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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自从福纳 吉提出
“

语音 隐喻
”

这一概念以来 ，
语音 隐喻在 国 内 外受

到 了
一定的关注

，
但与 隐喻研究相 比 ，

语音隐喻的研究还显得很不

够 。 在 已进行的研究 中也仅仅是对语音隐喻进行初步 的 分类和论述

或从文学 （诗歌 ） 欣赏的 角度有所涉及。 所 以
，
从语用 学视角研究

语音隐喻 ，
、

即研究在具体情境语境 中 的语音隐喻 ，
如 广 告语 、 新 闻

标题、 幽默 、 诗歌 中的语音 隐喻 ，
以及研究语音 隐喻和其使用 者的

关 系就更 系统 、 更实 用 。

关键词 ： 语音隐喻 ； 情景语境 ；
主观性

；
使用者意 图

一

、 引 言

伊凡 ？ 福纳吉 （
ＩｖａｎＦｔｏａｇｙ ）

［
１

］

在其论文 《象似性 ， 为何 ？ 》 （
Ｗｈ

ｙ

Ｉｃｏｎｉｃｉｔｙ ） 中提出 了
“

语音隐喻
”

（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 这一术语 ， 但福纳吉

对语音隐喻的论述主要是基于语音 （包括发音方式 ） 和所表达意义之间存

在的象似性作出的 ， 对语音隐喻这一术语也没有进行具体界定 。 不过 ， 语音

隐喻这一术语的提出 ， 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 布兰科 ？ 武莱蒂奇

（
Ｂｒａｎｋｏ Ｖｕｌｅｔｉｄ

） 认为 ：

“

语音隐喻是不同的意义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通过各 自 能指

的 相 似 性 （
ｓｉｍｉ ｌａｒｉｔｙ） 或 相 近 性 （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 所 进 行 的 联 想

收稿 日期 ：
２００９

－

０９

－

２０

基金项 目 ：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资助项 目
“

语

音隐喻的语用研究
”

（编号 ＳＣＷＹ０８ －

１ １
〉 研究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 ： 段成 （
１ ９６７

－

） ， 男 ， 四川武胜人 ， 成都理工大学外 国语学院教授 ， 外国语言学

与应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 主要从事语用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

？ ３０？



语用学视角下的语音隐喻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

”
［

２
］

而李弘教授主张按照莱科夫 （
Ｌａｋｏｆｆ

） 等认知语言学家的

定义 ， 把语音隐喻看做是从语音层面来论述
“

跨域喻指
”

的隐喻现象 。

［
３

］

结

合以上观点 ， 笔者认为 ， 语音隐喻是不同的所指借助其能指的相似或相同的

语音成分所进行的相互联想 ， 是一种在语音层面进行的概念系统中 的跨域

映射 。

相比隐喻研究的狂热 ， 语音隐喻的研究在国内外开展得很少。 笔者在国

外的科学网——爱思唯尔 （
Ｅ ｌｓｅｖ ｉｅｒ

） 、 过刊全文库 （ ＪＳＴＯＲ
） 、 牛津大学出

版社 （
ＯＵＰ

） 等外文数据库中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搜索类似
“

语音隐喻
”

的文章 ， 结果只有布兰科 ？ 武莱蒂奇的 １ 篇文章 ； 在国内的中 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 、 万方数据库、 龙源期刊网中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 也只搜索到 ４ 篇类

似
“

语音隐喻
”

的文章 ， 即李弘
［
３ ］

、 魏万德和伊慧
［
４

］

、 谭姗燕和黄 曙

光
［
５

］

、 周锋
［
６
］

。 这些文章要么对语音隐喻做了初步分类和论述 ， 如李弘 、

魏万德和伊慧 ； 要么从文学或诗歌欣赏的角度来论述语音隐喻 ， 如布兰科 ？

武莱蒂奇 、 谭姗燕和黄曙光 、 周锋 。 因此 ， 从语用学视角较系统地研究语音

隐喻就显得十分必要。 下文中 ， 作者拟从语用学的视角对语音隐喻进行研

究 ， 特别是在语用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内对语音隐喻进行研究 ： 首先 ， 语用学

关注的是具体语境下的语言或言语 ， 它
“

研究在特定情景中 的特定话语 ，

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
”［

７
］

； 其次 ，

语用学特别重视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 ， 自査尔斯 ？ 莫里斯 （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ｏｒｒｉｓ

）

＋

首先把语用学定义为
“

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
”［

８
］

以来 ， 语言的使用者一

直是语用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之一 。 许多语用学者对其进行论述 ， 如卡纳普

（
Ｃａｍａｐ ，１ ９４８）、 里 奇 （

Ｌｅｅｃｈ
，１９８３）

［
１ °

］

、 列 文 森 （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

１ ９８３
）

［
１ １

］

、 斯铂佰和威尔逊 （
Ｓｐｅｒｂｅｒ ＆Ｗｉ ｌｓｏｎ

，１９９５
）

［
１２

］

等 。 从语用学的

视角来研究语音隐喻离不开上述两个基本研究范畴 ，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基本

内容 。

二 、 具体情景语境中的语音隐喻

语境主要包括语言语境 、 情景语境 、 文化语境 、 认知语境等 。 本文所指

的语境主要指具体的情景语境 。 具体来说 ， 语音隐喻主要出现在以下具体情

境语境中 ： 广告语 、 新闻标题、 幽默 、 诗歌 。 另外 ， 在歇后语 、 对联、 文化

习语、 暗语等情景语境中也存在不少语音隐喻的例子 。 本文主要研究出现在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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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语、 新闻标题 、 幽默和诗歌 ４ 种情境语境中的语音隐喻 。

（

―

） 广告语中的语音隐喻

广告语 （
Ｓｌｏｇａｎ 或 ＴａｇＬｉｎｅ

）
“

是为了加强受众对企业、 商品或服务的

印象 ，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 内反复使用 ， 集中体现广告阶段性战略的一种简短

精练的 口语性语句
”［

１３
］

。 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和人们艺术欣赏水平的提

高 ， 广告语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营销手段 ， 它更是一种实用艺术 。

一则好

的广告语不仅能给消费者带来听觉和视觉美的享受 ， 而且能激发消费者的想

象 ， 使其产生一种很美妙的意境 ， 从而引起他们对广告产品的关注与兴趣 ，

进而采取购买行动 。 而语音隐喻能利用同音或相似音进行异义联想 ， 达到言

在表而意在里 、 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 正因为如此 ， 语音隐喻在当今

的广告语中也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 。 这里暂举两例 ：

例 １ ．ＭａｋｅＴｉｍｅｆｏｒＴｉｍｅ ．
（ 《时代》 杂志的广告语 ）

在此广告语语境中 ，

“

Ｔｉｍｅ

”

既可指
“

时间
”

，
也可指 《 时代 》 杂志

（
Ｔｉ／ｎｅ

） 。 因此 ， 此广告语既有
“

让 《时代 》 来打发你 的时 间 吧 ！

”

之意

（ 暗指 《时代 》 具有趣味性 、 娱乐性等方面的功能 ） ，
又有

“

花点时间读

《时代》 吧 ！

”

之意 （ 暗指 《时代》 具有知识性、 可读性等方面的功能 ） 。

此广告语简洁 、 精练 ， 同
一个

“

Ｔｉｍｅ

”

， 却能使人产生不同的语义联想 ， 蕴

义深远 ， 乃广告语中的精品 。

例 ２ ？ 大石化小 ， 小石化了 。 （胆舒胶囊广告语 ）

此广告语仿拟俗语
“

大事化小 ， 小事化了
”［

１ ４
］

。 在此语境中 ， 除 了能

表达胆舒胶囊化石 、 排石的药用功效外 ， 还能使患者联想到此广告语中所仿

拟的俗语的含义 ， 从而对结石患者有很好的抚慰作用 。

（
二

） 新闻标题中的语音隐喻

新闻标题是一则新闻的浓缩和概括 ， 它是一则新闻的关键 ， 也是文章能

否吸引读者的关键 。

一个好的新闻标题 ， 如同画龙点睛 ， 能很好地吸引读者

的眼球。 在媒体激烈竞争及新闻渠道 日益多样化的今天 ， 新闻标题的醒 目与

否 ， 往往影响着一则新闻的阅读价值 。 新闻标题使用语音隐喻 ， 既能吸引读

者的注意力 ， 又能很好地体现文章的艺术价值 。 因此 ， 在当今新闻标题中 ，

语音隐喻也变得越来越屡见不鲜 。 我们看看下面两个例子 ：

例
３ ．ＡＷｏｌｆｉｎＳｈｅｉｋ

’

ｓ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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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时代》 ２００２ 年 １ １ 月 １ ０ 的一则网络文章的新闻标题 。 文章报道

说马赫穆德 （
Ｍａｈｍｏｏｄ

） 是一位英国著名 的新闻调査记者 。 他具有巴基斯坦

血统 ， 因此 ， 常伪装成中东人 ， 特别是阿拉伯酋长 （
Ｓｈｅｉｋ

） ， 借以骗取很多

英国名流的信任 。 当这些名流们 口无遮拦地和马赫穆德夸夸其谈时 ， 他却用

隐疮录音设备把他们的不当言语偷录下来 ， 发表在隔 日 的报纸上 ， 从而制造

了很多轰动性的新闻 。 此新闻标题正是仿拟了英语谚语
“

ＡＷｏｌｆｉｎＳｈｅｅｐ

’

ｓ

Ｃ ｌｏｔｈｉｎｇ

”

（披着羊皮的狼 ） ， 意为
“

善 良的外表下藏着邪恶的本质
”

。 而文

中马赫穆德假以酋长身份 ， 偷录他人言行的行为 ， 在很多名流的眼里 ， 他当

然不啻于一匹披着羊皮的狼 。 语音隐喻的使用不仅使这则新闻标题很好地概

括了新闻内容 ， 而且能激起读者的好奇心与兴趣 。

例 ４ ． 用
“

热血
”

回报社会

这是 《人民 日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第五版的一篇新闻报道的标题 。 文

章报道说 ， 山东打工小伙 、 退伍军人李刚最初找工作遇到很多挫折 ， 但很多

好心人给他提供了帮助 。 为了报答他们的恩情 ， 李刚坚持义务献血 ， 截止文

章发表时 ， 他已献血 ３４ 次 ， 总量超过一个成年人全部血液的 １／２
。 标题中

的
“

热血
”

就是语音隐喻 ， 即指
“

鲜血
”

， 也能使人联想到李刚对社会所饱

含的
“

巨大热情与奉献精神
”

。

（ 三 ） 幽默故事中的语音隐喻

幽默通常指利用语言来表达诙谐 、 滑稽的情趣 。 而幽默故事中往往利用

音义联想来产生幽默和喜剧的效果 。 因此 ， 在幽默故事中 ， 语音隐喻的例子

数不胜数 。 这里暂举两例 ：

例
５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ａｂｏｏｋ
，ｐｌｅａｓｅ ．

Ｂｏｏｋｓｅｌｌｅｒ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

ｇ
ｌｉ
ｇ
ｈ ｔ ？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Ｔｈａｔｄｏｅｓｎ

’

ｔｍａｔｔｅｒ
；Ｉｈａｖｅａｂ ｉｋｅｗｉ ｔｈｍｅ ．

此幽默故事中 ，

“

ｌｉ
ｇ
ｈｔ

”
一词在此语境中 ， 表达的是

“

轻松的 、 供消遣

的 （读物 ）

”

之意 ， 而顾客却把它联想为
“

轻的
”

意思 ， 因此 ， 幽默效果就

此产生。

例
６ ．Ａ

：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ａｌａｗｙｅｒｄｏａｆｔｅｒｄｅａｔｈ ？

Ｂ
：Ｌｉｅｓｔｉｌｌ ．

在此幽默故事中 ，

“

ｌ ｉｅ

”

和
“

ｓｔｉｌｌ

”

都是同音同形异义词 。

“

ｌｉｅ

”

在此幽

默中既可指
“

躺
”

也可指
“

说谎
”

之意 ， 而
“

ｓｔｉ ｌｌ

”

在此幽默 中 即可指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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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的
”

也可指
“

仍然
”

。 因此 ， 对于 Ａ 的问题
“

律师死后会怎样 ？

”

，

Ｂ

的回答既有
“

安静地躺着
”

之意也能使人联想到
“

继续说谎
”

的意思 。

（ 四 ） 诗歌中的语音隐喻

诗歌是文学艺术中一朵美丽的奇葩 。 诗歌讲究韵律 、 节奏 ， 语言简练 ，

意境深远 。 而语音隐喻利用同音或近音能使几个不同的意义产生联想 ， 从而

达到意境深远的艺术效果 。 因此 ， 在英汉诗歌中语音隐喻的例子不计其数 。

这里只举两例 ：

例
７ ．ＳｈａｌｌＩｃｏｍｐａｒｅｔ

ｈｅｅｔｏａｓｕｍｍｅｒ
＇

ｓｄａｙ ？

Ｔｈｏｕａｒｔｍｏｒｅｌｏｖｅｌ
ｙ

ａｎｄｍｏｒ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

Ｒｏｕｇｈｗｉｎｄｓｄｏｓｈａｋｅｔｈｅｄａｒｌ ｉｎ
ｇ
ｂｕｄｓｏｆＭａｙ ，

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
’

ｓｌｅａｓｅｈａｔｈａｌｌｔｏｏｓｈｏｒｔａｄａｔｅ
：

这是莎士比亚第 １ ８ 首十四行诗的前
一部分 ， 但在这一部分中 ， 诗人却

用了两处语音隐喻 ， 即
“

Ｍａｙ

”

和
“

ｄａｔｅ

”

。

“

Ｍａｙ

”

在此诗歌隐喻中 ， 既有
“

五月
”

之意 ， 也能使人联想到
“

罗 马神话 中 ， 执掌生长 、 繁殖 的女神

Ｍａｎ ｉａ

”

， 甚至可联想到
“

梅
”

（ 女子名字 ） 等多种含义 ； 而
“

ｄａｔｅ
”

在此语

境中既有
“

日 子 ， 日期
”

之意 ， 也能使读者产生
“

约会
”

之意的联想 。 这

两个词利用同一个音 ， 却能使读者产生诸多的语义联想 ， 从而产生很深远的

意境效果 。

例 ８ ． 桃溪不作从容住 ， 秋藕绝来无续处 。 当时相候赤栏桥 ， 今 日独寻

黄叶路 。

［
１ ６

］

这是周邦彦词 《玉楼春》 第四的上阕 。 桃溪首先是个地名 ， 位于天台

山 。 但相传东汉刘晨、 阮肇在桃溪这个地方遇到两个仙女 ， 故
“

桃溪
”

喻

指所思念女子居住的地方 。 在此诗歌语境中 ， 桃溪不仅仅指地名 ， 它能使人

联想到历史上的典故 ， 从而产生
“

思念女子所在地
”

的语义联想 。

三 、 语音隐喻与其使用者

自从莫里斯 （
１９３８

） 把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和符号解释者的关系 以

来 ， 语言使用者就成为语用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 语用学从传统的语言学

中解脱出来成为一门学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 它不像传统语言学那样把首要

的关注对象放在语言的成分和结构上 ， 而是关注语言的使用者 。 因此 ，

“

语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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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感兴趣的是语言产生的过程和语言的使用者 ， 而不仅仅是终端产品一一

语言
”

［
１７

］

。 从语用的角度来研究语音隐喻离不开分析语音隐喻与其使用者

的关系 。

（

―

） 语音隐喻体现语言的主观性

关注语言本身还是关注语言使用 者 ， 本质上 就是语言 的 客 观性

（
ｏｂ

ｊ
ｅｃｔ ｉｖｉ ｔｙ ） 和主观性 （

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ｉ ｔｙ ） 之争的问题。 语用学把首要的关注对

象从语言转换到语言的使用者 ， 其实就表明语言的主观性是语用学研究的一

个基本内容 。 语言的
“‘

主观性
’

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 ， 即在话语中或多

或少含有说话人
‘

自我
’

表现成分 。 换句话说 ， 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 同

时表明 自 己对这段话的立场 、 态度和情感 ， 从而在话语中 留下 自 我 的 印

记
”
［

１ ８
］

。 语用视角下的语音隐喻必然体现语言的主观性 ，
．

这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方面 ：

首先 ， 任何语境场合下语音隐喻的使用都是其使用者的 自我表达 ， 反映

出使用者的观点 、 情感 、 态度等 。 广告语中的语音隐喻的使用通常反映出广

告商对 自 己产品的褒扬与赞美 ， 常带有一种劝诱的 口吻 。 如上文中的例 １ 和

例 ２
。 而新闻标题中语音隐喻 的使用反映出作者对此新闻事件的观点与态

度 ， 或赞成或反对 ， 或提倡或批判 。 如例 ３ 中的新闻标题 ， 作者就对马赫穆

德的作法颇有微词 ， 因为此新闻标题让人很 自然地联想到带有贬义的
“

披着

羊皮的狼
”

这一谚语 ； 而例 ４ 中的标题语就反映出作者对李刚的赞扬 。 诗歌

中语音隐喻的使用表达了诗人的喜 、 怒 、 哀、 乐等情感 。 如例 ７ 中
“

Ｍａｙ

”

和
“

ｄａｔｅ

”

的使用就表达出作者对韶华易逝 、 容颜易改的无奈与伤感 。 例 ８

中
“

桃溪
”

的使用使诗人对佳人的思念及惆怅之情跃然纸上 。 幽默中语音

隐喻的使用体现了使用者调侃、 娱乐 、 嘲讽等态度 。

其次 ， 任何语境下的语音隐喻的使用都是其使用者的 自我创造性的体

现 ， 在特定 的语境 中 还 是其使用者独 创性 的体现。 爱德华 ？ 芬尼 根

（
Ｅｄｗａｒｄ Ｆｉｎｅｇａｎ ） 认为 ，

“

主观性
”

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３ 个方面 ：

（
１
） 说话人的视角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

（
２

） 说话人的情感 （
ａｆｆｅｃｔ

） ；

⑶ 说话人的认识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ｍｏｄａｌｉｔ

ｙ ）

。９
］

。

在语音隐喻的使用过程中 ， 使用者的视角和认识往往都体现了其 自我创

造性 ， 有时在特定的语境中甚至体现了使用者的独创性。 语音隐喻要求读者

？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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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听者利用相同或相近的读音在不同的概念系统间进行联想 ， 由音联系到

义 ， 由此联系到彼 ， 由表联系到里 。 这就需要语音使用者对客体选取特定的

观察角度 ， 而且使用者通常会采取特殊的表达方式来表明 自 己对客体的认识

程度 ， 这些都需要语音隐喻的使用者发挥其创造才能 。 比如 ， 在诗歌、 新闻

标题、 幽默语中 ， 任何一个语音隐喻的 出现 ， 都是其使用者创造才智 的体

现 。 此外 ， 在特定的语境场合中 ， 语音隐喻还体现了使用者的独创性 。 比

如 ， 广告语中的语音隐喻通常是跟 自 己的产品性能等特性结合在一起的 ， 它

通常具有独一无二性 ， 因此 ， 广告语中的语音隐喻就通常体现了其使用者的

独创性 。 如例 １ 和例 ２
。 有时 ，

一些新闻标题的作者采取特定的视角去分析
一则新闻 ， 当他采用语音隐喻来书写标题时 ， 往往也体现了使用者的独创

性 。 在 ２００９ 年的 ５ 月 １ ３ 日
， 全国所有的新闻报纸都在报道 ５？１ ２ 汶川大地

震一周年这一相同的新闻事件 ， 很多媒体的新闻标题也大体相同 ， 而 《体

±云周报》 就在这一天的头版用大大的黑体
“

問川
”

作为新闻标题 ， 用
“

問

川
”

联想
“

汶川地震
”

。

“

問
”

与
“

汶
”

谐音 ，

“

問川
”

喻
“

汶川
”

， 且繁

体
“

問
”

字暗示着对传统的尊重 。 从这个角度看 ， 此新闻标题利用语音隐

喻就体现了作者的独创性 ， 收到很好的效果 。

（
二

） 语音隐喻负载着使用者的意图

受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影响 ， 在很长一段时间语言都被定义为受语法制

约的用于交际的表述系统 。 而交际 自索绪尔以来就被认为是通过能指来传递

所指的过程 。 因此 ， 语言的主要功能就是传达语义 。 而传统的语义往往只关

注语言本身 ， 把语言使用者完全排除在外 。 随着语用学和其他学科的兴起和

发展 ， 语言使用者的研究 ， 特别是语言使用者意图的研究就成为语用学研究

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 美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格赖斯 （
Ｇｒｉｃｅ ） 把语义理解

为说话者的意图 （
ｕ ｔｔｅｒｅｒ

’

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 ， 不过这种意图要结合其行为举止和语

境才能推断出来 。 深受格赖斯观点的影响 ， 斯铂佰和威尔逊也把语义定义为

交际者的意图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 ， 只不过她们把意图具体分为信息

意图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 ｉｏｎ

） 和交际意图 （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

岡
。 语言

使用者意图研究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难怪钱冠连教授

会认为语用学的最低限度范围是 ：

“

符号进入语境并带上个人意图 的研究 。

即第一 ， 该符号进入特定的语境 ； 第二 ， 该符号负载了说话人的意图 。

”
［

２Ｕ

语音隐喻在一定的语境中的使用必然负载着使用者的意图 。 比如 ， 广告语中

？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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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音隐喻负载着使用者吸引消费者注意 、 激起消费者兴趣 ， 进而刺激消费

者采取购买行动的意图 ； 诗歌中的语音隐喻负载着诗人抒发情感 、 创造由此

及彼的艺术意境等意图 。 而对这些语音隐喻所负载的使用者的意图的解读也

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四 、 结 语

语音隐喻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 但相 比较对隐喻研究的狂热 ，

对语音隐喻的研究却稍逊
一筹 。 本文从语用学的角度 ， 研究了几种主要情境

语境中的语音隐喻以及语音隐喻和其使用者的关系 。 当然在其他情境语境中

也不乏语音隐喻的例子 ， 如歇后语 、 习俗 、 行话 、 暗语等语境中 。 这正说明

语用学是一门研究范围很广的学科 ， 而本文只是从语用学最基本的两个范畴

来研究语音隐喻 ， 从其他语用范畴或其他语用理论视角来研究语音隐喻也不

失为对这一领域有益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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