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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说话人和受话人思想之间的交流。基于这一点。关联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I!玺喻研究 

中，而常规关系原则同样在隐喻的产生、辨认和理解过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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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传统隐喻理论将隐喻作为一种修辞学范畴研究。认为隐 

喻是一种语言现象，其主要功能是修饰作用。2I)世纪 3o年代 

语言学家就指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是人类认知 

思维的一种方式。因此传统隐喻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了 

隐喻从根本上就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交流，是语境之间的互动。 

在一般的语言交际中，话语与语境的关联较强，受话人无须做 

出太多处理努力就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但在某些时候。新 

的信息与语境假设属不完全关联，使现时的各种假设杂糅在 

一 起。因而产生新的语境暗示，使受话人付出更多的处理努力 

才能获得“额外”的语境效果，进而真正理解话语。我们对隐喻 

的话语理解就属于新信息产生语境含义这种情况。常规关系 

是新格赖斯语用机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是启动信息原则 

推动进程的契机，又是理解含义的符号。徐盛桓教授(1996)对 

常规关系作了—个简略概括：若事物(或其特征等)A一般总是 

常规性地同事物B(或其特征等)联系在一起，A和B就结成了 

常规关系：提到A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联系上 B，B就可能是A 

所暗含的隐喻。而隐喻中的喻体(8眦roe d0c口 _m)和本体(targe【 

d咖airI)通过比喻词建立常规关系，提到喻体就会在一定条件 

下联系上本体，本体即是从这一常规关系中能够获得的语境 

含义。本文将从常规关系的定义、常规范型的形态出发，锁定 

隐喻的产生、辨认和解释，探讨常规关系对其产生的影响。 

二、常规关系和常规范型 

(一)常规关系 

徐盛桓教授认为(1993，1996)：“从来源来说，常规关系并 

不发源于语句之中；它是客观世界中的一种现实关系，是事物 

自身与它物的关系⋯⋯～任何事物(包括事物与物体)都存在 

于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环境；事物还有其发生、发展变化、 

终结的过程。都会有其前因后果，取一定的形态、表现出一定 

的性质特点，同周围的环境起相互作用；事物还有自身的结构 

系统、作用功能；事物还会同它事物建立一定的关系。等等。这 

一 切为人们认识之后，就会以知识形态作为认识的成果固定 

下来，于是在人们的意识中作为一种常规，某一事物的发生或 

变化就会比较常规地同某一(些)地段、某一(些)空间、某一 

(些)性质、形态、功能、因果等联系，这一切就是常规关系的内 

容。”根据Griee的会话含义理论，隐喻是会话含义的一种特殊 

情况，是会话原则的违反。但是，单从违反会话原则去解释隐 

喻有把问题简单化的趋势(何自然，21：]01 o美国的语言学家 

s 和Wilson从认知角度对语言交际进行了探索，提出了 

有影响的关联理论。关联理论区分话语的明示意义(e jca． 

ture)和暗含意义(implican髓)。而理解隐喻的关键就在于对话 

语的暗含意义的理解。对受话人而言，说话人的隐喻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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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头脑里建立多样、层次不同的映射(mappings)(Peter Crisp， 

2002)，而这众多的映射之中应当有一种，并且只有一种映射是 

说话人所要通过明示来表达的真正含义，即隐喻的本体。对 

于确定哪种映射才是说话人希望受话人在大脑里建立的，即 

说话人的真正意图，关联理论提出说话人和受话人双方均要 

努力寻求话语的最佳关联，也就是交际双方对语境补足和语 

境选择的过程(何自然，1999)。说话人在传递明示意义的同时 

对其话语可能在受话人大脑中产生的影射有一个预期值，而 

一 旦话语在受话人大脑里产生多个影射，受话人就会根据现 

时语境权衡哪种影射才是说话人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当且 

仅当说话人的预期值和受话人的权衡结果一致时，话语才能 

被理解，交际才取得成功。而在这一过程中，常规关系起重要 

作用。因为事物间的常规关系广泛存在于事物之间，比较具 

体，易为交际双方掌握，并且在思维活动中潜意识地以之为取 

向，以达到交流、沟通 目的。例如，办公室里职员 A和职员 B 

正在谈论他们的一个同事：A：李阳还没回家吗?他已经熬了 

两个通宵了。B：还没有呢!他简直是个机器。很显然，“他简 

直是个机器”是隐喻。喻体“机器”会在受话人的大脑里建立多 

个映射，即职员A对“机器”的各种可能含义作出快速反应：笨 

手笨脚的?冷冰冰的，没有感情?可以不停工作，不用休息? 

联系到隐含前提“李阳一直在加班”，职员 A确定职员 B所要 

表达的真正意图是“李阳精力旺盛，可以持续工作，不用休息”， 

交际取得成功。 

(二)常规范型 

常规关系同常规范型是抽象化、概念化加深的关系。意 

识到事物、事态内部或相互问某方面的某种联系，于是将其突 

现，并加以程式化、规范化，这就成为常规关系。这是经验运算 

的结果，使关系获得一定的抽象。然后将有家族相似性的一 

类事物、事态的常规关系再作抽象，就成为常规范型。事物、事 

态自身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使常规范型也表现出多种 

多样的形态，主要有：核心型、借指型、示意型。 

三、隐喻的产生、辨认和解释 

(一)隐喻的产生 

言语交际时，说话人总是遵循关联原则，寻求对其思想的 

最佳关联表达，既让话语有足够的语境效应又尽量节省受话 

人的处理努力。但是最佳关联表达并非总是精确表达，有时 

精确表达要求受话人作出额外的处理努力但又得不到额外的 

语境效应，这时模糊表达可取而代之，隐喻就是模糊表达的一 

种。以John is a fox为例说明隐喻产生的步骤：第一步，说话人 

在和 John交往的过程中受了伤害或吃了亏，认为 John狡猾、世 

故、精明甚至卑鄙；第二步，说话人在交际时不愿意、不方便、不 

可能把上述看法原原本本讲出来，他需要另辟捷径；第三步， 

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 常和狡猾、世故、精明、卑鄙等词构成 

常规关系，即说到k，人们就会联想起狡猾、世故、精明、卑鄙 

等词汇。 

(二)隐喻的理解 

隐喻理解可分为两个步骤：隐喻的辨认和隐喻意义的推 

断。隐喻的辨认有时依靠较明确的隐喻使用的信号，如判断 

动词“是”，元语言信号即直接用“耻tapIl0r，imtap&~cal， 

metaphorically，打个比方”等字眼。有时则依靠话语中语义和语 

境的冲突及其性质。隐喻意义的理解过程实际上就是受话人 

将隐喻中喻体的主要特征转移到本体上并由此重新认识本体 

的过程。受话人在明确了说话人使用的是隐喻后，接下来就 

要理解隐喻的意义。Seade认为，一般的隐喻形式是说话人说 

出句子 S是 P，却含有隐喻意义 S是 R。而 R不是单一的，它 

是一个集合。受话人就必须在 R这一集合中找出一个对应 

值，而这个对应值就是说话人的真实意图，也就是本体。为找 

出这个对应值，受话人必须调动自己的认知结构，运用想象能 

力和事物间常规关系的辨别能力。以殷夫‘五一歌>中的“我们 

的队伍是万里长城”一句为例，当受话人听到这句话，首先会 

反应出这是一个隐喻。然后根据常规关系原则产生一系列的 

思维活动：万里长城是古代中国修建来抵御外敌入侵的防御 

工事；它固若金汤，牢不可破；它是可以依靠的；最后意识到说 

话人是想要告诉我们：我们的队伍是坚不可摧的，它一定能负 

起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重大责任。 

四、结语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它的 

理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受到人类认知结构、世界知识、文 

化背景及本体和喻体间关系的影响。在语言学界也受到广泛 

关注，各个语言学家也针对隐喻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 

和原则，特别是美国的语言学家 SpeIt)盯和 w s帆提出的关联 

理论已被广泛运用到对隐喻的研究中。笔者用常规关系原则 

分析隐喻的产生及理解，旨在找到一个隐喻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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