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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知语言学通常把拟人视作最典型的本体$实体%隐喻&称为拟人隐喻&从而认为隐喻和拟人都是基于体验性和相似

性的源域向靶域的映射)在认同隐喻和拟人都是不同概念间跨域联结的心智模式基础上&本文提出'隐喻是喻体$源域%向本

体$靶域%的静态映射&本体(喻体在字面上兼具!而拟人是将本体融合在拟体中&非人本体被活化在拟体人中&并不显现&源域

中拟人之体代其行事&从而得出结论'拟人是基于"转喻人#的隐喻)

关键词!隐喻!拟人!源域!靶域!映射!融合!转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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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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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了

"概念隐喻理论#$

M'*M3

K

:(+,63:+

K

/'):/3')

;

&简称

XRU

%&并在吸收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

#FFF

年提出"基本隐喻综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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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论述隐喻的工作机

制$王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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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自此认知语言学掀开了对诸

如隐喻(转喻(换喻(比拟$拟人和拟物%(夸张(反语

等传统语言修辞格的以生活体验为基础来揭示其科

学本原式的思维认知探索的热潮)尤其是作为人类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形成概念的主要认知策略的隐喻具有基础性地位&

受到了国内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大量关注&正如孙

毅$

!"#%

'

E

%所说&无论汉语还是英语&抽象思维大

部分都是通过隐喻方式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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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概念隐喻分类

为结构性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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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隐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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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体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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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隐喻也称为实体隐喻$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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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物质隐喻$

.(<9:+*M3R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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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隐

喻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容器隐喻$

X'*:+1*3)

R3:+

K

/')

%&即把一些无形的(抽象的事件(行为(活

动(状态都看成是具体的(有形的容器)孙毅$

!"#%

'

$V

%指出'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容器&有内外和表里

之别&人认识世界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将"人#这一

自己熟悉的实体投射于人体以外的抽象或不熟悉的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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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最明显的本体隐喻就是拟人&拟人就是把物体

具体化为人的隐喻)它能使我们凭借人的动机(特

点和活动来理解非人实体$

*'*/(6+*3*:1:139

%的各

种经验&并进一步指出拟人不是一个简单(统一的一

般过程&每个拟人因被挑选或突显人的不同方面而

不同)总之&学界目前基本上认为隐喻和拟人是处

于上(下义关系&以相似性为纽结的一种认知框架或

图式&常见的一些本体隐喻蕴含$

3*:+1,

%拟人&比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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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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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亚范畴%&即

通货膨胀被拟人化了$

K

3)9'*1-13N

%)苏傲$

!"#!

%总

结指出'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和隐喻研究的深入&

国内外学者也普遍把拟人归为隐喻的一种&称为拟

人隐喻&拟人是本体隐喻的延伸)我们承认隐喻和

拟人都是人类普遍的"隐形#思维心智模式&能够把

我们的经验概念化并加以诠释的认知工具&而且都

是从源域到目标域映射的概念)顾名思义&既然它

们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它们必然有内涵差异&那么如

何辨别3 在基于认知维度对拟人和隐喻辨析的前提

下&面对近年来汉语文献里频现的不同视角下拟人

运作机制的识解方法 $

M'*9:)(+,

%'概念隐喻理论如

于建平&张春梅$

!""D

%(蒋冰清$

!""D

%(朱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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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艳玲&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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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概念整合理论如岳

好平&彭晓$

!"##

%(曾艳萍&谢世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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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黄丽君

$

!"##

%语用推理自主依存说&张晓$

!"#"

%事件域认

知模型理论说&唐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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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突显说&雷卿&尚

羿岑$

!"#"

%概念内涵外延传承说等&我们怎么甄别

那种理论或者说那些观点的综合能更好地阐释拟人

的工作机理3 本文试图在从认知语言学的维度来辨

析拟人和隐喻的异同&尤其是差别的基础上来回答)

二"隐喻与拟人之相同

#一$隐喻"拟人思维具有普遍性

众所周知&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语言(思维和

行动中)隐喻思维是我们人类认知世界最基本的

工具)

]1M/+)N9

$

#F%$

%指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

满了隐喻&我们的口头交际中平均每三句话就会出

现一个隐喻)

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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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调查得出的比例更

高'语言中大约
D"a

的表达方式是源于隐喻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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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F

%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隐喻性质)

0小雅, 鹤鸣1中全用"比#体&而不道破一句)$转

引自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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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人也是人类一种普遍的(固化的(隐形的思维

认知方式&是以人自身为量度去认知世界)古希腊

哲学家
H)':+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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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

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我

国古代哲学书籍0周易1中有"近取诸身#的说法)马

克思说'"拟人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人们很

自然地把自身作为认识其它事物的一个标准)拟人

是最基本和常用的隐喻之一&它在儿童文学中频频

出现表明我们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能理解&它是从非

人主题$

*'*/(6+*:'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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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类喻体映射的最典型

隐喻$

R+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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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

#一$隐喻"拟人都是基于相似性的认知域间的

类比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最初的和最基本的经验是

对具体的(能明确定义的事物的经验&人们总是参照

他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陌生的(无

形的(抽象的概念&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概念之间相

互联系的认知方式)人类凭借这种认知方式来发

展(丰富和升华其对主客观世界认识$李诗平&

!""%

%)

Sc&

$

#FV"

%说&隐喻的基本功能是以某一

领域的经历来理解另一领域的经历)也就是说&隐

喻是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既有矛盾性又有相似性的

范畴进行概念化认知推理的工具)成伟钧等

$

#FF#

'

%@"

%认为隐喻能化远知为近知&化繁复为简

易&将抽象的(深奥的事理具体化(浅显化)隐喻和

拟人就是在成形的(熟悉的(具象的和已知的认知域

和无形的(生疏的(抽象的和未知的认知域之间基于

某种相似性的类比联结$

+*+,'

P;

%)隐喻有本体域

和喻体域&而拟人有本体域和拟体域)

拟人是以人为固定源域向非人本体靶域的单向

跨越式投射)拟人背后潜藏着向物域进行简单的赋

予人形投射$

+*:/)'

K

'6')

K

/1M

K

)'

L

3M:1'*

%的基本认

知机制&人域向非人域的映射本质上涉及到一定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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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张京鱼'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拟人与隐喻的比较

义上复杂的隐喻$

X)+1

P

C=!""!

%)拟人是基于人

类和事物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常规关系&比如外形(性

状(特征和品质等触发了人们认知思维官能的链接&

触景生情&借物抒情&寄情于物或移情于物&人(物两

域就相与为一(互通交融了&这样物就被人格化了

$时健&

!""F

%)

三"隐喻与拟人之差异

#一$'喻(是静态)而'拟(是动态

比喻思维是一种形象思维&而拟人思维是一种

具象思维)成伟钧等 $

#FF#

'

%@"

%指出比喻的作用

在"喻#&重形象思维&比拟的作用在"拟#&重动作仿

照)隐喻即打比方&引譬连类&凭借隐喻思维喻体可

以使本体形象化(鲜明化(新奇化)比拟可以让静的

变成动的&让死硬呆板的变成活泼和有生气的&让无

性格的变成有性格的$成伟钧等&

#FF#

'

EDV

%)拟人

把无灵变成有灵&拟体人活化非人的被拟作事物使

其具有了生命力)

隐喻的源域和靶域之间属于静态映射和映合&

而拟人是从非人域本体向人域拟体的动态投射和激

活)龚东风$

!"##

%认为&"喻#是静态的思维影射或

心理映合&而比拟则是直接把甲事物特征赋予乙事

物&以"化身#行为行使乙事物的动作或功能&是动态

投射)隐喻是基于本体和喻体之间相似性的语义概

念的静态跨域联结&而拟人则是拟体之人化非人域

的被拟作之物为己身"代其行事#&是本体动态性地

注入拟体之中&本拟体融合(拼接)陆俭明$

!""F

%提

出认知域间的激活关系$

+M:18+:3

%&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联想$

+99'M1+:1'*

%&拟体人基于某种外部或功能

相似性激活了非人域的本体&触发了认知主体的

联想)

#二$'喻(是映射)而'拟(是融合

隐喻的源域和靶域必须同时存在&且它们之间

有常规性或创造性的相似(相应(相当等关系!而拟

人只有靶域的拟体人&即非人域本体融入混合到拟

人之体中&作为源域的非人本体从不单独出现&只是

把人自己所熟悉的经验赋予非人实体目的域的

拟体)

隐喻是拿喻体 "喻#本体&以此喻彼&本体和喻

体仍分述两个不同的范畴&只是基于其间的相似而

关联起来!而拟人将本体活化在拟体中&将此看成

彼&彼代替此&本体并不独立出现)成伟钧等

$

#FF#

'

EDF

%指出'比喻的基础是本体和喻体的相似

关系&即以喻体去描述本体!比拟的基础是本体事物

和拟作事物的相融关系&拟作的事物并不出现)龚

东风 $

!"##

%说'古代学者对"比#和"拟#的认知达到

了相当深度&认为"比#是认知主体通过周密观察&找

出客体之间相似性的过程!"拟#是"拟人之体&代其

行事#&认知主体把具有某种行为相似性的甲种客体

代替乙种客体的化身行为)

隐喻倾向于比较&而拟人着重于替代)隐喻是

本体和拟体两个概念范畴的类比&拟人则是拟体人

代替被拟作事物以人的经验和情感去做事的化合)

隐喻是基于喻体和本体间的相似性或类比关系借喻

体说明本体&本体和喻体不能混同!而拟人直接把拟

体当作本体来写&本体和拟体的关系是重合(相融关

系&彼此是混同的$成伟钧等&

#FF#

'

%@"

%)叶名扬

$

!""%

%认为'比喻重在"喻#&是把甲喻为乙&甲乙有

主从之分!拟人重在"拟#&是把物拟为人&物(人彼此

交融&混然一体&无主次之别)

总之&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中&我们认为隐喻是基

于本体靶域和喻体源域间相似性的范畴化工具&而

拟人是基于人域拟体和非人域本体间相融性的范畴

化手段)

#三$拟人的源域是固定的拟体人+而隐喻的源

域是变化的基本认知域

拟人是把人类自身最为熟悉(最能理解(最易接

受(最会产生共鸣的特征(行为(心理等投射到非人

实体的本体靶域中&拟体是唯一的&而本体是多变

的)具体地说&拟人就是把固定源域人的种种属性(

动作和心理进行合乎规律的创造性想象并合理地迁

移到千变万化的非人本体域中&也就是人以自身来

度量非人的世界)

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模型的隐喻具有多维

性&孙毅$

!"#%

'

%

%指出隐喻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人体

部位(情绪(情感(通感(时间(颜色(动物等普通范畴

密切相关&人们在日常交际中需要诉诸并经由隐喻

来表征并传达这些概念)因此隐喻的源域是变化的

基本认知域$

X'

P

*1:183I'6+1*

&

XR

%如时间(空间

和感官经验域如颜色(味道(温度以及心理状态域如

快乐(伤心(热情等$

S+*

P

+MT3)#FVD

'

#EV

%)根据人

们认知和表达的需要&隐喻可以以人喻物&可以以物

喻人&也可以以人喻人&还可以以物喻物)

四"怎样更好地解释拟人的认知机理

通过上节拟人和隐喻认知异同的辨析&特别是

甄别其差异之后&我们思考拟人是如何把本体非人

域动态投射融合到拟体人域的3 为什么本体能被混

合到拟体中而合二为一3 概念隐喻理论视阈下拟体

源域特征映射(映合本体靶域的观点能否充分解释

拟人的生成机制3 即仅仅是本体(拟体双域模型

$

N(+,?N'6+1*6'N+,

%被激活发生映射了吗3 认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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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怎样推导理解拟人化语言的意义3

本文研究回顾部分提到的概念隐喻理论(概念

整合理论(语用推理自主依存说(事件域认知模型理

论说(激活突显说(概念内涵外延传承说都是基于某

一视角&侧重某一方面试图解释拟人的工作机制&它

们都有一定的道理&强调了不同的分析推理重点)

笔者拟博采众家之长&尝试性地提出'拟人是认知主

体基于身体和心理相似性&把存在冲突的本体非人

域和拟体人域两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部分地动态

投射到类属空间&在类属空间剥离出其共享元素(即

相似性&然后合成空间通过投射过来的凸显的共享

元素形成层创结构&层创结构进一步把两个分属人(

物两域的其它元素进行对应关系的匹配&把人的属

性倾注到非人域&人移情于物&使物域本体具备了人

的特征&建构了
&W5Gd7b_C5G

$

!"#%

%所谓的

"转喻人$

63:'*

;

61M/(6+*

&

R_

%#&即融合了某些

人性的物来指代或代替人&从而人(物合一)在合成

空间形成的浮现结构既有本体物域的元素&也有拟

体人域的元素&即本体物被概念整合后融化在拟体

人中&从而产生了一个既非物(也非人的新显结构)

认知主体在其心智世界中构筑出混合了本体和拟体

在类属空间形成的抽象结构的种种特征(在客观真

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及属性$既不是原来的物

域本体&也不是真正的拟体人%&即郑望舒$

!"#%

%所

说的"叠合效应#&以此来体悟拟人思维的新涵义)

这里人和物两个输入空间本不属于一类&在类属空

间析出共享元素的过程类同于"概念内涵外延传承

说#中经过分类格式塔转换后在认知上将两者归属

为一类&且二者都继承了它们所归属新类的属性)

之所以能把矛盾的人(物两个认知空间动态地投射

到类属空间&是因为认知主体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

创建了人(物之间的心理相似性)

转喻是隐喻的基础$陆俭明&

!""F

%&或者可以说

转喻比隐喻更为基础&往往为隐喻提供理据$孙毅&

!"#%

'

#!

%)学界普遍认为拟人是最明显的本体隐

喻)在辨析隐喻和拟人异同的基础上&综合文献中

拟人认知机制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拟人不仅仅是

人(物双域间的概念静态映射&而是把本体和拟体进

行高度抽象后形成类属空间相似性&并整合两输入

空间其它意义元素在合成空间动态激活"转喻人#概

念&完成物(人融合的意义建构)简单地说&拟人是

基于"转喻人#的隐喻)

%参考文献&

-

#

.

!

X)+1

P

C=_+61,:'*=R+

KK

1*

P

:/3R1*N+*NU/3A'N

;

'*

[=_=C(N3*

+

9H3)9'*1-1M+:1'*9

-

&

.

=.:

;

,3

&

!""!

$

%

%

=

-

!

.

!

S+T'--

&

G=c&'/*9'*

&

R=R3:+

K

/')9[3S183A

;

-

R

.

=

S'*N'*

'

U/37*183)91:

;

'-X/1M+

P

'H)399

&

!""%=

-

%

.

!

S+*

P

+MT3)

&

]=[=J'(*N+:1'*9'-X'

P

*1:183G)+66+)

&

>',=

#

-

R

.

=.:+*-')N

'

.:+*-')N7*183)91:

;

H)399

&

#FVD=

-

E

.

!

R+MT+

;

I'*+,N=H)':':

;K

1M+,1:

;

C6'*

P

R3:+

K

/')9

'

\*

:/3]3,+:183J)3

4

(3*M

;

'-H3)9'*1-1M+:1'*+*N.

K

+:1+,

R3:+

K

/')91*S1:3)+:()3[)1::3*-')X/1,N)3*>3)9(9

CN(,:9

-

&

.

=R3:+

K

/')+*N.

;

6<',#=!

&

#FV$=

-

@

.

!

b/+*

P

&1*

P;

(=C*16+M

;

/13)+)M/

;

3--3M:9'*:/393M'*N

,+*

P

(+

P

3+M

4

(191:1'*'-+::)1<(:183

K

9

;

M/+N

L

3M:1839

-

&

.

=

C

KK

,13NH9

;

M/',1*

P

(19:1M9

&

!"#%

'

#?!E=

-

$

.

!

成伟钧&等
=

修辞通鉴-

R

.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

#FF#=

-

D

.

!

龚东风
=

比拟修辞格的认知机理 -

&

.

=

洛阳师范学院学

报&

!"##

$

#

%

=

-

V

.

!

黄丽君
=

拟人研究的认知视角-

&

.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D

%

=

-

F

.

!

蒋冰清
=

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拟人研究-

&

.

=

内蒙古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D

$

%

%

=

-

#"

.雷卿 尚羿岑
=

拟人话语生成的外延内涵传承模式分析

-

&

.

=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

-

##

.陆俭明
=

隐喻(转喻散议-

&

.

=

外国语&

!""F

$

#

%

=

-

#!

.李诗平
=

隐喻的结构类型与认知功能研究-

&

.

=

外语与

外语教学&

!""%=

-

#%

.孙毅
=

认知隐喻学多维跨域研究-

R

.

=

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

-

#E

.苏傲
=

俄语拟人隐喻的认知研究-

I

.

=

长春'吉林大

学&

!"#!=

-

#@

.时健
=

相似关系认知视角下的拟人 -

&

.

=

山西大同大学

学报&

!""F

$

@

%

=

-

#$

.唐一萍
=

拟人机制的认知语言学阐释-

&

.

=

湖南科技学

院学报&

!""D

$

%

%

=

-

#D

.岳好平&彭晓
=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拟人隐喻意义构

建-

&

.

=

当代教育论坛&

!"##

$

#!

%

=

-

#V

.于建平&张春梅
=

语言拟人化与拟物化背后的体验互

动和隐喻思维-

&

.

=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D

$

$

%

=

-

#F

.叶名扬
=

比喻与拟人辨析 -

&

.

=

现代语文&

!""%

$

!

%

=

-

!"

.王寅
=

认知语言学-

R

.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D=

-

!#

.武艳玲&王群
=

不同类型目标域下的拟人隐喻-

&

.

=

吉

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

$

V

%

=

-

!!

.曾艳萍&谢世坚
=

概念整合视角下0威尼斯商人1的比

拟辞格-

&

.

=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E

$

#

%

=

-

!%

.张晓
=

拟人的认知阐释-

&

.

=

外国语文&

!"#"

$

#!

%

=

-

!E

.郑望舒
=

汉英拟人修辞的认知对比研究-

I

.

=

西安'西

安外国语大学&

!"#%=

-

!@

.朱晓琴
=

概念隐喻视角下拟人的构建及其认知力-

&

.

=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

!"#"

$

%

%

=

%责任编辑
!

熊
!

伟&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