义。李栩垚从词汇“辣”进行研究，探讨了“辣”的

隐喻的范围，对于性格、言行、生活等方面都非常适用。比如“辣妹子”，“生活苦辣”，“姜还是老

的辣”(李栩垚，2023：pp. 43-47)。黄华新，邱辉也论述了隐喻认知对于实现概念创新和知识转换的原因

(黄华新，邱辉，2014：pp. 1698-1704)；王矗的研究主张隐喻是一种思维模式，与认知风格有密切的关系

(王矗，2014：pp. 144-147)；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到隐喻的研究范围非常广，可以从语言，认知的角度，也

可以从产生隐喻的这个行为进行研究。在本文的研究中统称为隐喻的显现环境。而对于隐喻是如何形成，

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在本文中则是通过静态和动态的视角进行分析，即为隐喻的显现形态。沈曼琼，谢

久书和张昆等人对情绪与空间隐喻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从概念隐喻的角度发现情绪的空间隐喻会被

个体的经验所影响(沈曼琼等 2014：pp. 1671-1681)，马颖慧，卢薇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缅甸民间故事以

动物形象为研究对象的拟人隐喻(马颖慧，卢薇，2023：pp. 64-67)；咸立强在文学的框架下探讨了鲁迅《铸

剑》文中的剑的隐喻，将剑与“超长的心灵”联系到一起(咸立强，2023：pp. 13-20)。由此可见，隐喻的

运作机制各式各样，每一个隐喻学家对于隐喻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分类，在本文

中将隐喻分为相似性和比较性，概括为显现机理来进行阐述。通过这种多角度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

隐喻的本质特征、作用机制和实际运用，为理解和应用隐喻提供更丰富、更深入的认识。 

2. 按照显现环境的隐喻内涵 

从显现的环境来看，通常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一是语言，二是行为，三是认知。以这三个方面的

视角来探讨隐喻是最好理解的。 

2.1. 将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 

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观点里，从本质上来讲，隐喻就是一种符号。隐喻是一种将一个意义

系统中的符号转移应用到另一个意义系统中的符号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符号的三个组成部分：指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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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符号本身和符号使用者。这种转移应用涉及到符号的选择和组合，以及符号与指称对象和符号使用

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隐喻被视为一种符号。 
从语言现象中分析隐喻，有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形态认为隐喻是一种词语替换或者词语转移(严世清，

1995：pp. 27-31)。也被称为“AB 式隐喻”(彭卓，侯建波，2023：pp. 89-93)，对于 AB 式语言的理解，

需要将本体和喻体的特征选择性突显，并且根据语境适当调整所表征的特征范畴。与直喻相比，隐喻的

象征性更为强烈，它可以通过映射关系将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相联系。例如，当我们说“他是一只老

虎”，我们并不是指他真的是一只老虎，而是通过将他与老虎进行比较来突出他的某些特征，如力量、

勇气和猛烈。第二种形态认为隐喻是一种“范畴错置”或者“语言误用”(霍布斯，1985：p. 20)。一些逻

辑学家在逻辑的角度，认为隐喻是语言中不合逻辑的表达，是范畴错置，因为在实际的意义上，“萨里”

是一个人，而“冰”是一个物体，说“萨利是冰”，实际上是在说“人是物体”，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是典型的范畴错置。语言现象中隐喻的第三种形态，是将隐喻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语言修饰，隐喻不能使

意义更加明确，只能使意义表达得更加美丽漂亮。 

2.2. 将隐喻作为一种行为现象 

将隐喻作为语言现象来探讨的情况，是从认知成品的层面上来研究的，而从行为现象上探讨隐喻，

则是从认知过程的层面上来说的。如果说隐喻是一种动作，那么这是在行为现象中讨论隐喻。我们这里

将隐喻作为行为现象是将其看成是语言行为。隐喻不仅显现在落在纸上的文字篇章中，不仅显现在人们

已经说出的短语句子中，也显现人们说出语言的这种过程中。可以说，隐喻在本源上首先是言语行为的

性质，然后才是派生的语言成品的性质。 
第二种是指非语言的一般行为。在语言行为的过程中可以体现隐喻，同时在非语言的一般行为也会

出现。例如心理定势，其实质就是同样的行为动作或者情感态度在跨越时间的意义上，在一个相同或者

相似的情境中再次发生。在后续的心理和行为活动中引导注意偏差、产生反应倾向(王甲秀，黄福荣，2022：
pp. 561-566)。再如范畴化行为，其实质就是用一个典型的标签将一系列相同或者相似的事物归纳在一起。

在这些行为中，相同点或者相似点是奠基性的最为重要的特性，而相同点或者相似点正是用来定义隐喻

的基本特征，所以，隐喻也不仅单纯地只是被定义为一种语言行为现象，而且也被定义为一种在最广泛

意义上的行为现象。 

2.3. 将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现象 

如上文所说，将隐喻定义为一种语言现象，是在成品的层面上来说的，将隐喻定义为一种行为现象，

是在制造成品的行为层面上来说的，那么现在所要谈论的认知现象中的隐喻，则是在发端这种行为的动

因层面上来说的，也是在起始这种行为的原料层面上来说的不管是在外显的行为层面还是在内隐的思维，

认知，我们都能够看到隐喻使用的痕迹，可以说，人类之所以具有隐喻的语言，是因为人类具有隐喻的

行为；归根结底来说，行为的出现来源于认知，所以最终还是有隐喻的认知。构建主义认知理论认为人

类的认知是建构性的过程。在这个理论框架下，隐喻被视为一种认知工具，通过将一个已知的、更易理

解的领域(源领域)与一个较为复杂或抽象的领域(目标领域)相联系，帮助个体理解和构建知识。 
隐喻是一种思维倾向。德谟克里特曾说：“人类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

树叶”。从客观以及实证研究的角度上看，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人类的认知层面上，总是欲求

把两条不同的河流“看成”一样的河流，总是欲求把两片树叶“看成”相同的树叶。心理学中的“原型”

理论正好印证了这种观点。当看到一个新的事物，总是欲求把它与认知系统中的某种原型加以比较、匹

配、符合，正是这种寻求相似的本能常常被隐喻学家们定义为一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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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隐喻看作认知行为的原材料。隐喻学家们不仅将符合原型的这种倾向称为隐喻，有时候也将原型

本身也称为隐喻。例如“意像图式”理论、“模型”理论、“世界假说”理论，都是如此。人类认识事

物，就是在这些意像图式的框架下来认识的，就是用这种框架去为杂乱的感性材料塑形(赵艳芳，2001：
pp. 68-71)。学者们发现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意向图式来表达，如“内－外”图示，“中心－边缘”图示，

“上－下”图示等等。就是用那些已有的模型来匹配、印证当前的事物。“世界假说”理论是隐喻学大

师布莱克的理论，他认为人类(实质上特指西方)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类隐含的“世界假说”的发展。世

界假说即人类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基本想象，也就是基本的世界观，将世界在原本的意义上看成是什

么样子。近年来随着具身认知的兴起，西方心理学以身心二元论的基础研究神经系统与认知的关系。 
总之，把隐喻定义为一种认知现象，当有共同的认知时隐喻就会发生。将隐喻的概念引向了人类心

灵的最深层，也将隐喻的概念引向了心理学。 

3. 按照显现形态的隐喻内涵 

显现环境是在单一的某种层面上对于隐喻进行分析，而显现形态是指隐喻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和表

象。在显现形态的角度，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角度。分别是静态以及动态的视角。 

3.1. 静态的视角 

从静态的视角看待隐喻，可以更好地理解隐喻的本质和特点。隐喻是作为最终确定下来的某一种事

物的现象而存在的，具有某种固定特点。从整体性和分析性两个方面来看，可以更好地了解隐喻的不同

表现形式和其内在逻辑。 
从整体性的视角来看，隐喻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法，通过将一个事物或概念比喻为另一个事物或概念，

从而创造出新的意义或更加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例如，“一个人面若冰霜”中，将一个人的面部表情

比作冰霜，这样的比喻能够生动地描绘出这个人表情的冷酷和不友善。整体性的隐喻更能够让人一目了

然地理解某一事物的表现，不需要去分析其组成部分或组织结构。隐喻把不同种类的生活经验的目标域

和始源域采用融合的方法，进而实现人的认知和语言能力在本质上的扩展和深化(杨亚丁，2021：pp. 
392-396)。在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整体性的隐喻经常被用来传达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从分析性的视角来看，隐喻则是将两个事物之间的共性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深入探讨其内在逻辑。

分析性的隐喻更注重对隐喻内在逻辑的理解和挖掘，要求深入思考某种现象的内在联系，并将其与人类

潜意识等联系加以思考，从而确定与某事物现象中最核心领域相符合的部分。因此，分析性的隐喻被广

泛应用于解释和阐释某种概念和现象的本质，例如“人生如旅行”、“爱情是一种病”等。 
从静态的视角来看，可以更好地理解隐喻的本质和特点，并通过整体性和分析性两个方面的视角，

深入探讨隐喻的内在逻辑和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应用隐喻。 

3.2. 动态的视角 

在动态的视角上看，并不认为隐喻是静态的事物的现象，而是一个过程，是正在发生的一种过程，

动态的过程是关注看待事物的这个过程，同样是隐喻，而在动态的过程中显现出的是动词的作用，产生

一定的能动性，所以从动态的视角，也分成两种视野，语言和认知的视野，从语言的视野看，隐喻是在

语言理解的过程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当语言中出现各类修辞手法，理解的这个过程也是隐喻，各类修辞

手法的运用只存在与人类的语言当中，有了语言才会有对语言的理解，比如说“他发狂的时候就像一头

怪兽”，这句话是一个隐喻的句子，但不是指它本身是隐喻的，而是对隐喻有了某种理解之后才说这句

话是隐喻的。前人在研究隐喻的这个历史进程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互动理论”，这个理论认为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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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隐喻理解的这个过程，就是指本体和载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胡壮麟，2004：p. 36)。根据上面的例

子来看，“他”就是本体，“怪兽”就是载体，本体和载体之间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整句话的意思，整

个语句意义形成的过程，是主体与载体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隐喻的。 
隐喻不仅仅是发生在对事物的理解中，也体现在事物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指的是第二个视野，

即是认知的视野。动态的过程当中，隐喻可以帮助理解语言的整体意思，除此之外，还能够重新创造新

的意思，当一个句子出现的时候，对这个语句的整体理解和创造性的过程是同时发生的，也可以说是对

句子中的各个部分先有了联想，比较，创造，然后才有了整体的意思。这就是认知的过程。当人们需要

解决问题时，隐喻则会通过各种不同的认知因素影响判断(徐慈华，黄华新，2022：pp. 109-159)。从人类

文明发展的角度上看，对世界，事物，语言文字的理解无时无刻不发生着隐喻，先有对旧有事物的认知

作为铺垫，遇到新事物时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迁移加以理解，对于新事物的认知也反复的对旧有事物

加深理解。 

4. 按照显现机理的隐喻内涵 

前面提到的按照显现环境、显现形态对隐喻的内涵理解进行分类，是在没有对隐喻的机理进行任何

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历史上对隐喻运作机制的理解纷繁复杂，每一个隐喻学家对于隐喻的理解都是

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也是不一样的。这造成了隐喻研究的杂乱、不统一，也造成了隐喻研究

的零散凌乱，有的在语言学的框架下研究隐喻，有的在修辞学框架下、有的在哲学框架下、有的在心理

学框架下、有的在认知科学框架下，而每一个框架又只是关心隐喻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部分。这样便

把隐喻这样一个完整的人类现象分割的七零八落、杂乱无章。 

4.1. 以相似性为机理的隐喻 

如果把隐喻看作建立在相似性之上的迁移，或者互动，按照相似性的比较对象(什么和什么相似)，隐

喻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建立在事物之间相似性之上，当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存在的时候，就可以将

存在于 A 事物上的元素迁移到 B 事物当中。第二，建立在主体态度、情感的相似性之上。隐喻所表现出

的相似性是在个体意识清醒条件下可以接受的人造“错觉”(徐盛桓，2020：p. 13)。隐喻的基础不是建立

在外在事物事实本身的相似性之上，而是建立在主体对于不同事物事实态度、情感的相似性之上。有研

究者通过面孔形状与人格之间的隐喻的实验验证了圆润面孔更加宜人，在决策当中更加合作(李欣彦等，

2022：pp. 339-346)。概念隐喻理论由乔治·莱科夫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提出。该理论认为隐喻

不仅仅是语言表达方式，更是人类思维的基础结构。人们通过将一个概念(目标领域)用另一个概念(源领

域)来理解和构建知识。约翰逊将隐喻视为不同概念域的结构映射，而在这里由于个体对于原概念域有不

同的理解，映射的目标概念域也是不同的，概念对于目标域的映射主要取决于两个概念域之间是否存在

“相似性”或称“同一性”。 

4.2. 以比较为机理的隐喻 

当然，按照隐喻的相似性基础，将隐喻分为这样的两类，自然无可厚非，历史上也有很多学者都是

这样划分的。但是，这样的分类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基于不同客体本身之间的相似，和基于主体针对不

同客体之间情感态度的相似，如果这样划分，便默认了这样一个事实：相似性是一个客观的概念，是客

观世界本身具有的一种性质，而不是通过主体派生间接产生的概念。而实际上，如果离开了正在观察研

究的人，而说彼事物与此事物相似，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说法，只要一说到相似，便已经是在主体的某种

认知活动之后了。相似是在从事一种比较的认知活动之后产生的结果，在这种比较的认知活动之前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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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不能这样说，只要一说到相似，必然同时也说到了比较的认知活动。相似性与比

较的认知活动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可分割的，而在比较的认知活动过程中只能是发生在主体的内部，发

生在主体的“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在主体的“意识”之中。所以，基于不同客体本身之间的相似，

和基于主体针对不同客体之间情感态度的相似，它们之间的不同，便不在于相似性是在客体本身之间和

在主体的态度情感之间的不同，而在于主体发现相似性的认知活动的不同，前者对相似性的发现来自于

主体对不同客体的“观察”，后者对相似性的发现来自于主体对不同态度情感的“觉察”，或者是一种

内部观察。 

5. 总结 

隐喻是一种符号现象，在语言中是一种修辞现象，是修辞中一种能带给人非常形象生动，易于理解

的一种智慧现象；同时，隐喻也是一种行为现象，是行为中能让人觉得可以以新纳旧，以旧陈新；在认

知中，隐喻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不需要人的意识就会立马发生的一种现象。人类的认知从本性的

角度上看就是隐喻的。 
人们从静态的视角看待隐喻的时候是将事物作为一个整体上的结果来呈现的，从整个的框架中体会

隐喻本身，而从动态的视角看待时则是将事物以一个正在发展、创造、理解中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本

身，就是隐喻的，隐喻不仅仅是能从最终呈现的结果形式上发生，在事物发生发展的每一个过程都与之

息息相关。隐喻作为活动，作为过程是本然的，无论是带有特殊标记的客体，还是深居于内的原型，都

是在这个活动、过程之后推导出来的。或许人类根本没有什么已在的认知原型，而只有相同的认知方式。 
实际上，隐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现象，隐喻贯穿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当我们注意到某

一物体最终以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在无意识当中就运用到了隐喻，当我们使用

隐喻，发现隐喻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在隐喻的基础之上开始的，这样一种回返往复的特征，决定了不能

以实证的方法像研究客观物体一样研究隐喻。同时隐喻内涵承载着文化传承和认同的重要信息。隐喻可

以是特定文化的象征和表达方式，通过隐喻，人们传递和表达着自己文化特征和价值观。这种文化特有

的隐喻对于形成群体认同和社会凝聚力非常重要，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触发共鸣式思考，并影响

个体对某些议题、事件或观点的态度和情感反应。通过隐喻内涵的传递，可以更有效地影响人们的情感

态度，促使人们产生共鸣和同理心，改善人们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将抽象、复杂或抽象的概念转化为更

具体、更容易理解的形象或概念。这种转化使得人们更容易相互交流和理解他人的观点、感受和经验，

从而促进有效的沟通。 
在时间的维度上，原型、意象图示等认知初始的结构，都是人类记忆的存留，都是过去经验的存留。

而眼前的事物与事实，则是现时的新事物的显现。在这个意义上，隐喻充当了人类现时与过去交流的机

制，人类的生活，就是在现在与过去、当下与记忆的摩擦与撞击中促动前行。而隐喻则提供了这种交流

撞击的可能性与实在的机制。任何新的事物，被认识了，被理解了，实质上就是它在经验记忆中找到了

共鸣、觅得了归宿，正是隐喻铺垫了那条通往经验通往记忆的回溯之路，与此同时，新的事物在被个体

所解读认知也是通过隐喻与旧的记忆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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