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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

《雪国列车》这部影片主要讲的是：在很久以后的未

来，由于温室效应的不断加重，各国为了应对温室效应

及其带来的伤害，发射了冷冻剂，但没想到温室效应并

没有得到解决，却让整个地球陷入了无法生存的极寒空

间。威尔福特提前预想到了这个结果，在此之前，就制

造了“永动机”也就有了后来的雪国列车。面对外面无

法是生存的世界，为了生存的人们不得已登上了这辆列

车，但是在登上列车前，每个人都被发放了车票，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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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票决定了他们的车厢，并将他们划成了三六九等。最

末节车厢的人们，只能吃着由虫子碾碎制成的蛋白质块，

而随着车厢越往前，待遇越好，直至车头的人，能够独

掌整辆列车，并能够享受锦衣玉食。为了生存下去，在

柯蒂斯的带领下，末节车厢的人们通过不断的抵抗，掀

起了一场战争。

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车厢外所拥有的生活环境，生活

措施，其实列车里都有。而且，就像人类社会中存在富

人和穷人一样，这辆列车里面，也有着这样的“等级”，

通过车厢的位置划分出了底层人民，和上层人们。也就

是说这辆列车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也是导演想要通过电

影来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段。这部电影当中不仅列车本身

就是一种隐喻，而且电影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隐喻，

为了更加深刻的剖析电影中的隐喻，本文将对于电影中

存在的基于意象图式的隐喻进行仔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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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隐喻，隐喻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乔治·莱考夫和

马克·约翰逊提出的，他们认为隐喻是存在于我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的，很早以前语言学家总认为，隐喻更类似

于一种修辞手法。但其实不然，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在

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话，十句总有八句是暗含着隐喻的，

而且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存在着隐喻的。隐喻是可以

用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一种

认知活动。隐喻将源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域，进而达到

重新认识目标域特征的目的，而实现隐喻认知依靠的是

人们所具有的身体经验和知识 [1]。

莱考夫将意象图式定义为“在我们的日常身体体验

中不断出现的相对简单的结构，比如容器、路径、联系、

动力、平衡，或者某种空间方位或关系”[1]，在电影《雪

国列车》当中，从语言、影像、行为等各方面都体现符

合意象图式的隐喻。

所以本文将从《雪国列车》这部电影当中所包含的

意象图式：上 - 下图式、链环图式、中心 - 边缘图式、容

器图式、源头 - 路径 - 目标图式在电影当中的作用对影片

进行解读。旨在通过对意象图式的应用对意象图式的概

念有更深刻的了解，也能通过意象图式的解读对这部影

片有一种新的角度解读。

2.基于意象图式的隐喻分析《雪国列车》

在正式分析电影之前，首先应当对人物进行一个简

要的介绍：威尔福特（发明“永动机”，车头主人）；柯

蒂斯（末节车厢乘客，反抗领头人）；吉列姆（末节车

厢乘客，柯蒂斯老师）；南宫民（列车设计者）；约娜

（南宫民的女儿）[2]。

意象图式是基于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体验和经验，

人的向上生长的构造决定了意象图式的本质。比如男人

这个概念，具有丰富的心理意象，并可以描述所有男

人的形状特征但是心理现象总是伴随着一个图式结构。

男人的形象是作为一个拥有上 - 下结构的组织而被构建

的，他被构建成一个拥有内部和外部的容器，也被构建

成一个具有部分的整体。根据莱考夫对于意象图式的分

类，可以把意象图式分为：上 - 下图式、链环图式、中

心 - 边缘图式、容器图式、源头 - 路径 - 目标图式。接

下来将会按照这几类意象图式来分析《雪国列车》当中

的隐喻。

2.1 上 - 下图式

上 - 下图式指的是根据上下空间以及人的身体经验

形成的一种对上下的认知，从而构成的隐喻图式。再者

根据不同的身体基础，我们得出不同的隐喻结构。比如

根据身体基础：人类和大多哺乳动物睡觉时是躺着的，

清醒时则是站着的。我们可以得出健康和生命为上，疾

病和死亡为下等隐喻结构 [1]。

电影中，女部长梅森，在末节车厢发表言论的时候，

她将鞋子放在了末节车厢人的头上。讲到：“你会把鞋戴

到头上吗？你不会，鞋子应该在脚上，帽子才是在头上，

我是一顶帽子，你们是鞋”。梅森所说的等级结构，其实

是按照身体结构，或者说上下结构的隐喻方式构建。一

个基础隐喻是：地位高为上，地位低为下。这个隐喻是

以我们社会身体基础决定：地位与社会（权力）相关，

（身体）力量是向上的。所以梅森用这个比喻其实是想

说明前面车厢的人就是高末节车厢的人一等。

这样的认知结构，这样的认知模式，对于无论是列

车创始人威尔福特，还是列车前面车厢的人，他们相信

这个隐喻，相信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相信这样才能维护

住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会认为需要保持这种等级结构，

保证列车的正常运行，对于维护整个社会是必须的。

2.2 链环图式

这个图式其实说的是“连接”的作用，这个图式中

包含了：两个实体 A 和 B，以及连接 A 和 B 的东西。

举个例子：我们在婴儿时期和幼童期，我们紧抓住

父母和其他物体不放，是为了稳住我们身体的位置，或

者把稳物体的位置，所以我们会用线、绳子或者其他物

品来连接 [3]。

把这样的身体经验带入到电影当中来理解。我们可

以发现，在电影当中，列车当中“社会”的稳定，是通

过士兵的暴力执法来达到的。士兵或者说暴力建立起了

各个车厢的社会关系。列车运行的过程中，也有好几次

暴动，但都没有成功。列车前面的领导人通过士兵来稳

住自己的地位，达到列车当中所谓的“平衡”。这么多次

的暴动都没有成功，给末节车厢的人产生了一种末节车

厢不会成功的认知模式，从而也反衬了最后男主人公柯

蒂斯的英勇无畏。

2.3 中心 - 边缘图式

我们的体验是人体具有中心（躯干、内部器官）和

边缘（手指、头发）。简单的来说，就是失去了中心，可

能会危害生命。但是失去边缘并无大碍。

在电影中，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引擎”，也就是“永

动机”。它作为整辆列车不断前进的动力，也是这辆列车

的中心。

没有“引擎”，也就没有这辆列车，车上的人们也就

活不下来。所以威尔福特为了保证“引擎”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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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让助手时不时的在末节车厢挑选小孩，用小孩的生

命来激发“引擎”的不断运转。在他们眼中，末节是边

缘的人物，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是可以被牺牲的人物。

我们可以把“引擎”看作中心，将末节车厢的人看成边

缘。这也是关于身体结构的一种隐喻。

2.4 容器图式—高阶级是“前”，低阶级是“后”

容器图式是意象图式的一种。当某一件事物被理解

为拥有一个抽象结构时，我们可以根据意象图式来理解

这样的结构。容器图式来自于人们的日常体验，如走出

一段感情、陷入爱河等，是人们在与周围环境互动中产

生的动态的、反复出现的组织模式。容器图式的结构有：

内部、界限、外部。这里的容器，既可以是有形的，如

杯子、袋子、箱子、房屋等，也可以是无形、抽象的事

件、活动、情感、思想、社会地位等 [4]。

其实我们在电影当中不难看到，到处都有关于容器

的隐喻。电影的题目“列车”其实就是一个隐喻。在外

界已经被冰冻，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列车几乎等同于一

个小型的社会，它其实包含着社会上各个阶级的人。越

靠近车头阶级越高，吃的食物、用的物品都是最好的，

而越靠近车尾，人的阶级是越低的，他们是列车当中最

底层的劳动者。这也对应着“高 - 低”社会阶级的隐喻

性概念建构，与基础的社会阶级文化价值观一致。这种

社会文化的一致连贯性在水平意象图式中的“前 - 后”

空间中，通常“前”方可意味着优先权、特权和更高的

社会阶级，甚至是更美好的未来 [5]。

看似小小的列车，看似列车里的乘客，其实是导演

奉俊昊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

一个映照和投影。人们作为这个“容器”内的事物，通

过不断的摸索，来体验这辆列车。在列车运行的几十年

当中，末节车厢的人通过一次一次的反动，来摸索着在

这个列车当中的生活方式，但每一次的反抗都没有成功。

这里导演其实是想通过列车里的生活映射到现实生活中，

他想说的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反动是十分艰难的，

跟强大的对手相比，劳动人民的力量的弱小的。这也为

后面柯蒂斯的反抗成功做了铺垫，也暗示着现实的反抗

成功也是需要一个英勇无畏的领导者，以及大家的齐心

协力的。

关于容器图式当中，整个列车也是包含着“进入容

器—打破容器—重构容器”这个结构。

为了应对全球变暖，各国发射了制冷剂，但是却造

成了世界被冰冻起来，人类无法生存。威尔福特通过永

动机制造了“雪国列车”，人们不得已只好进入到了这辆

列车当中—这就是进入容器。

但进入到了这辆列车，人们就必须按照这个列车的

规则开始执行，根据各个乘客的车票等级，威尔福特为

所有人分配了他们应在的车厢，最为贫困者生活在车尾。

由于不公平的待遇，底层人民开始反抗，试图打破这种

不公平的待遇，男主人公柯蒂斯试图占领车头，随着一

节一节车厢的打破和占领，他们来到了车头。为了逃出

去，约娜引燃了炸药，车厢爆炸之后，约娜幸存了下来，

当她走出列车的时候，发现他们并没有被冻死，能够生

存下来—这就是打破容器。

当走出了这辆列车，约娜看到了远远的北极熊活着

在她面前，这个画面似乎是在暗示，其实人们对于未知

之物终究还有把握的可能。也暗示未来又可以在这个世

界生存，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重构容器。

2.5 源头 - 路径 - 目标图式

我们的身体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每次移动总有起

点、终点、一系列连接起点和重点的相邻位置和方向。

当指称一个明确的空间终点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就

会使用“目的地”这一词语。一般来说，我们去理解一

件复杂事件的时候，通常可以根据源头 - 路径 - 目标图式

来理解。当人们借助该意向图式投射到其他经验或表达

其他抽象事物时，即形成了隐喻表达。

在电影当中，柯蒂斯为了重构列车的生态，在吉列

姆的帮助下，从列车的末节车厢开始出发，为的是到达

最前面的，装有“永动机”那节车厢。他们首先救出了

列车设计者南宫民和他的女儿约娜，之后来到了水资源

的车厢，然后进入全是士兵的车厢，一节又一节车厢的

突破，终于抵达了最前面的车厢。这个过程便符合了源

头 - 路径 - 目标图式。

在这个图式下的隐喻，是用永不停歇的雪国列车来

喻指人类社会。无论是从车头锦衣玉食极显奢华的富人

生活，到中部牲畜满栏果树盈枝的生产景象，再到车尾

衣衫褴褛靠着蟑螂制成的蛋白块生存的底层贫民。整个

人类社会，或者是说作者价值观中的阶级，便由数十节

车厢所展现。柯蒂斯是最底层的贫民，为了摆脱种种不

公平的待遇，发起了对前面车厢的对抗。通过赋予社会

底层人物丰富的形象，塑造挖掘现实生活本身来折射社

会现实。

3.启发

首先，《雪国列车》作为奉俊昊导演的作品，通过列

车来折射整个现实社会存在的现实状况。在电影《雪国

列车》当中反映出了韩国的两级分化是十分严重，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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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说明电影里面很多现象也是同

现实不谋而合的。而主人公柯蒂斯的出现不仅给了列车

上最贫穷的人带来了希望，同时也暗示着人类社会也是

有希望打破这个枷锁，重获新生的。

通过基于意象图式的隐喻来分析《雪国列车》，我们

对于意象图式所构成的隐喻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基

本层次概念和意象图式概念是根据身体经验而直接理解

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来建立较为复杂的认知模式，

反过来，意象图式也为这个模式提供了可以用于这些模

式的结构。还有我们都知道意象图式以身体经验为基础，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其实也是以我们的身体经验，直接

或者间接的经验为基础来理解的，所以在这点上，也为

我们能够解释意象图式的隐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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