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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 ，
更是借助 某一领域的 经验来理解

另 一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 。 相似性是隐喻的基础 ，
也是隐喻 区 别

于其他相关语言用 法的重要条件 。 隐喻相似性依赖 于客观世界和主

观认知之间 的互相作用 。 本文试 图从认知心理 的 角度 ， 探讨 隐喻相

似性的主体构建以及产 生的心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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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随着对隐喻广泛深人的研究 ， 人们对隐喻的认知发生了根本变化。 隐喻

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 ， 更是借助某一领域的经验来理解另一领域的经

验的认知活动 。 但无论是传统的修辞研究 ， 还是现代的认知取象的研究 ， 就

隐喻得以存在的基础——相似性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 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定

义是
“

具有普通意义的词或短语的相互比较 ， 它们 的基础是不同事物的相

似性
”
Ｕ ］

。 他甚至提出 ：

“
一个好的隐喻含着不同的事物中发现相似性 。 识

别隐喻相似性的能力是天才的标志 。

”［
２
］

瑞査德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 也认为 ， 本体和

喻体之间存在根据 （ ｇｒｏｕｎｄ ） ， 这种根据就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
３

］

莱考夫

（
Ｌａｋｏｆｆ

） 的映射理论同样指出 ，
源域向 目标域映射的基础是跨域相似性。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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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喻体与本体之间的相似性是任何隐喻共同的生产理念 ， 是隐喻建构的

基础 。 正如束定芳在 《论隐喻的运作机制 》
一文中所说 ：

如果说语义冲 突是 隐喻产生 的基本条件 ， 互 动 是 隐喻 意义产 生 的基本方 式 ， 那

么 相似性就是这一种 互 动过程 的根据 （ ｇｒｏ
ｕｎｄ

） ， 是 区 别 隐 喻和 其他 相 关 语 言现象

的重要条件 。

［
５

］

本文从认知心理的角度 ， 探讨隐喻相似性的主体构建以及产生的心理基

础 ，
以期对隐喻相似性有更深的理解。

二 、 隐喻相似性——主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

奥托尼 （
Ｏｒｔｏｎｙ ） 指出 ， 相似性就是指两个事物具有共同的属性。 相

似性可分为两大类 ： 家族相似性 （
ｆａｍ ｉｌｙ

ｓｉｍ ｉｌａｒｉｔｙ ） 和象似性 。 家族相似性

是派生性的相似 ， 即 ＡＢ
，

ＢＣ
，ＣＤ ． ． ． 。 同

一范畴的成员就是由家族相似性所

决定的 。 象似性是比较性的相似 。 它们都是重要的认知原则 。 人们在认识事

物的时候总是以原型为中心 ， 把与之有一定的家族相似性的事物归属于同一

范畴 。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认知能力的提高 ， 不同范畴的事物被用来进行

比较 ， 找到其中的关联点 ，
以达到对新事物 ， 特别是抽象事物的认识和理

解 。 隐喻的相似性是指本体与喻体之间具有某种类似或相仿的特征或特性。

传统修辞学研究侧重于寻找本体和喻体之间已经存在的相似性 ， 认为相似性

是客观事物所固有的 ， 处于静止状态的 ， 只需人们去发现它 。 因此传统隐喻

相似观无法解释喻体的某些特征是如何转到本体上的 ， 更无法解释在隐喻出

现前 ， 并不存在相似性的两个事物也能构成隐喻 。 现代认知学家和哲学家认

为任何隐喻相似性都是认知主体感知的产物 ， 是主体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

果 。 这种相似性
“

不必预先存在 ， 不必是客观的存在 ，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

以创造的
”

， 因为
“

完全基于物理特征的相似是不能产生隐喻的
”

。

［
７

］

这种相

似性是属于人的思维的 。

人类的认知基于对客观世界的感知 ， 即感觉和知觉 。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

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 。 知觉是客观事物互相作用于

人的感观时 ， 人脑产生的对事物整体的反映 。 通过感知 ， 人们形成感知结构

或经验结构 。 但是这些结构并非是对客观世界的完全的镜像反映 。 根据马克

？ 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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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唯物主义观点 ，

一切感知都是主体与客观的交互作用 。 因此 ， 感觉和知

觉要受到认知主体的主观干预。 经验主义认知观也认为 ：

“

对客观世界的认

识不是来 自与外在实体的对应 ， 而是来 自对现实世界的经验。

”
［
８

］

认知心理

学在揭示大脑认识事物的结构和规律时 ， 指出表象的实质是一种模拟表征 ，

与外部客观有着同构关系 ， 这种同构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 ， 而是有着认知加

工
，
因此认知是来 自外部世界的信息与我们脑海中已有信息间的相互作用的

结果 ， 通过人们感知的现实是相对于一定文化体系的现实 。

作为揭示事物之间相似性的隐喻认知活动同样是建立在感知基础之上

的 。 认知主体在千差万别但又相互联系的不同事物之间感知相似点 。 这个过

程离不开认知主体的经验 ：

“

所谓
‘

经验
’

包括个人或社会集团所有构成事

实上或潜在的经验的感知 、 动觉 ， 以及人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方式等

等 。

” ｗ
人们在与世界万事万物不断接触的过程中 ， 对世界的各个方面产生

了 自 身的经验 ， 这些经验以横向相似块或纵向相似块储存在大脑中 ， 形成了

一个百科知识库 。 但是
“

人们大脑中存储的相似块不是静止的 ， 它一方面

和感觉器官输人的信息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 ， 又能和其他相似块相互作用 ，

相互联系 。

”
［
ＫＩ

１

当人们认识和理解新事物时 ， 往往参照熟知的 、 有形的 、 具

体的概念 ， 形成一个不同相似块 ， 即不同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的认知方式 。 相

互联系就是认知主体在不间事物之间发现或创造的相似点 。 当我们以一种突

然而醒 目 的方式将两件属于不同经验的事物相提并论时 ， 原因在于我们在认

知领域对它们产生了相似联想 ， 在心理上将它们划为相似的一类 。 从这个意

义上讲 ， 隐喻的相似性是认知主体在喻体和本体之间感悟到的某种
“

意合

之处
”

， 而非客观上的绝对相似 。 例如 ， 当读亚当斯 （ Ｊ ．Ｔ ．Ａｄａｍｓ
） 的名句

“

Ｍｏｎｅｙ
ｉｓｔｈｅｌｅｎｓｏｆａｃａｍｅｒａ

”
［

１ １
］

时 ， 我们不禁会问 ： 金钱和照相机之间有 、

什么相似点 ？ 摄影知识告诉我们照相机镜头能清晰 、 客观地反映和记录人或

事的外貌 ， 而金钱则能揭露一个人的真实品质 ， 在这一点上两者存在共同之

处 。 从形式逻辑上说 ， 隐喻 Ａ 是 Ｂ 这种范畴分类上的错误在于 Ａ 并非确是

Ｂ 或 Ｂ 确是 Ａ
， 但是隐喻相似性不是给事物以逻辑归类 ， 而是把某物的特征

移到另一物体上来表达认知主体的看法或感受 。 我们不可否认客观事物的属

性为划分相似性和相异性提供了基本框架 ， 但是这种划分不是绝对客观的 ，

因为对它们的认识必须通过认知这一中间层次 ， 通过认知主体的经验 。 因此

我们可以说任何隐喻相似性都是认知经验的产物 ， 都有认知主体的心理表

征 ， 是认知主体和客观世界互动的产物 。 隐喻也相应分为以相似性为基础的

？

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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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和创造相似性的隐喻两类。 前者指在隐喻关系形成之前 ， 本体与喻体之

间 已经存在相似性 ， 尤指两者之间存在的物理相似 。 如
“

花卷
”

这种食物

就是因为其形状与
“

花
”

的形状相似而得名 。 因此这类隐喻主要传达施喻

者对外界事物及其关系的较客观、 较真实的看法 ， 其作用在于通过本体和喻

体的相似性来揭示本体的特征 。 后者指只有当隐喻关系形成之后 ， 听者或读

者才通过想象意识到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相似点 。 这种相似性是施喻者根据

个人经验 ， 把看似毫不相关的两类事物并置 ， 创造出其间的联系来表达 自 己

心里的感受或看法 。 如 ， 朱丽叶是太阳 。 刘雪春把隐喻的相似性概括为感观

相似性和超感观相似性 。

［
１ ２

］

感观相似性是指通过人们 的感观 ， 如眼 、 鼻 、

耳 、 舌等获得的事物间的相似性 ， 它们大多明显存在 ， 具有一定普遍性 ， 比

较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 是施喻者发现并表现出来的 。 超感观相似性则不明显

存在 ， 它常常是比喻者靠 自身的感觉和体验建立起来的 ， 具有较大的独特

性 ， 不容易被他人发现和接受 。 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和感观相似性侧重事

物表象的形象思维 ， 创造相似性的隐喻和超感观相似性侧重事物内在属性的

抽象思维 ， 但它们都是认知主体思维的结果 。 如果没有认知主体的感知 ， 事

物间的相似性不可能在语言的隐喻中得到表现 。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创造相似

性隐喻具有更高的认知价值和修辞价值 。 通过创造相似性隐喻 ， 人们获得对

某一事物新的观察角度或新的认识 。 在文学领域 ， 创新更是隐喻的灵魂 。 在

相距很远的两者之间创造相似性 ， 这种隐喻才会过 目难忘 ， 发人深省 。 认知

语言学家认为 ， 隐喻最大的魅力在于人们可以不断地扩展本体与喻体之间的

相似性 ， 创造出两者之间更多的映合 。 越是基于神似的相似点的隐喻越需要

创新性辩证推理 ， 越体现出隐喻的
“

探幽发微
”

的认知性。

因此 ， 我们可以说隐喻相似性的建立离不开认知主体的作用 ， 是事物之

间异同共存互渗现象在我们思维里的主观印象 ， 是基于不同 的认知参照点或

角度而萌生的形象反映 。 王文斌在 《论隐喻构建的主体 自洽》
一文中写道 ：

“

任何隐喻都隐含着施喻者对某一特定事物的
一种认识的心路历程 。

”
［

１ ３ ］

但

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是
“

横看成岭侧成峰
”
％ １

， 因此主体对事物之间 的异 同

的观察和感悟是
“

仁者见之谓之仁 ， 知者见之谓之知
”
［

１ ５
］

的个人创见。 这

就必定造成相似程度 、 相似方式 、 相似表达、 相似形状、 相似意义 、 相似范

围等方面存在差异 。 例如 ， 同样是人生 ， 由于主观因素的影响 ， 不同的人会

产生不同的感悟 。 庄子把人生比喻为梦 （

“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 ， 栩栩然胡蝶

也 。 自喻适志与 ！ 不知周也 。 俄然觉 ， 则蘧蘧然周也 。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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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胡蝶之梦为周与 ？

”

）

［
１ ６

、 莎士 比亚则把人生 比喻为行走之影 （
Ｌｉｆｅｉｓ

ｂｕｔａｗａｌｋｉｎｇｓｈａｄｏｗ ）

［
１７

］

； 约翰逊 （ Ｊｏｈｎｓｏｎ ） 认为人生是短暂的夏季 （
Ｌｉｆｅ

ｉｓａｓｈｏｒｔｓｕｍｍｅｒ
）

［
１ ８

］

。 大师们从不同 的视角表达出对人生的感悟 ， 本体相

同 ， 喻体迥异 ， 丰富了我们对人生的认识 。

隐喻相似性虽然是主观性、 意向性的 ， 但它并非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

欲凭空创造相似性 。 首先相似性根源于人们现实世界的生活经历 ， 正是由于

这种经历 ， 人们才得以知道哪些事物或现象之间存在相似性。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莱考夫提出 了不变原则 （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
ｒｉｎｃ ｉｐｌｅ

） 。 不变原则指出源域意

象图式结构 （
ｉｍａｇｅ

－

ｓｃｈｅｍ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必须与 目 的域 内 在结构 （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
—致 。 这就对可能的映射关系加 以限制 ， 并保证映射关系 的一致

性。 莱考夫强调在映射时不能违背 目 的域意象图式的内在结构 。 例如 ， 我们

可以说
“

提款机吃 （吞 ） 了顾客的卡
”

， 而不不能说
“

提款机偷 了顾客的

卡
”

。 因为源域
“

动物
”

与 目标域
“

提款机
”

都有
“

口
”

。

“

吃
”

或
“

吞
”

有
“

食者占有事物
”“

把事物摄人 口 中
”“

食物在 口 中消失
”

等意义 。 但是

将
“

小偷
”

作为源域就难以接受 ， 因为
“

偷
”

是指
“

未经许可而主动从别

人那儿拿走某物
”

， 提款机没有拿物的功能 ， 因此源域与 目标域的 内在结构

不一致。 互动论者尹迪克亚 （
Ｉｎｄｕｒｋｈｙａ ） 认为 ， 在创造相似性的隐喻 中 ，

源域与 目 的域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相似性 ， 这种潜在的相似性在常规概念划中

被忽视了 ， 但在映合过程中被认知主体发现 。 同时 ， 相似性还要受到社会文

化的制约 。 事物之间是否具有相似性 ， 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似性 ， 相似性的程

度有多大 ， 常常是社会文化约定俗成的 ， 要依赖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来决

定 。 例如 ，
ｃ〇Ｗ 这个词在英语中常常有愚蠢 、 缓慢之意 ， 在汉语中 ，

“

奶牛
”

却没有这些喻义 ：

１ ．
“

Ｙｏｕｓｔｕｐ ｉｄｃｏｗ ．

”

（你这个蠢女人 。 ）

２ ．
“

Ｙｏｕｃａｎｔａｌｋ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ｃｏｗｓｃｏｍｅｈｏｍｅ
；ｙｏｕ

’

ｌｌｎｅｖｅｒｃｈａｎ
ｇ
ｅｍ

ｙ
ｍｉｎｄ ．

’ ’

（你说多久都不会改变我的注意 。 ）

三 、 隐喻相似性建立的心理基础

（

―

） 联想思维

联想思维是随着人们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思维 ， 也是隐喻相

． 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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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础 。 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 （ Ｊｏｈｎｓｏｎ ） 的认知理论 ，

隐喻的实质在于借助一类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 。 其实要实现这样的

理解和体验是需要联想来实现的 。 联想是人类大脑的特殊机能 ， 是大脑皮层

中暂时神经联系的复活 ， 反映事物间 的相互联系 。 张字正在 《理论修辞学 》

一书中写道 ：

当人 的感知接 受到 外界信息 物 质形式 的刺 激 时 ， 便通过神经 系 统 同 步传输到 大

脑特定 区域 ， 对不 同形式 的 刺 激做 出处理和反应 ， 如果外来刺激 引 起大脑特定 区域

的神 经元 的 活 动 ， 调 动 并运行贮存在 大脑 中 既 已现成 的 经验和 知 识 网 络 ，
激活 网 络

节 点上 的相 关信息 ， 形成 外来信 息 与 激活 的原 有记忆共 同运作 的认知 思维 活 动 ， 新

产 生 了 所谓 的联想思维 。

Ｕ９
］

客观世界是一个多与一的对立统一体 ， 因此一事物与另一事物 、

一类与

另一类 、

一领域与另一领域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 它们之间的相似

性以及人 自身的经验是联想思维的前提条件 。 联想思维能打破时间 、 空间 、

已知未知 、 范畴类别等各种界限 ， 使思维的容量大大扩展 。 许多研究表明 ，

人的大脑会根据认知主体的兴趣 、 需要 、 知识结构 、 个人经历等 ， 自动地将

感知的表象或意念进行意义归档 ， 然后再分门别类地储存于记忆中 。 当认知

主体面临解题任务时 ， 大脑便会根据问题的性质 ， 利用某种契机 ， 使得某类

表象或意念与另外一些与之相关的表象或意念发生联结 。 隐喻就是对感知和

认识过程的
“

联想
”

进行描述的最主要、 最普遍的方式之一 。 联想思维的

方式有相似联想 、 对比联想 、 相关联想 、 邻近联想和因果联想等 。 它们在隐

喻相似性的构建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 对此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 。 丁昕探

讨了各种不同的联想方式 。 他首先介绍了联想方式的分类体系 ： 简单联想和

复杂联想两大类 ， 然后再将简单联想分为接近联想 、 种属关系联想 、 部分与

整体关系联想 、 作用与效应关系联想 ４ 类。 李健探讨了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英

语隐喻的联想性特征 ， 指出
“

隐喻使用者一般喜欢用具体而生动的现象来表

示抽象的概念性的事物 ； 用简单而易懂的道理去阐明复杂而难懂的问题 ； 用

人所共知的东西去描述为人不知的东西 ， 也正是联想在起作用
”

。

［
２〇

］

孙芳琴

从语用中的身体隐喻词汇联想的角度研究了身体隐喻 ， 指出有相似点的事物

容易形成类似联想
［
２Ｕ

。 隐喻之所以被视为
一种思维方式 ， 其实质是类似联

想在起作用 。 欧忆 、 陈志斌认为 ， 隐喻是根据联想 ， 抓住不同事物的相似之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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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用另一事物来描绘所要表现的事物 。 由此可见 ， 人们通过各种联想思维

方式 ， 在喻体与本体之间建立起相似点 。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 ， 让人们能

够利用喻体所呈现的比较熟悉的事物或现象通过不同方式的联想去理解和体

验本体所传递的不太熟悉或较为抽象的信息或概念 。

（
二

） 凸显原则

凸显是认知心理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 它主要涉及图形和背景分离

理论在语言研究中 的应用 。 该理论是丹麦心理学家鲁宾 （
Ｒｕｂｉｎ

） 在 １９ １ ５

年提出 的 ， 后被格式塔既完形心理学家借鉴用以更复杂的知觉组织框架 ， 认

为知觉场始终被分为图形和背景两个部分。 图形有形状 、 结构连续性等属性

并处于背景的前面 。 背景没有形状 ， 无结构 、 具有均质形 ， 处于图形的后

面 。 么孝颖在 《从图形
－

背景理论看仿拟修辞格生成的认知本质 》
一文 中

写道 ：

图形是有完 整结 构 的 能够 引 起知 觉者注 意 的从其他 事物 中 凸 显 出 来的前景 ；
而

退到
“

后景
”

中烘托前景 的其它事物就是背景 。

［
２２

］

图形在感知上比背景更突出 ， 更容易被感知和记住 ， 具有知觉凸显性 ，

但在认知过程中 ， 由于受到认知主体经验 、 情绪 、 动机 、 兴趣 、 需要等的影

响 ， 凸显可能是主观的 ， 即认知主体会有选择地去注意和理解某一情景 ， 使

原本是背景的事物具有凸显性 ， 或一事物的不同侧面被凸显出来 。 隐喻相似

性的生成与 图形
－ 背景理论、 凸显原则有密切关系 。

忽略差异性 ，
凸显有选择的相似性 ， 这符合隐喻机制 的

“

同从异 出
”

原则 。 在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中 ， 施喻者往往在隐喻结构中凸显喻体和本

体之间的相似点 ， 将其作为注意焦点 ， 而其他方面的特性退人后台 ， 成为背

景 ， 为凸显的相似点服务 。 例如 ，

“

铁盘 、 方向盘 、 地盘、 罗盘
”

大小结构

各异 ， 但为了凸显它们在形状上与盘子的相似关系 ， 我们把它们之间的差异

看作背景而模糊掉 。 又如 ，

“

她洁净似水 ； 她温柔似水 ； 她的青春的流逝也

似水 。

”

这些隐喻都建立在同一个喻体
“

水
”

之上 ， 但却从不同的侧面凸显

喻体与本体的相似点 。 但是对于创造相似性的隐喻 ， 特别是喻体与本体相差

甚远的隐喻结构 ， 施喻者凸显的是两类事物的差异 ， 加大喻体和本体之间的

张力 ，
以刺激听者或读者探求相似点的欲望。

？

４５？



外国语文论丛 第 ２ 辑

四 、 结束语

相似性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相对的概念 ， 它包括事物的客观特性上的相

似 ， 又包括人对事物主观上的相似感受 ， 这都说明 了隐喻创造性的认知现

象 。 语言并不能完全反映客观世界各种事物及其相互联系 ， 更重要的是语言

还有其主观性的一面 。 对隐喻相似性的主体构建以及产生的心理基础的探

讨 ， 有助于进一步揭示隐喻的思维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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