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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概念隐喻的英语专业语篇教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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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念隐喻来源于人类的行为体验和思维活动，最终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概念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
现象，更是一种认知机制。将概念隐喻应用于英语语篇教学有助于深化学生对语篇意义建构和主题思想的理解，有助于

引导学生从认知的角度赏析语篇及语篇中部分语言现象的构建原理，有助于加强学生对不同文化背景下认知机制差异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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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于把隐喻看作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在语篇教学中对这类语言现象的分析也常局限于修

辞层面。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ＷｅＬｉｖｅＢｙ）一书中，乔治·莱考夫（ＧｅｏｒｇｅＬａｋｏｆｆ）和马
克·约翰逊（ＭａｒｋＪｏｈｎｓｏｎ）认为传统的对于隐喻的理解过于肤浅，指出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还是
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１］。从本质上来说，隐喻更是一种思维现象和文化现象，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

和人类认识整个世界的必用工具。当人类将自己的认知活动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之后便形成了各种

类型的语篇，因此语篇也是人类认知产物的一部分，基于此，将概念隐喻运用于英语语篇教学不仅是可

行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对此我们在相关的国内外研究中都可以找到依据。国内外学者在对二语习

得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虽然语言的习得是一种认知活动，但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隐喻和隐喻

性思维，对目标语和母语概念系统差异认识的不足导致书面输出和口语输出很少使用隐喻表达，或表达

得不够地道。胡壮麟也曾指出语言学习者在利用隐喻构筑目标语言的概念方面缺乏系统训练，因而增

强隐喻能力和提高概念流利性对外语教学有着重要意义。在英语专业语篇教学中，教师应该把概念隐

喻作为教学的重要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隐喻思维能力，引导学生系统地认识母语与目标语认知机制之

间的差异，并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学生跨越这种差异进而灵活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

１　概念隐喻理论
隐喻从本质上说是人类用来理解周围世界的感知和形成概念的一种工具［１］。莱考夫认为隐喻概

念是人们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的方式［２］。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倾向于借助或参照自己所

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经历、思维或对待抽象的、难以形容的概念，长此以往便架构了不同

概念域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而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方式。在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下，隐喻的理解

由源域和目标域两个认知域构成。概念隐喻即通过源域的认知经验来理解和解释目标域，源域的特点

被选择性地映射到目标域上，后者通过前者而得到部分解释和理解。不同概念域之间的单向的、系统

的、选择性的映射互动便形成了概念隐喻。概念隐喻主要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实体隐喻３种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概念隐喻不是孤立的、单一的、个别的语言现象，它具有系统性、典型性、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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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概念隐喻与英语语篇教学
英语语篇教学是目前我国英语教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所使用的语篇在英语学习的不同阶段呈现出

不同的特点。对于高校本科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语篇教学是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英语阅读等课程都在

采用的教学模式，并且教材所选择的语篇都是原汁原味的英文原著作品，作者、写作背景、作品主题、文

章结构等方面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是，传统的英语语篇教学模式往往局限于词汇的学习、长难句

的分析及主题的探索等文字表面的内容，而忽视了从认知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语言表达的差异以及这种

差异所反应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将概念隐喻应用于英语语篇教学可以弥补这一缺失。

２．１　结构隐喻在英语语篇教学中的应用
结构隐喻是指借用一种常见的、广为人知的具体概念结构来理解和解释另一种较为陌生或抽象的

概念，使两种概念叠加。两种概念的认知域虽然不同，但其结构的构成成分呈现出有规律的对应关系。

如我们会用“ａｈｉｇｈｗａｙ”来理解和解释“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因而我们也可以通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ｈｉｇｈｗａｙ”
“ｆａｓｔｌａｎｅｓ”“ｓｌｏｗｌａｎｅｓ”“ｔｏｌｌｓ”等来理解和解释网络的运作方式。如果在英语语篇教学中能够运用结构
隐喻来解释一些抽象的概念，必将有助于深化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赏析。如在“ＷｈｅｎＩｗａｓｉｎｄｉｃｔｅｄｏｎ
Ｍａｙ７，ｎｏｏｎｅ，ｌｅａｓｔｏｆａｌｌＩ，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ｍｙｃａｓｅｗｏｕｌｄｓｎｏｗｂａｌｌｉｎｔｏ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ｆａｍｏ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ｉｎＵ．
Ｓ．”［３］一句中“ｓｎｏｗｂａｌｌ”即是一个结构隐喻（ｃａｓｅ→ ｓｎｏｗｂａｌｌ），所以我们可以说“ａｂｉｇｃａｓｅ”“ａｓｍａｌｌ
ｃａｓｅ”。在对这一概念隐喻进行分析时还可进行英汉对比。

结构隐喻所强调的是源域和目的域二者在结构上的一种相似性，因此笔者认为结构隐喻也可用于

对英语语篇结构的分析当中。如Ｏ型叙事结构、Ｕ型叙事结构、倒置 Ｕ型叙事结构等对叙事方式的描
述就是一种典型的结构隐喻，用字母的形态结构来呈现较为抽象的叙事结构。在张汉熙主编的《高级

英语》第三版第二册第一课ＰｕｂＴａｌｋａｎｄｔｈｅＫｉｎｇ’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３］中，作者别出心裁地运用了酒吧闲聊的结
构形式将“酒吧闲聊”和“规范英语”这两个毫不相干的话题揉捏在了一起，既讨论了酒吧闲聊的独特魅

力，又呈现了规范英语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从整体上来看，这篇文章就是一场酒吧闲聊。结合结构隐

喻对这一巧妙设计的语篇结构进行分析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主题并掌握其写作技巧。在学习

该书第四课ＬｏｖｅＩｓａＦａｌｌａｃｙ［３］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先注意标题中的结构隐喻“ｌｏｖｅ→ ｆａｌｌａｃｙ”，并让学生
找到相关的对爱情的表述，如“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ｒｅｍｅｄｙｆｏｒｌｏｖｅｂｕｔｔｏｌｏｖｅｍｏｒｅ”、“Ｉｎｌｏｖｅ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ｃｃｕｒｓ
ｔｈａｔｔｗｏｂｅｉｎｇｓｂｅｃｏｍｅｏｎｅａｎｄｒｅｍａｉｎｔｗｏ”、“Ｔｈｅｆａｓｔｅｓｔｗａｙｔｏｌｏｓｅｌｏｖｅｉｓｔｏｈｏｌｄｉｔｔｏｏｔｉｇｈｔｌｙ，ａｎｄｔｈｅ
ｂｅｓｔｗａｙｔｏｋｅｅｐｉｔｉｓｔｏｇｉｖｅｉｔｗｉｎｇｓ”，进而通过对“ｆａｌｌａｃｙ”一词的解释使学生领悟到标题与语篇内容、主
旨以及语篇结构的完美融合。

２．２　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是指用方位词语如“ｕｐ”“ｄｏｗｎ”等来描述人的社会地位、身体状况，情绪等抽象概念。方

位隐喻在英语中使用的频率很高，如“ｕｐｐｅｒｃｌａｓｓ”“ｌｏｗｅｒｃｌａｓｓ”“ｌｏｗ／ｈｉｇｈｍｏｏｄ”，“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ｅｅｒｕｐ”“ｌｅｔｓｂ．ｄｏｗｎ”等等。英国认知语言学家 Ｊ．Ｇ．Ｎｅｓｆｉｅｌｄ提出“英语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词类
比介词更容易被用于隐喻，它们最初的文字意义只是表示空间关系，继而喻指时间关系，然后逐渐被引

申到许许多多其它关系”［４］。方位隐喻在英语语篇中频繁出现，教师在语篇教学中如果能把方位词语

的概念隐喻意义进行分类地系统化地分析并将英汉方位词语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必将有效地加深学生

对方位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的理解，从而帮助他们正确、灵活地使用方位词语。

在英语语篇分析中运用方位隐喻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词义的形成机制从而培养和加强其对近义词

的辨析能力和准确的措辞能力。如许多学生容易混淆短语“ｓｉｔｏｕｔ”和“ｓｉｔｕｐ”，“ｏｕｔ”是一个典型的容器
隐喻方位词，在“ｓｉｔｏｕｔ”中，“ｏｕｔ”的容器隐喻意义即从存在的状态变成不存在的状态，人坐在那儿或听
课或看戏都是一种约束的状态，就如同受制于容器一样，而“ｏｕｔ”表示从这一容器概念移出，表示一种结
束或消失，因此“ｓｉｔｏｕｔ”表示“耐着性子看完或听完”。方位词“ｕｐ”的隐喻意义是具有层次概念的，但其
核心意义是指“上升，向上”，所以“ｓｉｔｕｐ”意指“坐直，熬夜”。

５４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２．３　实体隐喻
外部物质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与人类相互依存。人类借助于对自身器官的认识和对

方位的体验可以理解和解释客观物质世界中抽象或较为陌生的事物，而物质世界中被人熟知的事物又

有助于人类认识自身的思维和情感。人类的思维和情感极其复杂，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从而人

类对自身的认识总是滞后的，而用于描述这种复杂的思维和情感的语言总是显得左支右绌，不能满足人

类对自身的认知探索和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习惯于借助对物质世界的体验来认识和表达自己的

思维和情感，即通过实体或物质来理解和解释事件、活动、情绪、思想等。实体隐喻即指用客观实体描绘

事件、活动、心情、思想等抽象概念。当我们把某种抽象的现象、特征、概念等隐喻化为实体时，我们就可

以对其进行描述、量化、剖析、找出因果关系、确定目标等。如下列例句：

（１）ＩａｌｍｏｓｔｂｌｅｗｍｙｔｏｐｗｈｅｎＩｆｏｕｎ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ｓｈ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ｌｙｉｎｇｔｏｍｅ．
（２）Ｉｂｌｅｗａｆｕｓ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ｈｅｄｉｄｎ＇ｔｄｏｈｉｓ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３）Ｉｗａｓｓｏｓｈｏｃｋｅｄｗｈｅｎｈｅｆｌａｒｅｄｕｐ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４）Ｈｅｒｅａｌｌｙｍａｄｅｍｙｂｌｏｏｄｂｏｉｌ．
通过上述例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典型的实物隐喻“ａｎｇｅｒ→ ｆｉｒｅ”，通过“ｆｉｒｅ”这一具体实物的投射，

我们得以对“ａｎｇｅｒ”这一难以言表的抽象情感进行描述并且较为准确地呈现了这一情感的不同程度。
在英语语篇分析中，教师应鼓励和引导学生通过对同一抽象概念的隐喻的不同表达总结和归纳常

见的实体隐喻，如“ｌｉｆ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ｉｍｅ→ ｍｏｎｅｙ”等。在张汉熙主编的《高级英语》第三版第一册第
一课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Ｃａｍｉｌｌｅ［３］一文中，作者采用了很多拟人化的动词来描写飓风的破坏性，
如“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ｅ”“ｄｅｍｏｌｉｓｈ”“ｄａｍａｇｅ”“ｓｅｉｚｅ”、“ｄｕｍｐ”“ｔｅａｒ”“ｂｅａｃｈ”“ｃｒａｃｋ”等，这些词呈现了“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
→　ｍｏｎｓｔｅｒ”的实体隐喻。在该书第四课 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ＴｈａｔＲｏｃｋｅ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３］一文中，“ｆａｇｇｏｔｓ”“ｂｕｒｎ”
“ｓｃｏｒｃｈ”“ｈｏｔｂｒｅａｔｈ”等词的使用构建了“ｂｉｇｏｔｒｙ→ ｆｉｒｅ”这一实体隐喻。对英语语篇中实体隐喻的发掘
可以帮助学生更全面更系统地解读语篇。

３　结语
仅限于对词汇和语法的分析的英语语篇教学无法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教师应该引导和帮助

学生从词汇的丰富蕴含、句子的语境功能、语篇的深层结构等角度对语篇进行深入剖析；教师在努力帮

助学生扩大词汇量、巩固语法知识、理解语篇内容的同时还应从认知的角度去探讨词义、句法、篇章的内

部形成机制并进而探索英汉思维和文化的差异。概念隐喻在英语语篇教学中的合理应用有助于实现上

述教学目的。如若能基于语篇教学实践以教材为依托建立概念隐喻的语料库，将对学生语篇赏析能力

和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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