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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体和喻体既相异又同一，这是隐喻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隐喻活动就是围绕这一特征展开: 相异是必要条

件，同一是充分条件。对于什么是“同一”，可以参照莱布尼茨的“不可分辨物的同一性原则”中所说的“同一”而定。我

们在“粗糙”化的莱布尼茨“同一”意义的基础上建构“隐喻生成—理解的‘意识感受性’理论模型”，这个模型有深刻而

广泛的思维活动作为运作基础，大体包含感性、逻辑和顿悟 3 种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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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 Qualia Theoretical Model of Generation-comprehension of Metaphor
Xu Sheng-huan Liao Qiao-yun

(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China)

The gener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metaphors are approached in the present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a Theoreti-
cal Model． Metaphors demonstrate a mark feature of both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between the tenor ( T) and the vehicle ( V) ，

with the difference being necessary condition，and the identity sufficient condition． The difference indicates that the events repre-
sented by T and V are not the same; therefore，their representative concepts and the words are by no means the same: T serving
the purpose of extension，and V intension． The identity，referring to the identity mentioned in Leibniz's Principle of Identity of
Indiscernibles，initiates the association of one event with another in the mind and consequently seeks some sameness in certain
aspects，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refer to one event in terms of another． The T and the V of a metaphor are regarded as two dif-
ferent events，for the identity exhibits the identical rather than the same feature of the ev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rough set of Leibniz's identity，a Qualia Theoretical Model of Generation-Comprehension of
Metaphor is constructed． Qualia，the core concept of the model，implies the perception that the subjects of consciousness expe-
rience the phenomenal characters and qualitative contents of the objects． Three core mental processes are involved in the genera-
tion-comprehension of metaphors: connecting，extracting and coupling． Connecting indicates the ment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taphoric expressions and the related events． Extracting means to extract the phenomenal characters and qualitative contents of
the events under the intentional guidanc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specific contexts． Coupling suggests that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phenomenal characters and qualitative contents，together with the mental simulation of experienced events constructed by
malposed qualia，finalizes the comprehension of metap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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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model is in nature the mental realization of events to usage events by means of qualia． For supporting the
operation of this model，chiefly three patterns of thinking are exercised，namely，perceptual thinking，logical thinking，and in-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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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喻的运用几乎是无师自通的。下文的例①

摘自清代文人沈复《浮生六记》中“童时记趣”，

例②是李白的诗。
① 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

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夏蚊成

雷1，私拟作群鹤舞空2，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

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 又留蚊于素帐中，

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

唳云端，怡然称快。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

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 定目细视，以丛草为林，

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

中，怡然自得。( 沈复《浮生六记》)

②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1 ; 又疑瑶台镜，

飞在青云端。( 李白《古朗月行》)

这些文字是沈复、李白成年后写的，但也反映

出他们儿时隐喻式的思维活动。为什么隐喻活动

可以无师自通? 因为隐喻本质上是思维活动和认

知活动，外部操作表现为可以用某物表征另一物。
随着认知能力、思维能力的提高，隐喻式思维也越

来越熟练、精密和广泛。随着符号运用能力，包括

口笔语运用能力的提高，这样的思维活动及其过

程表现在言语文字上就成为修辞学所说的“隐

喻”。如例①里的句1 可以表达为现代汉语的“夏

天蚊子嗡嗡的轰鸣声成了雷声”，例①里的句2 可

以表达为“眼前的蚊子是群鹤舞空”; 例句②里的

句1 是“小时候不知道天边的月亮叫什么，就把它

叫做‘白玉盘’”，等等。
隐喻式的思维是一种在感觉思维基础上沉淀

人类文化基因的思维方式，它已经成为人类思维

的一种本源性的和本然性的思维能力，是人类的

一种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思维。这种思维能力大体

包含感性思维、逻辑思维和顿悟思维 3 种思维方

式。正是这些思维方式的相互渗透结合、前后互

补和有机的统一，才共同营造出以一物来“喻”另

一物的奇妙的隐喻式思维。

2 隐喻的标志性特征: 本体与喻体既相异又

同一
“对隐喻特征的刻画应当成为隐喻理论的核

心要素。”( D'Hanis 2002: 35) 隐喻的标志性特征

概括起来说就是本体与喻体既相异又同一。“相

异”表现为二者所依托的事物不会是相同的，因

而用以表征本体和喻体的概念和语言符号也不会

相同。此外，二者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一为外延，

一为内涵;“同一”表现为二者具有不同程度和 /
或不同性质的莱布尼茨意义的同一性( identity) 。

从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看，隐喻式思维同其

他思维方式不同之处在于: 它始于从一物想到另

一物，最终在思维上实现认为二物有一定的同一

性，以至可以用这一物来表征那一物。把这一思

维方式的过程凝练地用语言概念描写出来就是人

们常见的隐喻表达式:“本体 T( tenor) + 喻词 +
喻体 V( vehicle) ”。
“同一性”蕴含所涉及的事物是同一而不是

相同。既然本体同喻体有同一性，这就意味着二

者肯定不可能是同一个事物，一定是相异的两个

事物。俄国文论家雅可布森( Jacobson) 曾经说明，

隐喻是以本体与喻体之间有相似关系( simi-larity)

为其特征的。( 雅可布森 1989: 68 ) 所以，在“T
像 /如 /若 /疑是 /胜似 /成 /…… /是 V”中，T 和 V
作为事物或表示这些事物的概念内容，它们必定

是既相异又相似。相异一眼就看得出来，不相异

就构不成“喻”，相似就是它们有不同程度的“同

一性”。( 徐盛桓 2014: 351 ) 具体来说就是二者

在它们的现象特征( phenomenal character) 和质地

内容( qualitative content) 上有某些相同、相似、相

应或相关的地方，使二者能给人在意识感受性

( qualia) 方面对对象产生不同程度相像的感觉，因

为意识感受性的特征是使主体在意识经验上产生

对对象“那是像什么”( what it is like) 的感觉。
“相似”本来是一个外延很宽泛的概念，但习

惯上人们容易把两物局限在外形相似上。其实相

似的情况多种多样，至少可以区分出形象相似和

抽象相似、成分相似和现象相似、整体相似和部分

相似。如“漭漭淮河杳［意为遥远］似年”( 陈维崧

《浣溪 沙》) 、“治 大 国 若 烹 小 鲜”( 老 子《道 德

经》) 、“人情似故乡”( 晏几道《阮郎归》) ，等等。
本文对此均称为“同一的”( identical) 。这里所说

的“同一性”来自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提

11

2017 年 徐盛桓 廖巧云 隐喻“意识感受性”理论模型 第 1 期



出的“不可分辨物的同一性原则”( the Principle of
Identity of Indiscernibles) ，这就是莱布尼茨意义的

“同一”。莱布尼茨这个原则的中心思想是: 对于

任意个体 x 和 y，当 x 和 y 被看做是不可分辨的，

就可以认定它们是同一的、等价的、可以替换的。
( Leibniz 1969: 309 ) 把不可分辨物理解为同一

的、等价的有一点问题，这可以从有趣的“忒休斯

之船悖论”( 陈波 2014: 113) 看出一点端倪: 修理

忒休斯之船时，更换了一个零部件，但船还是忒休

斯之船; 更换两个零部件还是忒休斯之船; 更换 3
个、4 个，再多换 1 个，又再多换 1 个……每换一

个零部件之后的船都同换之前的船是不可分辨

的，可以看做是同一的、等价的。但如果全部换完

原来的零部件，它就不应该是忒休斯之船了。莱

布尼茨提出的“不可分辨物的同一性原则”体现

一种思维上的错觉: 若发生很微小的难于察觉的

变化，那么变化前后的两物可以被看做是不可分

辨的，有关的事物就可以认定为同一的、等价的和

可以替换的。隐喻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运用这个

原理。
“不可分辨物同一性原则”可以理解为: ( 1 )

xy ［x = y→( ( x) ( y) ) ］; ( 2 ) xy
［( ( x) ( y) ) → x = y］。前一个逻辑式表

示同一的二物是不可分辨的，逻辑式读做: 对于任

一个体 x 和任一个体 y，如果 x = y，那么 x 同任一

属性  结合为陈述，等价于 y 同该属性结合的陈

述; 后一个逻辑式表示具有不可分辨性的二物是

同一的，逻辑式读做: 对于任一个体 x 和任一个体

y，如果 x 同任一属性  结合为陈述，等价于 y 同

该属性结合的陈述，那么 x = y． 这表示，同一物和

不可分辨物是等价的、同一的和可以互换的。这

一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来说明隐喻的“T 是

V”的特性。
但是，如果对“不可分辨物同一性原则”不加

限 制，它 的 概 括 力———至 少 借 用 在 隐 喻 研 究

上———可能是太强了。“太强了”这一点从“忒休

斯之船”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来。即从真实的前

提出发，通 过 一 些 很 微 小 因 而 难 以 察 觉 的 改

变……得出直观上不可接受或明显为假的结论。
上世 纪 80 年 代，波 兰 计 算 数 学 家 伯 拉 克

( Pawlak) 提出的“粗糙集”( rough set) 概念也许能

对不可分辨关系做出细致实用的区分，从而对这

一原则做出弱处理。他区分多种类似的不可分辨

关系，即存在不同程度、性质的同一性，如容差关

系、限制容差关系、非对称相似关系等。( Pawlak
1982: 341 － 356，Pawlak 1991) 本文接受这种“粗

糙集”的观念，即认为在隐喻中的本体与喻体所

具有的同一性不是绝对纯粹的同一，而是可以按

程度和性质作出区分。从程度上来说，隐喻表达

式可以用不同的喻词来体现。如何选用喻词取决

于主体，体现主体在思维上认为二物有同一性的

程度，如“T 像 /如 /若 /疑 是 /胜 似 /成 /…… /是 /
［零位喻词］V”，越是往右边，则本体( T) 同喻体

( V) 的同一性越强，直至“同一”到似乎就是同一

回事，这时的喻词就变成“叫做”、“成”、“是”等，

最终甚至可以把本体也隐去，这时的喻体好像就

是本体，所以也就不需要本体和喻词，整个隐喻表

达式就 只 有 喻 体，这 时 的 本 体 就 成 为“零 位 本

体”。如“谁把软黄金缕，袅在最临风处?”( 陈维

崧《昭君怨》) 这里的“黄金缕”就是喻指嫩黄的

柳叶，这就是隐去本体。在隐喻运用主体心目中，

“嫩黄的柳叶”是“黄金缕”，至少从填词音韵的美

学角度上是这样。再看“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

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潘阆《酒

泉子》) ，这里是说: 声势浩大的潮水涌来 ( A ) ，

“怀疑是”淘空了沧海得来的( B) 。其实这反映出

主体对 A 与 B 之间的同一性程度在事实上、认识

上、心理上、美学上等诸方面的考量，可以把不同

的感受表述为“( 潮) 来像 /如 /若 /疑 / ( 则) 胜似 /
成 /…… /是沧海尽成空”。从性质来说，我们准

备区分为 4 种情况: 相同的同一性、相似的同一

性、相应( 对应) 的同一性和相关的同一性。例

如，满月和圆的白玉盘外形是圆的，这是它们的一

个同一性“圆性”( roundness) ，所有的圆形是一样

的，所以我们说这是相同的同一性; “我住太湖

口，四周匝烟鬟。四周萦青缭黛，中托白银盘”
( 陈维崧《水调歌头》) ，湖水和白银盘看上去都

是明亮反光的，这是它们的一个同一性“光亮性”
( brightness) ，太湖口的湖水的光亮同白银盘的光

亮是不完全一样的，比起圆形来说，二者只有相似

性;“漭漭淮河杳［意为遥远］似年”是用岁月存在

的遥远悠长来比喻淮河之水存在的时间久远，这

是它们的一个同一性“久远性”( remoteness) ，岁

月存在的遥远悠长同淮河水存在的时间久远，这

样的同一性是互为对应 ( 相应) 的; “治大国若烹

小鲜”把治国在某些方面要注意的比作煎小鱼时

应该注意的地方，二者是相关的，有相关的同一

性。这里，从满月的圆同白玉盘外形的圆的相同

到湖水的反光与银盘反光的相似，再到时间同空

间存在的久远的相应，再到治国同烹小鲜要注意

之点的相关，二者之间的同一之处越来越抽象，越

来越需要想象力，大体对应着同一性的相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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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相应或相关这 4 种情况。
下面，我们用所理解的“粗糙”的“不可分辨

物同一性原则”分析两个例子。隐喻“太行山势

如蝌蚪”( 陈维崧《点绛唇》) ，按照同一的二物是

不可分辨的原理，如果太行山势 = 蝌蚪，那么太行

山势的形状同蝌蚪的形状是不可分辨的; 又如隐

喻“二月春风似剪刀”( 贺知章《咏柳》) ，如果二

月春风 = 剪刀，那么二月春风修剪柳叶形状物的

功能等于剪刀修剪柳叶形状物的功能。第一个例

子以具象立喻，取其外形相似，以获得二者等价，在

表达中可以起替代的效应; 第二个例子以抽象立

喻，在想象中二月春风对于柳叶的生长效果同如果

用剪刀对柳叶进行修剪所得到的效果是相关的。
因此，本文认为，本体和喻体既相异又在不同

程度上同一，这是隐喻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隐喻

就是围绕这一特征展开的: 相异是必要条件，同一

是充分条件。
既然本体和喻体相异而又能用表示二者有一

定同一性的喻词把二者联系起来，那么应该深入

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来说，隐喻表达

式可以读出它的指称和意义; 隐喻表达式里的本

体和喻体分别也是表达式，有各自的指称和意义，

表达式的指称和表达式的意义这二者是不同的。
有一种逻辑理论认为，陈述性语句表达式的指称

是表达式的外延( extension) ，而这指称就是陈述

式的真值，表达式的意义称为它的内涵 ( inten-
sion) ; 意义以某种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

决定指称，但是不等于指称。( Klement 2002: 8 －
10) 先用一个算术等式来说明表达式外延和内涵

的关系: ＜16 ÷ 2 ＞ = ＜ 2 + 3 + 3 ＞。等号左右两

端所指称的具体数量是一样的，所以用等号。这就

是说，它们首先表现为是相当的，而且不只是一般

的相当，它们的指称、外延是一样的，二者的真值是

绝对相同的，这是算术等式的要求。但是，二者的

具体意义不一样: 左边是表示有一堆东西被分成两

份因而导致这样的外延，右边的意义是要把 3 堆东

西堆在一起才能导致这样的指称。但算术等式不

考虑这个，这就具体表明指称不等于意义，这一点

对认识隐喻表达式很有启发。
隐喻表达式有些像算术等式: 相同的是喻词

联系的两端事物直觉上是相当的，就像上述算术

等式的两端是相当的一样，表现为可以用表示互

为相当的词语，如“像、如、若、疑是、胜似、成、是”
等来联系; 不同的是在隐喻表达式中本体用其指

称，喻体常常是用其意义，不是用其真值。如果说

它们具有同一性，就是表现为它们的事物在现象

特征和质地内容的某 ( 些) 方面相同、相似、相应

或相关。隐喻就是要通过喻体的意义来阐释本

体，借用喻体特征、意义来说明其特征、意义，这就

要靠喻体的意义来阐发，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

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望庐山瀑布》) 、“曾在仆

射［古代官名］营门，塞女如花”( 陈维崧《鹊踏花

翻》) 。“飞流直下的瀑布”同“九天上的银河”、
“边塞少女”同“花”分别是两回事，但是作者认为

它们分别有同一性，有某一( 些) 现象特征和质地

内容是相同、相似、相应或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

说，二者有不同程度的相当，因此可以用后者的比

较易于察觉、易于感受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来

阐释前者。或者说，隐喻运用者认为，在这样的现

象特征和质地内容上它们又是相当的，表现出同

一性。隐喻正是在其本体与喻体既相异又同一的

特征下形成隐喻式的思维。

3 隐喻生成—理解“意识感受性”理论模型
为研究生成—理解隐喻的理论模型，我们准

备构建“隐喻生成—理解的‘意识感受性’理论模

型”( a Qualia Theoretical Model of Generation-Com-
prehension of Metaphor) 。这个理论模型的核心概

念是事物的意识感受性。意识感受性( qualia) 曾

译为“感受质”，是人作为意识主体在感受外界客

体时所意识到的对象所具有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

容，这样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是客体自身可辨

识的特质，但为主体的意识所体验，并在不同意识

主体的经验中可以重复，因而具有某种普遍性。
然而，这样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又必须同对象

自身的性质区分开来，因为它不是事物自身的基

本本性。这样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往往具有

“像什么”( what it is like to be) 的形态。( 徐盛桓

陈香兰 2010) 事物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就是

意识感受性的基本内容，从隐喻角度来看，就是本

体事物的意识感受性同喻体事物的意识感受性具

有同一性，并为主体所感受到，如看到月亮，主体

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意识到它的现象特征和质地

内容具有像一面圆镜子那样光洁表面的特征和质

地。事物的“同一”就是两( 或以上) 事物的意识

感受性在其两个主要的因素: 现象特征和质地内

容在某一 ( 些) 方面的相同、相似、相应或相关。
然而，相同、相似、相应和相关之间不一定是泾渭

分明的，它们中相邻的两个之间可能会有过度，会

有重叠，体现一种“粗糙”的形态。
意识感受性最初是意识主体通过自己的感官

感觉到的; 当思维运动由感觉向感受发展，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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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在自己的意向性主导下和在一定的语境作用

下，在记忆的基础上，对当下的印象进行联想和想

象，反思为一种感受。这时很可能也是沿着感官

感觉对象“像什么”的思维方式发展下去，就是从

感觉发展为感受。如看到下雪的情景，有人意识

到下雪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像撒出的盐，有人

意识到像风扬的柳絮，并获得这样的感受。
从感觉到感受是隐喻从发生到建构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隐喻运用主体的意识发展经历一

个从事件 ( event) 到用例事件 ( usage event) 的过

程，即将话语所涉及的事物事件反思为意识对这

样的事物事件的感受。( 徐盛桓 2012: 140 － 143)

从事件到用例事件就是隐喻从本体演化出喻体的

过程，因为隐喻的表达总是以本体的物质性为依

托。“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真正本质不在事

物的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它们之间所感觉到

的那种关系。”( 霍克斯 1997: 7 )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现象，如春花冬雪、山川丘

陵、河流湖泊、日月盈仄、飞禽走兽等，它们除了具

有一些经济利用价值外，不一定具有社会意义或

能体现人的思想情怀。但人们会在特定的心理空

间和特定的时空里对它们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

产生某种同心理与时空相呼应的感受，把感知对

象看成是有一定心理意义的整体，从而形成主体

以自身身心感受的方式来量度事物的倾向。隐喻

所表达的往往就是主体以自身身心感受的方式来

量度 事 物 的 倾 向。“寄 声 月 姐，借 我 玉 鉴 此 中

看。”( 张孝祥《水调歌头》) 把月亮美化为“玉

鉴”，是同张孝祥此时观月的美好心境联系在一

起的: 他一边看着月亮，一边想要“翳凤更骖鸾”
( 用凤羽作华盖，鸾鸟驾车) 随月仙游，他就是以

这样的心境量度此时的月亮。
过去人们将思维认定为人脑对客观现实的概

括和间接的反映，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

规律性的联系。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表明

思维活动可能提供的一种结果。但是，既然思维

是对事物的客观反映，反映的又是规律性的联系，

那么“月亮”怎么会反映成“白玉盘”、“玉鉴”呢?

这须要作进一步的补充分析。
上述思维的定义没有说到思维的过程。在思

维活动中，包括隐喻活动中运用的思维，其过程是

指思维主体通过感觉器官能动地、有针对性地获

取各种有关的环境信息，由大脑组织对所获得的

即时的环境信息和之前的某些运算结果进行一系

列的运算，包括存储、提取、组合、排列、对比、传

递、删除、转形等多种操作，并进行必要的判断、联

想和想象等思维活动，最后针对环境做出决定。
在这里，关键词是“能动地”、“有针对性地”、“做

出决定”。既然是“能动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思

维，那么思维的结果、作出的决定就不一定反映事

物的本质和反映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这种特点在

隐喻思维中表现得很明显。这样的思维活动在“隐

喻生成—理解的‘意识感受性’理论模型”中也得

到充分的运用。按照该模型的设定，隐喻的生成和

理解涉及主体的 3 个核心意识活动过程。
( 1) 连通: 将同隐喻表达有关的词语同词语

所指称的客体事物在意识上连通 ( linking) 起来。
但是所谓“客体事物”，其实无论是即时看到的还

是过去看到储存于记忆中的客体事物都是已经成

为主体的意识内容，或者说，已经凝固为概念内

容，这样的概念内容具有与其指代物相类似的经

验特征。从生成过程来说，需要主体将拟作隐喻

表达的本体的客体事物和将要用作喻体的客体事

物同指称它们的词语连通起来，形成隐喻表达式。
这里须要说明的是，从“连通”这个步骤来说，先

发生或后发生都是“连通”，但喻体是主体在确定

了本体之后才选择出来的，两者有关的词语同词语

所指称的客体事物的连通是先后发生的。从理解

过程来说，也需要主体将隐喻表达式的本体和喻体

的词语同它们所指称的客体事物连通起来。换句

话说，隐喻的运用要依托于事物，无论是生成还是

理解，都需要在意识中再现有关的事物，连通这一

步骤就是围绕隐喻这一基础性的内容发挥作用。
( 2) 提取: 在主体的意向性主导下和当时语

境的调节下提取 ( picking-up) 客体事物———确切

地说，是事物的概念中的意识感受性共同的现象

特征和质地内容准备进行耦合。事物的意识感受

性为隐喻的运用提供可能性，而它们的提取是为

主体的意向性和当时语境所用的。
( 3) 耦合( coupling) : 是从数学等学科借用过

来的概念，原指两个( 或以上) 元素输入与输出之

间紧密配合和相互影响，通过相互作用，从一端向

另一端传输能量。换句话说，耦合就是指两个

( 或以上) 的实体相互依赖的过程。在隐喻中是

指在“T 是 V”表达式的引导下，将从本体和喻体

中提取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耦合为一个能说明

为什么“T 是 V”的连贯心理模拟过程 ( coherent
simulation) 。也就是在“T 像 /如 /若 /疑是 /胜似 /
成 /…… /是 / ［零位喻词］V”的隐喻表达式的引

导下，对上一步骤所提取到的各种现象特征和质

地内容进行有机的整合，对错位的意识感受性所

建构出来的经验事件进行心理模拟，最终建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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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或获得对隐喻意义的理解。
这个理论模型的实质是把从事件发展为用例

事件的思维过程具体化为通过意识感受性来进行

处理。有些隐喻本身就提示如何提取意识感受性

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如“银河斜坠光如雪”
( 陈维崧《菩萨蛮》) 中的“光”就是: 天上的银河

和大地的雪有多种共同的“光如雪”。如从视觉、
听觉可以感到它们的广阔、平静、安详、绚丽、璀璨

等，这些都可以建立隐喻关系，如“银河如雪”就

可以从上述各个方面作喻。但是，原来的表达式

明确提示“光如雪”，那么，有关的现象特征和质

地内容就限制在同“光”有关的视觉感受上。有

些表达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有关的信息也会起

限制的作用，如“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

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 辛弃疾《水调歌头》)

这首词写于扬州，作者曾在扬州附近抗金作战，所

以写这首词饱含感情。词里有多个隐喻，现只拿

“列舰耸层楼”作一分析。这里把耸立的高楼比

作宋朝军列队的兵舰，有关的隐喻表达式可能是:

宋军江上列队的兵舰看起来像 /如 /若 /疑是 /胜
似 /成 /…… /是耸立的高楼。从事件到用例事件

发展的过程来看，是隐喻主体用视觉器官感觉到

宋军江上列队的兵舰，在过去记忆的基础上对这

样的感觉进行联想和想象，发展为感受，像看到耸

立的高楼，将此发展成为用例事件，并将事件和用

例事件共同组成一个隐喻表达式。用“隐喻‘意

识感受性’理论模型”进行分析，是将“列舰”与

“层楼”的词语同相应的客体连通起来，并在主体

一定的意向性和当时语境的调节下，从“列舰”和

“层楼”的客体事物中提取它们共同的现象特征

和质地内容。作者对与“胡骑”相对的“汉家( 宋

朝) 组练”( “组练”指军队) 饱含感情，所以视汉

家的“列舰”外形高耸、雄伟而壮观、威严而实用，

可以同高耸的“层楼”耦合起来。但有些隐喻完

全看不出任何提示，如“治大国若烹小鲜”、“人情

似故乡”等，“治大国”在哪些方面如同“烹小鲜”?

“人情”在哪些方面似“故乡”? 历史上的注家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也就是二者有可能共同的现象

特征和质地内容是多方面的，这给该隐喻的理解

提供丰富的空间，可以从多角度加以发挥。

4 “模型”运用的思维活动基础
“隐喻生成—理解的‘意识感受性’理论模

型”有深刻而广泛的思维活动作为它的运作基

础，大体包含感性思维、逻辑思维、顿悟思维这 3
种思维方式。

模型的运用始于感觉式的思维。感觉思维是

直觉思维的一种，它从感觉经验开始。意识感受

性的产生依赖于感觉，对隐喻表达式词语所连通

的客体事物的认识就是从感觉开始的。这样的认

识以日常直接观察的经验为依据，显得直观、感

性、表面和有偏差，并且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

性。感觉经验是事物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时感性

思维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它是最简单的认识

形式。如对“酒”的感性认识就至少包括从眼、
鼻、舌、身感官得到的感觉，如从触觉和视觉可以

把它比喻为金波，可以把它比喻为 ( 玉碗盛装)

“琥珀光”( 李白《客中行》) 、绿蚁、缥( 原意为淡

青色的绸子) 等; 通过味觉可以反映它久放的陈

酿味、去渣的清酒味; 通过嗅觉可以反映它的清香

气味; 通过视觉还可以看到喝过酒的人的情绪，把

酒比喻为狂药、欢伯、扫愁帚、忘愁物等。人们就

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各种感觉认识到事物的各种

属性，但这仍然无法形成对酒全面、正确的理性认

识。感觉虽然只是一种极简单的心理过程，但它

在隐喻活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了感觉，

我们才可以分辨外界各种事物的属性，分辨其颜

色、声音、重量、味道、气味、温度、软硬、粗细等，才

能认识客体事物的位置、运动、姿势，才能感觉主

体自身的温饱、惊恐的心悸等。有了感觉，我们才

能进行其它复杂的认识过程，它是各种复杂的心

理过程，如知觉、记忆、思维的基础，失去感觉就不

能分辨客体事物的属性和自身的状态。总之，感

觉是人关于世界的一切知识的源泉，是隐喻式思

维活动的源泉，也是意识感受性的现象特征和质

地内容的源泉。
运用该模型要进行一定的逻辑式思维活动，

这不是为了使隐喻表达免除逻辑谬误，而是为更

好地进行隐喻表达，因为隐喻的“T 是 V”本身就

是有意地对常规的事物分类逻辑标准的乖谬。本

体和喻体既相异又在不同程度上同一是隐喻的一

个标志性特征。求“同一”也是一种分类，本体和

喻体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的同一表明二者受一定的

分类规则支配，但这一分类不再是常规的事物分

类逻辑标准。隐喻的分类是一种动力学的分类，

它超越常规分类逻辑所规定的事物的层级分类，

以一种新的动力学标准进行更为广泛的分类，如

把银河表达为 /疑是 /像雪，这就已经把二者分为

同一类。这同常规类层级结构的分类并不一样，

它把银河和雪都作为发光体分为一类，这样的分

类是要求一定逻辑操作的。逻辑操作可以这样进

行: 首先把二者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容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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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出一个 ( 些) 公约数，并以此为二者的上位成

分，以获得新的分类标准，如上例“发光体”就是

二者的上位成分。一切的隐喻表达都有这一动力

学重新分类的特征，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逻辑式

的思维活动。顿悟式思维( insight) 发生在隐喻活

动最终将要生成，特别是为本体寻觅一个能耦合

的喻体的过程中，把喻体确定下来的思维过程往

往是顿悟式的思维。
顿悟是一种突然的感悟，是人们在百思仍未

得其解时，突然看出问题中的各种关系，顿然对情

境的全局或对达到目标的途径有了关键性的把

握，从而在主体内部确定相应的目标和手段，这样

的思维过程在隐喻建构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但是，顿悟的发生并不是无序的、完全随机

的。在隐喻的建构中，本体确定后，喻体往往是主

体在自身的意向性和当时的语境运作调节下进行

的。这涉及 3 个因素: 主体的意向性、语境所要求

的情绪、本体和拟作为喻体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

容耦合的可能性。这 3 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形成一个完型，顿悟就发生在确定其现象特征

和质地内容是否可以同本体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

容耦合的喻体时。主体突然醒悟某一事物的现象

特征和质地内容可以同本体的现象特征和质地内

容耦合，并且切合主体的意向性和语境所要求的

情绪，这时隐喻就建构出来了。

5 结束语
隐喻的无师自通其实是个体的认知能力、思

维能力和符号运用能力的体现，是在社会交际中

逐步习得隐喻习惯表达法的结果。然而，作为隐

喻研究，我们不能满足于“无师自通”的泛泛说

明，我们需要对有关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作出梳

理。为此，我们提出在隐喻活动中人们最常用到

的 3 类思维方式，并且试图用一个“隐喻生成—
理解的‘意识感受性’理论模型”对这些思维方式

作出说明。
正像对任何问题的研究，探究其成因往往是

关键，隐喻问题研究也一样。通常我们会把以一

物喻一物作为隐喻的成因，这无疑是对的。“隐

喻生成—理解的‘意识感受性’理论模型”进一步

揭示了隐喻能以一物喻一物是因为有其深刻的思

维过程作为基底，这个思维过程包含体现为隐喻

的事件内容的感觉感受和对关于这些事件内容的

推衍。在这个过程中，顿悟思维所获得的感受使

这个推衍甚至可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从

隐喻表达式来看，能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推衍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描述的不完备性。从这个意义来

说，隐喻表达是对事件描述的不完备性，描述的不

完备性总是存在的，因此，隐喻就总是存在的。隐

喻不可能存在于客观世界中，但会客观地存在于

我们的描述世界里，这可称为隐喻的“悖理性”。
因此，隐喻表达式是一种承载我们的感性思维、理
性思维和顿悟思维的悖理性的描述，但在特定的

意向性和语境中，人们对这样悖理性的描述不会

感到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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