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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的30篇新闻报道语料基础上，以《人民日报》为例，主要运用概念隐喻理

论，考察自疫情出现至进入常态化阶段，国内官方媒体对疫情报道的隐喻使用及特点。研究发现其中主

要隐喻有三种，即战争隐喻，赛事隐喻和神魔隐喻，其中战争隐喻在所有隐喻中出现频率最高，占比最

重；赛事隐喻所涵盖的子隐喻较为丰富；并且所有隐喻均通过大众熟知的、容易理解的事物描述突发疫

情和相关人物和事件，发挥了隐喻解释突发疫情、劝说大众共同抗击疫情并保持必胜信念的作用。本文

期望为官方媒体通过隐喻报道突发公共事件相关新闻提供些许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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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pus of 30 news reports on COVID-19 and taking People’s Dail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inly use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o investigate the metaphorical use and characte-
ristics of Chinese official media reports on COVID-19 from the emergence of the epidemic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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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ization stag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metaphors, that is, war metaphor, com-
petition metaphor and magic metaphor, among which war metaphor appears the most frequently 
and accounts for the most proportion. There are abundant sub-metaphors in competition meta-
phors. In addition, all these metaphors are deployed to describe the outbreak and relevant people 
and events in terms of those well known and understood to the public, explaining the outbreak and 
persuading the public to join to fight the epidemic with firm believe in victory. This paper is ex-
pecte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media to report the news related to public emergencies 
through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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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官方媒体作为政府向大众传播信息的首要渠道，对大众获取信息、了解事件态势，同时对舆论场的

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对于突发事件，尤其是与人民生命密切相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官方媒体的信息

传播作用更加明显。而在官方媒体的新闻话语中，隐喻仍无处不在。新冠肺炎疫情自 2019 年末发生至现

今处于常态期，一直备受广大人民关心，官方媒体的报道则经历从少到多，又逐渐减少的趋势。报道最

频繁的时期不仅是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大众实时跟进报道的时期，因此对其中的隐喻现象进行研

究，有助于探索主流媒体中隐喻使用对公众舆论导向方面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拟在自建的小型语料库，

即 30 篇《人民日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基础之上，借助 Ant Conc 软件提取主题词，并结合

概念隐喻理论阐释其中的主要隐喻及其特点和对信息传播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对于新闻报道的隐喻研究，国内最初关注新闻文本的语法隐喻及其文体价值[1]，后逐渐扩展到其他

方面。总体上，国内研究主要有几大类型，从新闻话语类别上，分为体育类[2]、政治类、经济类、特殊

事件类[3]等；从研究方法上分为对比研究[4]、语料库等；研究理论上分为系统功能语法、叙事学、翻译

理论[5]等多领域理论；研究内容上可分为形象建构研究[6]、新闻价值研究[7]、修辞研究[8]等等。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相关研究在近年增多，如赵永华和陆君钰(2021)以《纽约时报》为例研究了新闻话语中的隐喻

与国家形象的选择型建构[9]；李娜(2021)等在语料库基础上，以《环球时报》和《纽约时报》为例，对

比了中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战争隐喻[10]。国外近年来对新闻话语隐喻的研究侧重于新闻的信息图，

如 Veecock (2021)通过探究《中国日报》新闻报道的隐喻、多模态性等探究其信息图[11]；或隐喻的语用

效果，如 Cabot (2020)通过探究政治类新闻中的主题隐喻、隐喻框架等探究其背后的语用效果[12]。据国

内外以往及当下研究趋势看，国内外研究对疫情报道研究主要关注于对比研究及特定隐喻对形象建构的

研究，没有在语料库基础上对国内媒体新闻报道中的隐喻对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进行专门研究，因此本

文以《人民日报》为例对其中的隐喻特点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3.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1)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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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种认知机制，它将源域的一个或多个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上，帮助

我们通过源域理解目标域[13]。其中，映射指两概念域间的对应[14]，而在这一映射过程中，源域和目标

域的并置不是任意的，是由我们的身体、社会和文化经验驱动的[13]。通常，两域间的相似性由两域间的

物理相似性、意象图式填充、同时呈现等方式体现[15] [16]，因此自身经验会影响我们对隐喻两域的识别

与理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隐喻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通常起到教学性或注释性作用[17]。不仅如

此，隐喻不仅有助于概念化或解释两种现象间的关系[18] [19]，而且作为有力的劝说性资源[20] [21]，起

到说服作用。因此，新闻话语借助隐喻可以解释、说明科学现象，进而劝说/说服受众，以达到向大众传

播关键信息的目的。 
2) 研究方法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白皮书指出的中国抗击疫情五个阶段，分别随机从《人民日报》中抽取相关新闻

报道共 30 篇作为语料，即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20 日：6 篇；2 月 21 日至 3 月 17 日：13 篇；3 月

18 至 4 月 28 日：11 篇(第一阶段没有找到相关报道，因此只选取后四个阶段的新闻报道)。将语料建库后

进行半自动化处理，主要通过自动化的词汇分析(利用 Ant conc3.2.1w 软件建立主题词数据库，参照语料

库为 Torch Corpus)和人工语义分析相结合，并通过 MIP 识别过程对关键词涉及的隐喻进行识别。本文对

其中所含隐喻类型进行分析，探讨隐喻类型对信息传播的作用。 

4. 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隐喻类型及特点 

所选语料经 Ant conc3.2.1w 软件处理后建立了共有 635 个词的主题词词表(见表 1)，其中包含大量隐

喻，下图则为整理后所得，包含了主要隐喻及隐喻的不同类别。 
 
Table 1. Keywords related to the metaphors in COVID-19 news reports 
表 1. 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中隐喻相关主题词 

主题词类别(Types of Keywords) 主题词(Keywords) 关键性(Keyness) 

战争隐喻 

斗争/抗击/战斗 381.051/325.795/90.435 

阻击战/战/人民战争/保卫战 345.424/146.931/91.643/70.72 

打赢/战胜 289.029/111.296 

奋战/冲锋 209.694/130.133 

部署 169.873 

战士/先锋 91.285/64.296 

火线/战线/防线/前线 70.495/50.129/50.129/27.438 

决战/出征/请战 59.801/33.419/56.396 

钢铁长城/铜墙铁壁 28.198/28.198 

赛事隐喻 

大考 112.792 

赛跑 15.096 

全国一盘棋 91.643 

神魔隐喻 
病魔 29.9 

白衣/白衣天使 67.846/21.148 

 
从该表可看出，《人民日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主要运用到三种隐喻：战争隐喻、赛事隐

喻和神魔隐喻。其中战争隐喻在所有隐喻中出现频率最高，占比最重。赛事隐喻所涵盖的子隐喻较为丰

富，最后一种神魔隐喻占比最小。进一步根据新闻报道原文提示，得出以下多种隐喻及具体的隐喻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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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隐喻包括“抗疫是抗战”、“疫情是战争”、“疫情区是战场”、“医护人员是战士”等等具

体的隐喻映射。将源域“战争”内涵中为了屈服对方的意志，实现自己的主张，运用有形或无形的威力

以决胜负的斗争这一特点映射到目标域“疫情”中，体现出疫情引发的民众为从病毒手中争夺自己的生

命，运用一切手段以决胜负的特点，将疫情对人民的生命威胁体现出来。同时，“抗疫是抗战”将人民

对病毒的对抗体现为人民对战争的抵抗，体现出该对抗精神上的誓死而归、行动上的果断与坚决，侧面

体现出抗疫的难度和危险性。 
赛事隐喻包括“疫情是大考”、“救治是赛跑”和“国家是棋盘”三大类隐喻。 
如：“在战‘疫’大考中不断进步……”(人民日报，2020 年 4 月 28 第 2 版) 
“既要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又要在变化三分地，从全国视野来看当地疫情防控，才能让全国

一盘棋真正发挥作用。”(人民日报，2020 年 2 月 19 第 5 版) 
具体而言，“疫情是大考”将“大考”作为学习阶段最重要的考试这一特点与地位映射到“疫情”

中，体现出疫情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凸显出抗疫的重要性。“救治是赛跑”将“赛跑”内

涵中比赛跑步速度的特点映射到“救治”中，体现出医护人员及所有为救灾区的奋斗者们的紧张援助与

救治，体现出疫情情况的刻不容缓，及病毒蔓延速度之快。“国家是棋盘”将棋盘有很多格子、用于下

棋的游戏特点映射到“国家”中，体现出国家地区之多，也体现出要完成抗疫必须站在全国视野，把握

全局才能胜利的特点。 
神魔隐喻主要有两种，“病毒是魔鬼”和“医生是天使”，第二种隐喻更多情况下则利用“白衣”

转喻“医生”。这两种隐喻将魔鬼的邪恶和天使的善良对比出来，前者为了突出病毒的残忍，后者则体

现医生的善良和仁慈。不仅将疫情中病毒不断蔓延、传播的原因体现出来，同时突显了医护人员救死扶

伤、临危受命、身处危险却奋不顾身的高尚情怀。 
总体而言，《人民日报》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主要运用战争隐喻、赛事隐喻和神魔隐喻描述疫情，

即通过大众熟知的人、事、物解释新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其中，战争隐喻借助战争影响大、情况紧急

的特征，解释了新冠肺炎疫情事态紧急、影响严重的情况，同时，通过战争中听从指挥，共同战斗的特

征，劝说大众在疫情期间遵守规章，为战胜疫情共同努力；赛事隐喻通过赛事中对时间、结果的重视，

解释了抗击疫情刻不容缓的现状，传递了必胜的信念；神魔隐喻则解释了新冠病毒对人体和心理的危害，

升华了医护人员在抗疫中展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因此，三类隐喻在解释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信息的基础上，

促进了信息的传播。此外，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三种隐喻还有助于为大众传播正能量，激发大众积极抗

疫的信念和决心，提高人们在对抗疫情中的参与度，为号召群众做好疫情防控、减少大众负面心理起到

积极作用。 

5. 结语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30 篇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为小型语料库，借助 Ant coc3.2.1w 提取主

题词，并在此基础上人工识别相关隐喻，对出现的主要隐喻及多种类型的隐喻现象进行阐释，发现主要

有三种隐喻：战争隐喻；赛事隐喻和神魔隐喻，其中战争隐喻在所有隐喻中出现频率最高，占比最重。

赛事隐喻所涵盖的子隐喻较为丰富，最后一种神魔隐喻占比最小。三种隐喻在疫情新闻报道中均发挥了

解释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劝说大众共同应对疫情并保持必胜信念的重要作用，促进了疫情相关信息的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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