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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水浒传》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 108 将都有绰号，这些绰号的运用既增加人物的感染力，也增加小说的文

化厚度，更彰显出水浒英雄的豪侠色彩。本文以转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水浒传》108 将的绰号进行分析，以映证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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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nymic Ｒeference and Metonymic Thought
— A Cognitive Study of the Nicknames in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Wei Zai-jiang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420，China)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features in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is that 108 heroes each have their own nicknames which high-
light the heroes' bravery，vividness，and gallantry，and simultaneously create a massive cultural image． This paper，based on the
modern cognitive linguistic theories，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ceptual metonymy，analyzes the cognitive features of the 108
nicknames to clarify the commonality of metonymic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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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

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 108 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

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水浒传》
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

言，叙述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众多可爱的、
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其语言特色明快、洗炼、准
确、生动、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
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 108 将都有绰号，是我国古

代小说中绰号最多的一部。这些绰号很符合他们

的身份和特点，从而彰显水浒英雄的豪侠色彩，增

强人物的感染力，也增加小说的文化厚度。研究

发现，《水浒传》中人物的绰号几乎都是转喻机制

作用的结果，具有借代转指的特征。因此，本文将

用当代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理论来分析这些绰号的

语言特点，以揭示其背后的转喻思维。

2 转喻指称的特点

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人们用一事物来指称

另一相关的事物叫转喻 ( Lakoff，Johnson 1980:

35 － 39) 。他们把转喻分成以下几种: ( 1 ) 以部分

代整体( the part for whole) ，如 We need some new
faces around here; ( 2 ) 产品出品人代产品( produ-
cer for product) ，如 I hate to read Heidegger; ( 3) 使

用的物体代替使用者( object used for users) ，如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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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es are on strike． /The sax has the flu today; ( 4) 控

制者代替被控制者 ( controller for controlled ) ，如

Nixon bombed Hanoi ; ( 5) 机构代替负责人( institu-
tion for people responsible) ，如 The Senate thinks a-
bortion is immoral; ( 6) 地点代替机构( the place for
the institution) ，如 The White House isn't saying any-
thing． /Washington is insensitive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 7) 地点代替事件( the place for the event) ，

如 Pearl Harbor still has an effect on our foreign poli-
cy． /Watergate changed our politics． Lakoff 和 John-
son 强调，转喻与隐喻一样，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其

理据的。( 同上) 转喻允许人们通过与之相关的一

事物来感知另一事物。与隐喻一样，转喻概念也主

要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形成。事实上，转喻概念的认

知理据比隐喻概念的更为明显，因为转喻通常包含

直接身体的、有缘由的联想( causal associations)

( 同上: 39) 。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转喻是一个认

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让人们可以通过与其他事件

的关系对另一事件进行概念化。

图1 转喻的指称关系

( Panther，Thornburg 2005: 353 － 386)

图1 表明，转喻在同一个认知域中起作用，其

中的概念映现主要用来指称，本体和喻体之间是

一种“代表”的关系。转喻是在同一认知域里来

源域提供通向目标域的可及途径的一种认知运

作; 来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关系是相邻关系，Ｒad-
den 和 Kovecses 认为，( 1) 转喻是一种概念现象;

( 2) 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 ( 3) 转喻在同一个理想

化认知模型里运作( Ｒadden，Kovecses 1999: 17 －
59) 。转喻是一种跨越语义学和语用学分界线的概

念现象。Panther 和 Thornburg 从语用功能的角度，

把转喻分为 3 类: 指称转喻( referential metonymy) 、
谓词转喻( predicational metonymy) 和言外转喻( il-
locutionary metonymy) ( 同上 2003: 1 － 20) 。Gibbs

( 1999) 强调，我们用转喻说话和思考，转喻是人们

平常说话和思考的方式。《水浒传》中的人物绰号

主要是一种指称转喻，属于很普遍的指称关系。

3 《水浒传》人物绰号的认知解读

根据百度百科，绰号( nickname) 又称外号、诨
号，在部分中国方言中绰号等同于花名。根据某人

身上的一些特点，给其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称谓。绰

号也叫外号，古已有之，古代的绰号中含有丰富的

文化内涵。绰号有自己所起和他人命名两种形式，

自己所起，蕴涵丰富; 他人所命，嬉笑怒骂、诙谐幽

默。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有有趣的绰号，而绰号也使

他们更富个性化特征。鲁迅曾经说过，“创作难，就

是给人起一个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

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倘弄创作，一定

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鲁迅 1981: 383) 。《水浒

传》英雄绰号的出处是研究者非常关注的一个方

面。束定芳( 2009) 以《水浒传》中 108 将的绰号为

语料，用认知语言学隐喻和转喻理论分析绰号的构

成方式和使用特点。他认为，从绰号的语言构成方

式来看，它们一般通过隐喻或转喻构成。隐喻构成

的绰号其喻底以历史人物、动物、鬼神为主，但更多

地结合本体的特征，形成转隐喻。转喻一般以职

业、长相、使用工具等为依据，突出本体的特征。卢

卫中( 2003) 认为，转喻是人们创造绰号时经常采用

的修辞手段。我们认为，就《水浒传》中 108 将的

绰号而言，须要不断拓展研究视野，重新研究其形

成机理，探究人物绰号的美学内涵和认知机制。
绰号是对人物的重新命名，与姓名和事物名

称相比，绰号所受限制较少，比姓名和事物名称更

直接、更具体地反映人物的性格和特点。《水浒

传》中的 108 将是根据上位天罡星 36 星，下位地

煞星 72 星来排定，这 108 人性格各异，各有所长，

结局不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群像。绰

号的产生源于多种因素，绰号使 108 将富于个性

化特征，这些绰号大致根据他们的职业、外貌、性
格、武艺、兵器以及神怪、飞禽、走兽等进行分类。
下面，我们对 108 将的绰号进行分类和梳理归纳。

( 1) 自然现象类: 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
霹雳火秦明、小旋风柴进、黑旋风李逵、轰天雷凌

振、一丈青扈三娘、毛头星孔明、玉幡竿孟康、旱地

忽律朱贵、一枝花蔡庆、菜园子张青;

( 2) 动物类: 玉麒麟卢俊义、入云龙公孙胜、
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

宝、混江龙李俊、九纹龙史进、插翅虎雷横、井木犴

郝思文、锦毛虎燕顺、锦豹子杨林、矮脚虎王英、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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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孔亮、玉臂匠金大坚、出洞蛟童威、通臂猿侯

健、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九尾龟陶宗旺、花项

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病大虫薛永、金钱豹子汤

隆、出林龙邹渊、笑面虎朱富、青眼虎李云、母大虫

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白日鼠白胜、独角龙邹润、
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

( 3) 兵器类: 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没羽箭

张清、翻江蜃童猛、铁扇子宋清、铁叫子乐和、小遮

拦穆春;

( 4) 长相类: 扑天雕李应、美髯公朱仝、花和

尚鲁智深、丑郡马宣赞、铁面孔目裴宣、摩云金翅

欧鹏、火眼狻猊邓飞、紫髯伯皇甫端、白面郎君郑

天寿、金眼彪施恩、鬼脸儿杜兴、铁臂膊蔡福、没面

目焦挺;

( 5) 英雄人物类: 小李广花荣、金抢手徐宁、
铁笛仙马麟、行者武松、急先锋索超、神行太保戴

宗、双抢将董平、赤发鬼刘唐、没遮拦穆弘、短命二

郎阮小五、浪里白条张顺、活阎罗阮小七、拼命三

郎石秀、病关索扬雄、船火儿张横、浪子燕青、立地

太岁阮小二、神机军师朱武、镇三山黄信、病尉迟

孙立、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圣水将单廷圭、神
火将魏定国、圣手书生萧让、神算子蒋敬、赛仁贵

郭盛、小温侯吕方、神医安道全、丧门神鲍旭、混世

魔王樊瑞、八臂哪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操刀鬼

曹正、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打虎将李忠、小
霸王周通、催命判官李立、石将军石勇、小尉迟孙

新、活闪婆王定六、险道神郁保四。

图2 《水浒传》108 将绰号分类图

以上只是个大体的分类，还可以分得更细一

些。《水浒传》为人物设计绰号这一笔法，对后世

的小说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更加明晰起见，我

们用图2 来表示这些绰号的转喻机制与类别。
图2 表明，绰号符合转喻的替代性特征，转喻

运用的语言外部标志是词语的转指、替代，即在思

维上受一种以“X 替代 Y”模式的支配。108 将的

绰号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有重要的存在依据，

是画龙点睛之笔。

4 从转喻到转喻思维

从转喻现象到转喻思维是一种思维的体现和

升华。柏拉图说，思维是灵魂的自我谈话。爱因斯

坦认为，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

惊奇的不断摆脱。Kovecses 和 Ｒadden 认为，人类

经验、感知选择、文化偏好和交际原则是制约概念

转喻 的 主 要 认 知 因 素 ( Ｒadden，Kovecses 1999:

319)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 每

种语言都能体现出使用者所在民族的世界观、思维

方式、社会特性以及文化、历史等，都是人类珍贵的

无形遗产。转喻思维是一种为寻找代偿而进行的

思维活动，或者说是一种替代性思维，这是转喻思

维的本质属性( 何爱晶 2011: 99) 。
4． 1 人类经验

Lakoff 和 Johnson ( 1999 ) 的《体验哲学》一书

将体验哲学思想概括为 3 条基本原则: 心智的体

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人们在

经验和行为中逐步形成范畴和概念，语义与此同

时形成。体验是生命自身的直接经验，“生命”不

是指简单的身体活动，而是指人的意识活动。人

类经验指的是人与动物、主观与客观、具体与抽

象、互动与非互动、功能与非功能、体验与心智之

间的关系。《水浒传》的人物绰号是受中华民族

几千年图腾的影响，其中的很多绰号都与动物有

关。曾有人专门统计过，梁山一百单八将里，拥有

动物绰号的居然有三十多位。中国从古至今各民

族都有自己信仰的图腾，如龙、虎等，表达绰号名

称的象征意义，表现人物的勇猛不可侵犯之威。
以动物( 特别是猛兽、猛禽) 作为替代，是一种形

象思维的表现，让读者从绰号中感受梁山好汉的勇

猛气概，联想人物形象，深化人物形象。这些绰号

共有 11 虎、6 龙、2 蛇、1 麒麟、1 雕、1 狮、1 鳄、1 鹏、
1 豹、1 蜃、1 猿、1 犬、1 鼠、1 蝎、1 龟、1 蚤。再如，

以武器为绰号是由于这些兵器大多与人物所持的

兵器有关。关胜的绰号大刀，原著中有这样的描

写:《西江月》汉国功臣苗裔，三分良将玄孙。绣旗

飘挂动天兵，金甲绿袍相称。赤兔马腾腾紫霞，青

龙刀凛凛寒冰。蒲东郡内产豪英，义勇大刀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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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胜的绰号“大刀”就是转喻指称: 以使用的

兵器来代替使用兵器的人。水浒人物的绰号都是

体验认知的结果。Langacker 指出，语法从根本上

说是转喻 性 的 ( Langacker 2009: 46 ) 。Lakoff 和

Johnson 认 为，思 维 是 隐 喻 性 的 ( Lakoff，Johnson
1999: 1) 。须要强调的是，思维不仅是隐喻性的，

更是转喻性的。水浒人物的绰号有深厚的生活基

础，有人们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影子，这些绰号以人

物性格、职业或所擅长的技能为依托，关注当时社

会的市民阶层与平民生活，整个梁山就是一个社会

的缩影。通过绰号的转指来一番调侃，得一种愉

快，借以打破生活的呆板。这些绰号具有戏曲脸谱

的功效，不仅传神地显示人物自身的精神面貌，而

且能传达出创造主体的道德与审美评价。
4． 2 感知选择

感知选择指即时的与非即时的、发生的与非

发生的、多的与少的、控制的与被控制的、完型的

与非完型的、有界的与无界的、特殊的与类指的等

之间的关系。转喻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一

个喻体往往可以指代不止一个的本体，如“临川”
既可以指代“才子”，也可以指代“戏剧”，这意味着

概念特征之间的指代具有选择性，会受到具体语境

的制约。( 何爱晶 2011: 103) 。Langacker( 1999) 提

出认知凸显原则，从认知角度看，事物凸显度的一

般规律是: 人 ＞ 非人、与人互动的 ＞ 非互动的、体
现功能的 ＞ 不体现功能的、整体 ＞ 部分、大 ＞ 小、
可见 ＞ 不可见、具体 ＞ 抽象、直接 ＞ 间接、主导 ＞
非主导、特殊 ＞ 一般，等等。水浒中人物的绰号往

往通过转喻的方式凸显人物的主要特征，从而实

现对人物全貌的把握。以宋江为例，宋江出场时

有《临江仙》一首: 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

星。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
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水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

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黑宋江”“孝义黑

三郎”“及时雨”3 个绰号把宋江相貌的黑矮，思想

性格的孝、义和大度豪放、乐于救人等特点都突显

出来，为以后性格的发展奠下基础。还有黑旋风

李逵，《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为“黑旋风”，一

是说他肤色黝黑，二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

“沾火就着”。“黑旋风”不仅指代李逵其人，而且

让人想到这是一个勇敢、莽撞、憨直、做事不顾后

果的人，以此加强李逵形象的典型性。作者对李

逵刚一出场时的外貌描写: 肉粗皮厚，浑身煤黑，

两眼血丝( 熬夜赌博) ，一字眉毛。有诗云: 家住

沂州翠柳东，杀人放火恣行凶。不搽煤墨浑身黑，

似着朱砂两眼红。感知选择在人们的交际和认知

推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所感知的都是在自己

心念作用下完成的。人之心念对刺激信号进行解

读与破译，并在内心产生各种的感觉，这一感觉的

变化就是人之心念对外在事物的一种主观反映。
4． 3 文化偏好

文化偏好侧重于在文化认同上的定位，根据

环境、地域、民族、文化背景等因素决定文化选择

上的偏好。这里的文化主要指风俗习惯、价值观、
道德、宗教等。水浒人物的绰号来源于作者深厚

的中国文化基础。例如: 说起豹子头林冲，我们马

上会想起林冲的矫健威猛; 说起出洞蛟童威、翻江

蜃童猛，马上会感受到这两位英雄的迅捷勇武。
梁山将绰号十有八九直接体现的是欣赏和赞扬。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这些转喻绰号已经完全词

汇化，成为语言中语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再

是临时性的。如果没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背景

知识，要理解这些绰号的真正含义会非常不容易，

甚至可能会出现偏差。《水浒传》中有几个带“病”
字的人物绰号，如“病尉迟”孙立、“病关索”杨雄。
有些人望文生义，将“病”解释为“不健康”“疾病”。
其实，在宋代，“病”字的含义是“超过”“胜过”的意

思，“病关索”就是“超过关索”。可见，绰号的形成

离不开文化因素的支撑和制约。徐盛桓( 2008) 将

转喻看作处于不同类层级结构概念的外延与内涵

的传承，将可能世界观念用于转喻研究，把认知域

按可能世界分为 3 种: 认知域里所体现的事物是现

实世界( world of reality) 里的事物，为可能世界 1
( W1) ; 认知域里所体现的事物是想象世界( world
of imagination) 里的事物，为可能世界 2( W2) ; 认知

域里所体现的事物是特设世界( ad hoc world) 里的

事物，为可能世界 3( W3) 。转喻思维具有反事实、
反常规等特点，如图3 :

图3 绰号的认知推理图式

图3 表明，《水浒传》108 将的绰号将普通人描

绘成非普通人: 具有神一般的武艺和功夫。绰号作

为人正式名称的一种补充，它对人性格、身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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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揭示往往比正名更凝练、形象、准确。文学

家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个性化绰号，编织出一个个优

美动听的神话故事，涂抹上一层层虚幻隐迷的浪漫

色彩。其意义往往并不止于人物本身符号性的标

识，更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心理、文化传承的一种

折射。因此，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绰号的研究是洞察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个独特窗口。Taylor
认为，转喻是意义延伸最基础的方式之一( Taylor
1995: 124) ，比隐喻范围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有人呼吁要建立转喻学( Denroche 2015) ，专门研究

转喻在人认知和思维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5 结束语

《水浒传》中人物绰号的转喻机制非常明显:

或寄情于花草树木，或移情于高山大川，或向往孔

武健壮，或驰骋宇宙苍穹，或展示刚毅之美; 借动

物之名、兵器之谓、人体之依、自然之据等转喻机

理来表征 108 个英雄好汉的不同特征。对这些绰

号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水浒传》成书时的

社会历史背景和审美情趣基础，从而探索文学与

民俗、与大众审美心理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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