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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takes the core claims of hyperbole as its study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pragmatics，that is，hyper-
bole is beyond logic and stereotypical cognition in human’s mind． Through the blending and adapting other linguistic theories for
reference，including the generic space in blending theory and generics study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in order to prove the ra-
tionality of property highlight in the inference procedure of hyperbole，to improve the hyperbole operation，it aims at analyzing
three main elements in hyperbole，that is: image，property highlight and category-property alignment． Then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generation and construal of hyperbole，and also clarifies the main condi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hyperb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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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献研究表明，“夸张”的研究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

即所谓交际效果这种言后行为通常因人而异，较大程度

上取决于说话人的主观交际意图和交际意向性。“夸张”
的交际效果其实是语言使用过程中说话人意图的实现。
如果某话语的使用意图与相应的交际效果长期、固化搭

配和呼应，则形成固定的语言表达格式。该格式再经过

长期固化、内化的储存和使用，日益稳定形成辞格。修辞

领域的夸张研究注重形式和效果，说话人语用意图在夸

张中的作用以及夸张是如何生成和解读等认知推理问题

却从未涉猎。这也正是本文将夸张重新放在认知语用视

角下研究的初衷和力争突破的研究要点。辞格研究的焦

点应该由修辞学注重的交际效果转向语言使用者的使用

意图，由于后者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必须加入认知因

素才能综合全面地解释清楚。根据对修辞性言语的认知

研究，夸 张 的 基 本 语 用 意 图 是 对 外 界 的 认 知 ( Sperber，
Wilson 1995: 233 － 234) 。本文首先借助整合理论中类属

空间的相关论述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以心智哲学的意向

性理论为辅，旨在全面透彻解释夸张为何及如何能指向

语用意图。

2 夸张操作的前提: 指向本体意象
反思的心智活动表现为神经活动，而意象靠神经细

胞映射而成，映射的结果在心智产生意象( Berg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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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 260) 。夸张包含本体意象和夸张意象，前者依据外

界事物的物理属性定论而成，后者依据认知主体的心理

属性临时组构。夸张并非语言符号本身的特征，也并非

语言本身的意义，而是语言使用的特征，或者说是语言使

用者在特定语境中怀着特定的语用意图赋予语言使用的

特征。夸张的指称和意义并非词语本身的指称和意义，

而是主观的语用意图和认知的意向性使然，即语言的具

体载体可以根据他在交际过程中提出的目的和任务赋予

词与公认词以不同的内容( 李洪儒 2013: 13) 。
语言的使用是以语言主体的感官感觉为基础形成意

识和意象的过程。语言表达的意义实质上是认知主体自

身的感觉和感受。依据意象理论之一的图画理论( Picture
theory) 的假设，所谓“感受”在大脑里是以意象( image)

的形式呈现，所谓“意象”则是对各种感官意识到的事件

反思的结果( Mitchell 1995: 9) 。人类先产生知觉意识，然

后在经验和知识结构的引导下逐渐产生意象。例如看到

风筝在天上飘，视觉受到刺激和冲击，产生特定的感觉，

然后根据经验搜索储存的记忆并对感觉进行映射，将对

风筝的感觉进行格式塔转换为联想和想象，获得风筝如

鸟一样自由翱翔的意象，从而变成认知主体对风筝的感

受，形成的各种意象也会随之留存下来，在需要的时候用

语言表达出来。不同认知主体形成的感受不尽相同。也

有人认为风筝线太细，风筝飞翔时总产生不安的感受。
这也说明即使对同一外界客观事物进行夸张表达时，遣

词造句的方式和所传递的语用意图也会因认知主体和认

知语境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感受不同。风筝这

种“公认词”具有常规性和词典意义的语义，但在具体交

际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语用目的和感受可以主观性地变化

其表达方式和传递的信息。如果以语用意图为研究目标

和方法，语言完全可以解释为对外界的心理表征和人际

交往工具，该表征因人而异，对表征的支撑理据是认知主

体对外界不同事物所生成的有关信仰、欲望和期待的心

理属性 ( attribute ) 和 思 维 阐 明 ( predicates ) ( Yus Ｒamos
1998: 305 － 345) 。

所谓的“思维阐明”是认知过程中生成的意象，人类

在意图借夸张进行主观语用意图表达时，首先产生原始

意 识 ( primary consciousness ) ( Edelman 2003: 5520 －
5524) ，通过感觉和感受得来。例如“绕梁三日，不绝于

耳”通过听觉意识使说话人产生“好听”的感觉，且强烈地

想将这种感觉表达出来，就形成比感觉更深一层的感受，

这种感受在说话人头脑中需要借助一个较为具体的意象

才能传递出来且让听话人理解，从而选择“绕梁”的表达

方式。所谓“意象”则是在主体意向性主导下进行的反思

意识(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是心智对原初意识的经过

大脑加工之后的演算( Ｒevonsuo 2010: 81 ) 。意象是外界

客观事物在心智中的主观呈现。“非词语性的意象是在

心智上呈现出与词语的概念可以对应的那些意象”，认知

主体将大脑里的这些非词语性的意象为载体，形成语言

意识并借此对外界事物进行不断地转化和固化，形成固

定的语言表达式，夸张则为一例( Damasio 2010: 60 ) 。由

此夸张意象至少分为两大类，逻辑意义上的本体意象和

非逻辑层面的夸张意象，例如:

①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

敢与君绝。( 汉乐府民歌《上邪》)

例①至少包含两个意象，其一是真实世界中的山和

江水，这是本体意象; 另一个是本体被夸张后形成的创造

意象“无陵”、“天地合”。夸张意象已经偏离本体意象甚

远，却依然可以指向本体且必须和本体联通起来解读。
山无陵和天地合通常情况下会触发听话人脑海中两个意

象，一是逻辑性和常规性的通过经验积累而产生的山和

天地的规约意义。而在例①中，夸张意象中的山却无陵，

天和地合在一起，远远夸大山和水的本体意象，超过认知

主体对山和天地的逻辑性和经验性的理解，因此引发对

夸张意象背后的功能属性意义的探寻。语言要以人类经

验为基础，意义是人类意识的基本形态，“经验是我们通

过语言来识解的现实”( Halliday，Matthiessen 2008: 108) 。
例①的言语表达完全破除语言基础上的现实识解过程，

体现出意象中的天地和山的状态，是人类意识和意象中

的另一重经验。这种差异性大的双代码经验在听话人的

头脑和经验中根本无法直接找到与之匹配的客观具体对

象，只能依靠对其属性的归纳概括得出模糊理解。语言

表达将经验中有关意象的内容最大程度地近似呈现，模

拟意象的性状、内容和活动方式等。对客观事物经年累

月产生的逻辑概念称为本体意象，当某些事物的性质、状
态和行为发生拓扑改变时，主体意识依然可突生出的语

义偏离性和非逻辑性意象，称作夸张意象。

3 夸张操作的特点: 非逻辑性的属性突显
夸张的表意功能能否实现势必受到说话人语用意图

的制约，无疑要从认知语用角度对其本质和特点等方面

做出思维和概念层面的解析，目的是对夸张推理的具体

操作程序进行理论构建，重申夸张研究的范围、扩展夸张

研究的角度、提高夸张研究的高度，使夸张在理论精细化

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夸张生成的根本原因是逻辑性、
常规性和客观性认知关系的异常性变更，这种变更在语

言的使用过程中则表现为语义的偏离和变化。但无论怎

样变化，解读夸张的必经途径无非是对所夸大的话语意

义从功能上做出概念化的归纳，称作“属性”。归纳所得

的某一属性是意义的概念表征方式，这个过程说明夸张

的本质是语义和概念的归纳性创新，而夸张的操作是属

性的形成过程以及夸张意和话语本意之间的联通推理过

程。此类操作皆需要对常规意义上的认知产生变更，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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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听、说双方对外界事物的想象力，形成意象性的思维，

也可称作与逻辑事理相悖、经不起理智推敲的概念思维。
在语言表达中，夸张的可以是事物本体，也可以是事

物的性质、状态和行为等，客观事物具有客观存在性，但

例①夸张中的性状和行为等意象则基本上没有事实根

据，亦即说话人可以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即夸张具有虚

拟性本质。那么，这种虚构出来的意象如何指向本体，又

如何为人所理解呢? 这其中必然有一个性状或者事物恒

常存在，否则夸张的生成和解读根本没有依据可言，二者

之间会产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误解。这个恒常性的

意象是夸张实行过程中认知主体的某种心理属性的突显

( highlight) ，后将这种心理属性强行主观性地赋予本体意

象。心理属性则指“事物自身的性状特征等作用于感知

主体的心理所得到的心理感受，例如所引发的感受、愿

望、信念、感情等”( 徐盛桓 2011: 326 ) 。夸张的生成与解

读是全然不同的两个过程，最后皆在心理属性上归为一

体、达成契合。生成过程是夸张意象天马行空、驰骋过疆

的过程，对客观事物的夸张完全具备心理属性而忽视物

理属性; 解读的过程不可能像生成过程那样的非理性，而

是始于听话人对所夸张事物的物理属性的理性逻辑思

考，如果无法解读则融入听话人主观的感受进行意象覆

盖，力图与说话人的夸张意象在心理属性上相匹配，最终

形成听者、说者双方在某一感受上的共鸣，形成相通的意

象。例如:

②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李

白《将进酒》)

“暮成雪”是以知觉经验为基础的夸张意象，淋漓尽

致地表达出诗人李白的惆怅。听话人的脑海中通常同时

出现这样一个意象: 人类日常经验中的青丝白发形象的

变换状态，这是外界客观事物通过知觉在人类意识中普

遍形成的意象。但是在李白的这首诗中，夸张意象中的

头发颜色和变化的速度及性状则大大超过现实中头发的

自然范围和量、质的转变情况。“青丝”和“雪”是对头发

的非逻辑性夸张，是人类意象中的头发，并且完全突显出

李白主观上对头发属性的感受，形成临时心理属性“莫名

的愁绪”，随即强行融入到他对头发早晚变化的描述中。
“愁绪”是头发主观意象在一定语境下的临时属性，是本

体不具备的语义特征。该属性与任何客观事物的物理属

性皆有偏离，与头发本体意象无关，是诗人一意孤行的主

观属性意象的突现，与说话人不为人知的特定知觉和感

受密切相关。当时当地在说话人脑海中突显的就是“愁

绪”，即使不借助头发意象，也还可以借助其他物体意象

用夸张的语言传达出来，所以并不具备常规的、逻辑性的

理性意义。此处可见诗人感受中的心理属性是恒量，而

借助的意象事物是变量。这就是夸张中非逻辑性心理属

性突显。

说话人的非逻辑性或者主观性语用意图通过夸张的

语言体现出来，主观性就是说话人受目的驱动或者因为

自己某方面存在需要而对语言已经固着的群体意义以及

现有语言单位实施改造( 包括添加、删减) ，对语言既成规

则的偏离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特性; 主观化则是这种特性

的实现过程( 李洪儒 2011: 17) 。夸张生成和解读是无处

不在的“主观化”过程。语言的逻辑性是语言的“既成规

则”，夸张则是彻底与逻辑性背道而驰，是主观性驱动下

的“语言改造”，心理属性突显则为主观性的概念表征。
心理属性尽管在夸张中具有恒常性，但不同认知主体在

不同情况下的心理属性形成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和非规

约性，因此夸张中主观飘忽不定的意象在听话人的经验

中根本无法一步到位地找到与之匹配的对象，只有通过

属性的直接提炼才能使夸张的语意无所遁形。意象先于

感受而存在，是感受的载体和依托，感受经由意象而生

成，是对意象的特定知觉和解读。
通常人们借助两种意识活动进行夸张的生成和理

解，即感受和概念化过程。感受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

体现和表征，进而对不同事物提炼出主观感受控制下的

不同的概念特征和属性特征。不同认知主体可以根据对

外物截然不同的感受，赋予同一物体不同的属性，如“白

发”即可以将“愁绪”作为其临时心理属性，也可以解读为

“鹤发童颜”等积极向上的意义; 然后通过概念化提炼加

工，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夸张就是一例。解读中听话人

对说话人表征的内容和感受意义的确定势必依赖头脑中

的意识性解释活动，即判断和寻找与说话人当时感受相

关的临时心理属性作为依据，结合具体意象进行个性化

和主观化的感受拆解，定位出说话人临时心理属性的意

义。例如:

③ 爱是两个人的事，如果你还一个人执著着，纠缠

着，原地打滚痛苦地爱着。时过境迁之后你会发现，是自

己挖了坑，下面埋葬的全部都是青春。( 性淡如菊《一念

放下，万般自在》)

“下面埋葬的全部都是青春”未免过于夸张，爱情再

不如意，也不会连青春一同彻底断送。这只是说话人语

用意图的彰显，是她对单恋的悲天悯人和对意图单恋的

世人的警钟长鸣。爱情和青春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本体性

的意象，说话人却通过自身和他人的经验感受到其中的

绝望，这“绝望”是他对爱情和单恋所赋予的临时属性，不

具备集体共识性的特点。属性推理是从听、说双方视角

出发的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认知解读，这是以非字面的另

一概念( 属性) 作为话语终极含意，含意和言语行为之间

存在默认和非默认的功能关系，但最终以非默认达成默

认的形式体现，就是认知的非常规关系常规化过程，是非

常规的新认知不断形成常规认知的强行操作 ( 邹春玲

2014: 56) 。夸张中说话人的意识活动概念形而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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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语用意图。听话人在对上句夸张进行解读时，也是

需要通过特定的意识活动将本体意象和夸张意象联系起

来，将“非常规”意象进行常规化解读，提炼二者共同的临

时心理属性，注入自己的意向性解读。

4 夸张操作的程序: 指类性的以此代彼

所谓“指类”出自整合理论中的“类 － 属”空间和指类

句( generics) 的研究。“类 － 属”空间的操作主要针对隐

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映射，这使得认知推理和语用推

理产生巨大的差别，正如认知语言学家 Panther 认为的那

样，“由于推理的无意识性和快捷性，语用推理( pragmatic
inference) 和概 念 激 活 之 间 不 存 在 本 质 区 别”( Panther
2004: 92) 。据此语用推理其实是概念激活，这在某种意

义上简化常规语用推理和非常规语用推理的区别和复杂

性，也同时避重就轻地使类 － 属空间的具体操作程序变

得面目不清。夸张中的说话人感受属性既然是个恒量，

以它为基准的推理操作就不可避免，这样的推理也绝非

只限于概念激活，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类 － 属联结( align-
ment) 过程。如“女人是老虎”需要在类 － 属空间内搜索

“女人”和“老虎”在哪一个属性上完全匹配，从而借助相

同属性生成二者的类比和联通性解读。帕维奥的“双代

码理论”( dual-coding theory) 认为，人类的感觉系统联系

着两个过程: 言语过程和非言语过程，二者互为表征且异

质同构，从而把言语过程和非言语过程连接起来( Paivio
1986: 53) 。
“指类句”是人们在推理过程中的“类 － 属”联结思维

惯性，以隐性全称判断的形式，相对于一定的语用需要，为

指明一类事物的某一特征而作出的特设判断 ( 徐盛桓

2010: 85) 。指类思维惯性一般有两种情况: ( 1) 类 － 类，如

“玫瑰是花”; ( 2) 类 － 属，如“狗咬人”。类 － 属思维模式

( category-property alignment) 是人类的默认性、根本性的

惯性思维，天生固有且不断发展进化。两岁半的儿童完

全可以自发性地、且恰当地凝练指类思维，同时生成指类

句表达 ( Gelman et al． 2008: 156) ，且在以后的发展成长

中形成指类思维惯性的话语解读方式。可见，属性自始

至终都是人类话语的生成和解读方式，都是恒量( con-
stant) 。

夸张推理操作过程中的“指类”机制是话语本身缺失

之处可借类 － 属联结思维惯性得以扩充、补足和抽象整

体话语含义，形成对话语的概念化认知。夸张中属性表

达的语用规律势必将指类惯性思维纳入其认知推理机制

的实际操作中，实现本体意象和夸张意象之间的类 － 类、
类 － 属等不同的联通和以此代彼。例如:

④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

《虞美人》)

夸张表达中，所夸张的事物一般通过词语的数量特

征体现出来，不管长短还是先后、难易还是强弱，都是事

物内涵属性的一部分。具体来说，事物的内涵主要包括

结构和位置、特征和属性、生成和来源、功能和作用( 徐盛

桓 2009: 7) 。“一江春水向东流”本体意象是江水。江水

东流是很自然的现象，但在对“愁”的夸张实现过程中，将

其众多属性之一的“滔滔不绝”向东而流的属性刻意突显

出来就顿时产生突兀的、额外的意义，即愁绪万千。无论

是从数量来讲还是从愁绪的性状来说，这样的夸张都抓

住“愁”的本质性心理属性特征，将此属性强行赋予给本

体意象“江水”从而产生夸张意象。解读的方向正好相

反，人们先概念化提炼“江水”的万般属性，与“愁”联通之

后则构建诸如“愁绪万千”等类的属性解读。夸张意象 X
和本体意象 Y 的内涵属性在数量上和形状上未免有所差

别，在特定的语言表达中强行拉在一起不免有突然感; 既

然夸张的本质是属性恒定，说话人选定“愁绪万千”作为

属性依托，就势必找一个相似的外界事物将二者类比，听

话人也可从“江水”推断出“连绵不绝”的属性意义，且与

“愁”联想起来进行解读，这实际上就是 X 和 Y 之间类 －
属惯性联结的作用。这表明夸张中属性具有主观不变恒

定性质，该属性可以随附到任意外界客观事物形成 X 和

Y，二者进一步构建类 － 属联结操作模式。
类到属联结性的思维源自于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

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从哲学意义上讲，人们探寻对客

观世界认知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属性认知的重要性。
属性不仅仅指客观物理属性，还存在临时心理属性，后者

是人为建立的实体和心理之间的联系，并在语言表达经

济性要求下日益壮大，将原本无常规关联的两事物在夸

张思维惯性操作下识解为具有“属性归一”关系的关系

体。这种趋势是人类不断认知新事物的发展前提。夸张

则体现人类高级认知的类 － 属关系中非常规、非自然和

非逻辑性质的替代，实现以此代彼的语言经济性表达，提

高认知能力，建立认知机制。从类 － 属联结关系上讲，夸

张的操作主要分为两个类型: ( 1) 同一性夸张或者类 － 属

夸张，即属性归一，本体和夸张意象的类别属于基本相同

的概念层级; ( 2) 对比性夸张或者属性 － 属性夸张，即属

性归一，本体和夸张意象的类别属于不同的概念层级。
例如:

⑤ 有时候我会到这里静静的坐一会儿，经过了这么

多年孤独的等待，内心深处仍然有一处不知名的火山，偶

尔怒吼着要喷发。我能做的就是在它躁动的时候，找一

个地方安静的坐下来，等着它慢慢冷却。( 晚云归《流云

劫》)

“火山”和内心的“渴望”之间具有类( 火山) － 属( 热

切渴望) 同一性规则，以类别代替属性表达出来，顺理成

章地实现了本体意象和夸张意象的同一性，完成属性归

一的生成和解读，这只不过是将本体意象的意义以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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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表达出来。再如:

⑥ 甄嬛 说: “再 冷 也 不 能 拿 别 人 的 血 来 暖 自 己”。
( 流潋紫《甄嬛传》)

例⑥是典型的对比性夸张。血的本体意象包含“温

暖”的心理属性，而人情世故的本体意象却是“冷漠”和

“无情”，按照常理以热暖冷是合乎逻辑的行为。但此句

却包含一定的非逻辑性特征，即如果血流出来，才知道是

血，才可能有温暖的功能，但是血一旦流出来就已经不

暖。另外此处“别人的血”也暗含“杀人越货”、“伤天害

理”等常规性的本体意象特征和属性，是“别人的血”的常

规心理属性之一，但在此未必指代杀人等行为，而是更有

可能转喻性地替代与之不同的概念层级上的“人的利

益”，这是属性 － 属性之间的非逻辑联通过程。

5 结束语
根据“指类思维”思想本文构建夸张生成和理解的

“类 － 属联结模式”，解析夸张的本质、特点和操作具体程

序，并将心智哲学的意象和认知语用学的说话人主观意

义作为夸张生成和解读的主要限制条件，解释夸张如何

以夸张意象指向本体意象。指类思维的概念层面运作体

现为以下 3 个要点: ( 1) 夸张是说话人刻意的主观性语用

意图的实现; ( 2) 夸张意象是该主观性语用意图实现的具

体手段; ( 3) 夸张意象指向本体意象的实现程序是类 － 属

或者属性 － 属性联结推理操作。
本文立足本土，对夸张实行开疆扩土的研究，采用源

自于哲学研究的指类理论，澄清夸张的 3 个关键概念，即

意象、属性突显和指类，解释夸张生成和理解的操作模

式，且说明夸张使用中的主要限制条件。对夸张的认知

语用学解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夸张，由“本体意象 + 夸张

意象”构成的夸张的语言结构和属性含意是主观性的夸

张意象的具体实现，限制条件是心理属性恒常稳定，夸张

意象却可以变化万千。本体意象通常映射客观事物的外

表形式或一般性状，表示人们习惯上规约性地理解的意

义; 夸张意象是认知主体将主观性语用意图融入话语表

达和解读过程中，并借助属性操作建构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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