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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言语交际过程中认知语境对隐喻解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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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喻解读是一个动态的认知思维过程，对隐喻的解读

过程是解喻者运用认知推理达到有效理解隐喻的过程。关联理论

一种与人类交际与话语理解有关的认知理论。关联理论认为，交

际过程中说话者借助于语言形式将自己的实际意图表达出来，为

了理解话语，受话者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推断出与自己认知环境

相关联的交际信息。认知语境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人类的

语言交际行为，其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别于传统语

境，是一种动态的认知思维。言语交际过程中认知语境对隐喻解

读中的影响，是本文所探讨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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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语言学者历来热衷于研究隐喻。认知科学进入到语言学

领域产生了认知语言学，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认知语言学

逐步走向成熟，隐喻也越来越多的被放到人类认知的角度加以考

虑。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以及人类主要的认知思维方式，隐

喻已被广泛接受。在认知理论框架下，隐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是很普遍的，其普遍性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还体现在思维和行动中，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思维和行动所依赖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

的”[ 1 ]（3） 隐喻体现在人类的认知、思维和行为模式方面，认

知语言学者对隐喻的产生、运作机制及解读等问题加以研究。（束

定芳 2000）认为认知和心理因素会产生隐喻，社会交际也会产生

隐喻。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理解周围世

界的感知（perceptual） 和形成概念的工具。语境作为理解语言的

重要依据，是语言必须依附的存在，应该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

作为特殊语言现象的隐喻的产生，也应该在人的认知语境框架下，

理解作为概念化认知过程的隐喻的产生。通过世界知识、对社会

常规的把握、人生经验以及记忆来解读隐喻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喻

者主体自洽的认知思维过程。Lakoff ＆ Johnson（1980：116）曾指

出，由于隐喻的解读牵涉到借用另一个经验来理解一个经验，因

此要正确解读隐喻，解喻者与施喻者需要将他们的经验进行交融

和合流。对隐喻的解读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也有牵涉到，解喻者用

基于自身经验得出的一种认知思维，来认证建基于施喻者经验基

础上的认知思维，以达到交际效果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当中，

认知语境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认知语境与关联理论

斯珀泊（D.Sperber）和威尔逊（D.Wilson）在其 1986 年的合著《关

联：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 Cognitive 中提出

了关联理论，关联理论是认知语境的基本理论基础。（ Sperber.D 

＆ Wilson.D，1986）认为，在交际的过程中，受话者注意到说话

者语言形式的交际意图，为了达到对话语的理解，受话者运用自

己的认知能力推断出依附于说话者语言表达形式与自己认知环境

相关联的交际信息。（高登亮，钟锟茂和詹仁美 2006：74-75）指出，

关联理论建立在经济原则基础之上，即人类在语言交际中总是希

望以最小的处理努力使语境效果最大化。在处理话语时，当以最

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时，话语就具有最大关联性；反之，

则具有最小关联性。例如，A，B 和 Mark 三人曾经是同班同学，

一天 A 对 B 说：

（1）I met Mark today.

（2）Do you remember Mark，the fellow who was our monitor in 

our school days? I met him today.

此例（1）当中，当 A 提起 Mark 时，在 B 的认知语境当中也

许有不止一个 Mark，这样 B 在处理 A 的话语时就要付出较大的心

理努力，甚至会产生误解。但是在例（2）当中，A 提到 Mark 是

当年学生时代的班长，也就是说，说话者 A 尽可能地提供最大相

关性的信息，以免使听话者 B 付出不必要的努力或造成误解。A

让（Mark 是他们以前的班长）这个信息得到显现，这样 B 就不会

不知道说的是哪一个 Mark 了。从上可以看出例（2）比例（1）有

更大的关联性，可以达到更大的交际效果。

为区别域传统语境，（ Sperber.D ＆ Wilson.D，1986）他们提

及的语境被称作“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认知语境（高

登亮，钟锟茂和詹仁美 2006：75-76）是源自于受话者记忆当中

的内在化和系统化的一系列知识，包括逻辑、百科知识和词汇信息。

其中，决定一个概念可以与什么概念有联系且怎么联系的是逻辑

信息，对与该概念有联系的客观事物的假定是百科知识，对用于

表达该概念的语言词汇的认识是词汇信息（包括词汇的语义内容、

句法结构及音位结构等）。认知语境参与到语言的使用当中，语

言自身的不完整性由受话者这一认知主体在一定的认知语境下自

行进行补充。从认知心理学角度阐释人类语言交际行为是认知语

境的行为模式，该例子当中的语境就是认知语境。认知语境在话

语理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别于传统语境，众所周知，传统语境

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忽略语境的动态研究，先于交际活动静态地

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在传统语境中，交际双方只是被动地根

据交际内容选择语境因素来达到对话语的理解和解读。传统的语

境涉及到的影响和制约对话语理解的因素包括：交际双方语言知

识、谈话方式、双方地位及关系、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政治背景等。

二、认知语境在交际过程中对隐喻解读的影响

语言的功能在于交际，言语交际离不开隐喻表达，为了达到

交流的目的，听话人同时担当解喻者的角色，以便能正确理解说

话人的意思。解喻者对隐喻的解读是建基于个人长期以来积累的

知识、经验，本民族的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之上的，为了知道

认知语境在交际过程中对隐喻解读的影响，首先必须了解隐喻在

交际过程中的解读机制。

（一）隐喻在交际过程中的解读机制

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点或相似面需要解喻者以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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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手段来寻找或破解，只有找到两个认知域之间的相似之处，

才能更好地理解隐喻，也才可以正确的解读隐喻，因此对隐喻

相似性的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王文斌 2007：238-241）认为

作为认知相似性（cognitive similarity）或感知相似性（perceived 

similarity），隐喻相似性可以分为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两大类，

两者都是施喻者感知的结果体现，体现了人脑对所感知事物进行

的抽象加工，体现了人脑的意识加工，体现了认知主体的自洽。

物理相似性指具有状态、颜色、气味等物理性质之间的相似性，

而心理相似性指人们运用抽象思维概括出来的物质之间的相似性。

施喻者与解喻者共有的认知语境是隐喻解读的首要条件。在

隐喻的解读过程中，只有解喻者对隐喻中的两个认知域都有一定

的了解，有和施喻者相同或相似的认知语境，才能对隐喻进行解读。

隐喻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映射，只需要了解其中一

个认知域的特性，通过隐喻相似性的分析，无论从物理相似性还

是从心理相似性上，都可以推导出另一个认知域有着和前一个认

知域相似的特性。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如果只对其中一个认知域

了解，是不会对交际的进行产生阻碍的，只会影响交际效果的最

大化。另外周国华和王化雪（2008）认为需要从认知语境的动态

性和隐喻理解的过程性对交际过程中的隐喻进行解读，因为解读

隐喻的过程和解读所有话语的过程一样，即：确立关联性、寻找

最佳关联的推理过程。

（二）认知语境在交际过程中对隐喻解读的影响

先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认知语境在话语交际和隐喻解读中

的重要作用，如：甲乙两人在聊天，甲提到他认识的人丙时，说：

“丙堪比哈姆雷特。”但凡知道莎士比亚的人都知道，《哈姆雷特》

是莎翁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其笔下的哈姆雷特是一个忧郁的王

子，性情优柔寡断。这里甲所评价的丙像哈姆雷特，指的是他性

格当中的犹豫不决像哈姆雷特，乙对这句话理解，有四种情况：

一是乙不认识丙且也没有读过《哈姆雷特》；二是乙不认识丙但

是读过《哈姆雷特》；三是乙认识丙但没有读过《哈姆雷特》；

四是乙认识丙且读过《哈姆雷特》。

第一种情况下，乙不认识丙，因此头脑中没有关于丙的记忆，

乙不知道莎翁，也没有读过《哈姆雷特》，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

组织关于哈姆雷特的认知语境。这句话对于乙来说，完全没有理

解这句话的语境，为了达到让乙理解的程度，甲就必须对丙和哈

姆雷特详加解释。

第二种情况下，乙虽然也不认识丙，但是因为读过《哈姆雷特》，

因此就可以组织关于哈姆雷特性格特征的认知语境，通过推理和

判断就可以得出丙和哈姆雷特一样优柔寡断，进而理解这句话的

意思，达到交际的目的。

第三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类似，乙虽然没有读过《哈姆雷特》，

头脑中没有关于哈姆雷特性格特征的认知语境，但是因为认识丙

这个人，因此甲和乙有关于丙优柔寡断性格的共同认知语境，就

可以推断出哈姆雷特有和丙一样的性格，交流不受影响。

最后一种情况下，甲和乙都有关于丙和哈姆雷特的认知语境。

如同西方格言所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

因为甲和乙有关于丙的共同的认知语境，因此乙会很容易地调动

和甲的认知语境最大的关联性，对这句隐喻进行正确的解读，进

而达到最大的语境效果。

另举一个例子，下面是冯巩和牛群的相声《两个人的世界》

剧本台词中的两句话：

牛群：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冯巩：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应该深

有体会。

这里牛群把男人的气魄比作大洋，意指男人办事有魄力，像

大洋一样有气势，是一个很一般的隐喻，这种隐喻随处可见。而

冯巩为了要说明女人的气魄大过男人的气魄，故意把“大洋”谐

音为“大羊”，然后说女人的气魄像“大牛”，从牛比羊个儿大

这个层面来说，女人的气魄是比男人的气魄大，让人忍俊不禁。

但是如果换个语境，是没有人把人的气魄比作牛和羊的，离开了

这个相声语境，“女人的气魄像大牛”这个隐喻是无法解读的。

人的气魄和大牛这两个认知域之间没有相似性，无论是从物理相

似性方面还是从心理相似性方面来考虑都是不成立的。只有在这

个特定语境下，这个隐喻才成立。另外，冯巩说“女同胞的气魄

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应该深有体会”，也是为了更好

地达到相声“说”“学”“逗”“唱”中“逗”的效果，因为他

的搭档叫牛群，这里的“大牛”在这里就有点调侃其搭档牛群的

味道在里面。如果两个人对换角色，或者由另外两个人来演绎这

个相声，甚至是由不认识他们的观众来观看这段相声，都不会达

到和认识他们的观众同样的效果，只有认识他们的观众才能正确

解读这个隐喻，从而达到最佳的观看效果。

我们对认知语境的研究发现，认知语境的显著特征就是它的

动态性，正是因为认知语境的这种特点，使得受话者对话语和隐

喻的理解更加准确。

三、结语

本文以关联理论为主要理论支撑，通过具体例证，对认知语

境影响下的隐喻进行了解读，主要考查了言语交际过程中的隐喻

解读。通过分析解读可以看出，认知语境不仅直接影响隐喻解读

的成败与否，而且也直接对交际效果产生影响。隐喻无处不在，

遍及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但是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

地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本文仅从交际的层面，对认知语境影响下

的隐喻进行解读。另外，对于认知语境在其他方面对隐喻解读的

影响，以及认知语境对隐喻的动态性的影响等还有待进一步的分

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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