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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隐喻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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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文化现象；隐喻的本质是用一个事物
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概念隐喻理论使人们对隐喻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也给语言教学带来了新的启示。将隐喻理论

应用到外语教学已成为隐喻研究的一个趋势，也是外语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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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可以回溯到东西方几千年
前的语言生活中，无论是苏格拉底的“教师产婆说”还是

庄子的“鲲鹏逍遥游”，均体现了话语交际中的隐喻思维。

然而，以往研究中的隐喻仅仅被看做是一种修辞手段。

１９８０年美国学者莱考夫和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ＷｅＬｉｖｅＢｙ）一书的出版在学术界掀起隐喻研
究的高潮，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１］。在当

今学界，对于隐喻研究已基本取得这样的共识：隐喻不仅

是一种修辞手段，还是一种思维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

象。正如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

中所说：“人类思维过程主要是隐喻性，人类的概念系统

是以隐喻的形式构成和定义的，隐喻的语言表达之所以

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人的概念系统中存在着隐喻。”莱

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

另外一种事物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因为

人们总是参照他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

思维、经历和对待未知的、无形的、抽象的概念，形成一个

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这种理论把隐喻从

文学修辞格里解放出来，把它作为语言普遍现象来研究，

使隐喻研究进入认知的范畴，从而更进一步揭示隐喻的

本质特征和交际功能。本文从认知观的概念隐喻理论出

发，从基本词汇、习语、文化导入和写作４个方面的教学
出发探讨隐喻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１　认知观的概念隐喻理论
１．１　概念隐喻

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隐喻是通过一个概念域来理解

另外一个概念域的方式。莱考夫和约翰逊用喻源域

（ｓｏｕｒｃｅｄｏｍａｉｎ）和目标域（ｔａｒｇｅｔｄｏｍａｉｎ）来说明两个领域
互动关系的方向性，同时把两个领域之间的这种带方向

性的互动称为“映射”（ｍａｐｐｉｎｇ）。隐喻的意义取决于喻

源域的意义和结构特征。在隐喻的理解中，喻源域的结

构被大规模、系统地转移到目标域中，并成为目标域的一

部分，所以前者决定了后者的意义。

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范畴，更属于思维范畴。日常生

活中，隐喻无处不在。人们习惯于用一种更具体更熟悉

的概念来理解和思维某种抽象的、难以定义的概念。例

如，在“Ａ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这一概念隐喻中，
“ｔｈｅｏｒｙ”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分属两个不同的“语域”，“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是喻源域，“ｔｈｅｏｒｙ”是目标域，“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联想意义被映
射到“ｔｈｅｏｒｙ”上，形成隐喻意义。根据交际双方的经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联想意义可大致定为；１）有根基，２）有框架，
３）会坍塌。整个联想意义投射到主题“ｔｈｅｏｒｙ”上就获得３
个相应的意义：１）有依据，２）有内在逻辑结构，３）会被
击破。

１．２　概念隐喻的分类
莱考夫和约翰逊把概念隐喻分为三大类，即：结构隐

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结构隐喻（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即用一个类别概念结构来构造另一个类别的概念，是通

过“结构映射”的方式把源概念映射到目标概念上。如：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ＩＳＷＡＲ（争论是战争），ＴＩＭＥＩＳＭＯＮＥＹ（时
间是金钱）。争论和战争、时间和金钱本来分属不同的概

念系统，通过结构映射，使人们看到它们的相似或类同的

方面，因而抽象的词语通过隐喻而形象化了。方位隐喻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即用诸如上下、内外、前后、深
浅、中心—边缘等表达空间的概念形成的一套概念系统，

如：ＨＡＰＰＹＩＳＵＰ（快乐是上），ＳＡＤＩＳＤＯＷＮ（悲伤是
下），ＭＯＲＥＩＳＵＰ（数量多是上），ＬＥＳＳＩＳＤＯＷＮ（数量少
是下）等。这些方位都是人体直接经验的体现。“上”、

“下”和它们的隐喻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它们是以身

体为参照点建立起来的，是人类共有的身体经验隐喻化

的结果，因此不同的语言也有着大致类似的方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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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隐喻（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包括实体和物质隐喻
（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和容器隐喻（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ｍｅｔ
ａｐｈｏｒ），就是利用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感知的基本经验
来理解那些抽象经验，如思想、观念、行为等。如：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ａｎｅｎｔｉｔｙ（通货膨胀是实体）。将通货膨胀看作是一个
实体，就有“通货膨胀正在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Ｉｎｆｌａ
ｔｉｏｎｉｓ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ｏｕ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ｌｉｖｉｎｇ．）、“我们需要与通货
膨胀作斗争”（Ｗｅｎｅｅｄｔｏ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这样的表达。
在这个实体化的过程中，抽象的经验被表达得具体形象

生动。雷迪（Ｒｅｄｄｙ，１９７９）提出的著名的导管隐喻，也被
称为容器隐喻，他把思想或意义看成是物体，语言是容

器，交际是通过管道传送，比如：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ｗａｓｏｕｔｏｆｍｙ
ｒｅａｃｈ．（我不理解那个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概念）是说话人够
不到的物体。容器隐喻建立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身体经

验，事件、行动、活动和状态都可以看成是容器：可以是视

觉领域、可以是有疆界的土地、可以是心理的感情状态、

可以是进入或退出的比赛，等等。这种容器的普遍存在

是容器隐喻普遍存在的具体表现。

１．３　概念隐喻产生的理据
隐喻映射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植根于我们的身体

经验。隐喻具有体验性。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不可避免地

会使我们获得基本概念，隐喻是身体、感知、体验、大脑和

心智的产物，我们通过体验获得意义。以 ＭＯＲＥＩＳＵＰ
（多为上）这一概念隐喻为例。这一概念隐喻反映在许多

日常语言表达中，比如下面这些常用说法：

Ｉ’ｍｆｅｅｌｉｎｇｕｐ．
Ｙｏｕａｒｅｉｎｈｉｇｈｓｐｉｒｉｔｓ．
Ｐｒｉｃｅｓａｒｅｈｉｇｈ．
Ｈｅｆｅｌｌｆｒｏｍｐｏｗｅｒ．
Ｈｉｓｉｎｃｏｍｅｃａｍｅｄｏｗｎ．
这一隐喻概念产生于类似下面列举的一些日常生活

经验：往杯子里倒水，随着水越倒越多，杯子里的水位也

逐渐上升；把一堆积木搭起来，每增加一块积木，整体的

高度就会上升。此类经验我们每天都要遇到很多次，而

且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即数量域与纵向空间域之

间的对应关系，多对应上，少对应下。正是这种对应为我

们提供了ＭＯＲＥＩＳＵＰ这一概念隐喻的经验基础。这种
人的体验潜藏在我们的思维中，当我们需要表达某个抽

象的概念时，它一下子就被激活，与要表达的事物映射，

推出隐喻。由于人不断有涉身体验的经历，结果就可以

不断地援用这种经历来表达抽象概念，因此认知语言学

家认为，人们使用的语言隐喻非常广泛。

１．４　概念隐喻的特点
莱考夫和约翰逊进一步指出概念隐喻具有系统性和

文化一致性等特点。概念隐喻是对一般隐喻表达式的概

括和总结，具有系统性、概括性的特点。例如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ＳＷＡＲ（争论是战争）这一概念隐喻，就是从许多日常生
活中关于战争和争论的显著特点中概括出来，这是人们

对于事物的认知结果，从这个概念隐喻出发，可以派生出

许多隐喻表达式。而且概念隐喻体系作为文化的组成部

分，其与社会文化中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相一致。文化

语境为隐喻概念映射过程中的联想提供了心理基础。不

同文化中的群体有时很难从隐喻中的本体联想到与喻体

的关联，从而推断出作者所指的喻义。所以文化因素是

隐喻中的两个概念的连接纽带，隐喻正是在对于具有特

殊意义的文化符号的使用、联想的基础上得以建构并理

解的，但是联想的使用离不开本体所处的文化环境，而就

隐喻的接受者而言，正是文化为其理解提供语境。

２　概念隐喻理论与大学英语教学
概念隐喻理论使我们对隐喻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

也给语言教学带来了新的启示。将隐喻理论应用到外语

教学已成为隐喻研究的一个趋势，也是外语教学的需要。

２．１　利用概念隐喻理论加强基本词汇教学
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调查，绝大部分的喻体词不

仅都是实体性概念的词，而且是生活中人们与周围世界

互相作用最直接、最基本的词形简单、音节较少、习得容

易的常用词汇。这些基本范畴词汇对应于大学英语教学

的基本词汇，也正是学生学习英语语言的基础。

在词汇教学中教师应首先向学生阐明基本词汇的重

要性，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以实例来解释隐喻是人们利用

熟悉的事物来认识理解抽象的无形的事物，是基于人类

的身体体验。如在讲解“ｈｏｔ”一词时，教师可指出其既可
以表示“热”，也可以表示“辣”。但同学们仍然不知道这

两个词义之间的联系。这时教师可告知他们，根据研究，

辣椒素所造成的神经生理变化和热度所造成的生理变化

是相同的，而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是，人体的感知

运动功能是概念形成的关键，所以“ｈｏｔ”这个词的两个不
同的词义在认知层上就因能激起相同的生理反应而被联

系起来了。可见多义词的数个词义并不是随意获得的，

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系统性的。

因此在词汇教学中除了讲解单词的基本意思外，还

应注重要学生领会词的基本义项和隐喻义项之间的相互

联系，这样学生在记忆多义词时会觉得这一过程充满乐

趣，从而加深了对词义的理解和记忆的印象并形成了长

期记忆。

２．２　利用概念隐喻理论提高英语习语教学的效率
习语是英语里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英语民族

语言中的精髓，而习语语义一般晦涩难懂，不能通过字面

意义来解释，习语是结构相对固定的词组或短句，它的意

义不是构成词各意义的简单相加［２］。莱考夫和约翰逊的

概念隐喻理论为英语习语的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

角［３］。传 统 观 点 认 为 习 语 是 不 可 分 析 的，而

Ｋｏｖｅｃｓｅｓ＆Ｓｚａｂｏ认为：“大多数习语存在着许多系统的概
念理据，”［４］多数习语是人们概念系统的产物，而不是单

纯的语言词汇。鉴于英语里大多数习语源自隐喻，因此

以概念隐喻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英语习语的教学方法是

可行的。

概念隐喻理论在理解习语意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常英语学习者总是孤立地习得英语习语，而概念隐喻

理论却可以使学习者将众多习语作为一个概念隐喻的多

个隐喻表达式而系统地掌握，从而大大提高英语习语学

习的效率。通过鼓励学生收集习语中的隐喻表达，使学

生的学习由被动的记忆变成主动的分析，不仅激发了学

生学习习语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了对习语的理解和记

忆效率，也使他们认识到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性，从而拓

展了视野，提高了认知能力。

２．３　结合概念隐喻理论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隐喻作为语言现象，是储藏、发展文化的载体，它蕴

含着丰富的文化，其表达既有民族和文化的共性，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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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由于人类认知经验的共性和

他们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本身的相似性以及人类社会文

化背景也存在着种种相似之处，人类的有些认识是世界

共性的。由于共同的认知结构，尽管语言系统迥异，扎根

于不同文化的隐喻便有可能重合，才会产生相同的隐喻

概念，才使理解不同文化中的隐喻成为可能。例如，“晴

天霹雳”（ａｂｏｌ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ｌｕｅ），“Ｃａｓｔ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ｉｒ”（空中楼
阁），“滴水穿石”（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ｗｅａｒｓｔｈｅｓｔｏｎｅ）。对
于这种隐喻文化的共性，教师可利用母语文化的正迁移

来帮助学生深入领会。

汉、英民族分属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而作

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必然受制于各自的文化。挖掘和对比

英、汉语中的隐喻现象，就会发现各自在隐喻上的文化差

异性［５］。例如英汉两种语言关于“愤怒”的概念隐喻有所

不同，英语为“愤怒是容器中热流体”，如“Ｉｔｍａｋｅｓｍｙ
ｂｌｏｏｄｂｏｉｌ”（它使我怒火中烧。），汉语为“愤怒是容器中的
热气体”，如“你又发脾气了。”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独

特传统文化：英语用“流体”而汉语用“气”表示愤怒。中

国传统医学有“阴阳说”，汉语中“气体”和“热”同属

“阳”，所以汉语没有用“流体”表示愤怒。这样的例子还

很多，例如英语里用“ｍｅｅｔｏｎｅ’ｓＷａｔｅｒｌｏｏ”来形容遭到惨
败，汉语却用“败走麦城”。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等，因

此就有“活菩萨”、“临时抱佛脚”、“不看僧面看佛面”、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隐喻；英语民族信仰基督教，故

有“Ｊｕｄａ’ｓｋｉｓｓ”（阴险的背叛）、“ｂｅａｒｏｎｅ’ｓｃｒｏｓｓ”（背十
字架）、“ｃｈｏｓｅｎｐｅｏｐｌｅ”（上帝的选民）、“ｓｃａｐｅｇｏａｔ”（替罪
羊）等。鉴于此，教师在进行文化导入时，要加强隐喻的

跨文化对比分析，可结合课程内容介绍英语国家的风俗

习惯，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宗教、历史等，深入挖掘语言

差异的根源，以使学生更好地记忆和准确运用词语，有意

识地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减少母语文化的负

迁移，这无疑有利于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准确性。

２．４　运用概念隐喻理论提升写作教学的质量
谈到英语写作，学生们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就是无话

可说，言之无物，表达空洞或词不达意。因此，如何拓展

思维，丰富思想，准确达意应该在大学英语写作训练中引

起足够的重视。隐喻在传统的写作教学中被视作是一种

神秘而高深的修辞手段从而为学生敬而远之。而研究表

明，在写作训练中，充分地运用思维的隐喻性可以有效地

帮助学生发挥想象力，开发和利用思维中的隐喻性特征，

恰当使用已有的词汇进行准确生动的表达，摆脱“翻译式

写作”的陋习，提高写作能力［６］。

在写作教学中引入概念隐喻理论，就具体操作而言，

第一步是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关注语言的隐喻性倾向，并

提供英语中最常用，出现频率最高的的概念隐喻及其产

生的隐喻式语言表达。如“视野是容器”（ＶＩＳ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ＡＲ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这一基本概念隐喻衍生出多
种隐喻表达：Ｔｈｅｓｈｉｐｉｓ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ｔｏｖｉｅｗ，Ｉｈａｖｅｈｉｍｉｎ
ｓｉｇｈｔ，ｈｅｉｓｏｕｔｏｆｓｉｇｈｔｎｏｗ．又如概念隐喻“思想是食物”

（ＩＤＥＡＳＡＲＥＦＯＯＤ）产生一系列隐喻表达：Ｈｉｓｉｄｅａｓａｒｅ
ｈａｌｆ－ｂａｋｅｄ，ｈｅｈａｓａｎａｐｐｅｔｉｔｅｆｏ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ｎｏｕｒｉ
ｓｈｅｓｙｏｕｒｍｉｎｄｓ。这些隐喻使学生认识到隐喻的体系性，
让他们对利用自己已有的隐喻思维服务于通畅的思想表

达充满了兴趣和信心。第二步是进行隐喻语言结构的

“替代”模式训练。隐喻的基本句子结构是“Ａ是Ｂ”。尽
管内容可以很复杂，形式却简单，即对本体的表述是采用

表述Ｂ的词汇和结构进行。这种替代模式能很快帮助学
生从识别、理解、熟悉到掌握、运用甚至创造建构隐喻。

第三步是通过布置合适的写作题目，鼓励学生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运用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作文题目的

设计上，多偏向于布置对抽象概念或现象的讨论，如

“ＧｒｅａｔＨｏｐｅｓＭａｋｅｓＧｒｅａｔＭｉ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ＢｒｏａｄｅｎｓＭｉ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ｔｒｅｓｓ”，“Ｗａｌｋｏｕｔｓｉｄｅ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ＳｔｈｅＮｕｒｓ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这些题目使学生有充分的自
我定义，理解，阐述的空间，抽象的概念或现象也使得学

生为了达到阐述不空洞的效果而积极地寻找可借以描述

的对象，并在这个过程中，多方位，多层次地挖掘、探索、

把握所论述的抽象概念或现象的特点。

３　结　语
隐喻作为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一种认知工

具和思维方式，不仅可以使我们利用熟悉的事物来同化

抽象的、无形的、未知的事物，它还可以使我们洞察已知

事物，加深或反省对已知事物的理解。隐喻使语言充满

了生机和活力。将概念隐喻理论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

有助于学生理解隐喻认知在创造新词新义中的作用，更

好地记忆基本词汇中的一词多义现象，有助于学生系统

地掌握英语习语中一个概念隐喻下衍生的多个隐喻表

征。同时加强隐喻的跨文化分析，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刻

地理解文化差异，避免文化误读。将概念隐喻理论引入

写作教学对于提高学生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趣味性、多样

性，思想呈现的丰富性、逻辑性、全面性都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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