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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喻是诗歌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手段，隐喻在诗篇中的使用，一方面将内心抽象的感受具体图像化，

从而使诗篇变得清晰、生动、形象、具体，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诗人试图传达的内在涵义；另一方面，使
诗词所要表达的隐含意义变得更加深刻，更具可读性。本文以诗性语篇为语料，结合相关语言学理论来

探讨隐喻在诗性语篇中的语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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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phor is an indispensable rhetorical device in poetry. The use of metaphor in poetry, on the one 
hand, concretize and visualize the inner abstract feeling, thus, the poem becomes clear, vivid, vivid and 
concrete, and the reader can easily understand the inner meaning that the poet tries to convey;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lied meaning that the poem wants to express becomes more profound, more reada-
ble. This paper takes poetic discourse as a corpus and combines relevant linguistic theories to explore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metaphor in poetic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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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喻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用一事物去代替另一事物，它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是在诗篇中表

现得最为充分。语言作为诗人的材料，隐喻是诗人突出语言自身、语言为自己而存在的结果，隐喻中本

体和喻体之间的张力会使读者产生无尽的联想[1]。隐喻是诗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因此，在诗篇层

面上探索隐喻的语用功能，有助于全面深入地揭示隐喻在诗篇中的文学和美学功能。目前，针对我国对

中国古典诗篇的研究，多数研究是从修辞和意象等方面加以探讨，或是从翻译角度来探讨隐喻与文化的

互动关系，较少从认知的角度进行分析[3]。本文通过对诗性语篇中隐喻诗句进行收集、归纳、分析和整

理，从隐喻的定义出发，以语用学角度为视角，通过诗篇例证着重说明了隐喻在诗歌中的普遍运用及其

独特的语用功能。 

2. 隐喻的认知本质及其基本概念 

隐喻概念的发轫始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和《修辞学》中对隐喻的概念做

了相关论述。近百年来，西方修辞学深受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研究的影响。隐喻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

段：传统修辞隐喻观及现代隐喻观。传统修辞隐喻观认为隐喻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自 20 世纪 70 年代，

学者们对隐喻的研究开始向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发展。认知语言学明确界定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

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段。 
1980 年，Lakoff 和 Johnson 的学术专著 Metaphors We Live By 出版(Lakoff & Johnson, 1980) [4]，这本书

的问世标志着隐喻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在该书中，两位学者认为隐喻是人类借助某一领域已经熟悉的事

物理解和领悟另一领域不了解的事物。隐喻不仅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词语的置换，而且是思维的一种超逻

辑因果线性主谓关系的特殊模式，这种特殊的模式能够使两种互相冲突的解释同时出现，从而扩大和创造

了意义的领域[5]。隐喻在人类日常生活及语言交际中，无所不在，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语言和思想中。 

3. 隐喻和中国古典诗篇的关系 

语言作为诗人的材料，由于隐喻通常用具体并且人们熟知的事物 X (本体)通过隐喻手法映射到抽象

隐含的事物 Y (喻体)中，这是一个隐喻的过程，诗人借助隐喻的表现手法来表达抒发思想感情，使诗篇

更具有可读性。隐喻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张力会使读者产生无尽的联想。这就是隐喻更多的是出现在诗

歌中的原因。 

4. 语言学领域理解概念隐喻语用功能的相关理论 

4.1. 意义理论 

意义是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发话人的意图通过交际行为而在交际双方之间产生的一种映射关

系。许多语言学家、哲学家、修辞学家以及心理学家都致力于意义的研究。语义学注重语义命题(sem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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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ition)和真假值(truth value)的研究，它认为意义是内在的，不受外界因素影响。语用学则提出除了

考虑话语内在的意义外还得研究发话者与听话者的关系和场景等因素。对于隐喻的理解不应该止步于它

的指称意义层面，而应该结合话语所处的场景探究它深层的意义[6]。隐喻意义的理解过程实际上就是听

话者将隐喻中喻体的主要特征转移到本体上并由此重新认识本体的过程。 

4.2. 语境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而交际又离不开一定的语境。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必然与语境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语境指与讨论之中的话语有关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主要由发话人、受话人、话题和场

景等几个部分组成。Ortony (1979)在考证了历史上种种对隐喻定义的缺陷后指出，任何忽视语境因素的

隐喻定义都是不完整的[7]。隐喻性的理解要符合说话者的意图以及对其意图识别的期盼[8]。语境是隐喻

存在的一个具体条件，理解隐喻的关键就是寻找语境与含有隐喻意义的句子之间的关联，对隐喻的掌握

有赖于一定的想象力和具体的语境。 

4.3. 间接言语行为 

从言语行为来看，Searle (1975)认为，间接语言现象实际上是“通过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实

施某一种言语行为”[9]。言外行为是字面上所表达的�而主要言外行为则是发话人隐藏在字面意义里的

真正意图。隐喻是间接言语行为的一种。通过隐喻表达的语言文字既具有表层含义，又有其内在含义，

表层含义就是直接言语行为直接表达，而内在含义就是间接言语行为，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才能真正诠释

隐喻意义的内在含义。 

5. 诗性语篇中概念隐喻的语用功能 

1) 隐喻具有用非常规概念描写主体或载体的语用功能。 
例：“洛阳亲友如想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选自唐代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因好朋友辛

渐返乡，亲友要问到诗人的情况，所以诗人嘱托当亲友们问起，就说自己的内心依然纯洁无瑕，就像冰

那样晶莹，像玉那样透亮。”诗中采用巧妙的隐喻，来形容一种纯洁完美的品格，本体为自己内心高尚

纯洁的道德情操，喻体为冰的晶莹和玉的透亮，映射的过程把内心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喻成冰和玉的晶

莹和透亮。高尚道德的情操具体是什么的事物大家不得而知，其具体形态、颜色、大小和结构等大家都

不知道，诗人用冰的晶莹和玉的透亮表达出这种纯洁无瑕的情操。诗人显示出很高的语言技巧，给人留

下难忘的印象。 
2) 隐喻具有隐含话语人的主观认识的语用功能。 
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选自唐代杜甫的

《赠花卿》，首联对乐曲作具体形象的描绘，音乐繁盛，日日奏个不停，乐声到处飘传，是实写；后两

句一转，说这种音乐只有天上才有，人间难以听到。后联是遗憾，因实而虚，虚实相生。“此曲只应天

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是诗人对当时社会的深刻讽刺和愤慨，既含蓄委婉，又确切有力，表面上看，

是在赞美乐曲，实际是在讽刺花敬定，只是讽刺得委婉罢了——像这样美妙动听的乐曲，只有天上(喻皇

官)才有，人间(喻皇宫之外)哪里能够听到几回呢？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可

谓恰到好处。 
3) 隐喻具有形象揭示事物相似性的语用功能。 
例：早在诗经中，就随处可见含有结构隐喻的诗句，如在《诗经·硕鼠》中，有“硕鼠硕鼠，无食

我黍……”这样的诗句。老鼠和人本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而一提到老鼠，人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

它们偷盗的本性。贪官不劳而获，是一种较为抽象的行为，因此作者以“老鼠偷吃粮食”讽喻“贪官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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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以他人的劳动果实自肥”，构建了一个隐喻，始发域是老鼠，目标域是贪官，两者在“偷”上有相似

之处。映射的过程中，突出了如下方面：不劳而获的可耻行为，脑满肠肥的丑陋外形，人见人恨；隐藏

了“老鼠”另外一些不相关的特征，如四条腿，长毛，夜间活动等。 
4) 隐喻具有抒发强烈感情的语用功能。 
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选自唐代李商隐的《乐游原》，“夕阳啊无限美好，只不过接

近黄昏。”诗句里，本体“夕阳”读者对其熟知，每当夕阳出现，表征这一天的时间要接近尾声，不知

不觉一天的时间要到了终点，喻体“黄昏”表明美好事物即将逝去，本诗句中从本体映射到喻体，字里

行间渗透了李商隐的无限期待、欲罢不能的无奈。诗人想到时光匆匆而逝，实现理想的希望日渐渺茫，

因而发出感叹。这是迟暮者对美好人生的眷恋，也是诗人有感于生命的伟大与不可超越的感慨，诗词意

蕴丰厚，富有哲理。 
5) 隐喻具有以“借古讽今”、“鉴古观今”的语用功能。借古讽今，乃是借鉴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

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为现实社会某些方面的鉴戒。借古是为了讽今，鉴古是为了观今，两相对照，或颂

古讽今，或贬古刺今，以表达诗的题旨。 
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选自唐代骆宾王的《易水送别》，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诗人却不诉离别之情，反倒怀古伤今，引用经典，荆轲当年在这里辞别燕太子丹，

到秦国去刺杀秦王，临行之际，壮士慷慨激昂，怒发冲冠。古代的壮士如今已不在人世，而易水还是像

当年一样冰冷。借燕太子丹在易水送别荆轲这一历史事件，表现了今日诗人送别好友时心中的悲壮之情。

从诗篇的内容看，诗人对荆轲怀有崇高的敬意，对当时太子丹送别荆轲的悲壮情景感触极深。诗人对友

人的感情，一如太子丹对荆轲。“今日水犹寒”不仅说明了荆轲舍身为国、悲壮牺牲，最后还是难改国

运的悲哀与无奈，也曲折地表达了空有满腔热血的苦闷。 

6. 结语 

本文对隐喻的语用功能进行了探讨，隐喻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理解、观察世界，同

时也能创造出新的语言意义，表达新的思想。隐喻是感知和体验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隐喻是人类思维

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隐喻，我们很难产生大量丰富的语言[10]；没有隐喻，我们也没办法做更有意义的

沟通。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本文尝试用语用学的观点来分析阐释隐喻的功能，这是一次相对较新

的尝试，对当前隐喻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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