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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棳人类才有了不同民族和社会的具体存在暎隐喻思维在不同的民族中也包含着不同的文

化内涵棳生活环境暍价值观念暍宗教信仰等直接影响着喻体的选择和使用暎在西方隐喻理论中棳
隐喻首先是一种哲学行为棳其次才是语言行为和诗学行为暎与西方文化不同棳中国暥易经暦所透

露出来的暟天人合一暠是隐喻思维的文化根基暎通过对隐喻这一特殊的语言认知特点进行跨文

化比较研究棳能够比较全面地发现隐喻的建构机制和使用特点及其深层文化内涵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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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长期以来棳隐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

修辞方式暎棽棸世纪椄棸年代以后棳随着认知科

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棳人们开始从认知的角度研

究隐喻暎隐喻认知观认为人类常常运用隐喻式

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棳因而人类语言不可避

免地带上了隐喻的烙印棳隐喻性语言是人们在

头脑中把不同的事物或观念进行跨域联想的结

果暎一般说来棳隐喻由暟本体暠棬旚斿旑旓旘棭和暟喻体暠
棬旜斿旇旈斻旍斿棭组成棳本体和喻体原本是两个不同的

事物棳但人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棳发现了两者

之间的相似性棳于是把已知的概念用到未知的

概念上棳用具体的暍个别的事物来解释抽象的暍
一般的情况棳从而形成隐喻棳隐喻是以喻体和本

体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的意义转移暎通过喻体

和本体的相似性表达本体难以表达的含义棳从
而生成新的意义暎椲棻椵棻椃椄隐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越来越引起广大语言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的关

注棳需要我们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来破译

其秘密暎
一暍隐喻的建构机制

对隐喻进行分类首先需要考察其生存环境

与建构机制暎应当看到棳隐喻的生存环境是有

层级性的暎有学者把隐喻分为暟语言隐喻暠棬旍旈旑灢
旂旛旈旙旚旈斻旐斿旚斸旔旇旓旘棭与 暟非 语 言隐 喻暠棬旑旓旑灢旍旈旑灢
旂旛旈旙旚旈斻旐斿旚斸旔旇旓旘棭棳而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

一个综合系统棳人们在生活中发现一种事物的

某些特征与另一种不同事物的某些特征相比棳
具有相似性棬旘斿旙斿旐斺旍斸旑斻斿棭暍像似性棬旈斻旓旑旈斻旈旚旟棭
或者相关性棬旘斿旍斸旚旈旜旈旚旟棭棳于是就将甲事物某方

面的意象棬旈旐斸旂斿棭转移到乙事物上棳从而产生相

似性联想或者说隐喻暎隐喻认知研究的开拓

者暍倡导者和理论创始人是棽棸世纪棾棸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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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棬斏棶斄棶斠旈斻旇斸旘斾旙棭暎他提

出隐喻实质是暟互动暠棬旈旑旚斿旘斸斻旚旈旓旑棭的观点棳将
隐喻研究从语词层面棳提升到概念层面棳成为当

代隐喻研究的主要方向棳人的思维是隐喻性的棳
它通过对比来进行棳语言中的隐喻由此而来暎
因此棳隐喻的生存环境可分为三个层面椇语言暍
思维和现实暎第一个层面的暟语言暠是狭义的暍
严格意义上的暟语言暠棬语音和文字表达棭椈第二

个层 面 包 括 暟概 念 隐 喻暠棬斻旓旑斻斿旔旚旛斸旍旐斿旚斸灢
旔旇旓旘棭和暟隐喻思维暠棬如认识论意义上的暟类
比暠棭椈最后一个暟现实暠层面包括实物与行为棳如
建筑暍衣饰暍礼节暍艺术等等暎前两个层面共同

构成了 隐 喻 的 暟审 美暠棬斸斿旙旚旇斿旚旈斻棭与 暟认 知暠
棬斻旓旂旑旈旚旈旜斿棭二维暎至于第三个层面棬实物与行

为隐喻棭则比较复杂椇一方面它们可以被看成是

经过特殊方式表达的隐喻话语棳如舞蹈语言和

戏曲程式等等棳其中无疑包含独特的隐喻概念椈
另一方面棳它们有时会涉及审美与认知之外的

道德伦理问题棳如风俗习惯和礼仪制度等等暎
隐喻的本体与喻体往往并不对等棳二者相差愈

远棳隐喻内部的暟张力暠愈大棳为此隐喻需要某种

暟依据暠棬旂旘旓旛旑斾棭来维持自身存在暎例如棳在暟阿
喀琉斯是一头狮子暠这个隐喻中棳暟阿喀琉斯暠是
暟本体暠棳而暟狮子暠则为其暟喻体暠棳它们所共有的

特征暟勇猛暠便充当了这个隐喻的暟依据暠暎椲棽椵椆在

这样的隐喻表达式中棳我们研究的是抽象层次

中的暟概念隐喻暠暎阿喀琉斯所属的概念是人棳
而狮子所属的概念是动物棳这是我们的日常概

念棳即常识棳为大家所共有和共享暎依照布莱克

的替代理论棳这个隐喻表达式可还原为暟阿喀琉

斯像一头狮子一样勇敢暠椈按照莱考夫和约翰逊

的说法棳原有的两个概念通过概念隐喻化了棳产
生了第三个新的概念棳即暟人被看作动物暠暎在

概念隐喻化过程中棳喻源概念的一些特定内涵

在人类经验基础上进行选择棳最后映射到目的

概念上棳形成新的概念 隐喻概念暎映射说

到底就是筛选棳即将概念中所包含的内涵按所

表达的含义进行挑选椈有的摒弃棳有的保留暎整

个筛选过程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暍文化

背景和个人素质暎
隐喻所指与能指之间关系的建立棳一靠相

似性棳二靠联想棳二者缺一不可暎前者是基础棳
是客观条件棳后者更多地基于主观棳它使隐喻区

别于一般类比而富有创造性棳一个好的隐喻往

往是主客观的完美统一暎椲棾椵棻椃椃隐喻性范畴和命

题在各国文化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棳因为人类

从已知到未知的必然之路就是隐喻暎我国早期

文献中出现的泛指比喻的暟辟暠暟譬暠暟比暠暟依暠等
词语所表述的暟喻暠就是今天的暟比喻暠棳或西方

的暟比喻暠棬旚旘旓旔斿棭棳或亚里士多德的广义的隐

喻暎例如椇暟君子之德风棳小人之德草棳草上之风

必偃暎暠棬暥论语暏颜渊暦棭在这一例中棳就分别出

现隐喻的两个成分椇本体暟君子之德暠和暟小人之

德暠棳喻体暟风暠和暟草暠暎由此可见棳考察中国古

代的隐喻理论棳离开比喻是寸步难行的暎而且

也只有从比喻着手棳才能够反映中国比喻理论

的特殊发展道路暎
汉语暟修辞暠一词首见于暥易传暏文言暦棳所

谓暟修辞立其诚暠暎原为立论之意棳今指为获得

某种效果而采取的话语策略暎在这个意义上棳
它至少与西 方的三 个术语相 当椇暟旘旇斿旚旓旘旈斻暠暍
暟旀旈旂旛旘斿暠以及暟旚旘旓旔斿暠暎在西方传统修辞学中棳
隐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辞格暎莱考夫和约翰逊

在暥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暦一书中指出椇暟隐喻无

所不在棳它存在于我们的语言和思想中暎其实棳
我们人类的概念系 统就是 建立在 隐喻之上

的暎暠椲棿椵棻例如在暟人生是一场戏暠这个隐喻中棳
暟人生暠是暟主题暠棬旔旘旈旐斸旘旟旙旛斺旉斿斻旚棭而暟戏暠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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暟副题暠棬旙斿斻旓旑斾斸旘旟旙旛斺旉斿斻旚棭椈二者均为独立的

暟涵义系统暠棬旙旟旙旚斿旐旓旀旈旐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棭棳如暟人生暠
这个涵义系统中包括诸如暟不断流逝的暠暍暟具有

不同身份和职责的暠等意义项棳暟戏暠这个涵义系

统中则包含了诸如暟虚幻的暠暍暟按情节表演并有

角色分工的暠暍暟需要观众和场地的暠等意义项暎
暟主题暠棬人生棭充当隐喻的暟框架暠棬旀旘斸旐斿棭棳暟副
题暠棬戏棭则为隐喻提供暟聚焦点暠棬旀旓斻旛旙棭椈在隐

喻中暟副题暠向暟主题暠进行投射棬旔旘旓旉斿斻旚棭棳即

暟戏暠这个涵义系统中的子项意义通过暟选择暠
棬如在一定语境下选取暟虚幻的暠而剔去暟需要观

众和场地的暠棭暍暟压缩暠棬如将暟有情节和有角色

分工的暠一项并入暟具有不同身份和职责的暠这
一暟主题暠涵义子项棭暍暟强调暠棬如突出暟虚幻的暠
这一子项棭暍暟组合暠棬即形成新的主项涵义系统棭
的方式而暟筛选暠棬旙斻旘斿斿旑棭暍暟过滤暠棬旀旈旍旚斿旘棭到暟主
题暠的涵义系统中去棳这一互动映射的结果便是

暟人生是虚幻的暍不断流逝的暍需要在不同场合

扮演不同角色暠这一隐喻棬新的认识棭暎再如英

语文化中的深层隐喻 斣旈旐斿旈旙旐旓旑斿旟棶棬时间就

是金钱暎棭斄旘旂旛旐斿旑旚旈旙旝斸旘棶棬争论即战争暎棭斎斿
斸旚旚斸斻旊斿斾旐旟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旓旑旚旇斿旈旙旙旛斿棶棬他攻击了

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暎棭等导致了一系列我们

语言使用中的隐喻现象暎子曰椇暟岁寒然后知松

柏之后凋也暎暠棬暥论语暏子罕暦棭严寒之后毅然挺

立的松柏的形象只是构成隐喻的一个要素棳但
在有着悠久的暟香草美人暠传统的中国文化环境

中棳它与威武不能屈棳富贵不能淫的坚贞君子形

象建立了某种传统惯例的和社会性的联系棳生
成了隐喻棳派生了意义棳松柏便成了坚贞人格的

隐喻暎隐喻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必需的棳而其

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观的体现暎因此棳我们的概

念其实并不是反映棳而是创造出某些现实中预

先存在的暟建构机制暠棳因此人类通过暟身体经

验暠来建构棬概念棭世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任意

的和无规律可循的暎椲椀椵棽椄椄换言之棳人类所认识的

世界并非先天存在棳而是在现实的约束下棳依靠

人类认识器官通过主客体之间的积极互动而逐

渐形成的棳即现实制约着认识棳认识反过来又改

变了现实暎
二暍隐喻的思维模式

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棳也是一种隐

喻投射暎隐喻不仅是语言的棳也是思维的棳隐喻

性语言是隐喻性思维的表现棳隐喻概念反映人

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认知暎在各学科的著作中棳
大凡越是严格暍越是抽象的描述棳使用隐喻越

多暎这充分地说明棳人类的语言棳乃至思维都离

不开隐喻暎隐喻化思维是人类固有的一种思维

模式棳其认知基础是比喻和联想棳逻辑基础是类

比暎中国传统文论以隐喻性的方式展示独特的

内在感悟棳如以禅喻诗暍以味说诗棳都是如此暎
西方隐喻理论包含着一个毋庸置疑的理论前

提椇隐喻首先是一种哲学行为棳其次才是语言行

为和诗学行为暎椲椂椵棻棻棽语言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棳
西方最初的隐喻的研究与语源学的联系最为密

切棳他们是站在对语言进行哲学分析的立场上棳
透过语源学关注隐喻暎椲椃椵棻棸棾在古希腊人看来棳有
些词语是原创性的棳有些词语是通假性暍派生性

的棳是从别处租借暍移用暍延伸过来的棳它们的背

后掩藏着一个暟真实暠的初始意义棳语源学的使

命之一就是挖掘这个暟真实暠的最初意义棳探究

语言的发展历史暎隐喻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两

个部分棳它们可以相互转化椇语言是隐喻产生的

基础棳而隐喻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暎例

如棳人类经过暟体验暠而创造出的概念暍范畴反过

来又作为新的现实棬人造现实棭为人类提供了新

的暟体验暠材料和隐喻认知对象暎如说某人暟内
存不够棳硬盘太小棳棽椄椂的档次暠来形容其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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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力低下暍反应迟钝棳这个暟计算机隐喻暠就是典

型一例暎计算机纯粹是人类思维的隐喻产物棳
属于人造自然棳暟内存暠暍暟硬盘暠等等可以说是

暟语言促使人类投射出的现实世界暠棳反过来它

们又可以作为暟客观存在暠来指导暍建构对人类

思维的体验 认知工作棳即运用暟建构与语言

状况相符的阐释来使现实适应话语暠暎这样棳思
维与现实便构成了互动转换关系暎而在中国文

化中棳暟隐暠意味着含而不露棳意味着超乎象外暍
词外暍言外暍文外的多重意义棳而这正是文学的

价值和诗人的追求所在暎隐含是隐喻的主要特

征之一棳是其主要功能 启发的具体体现棳它
拥有一种明喻缺少的意境棳就像中国的山水画棳
含而不露棳更能诱人深入领会棳这就是隐喻语言

艺术的魅力所在暎要实现这样的目的棳必然要

借景抒情棳托物达志暎暟流波恋旧浦棳行云思故

乡暠棬张协暥杂诗暦棭棳暟人情怀旧乡棳客鸟思故林暠
棬王赞暥杂诗暦棭棳暟思归如汾水棳无日不悠悠暠棬李
白暥太原早秋暦棭棳暟月色不可扫棳客愁不可道暠棬李
白暥拟古其八暦棭棳暟归梦如春水棳悠悠绕故乡暠棬刘
昚虚暥全唐诗暦棭棳暟长路未归萍逐水暠棬吴融暥丛
祠暦棭棳这些诗句抒发简单的思乡之情棳却产生了

含蓄丰富的多重意义棳不仅表达了本暟不可道暠
的暟客愁暠棳而且耐人寻味棳这是因为它们借用了

适当的物象椇留恋旧浦的流波棳思念故乡的行

云棳不可清扫的银色月光棳脉脉含情的春水以及

春水上的飘萍暛暛这些恰当的物象都是恰当的

暟喻体暠棳它们与它们实现的功能暟隐暠结合在一

起棳形成东方式的暟隐喻暠棳从而也丰富了隐喻的

内涵暎在西方棳隐喻主要是一种行为暎在中国棳
隐喻不仅是某种行为棳它还孕育和包含着中国

文化表达策略的最高原则 暟隐暠和基本手段

暟喻暠棳也派生出中国文学意义的生成原则和生

成方式暎椲椄椵棻棻椀

由于地域的暍历史传统的以及各自文化形

态的差异棳人类才有了不同民族和社会的具体

存在棳隐喻思维在不同的民族中也包含着不同

的文化内涵暎用卡西尔的话说棳暟天人合一暠是
中国的根本隐喻棬旘旓旓旚旐斿旚斸旔旇旓旘棭暎椲椆椵棿椄从最宽

泛和最本质的意义上讲棳人有喜怒哀乐棳物有悲

欢离合棳显然棳暟天人合一暠观念就是人类把自己

的有限的认识投射于宇宙万物棳因此自然的

暟天暠被赋予了肯定性的价值和意义棳它也有人

的道德甚至丰富的情感暎早晨看到植物上的露

珠棳便以为那是星星告别地球时洒下的依依不

舍的泪水椈看到枯枝上发出一枝嫩芽棳便马上想

到生命的执着暛暛人与天可以相向欢乐不已棳
也可以同病相怜暍感慨唏嘘椈感时花也溅泪棳乐
时天亦开颜暎孤雁南飞棳暗示着人间的别离生

死棳猛虎的蓦然回首棳象征着勇士的凛然气概

暛暛人间的生老病死棳喜怒哀乐都可以从自然

万物中寻求到感性的印证棳人们用无限的宇宙

万物印证自己有限的活动暍语言暍价值暍观念暍情
感暍意义棳而且在长期的观察和反复不已的经验

概括的基础上棳人世的方方面面渐渐与自然万

物不同种类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固定化暍普遍化暍
复杂化暍细致化了棳这样天人合一的观念又演化

出了种种人物的文化交感细则棳万物的四季交

替棳凡人的生老病死暎在中国哲学史上棳孟子哲

学体系的基本命题是暟尽心暍知性暍知天暠棬孟子

暥尽心上暦棭椈老子哲学体系的基本命题是暟人法

地棳地法天棳天法道棳道法自然暠椲棻棸椵椃椃棳于是暟道暠
统一暟天暠暍暟地暠暍暟人暠棳暟道暠构成了人类的终

极理性和终极真理暎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个整

体来看棳其基本命题是暟天人合一暠暍暟知行合

一暠暍暟情景合一暠暎而其中暟天人合一暠又是最基

本的命题棳其意义在于要求解决暟人暠与暟整个宇

宙暠的关系暎椲棻棻椵棻椄椀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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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把世界看成是天人统一的整体棳因而孕

育了中华文明的精髓 和合文化棬旇斸旘旐旓旑旟
旝旈旚旇斾旈旜斿旘旙旈旚旈斿旙棭与之相对的西方文化则强调

暟人暠一旦从暟自然暠之中被生成出来棳暟人暠即成

为了一个独立的存在棳这种独立性正是通过人

将自然作为自身的对象物的过程而显现出来

的暎人与自然共处棳彼此互为观照棳唯其如此棳
才有了彼此之间的对立和统一暎椲棻棽椵棻椂椆暟隐喻思

维暠是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模式暍思维方式棳甚
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方式暎

三暍隐喻的文化语境

语用学研究的是话语行为的意义棳而隐喻

的语用意义不是独立于交际语境之外的句子意

义棳而是要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语境

棬旙旓斻旈斸旍斸旑斾斻旛旍旚旛旘斸旍斻旓旑旚斿旞旚灢斾斿旔斿旑斾斿旑旚棭棳脱离

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棳隐喻就无法得到正确

的理解和阐释暎我们知道所有的隐喻都是从一

种所指意义中抽象出来棳并把抽象出来的特点

映射到另一种所指意义上去暎椲棻棾椵棻椀棽比如说棳人
们会采取同一个喻体去映射本体棳不管是英语暍
汉语还是法语暎由于每一个民族暍每一个国家

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棳所以势必造就

了一些差异性暎我们说的暟近取诸身暠只是一般

的取喻规律棳创造比喻的人还会因文化背景暍时
代背景暍家庭背景和文化层次的差异而有所不

同棳甚至也会因为心境的改变而有所不同暎中

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作为传统深深扎根于一

个民族的经验和思想之中棳生活环境暍价值观

念暍宗教信仰等直接影响着喻体的选择和使用暎
例如棳中国盛产竹子棳我们常用竹子来比喻人的

不屈不挠的精神暎英国是一个岛屿国棳四周环

海棳因此英语中有大量与航海和捕鱼有关的比

喻和习语暎例如暟未雨绸缪暠英语的表达是暟旚旓
斻斸旙旚斸旑斸旑斻旇旓旘旚旓旝旈旑斾旝斸旘斾暠棳暟抓到篮子便是

菜暠译成英语是暟斄旍旍旈旙旀旈旙旇旚旇斸旚斻旓旐斿旙旚旓旓旑斿暞旙
旑斿旚暠暎在汉语里有很多表示暟吃暠的隐喻棳而且

是有中国特色的暟吃暠的隐喻暎如暟在这个赛季

的比赛中棳他已经吃了三张黄牌了暎暠暟路途遥

远棳一路上他们吃尽了苦头暎暠暟这次单位分房棳
他可吃了个大亏啊暎暠暟他现在就靠吃老本暎暠等
等棳这些比喻都是用暟吃暠来映射暟得到暠棳这与中

国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有关暎自古以来棳中华

文明是一种传统的农业文明棳农业一直是国家

经济的命脉棳人们的生产以及经济活动主要是

依附在土地上棳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棳暟吃暠或者说

饮食问题成了中国人生活的重心暎所以在这个

具有浓厚的暟饮食文化暠氛围的社会中棳人们的

思维和表达思维的方式都具有鲜明的暟吃暠的特

色暎事实上棳由于受到这个文化因素的影响棳中
国人在许多领域的活动都已经被饮食隐喻化

了棳暟吃什么东西暠和暟怎么吃暠成了人们借以认

知世界暍表达思维的工具棳因此棳暟吃暠丰富了人

们的思维方式棳同时也丰富了语言暎椲棻棿椵棽棽棿灢棽棽椀

四暍中国隐喻中的暟比和兴暠

大体上讲棳中国古典诗学较为关注隐喻棬如
所谓的暟比兴暠棭的诗教或政教作用棳所谓暟能近

取譬棳可谓仁之方也已暠棬暥论语暏雍也暦棭暍暟能博

喻然后能为师棳能为师然后能为长棳能为长然后

能为君暠棬暥礼记暏学记暦棭棳因此隐喻更多的是一

种伦理教化手段暎在更多情况下棳隐喻作为政

治修辞术是以微辞曲笔棬暟春秋笔法暠或暟显白书

写暠棭的面目出现暎从隐喻理论的角度看棳暟比暠
和暟兴暠既可以具有隐喻的形态也可以具有转

喻的形态棳既可以具有隐喻的功能也可以具有

转喻的功能暎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功能上棳它
都不限于某种固定的形式暎暟兴暠的功能在于创

造崭新暍丰富的意义棳而创造意义的方式也是多

种多样的暎产生怎样的意义取决于物与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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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怎样的逻辑关系和现实关系之中暎朱光潜

认为棳暟隐暠只是一种态度棳一个过程棳暟隐暠的结

果才是艺术的技巧暎所隐者有时偏于意象棳所
引事物与所咏事物有类似处棳这就是暟比暠椈有时

偏重情趣棳所引事物与所咏事物在情趣上有暗

合默契处棳可以由所引事物引起所咏事物的情

趣棳这就是暟兴暠暎椲棻棽椵棻棾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

隐喻都出自比拟棳比拟可分为拟人和拟物两种暎
拟人是以人体暍生命为喻体的隐喻棳是生命化的

隐喻椈拟物是以事物为喻体说明和阐释有生命

的事物暎暟一壶酒棳一竿身棳蓼上知侬有几人椏
最是秋风管闲事棳红他枫叶白人头暎暠棬赵翼暥野
步暦棭秋风管闲事棳云彩能发愁棳皆因它们都像

人暎拟人是神话式的想象棳它把人格力量投射

到外部事物之上棳赋予自然界以生命和灵魂椈拟
物与此截然相反棳它通常消解认定主观意识和生

命意识棳是暟物化暠人类棳暟消解暠人性的自觉行动暎
暟兴暠不是纯粹的雅克布森意义上的转喻

棬转喻的本质是语言的组合功能的发挥棳其中一

个语素与另一个语素通过某种规则组合在一

起棭棳它还具有隐喻的功能暎椲棻椀椵棻棻椄这时棳决定组

合因素的组合方式的是时代的文化经验和文化

范式棳而这恰恰是神话魅力的根本之所在暎暟关
关雎鸠棳在河之洲暎窈窕淑女棳君子好逑暎暠椲棻椂椵棻

前面两个暟兴暠句与后两句恰成对照棳无论是从

语言还是从语义的角度上都可以这样理解椇一
方面我们可以单纯地把暟关关雎鸠棳在河之洲暠
看作是并无深沉语意的一般环境描述棳另一方

面我们也有理由认定鸟类世界的生活与人类世

界的生活有着某种对比的暍对照的或相似的关

系棳鸟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关系模型是存在的暎
在这里棳重要的不是鸟的种类而是鸟的行为椇是
单飞还是双栖暎孤鸟单飞暗示人类生活的挫折

和困顿棬如暥孔雀东南飞暦棭棳双鸟栖息暗示人类

生活的和谐美满棬如暥关雎暦棭棳这种联想模式是

在经验事实的研究中发现的棳但也能说明不同

鸟类行为所隐藏的神话含义暎鸟类行为对人类

的重要性在于棳季节的变化在人类日常生活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棳候鸟飞行与神圣的生命

节奏恰恰是互相参证的棳在这个过程中棳生殖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棳鸟类在迁移的过程中交配棳也
许正是由于如此棳鸟类常常被当作宇宙系统中

婚姻和谐美满的隐喻暎这时人们对暟兴暠的阐释

建立在自己的文化知识暍文化感受力和对文学

惯例的领悟之上棳而不同的人暍不同的时代会有

不同的文化阐释暎
作为一种隐喻棳暟比暠可以创造具体而直接

的意义棳除此之外棳它还具有两个西方意义上所

不具有的特征暎第一棳暟比暠把人类的内心世界

与认识的对象结合起来棳从而达到天人合一暍主
客混同的精神状态棳靠体悟和直觉去认识世界棳
用心悟道椈第二棳在高度精炼化的律诗中棳对偶

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棳对偶能够在语义上使

分处对应位置的隐喻相互暗示暍指涉和阐释棳这
必然大大降低隐喻的含混性暍暧昧性暍歧义性和

不可理解性棳读者可以理解它们的组合效果而

不是选择的效果暎这也体现出国人在艺术创作

和艺术欣赏中特有的暟双重思维暠的心理定势棳
是中国哲学中所特有的暟二元思维暠心理定势和

认识论方法在艺术中的表现暎椲椄椵棻棿椃灢棻棿椄因此可以

说棳暟比暠和暟兴暠的隐喻操作远比我们以前想象

的要复杂得多暎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历史阐释的

丰富性和歧义性棳同时又来源于我们的文化传

统 隐喻思维之中暎
五暍结语

隐喻思维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

点棳作为认识世界和阐述世界的方式棳隐喻存在

着一定的共性暎由于地域的暍历史传统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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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文化形态的差异棳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

观作为传统深深扎根于一个民族的经验和思想

之中暎我国历代的文学精品中充满了精彩的隐

喻棳中国诗学中最具特色的写作手法是暟赋暍比暍
兴暠暎隐喻同自然和人类一样棳是一个不断运动

的过程棳不断孕育新的生命暎通过对中西方隐

喻这一特殊的语言认知特点进行跨文化比较研

究棳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发现隐喻的建构机制

和使用特点及其深层文化内涵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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