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引言

亚里士多德在 《修辞学》和 《诗学》两部著

作中首先论述了隐喻 !"#$%&’() *。他认为，隐喻和

借喻、讽刺、夸张等和其他修辞手法一样，只是

一种修辞手段。两千多年以来，这种传统的诗性

隐喻在西方的隐喻研究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到了

+, 世纪，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产生，人们开始从一

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隐喻并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

场挑战传统隐喻观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指导理论

是由莱考夫 ! -%.(// *和约翰逊 ! 0(’12(1 * 在 345, 年

出版的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初次提出

的概念隐喻 ! 6(16#&$7%8 "#$%&’() *。他们认为，隐

喻不仅仅是语言的，更是思维的。它在本质上是

概念的，并且通过语言体现出来。人们倾向于用

隐喻的手法来表征抽象的概念。人类之所以在语

言表述中使用隐喻手法，是因为人类的概念系统

是隐喻性的，语言的隐喻表述与隐喻概念是有规

律有系统地联结在一起的，人类可以通过语言的

表达来研究隐喻概念表征的性质和特点。如人们

常说 “死亡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 “死

当然是肉体的解放”等隐喻性表达。因为这些语

句都来自于 “死亡是解脱”这一隐喻概念。本文

试着从人类生活和日常用语中对死亡概念的表述

入手，在收集中英死亡隐喻语料、对死亡隐喻语

句进行归类的基础上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死亡的

隐喻概念有哪些？是怎样构建的？中西文化的死

亡隐喻概念是否一致？

二 概念隐喻

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人们对隐喻的看法发生了

巨大的改变。隐喻不再局限于是一种修辞手法，而

是人类认知的中心机制。在众多的隐喻理论中，最

具有代表性和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由莱考夫和约翰逊

! -%.(// 9 0(’12(1: 345, * 提 出 的 概 念 隐 喻

! ;(16#&$7%8 "#$%&’() *。这种隐喻观认为，隐喻不

仅仅是语言的，在本质上，它更是概念的认知的，

它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用语和思维中。它是我们

认知整个世界时所使用的一种常见的、常规的、必

不可少的手段。借此，人们可以进行抽象的逻辑思

维以及理解抽象的概念，如，时间，状态，变化，

因果关系和目的等等。

概念隐喻还认为，隐喻是跨越两个认知领域源

域 ! 2(7)6# <("%=1 * 和目标域 ! $%)>#$ <("%=1 * 之间的

映射 !"%&&=1> *。日常思维中包含着成千上万隐喻

映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隐喻性映射不是任意的，

它深深植根于人类的身体和人类对物质及文化世界

的亲身体验。因此，隐喻的本质就是用一种具体事

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抽象事物。

从某种程度上说，概念隐喻是一种研究问题的

方法论。人们可以运用它来分析蕴涵于不同认知域

的知识是怎样通过隐喻构建的。语言学家进行了许

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多数主要描述说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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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何认知和表达这些认知域。莱考夫和特纳

" #$%&’’ ()*+,-+. !/0/ 1 较早地对英语中的死亡隐

喻进行了研究。他们归纳了以下英语中的 0 个表

示 死 亡 的 隐 喻 概 念 ： 234)5 67 23849):93.
234)5 67 ;6<5) "4 #6=3)6>3 67 4 24?1. 234)5
67 @6;)39 "4 #6=3)6>3 67 4 ?3491. 234)5 67
7#338. 234)5 67 76#3;A3. 234)5 67 4 8397B;.
234)5 67 4 =6;4# 237)6;4)6B;. 和 234)5 67
23#6C394;A3 "#6=3 67 DB;24<31。

中华文化蕴涵着许多死亡隐喻，对死亡隐喻

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汉语中的死亡隐喻的构建

方式并进一步洞察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本文

旨在通过研究中西文化中的死亡隐喻表征是否具

有一致性，验证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隐喻是人

们认知整个世界的方式这一观念的普遍性。本文

的语料广泛来源于报刊、文学作品、各类经典辞

典和日常对话。

三 死亡

据记载，死亡在许多文化和社会中被认为是

一种忌讳。而它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谈论得较多

的一种自然现象。为避免直接提及，人们通常会

委婉地、隐喻性地表述这一概念。具有悠久历史

的 中 国 文 化 似 乎 更 擅 长 于 隐 喻 性 地 表 征 死 亡 概

念。这可能也是汉语中富含委婉语的原因之一。

在 汉 语 中 常 见 的 表 示 死 亡 的 委 婉 语 有 ： “去

世”、 “牺牲”、 “乘鹤西去”、 “翘辫子”、

“蹬 腿 ” 、 “寿 终 ” 、 “谢 世 ” 、 “弃 世 ” 、

“作古”、 “驾崩”等等，还有许多出现在文学

作品中的表示死亡的隐喻性语句。这部分将对广

泛收集到的汉语隐喻性语句进行分类，从而回答

汉语中有哪些死亡隐喻概念和这些隐喻概念是如

何构建的这两个问题。

! 一 " 死亡是离别

人的一生经历三个主要的阶段：出生、活着

和 死 亡 。 其 中 ， 出 生 被 人 们 概 念 化 为 “到 来 ”

（$++EF$G）； “活着”被认为是以到来为起点的旅

途 " H&*+,-I 1；最后， “死亡”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

结束这次旅途的离别 （J-K$+L*+-）。基于人们对人

生 的 隐 喻 性 认 识 ， 出 现 了 人 生 是 旅 途 （#6=3 67
MB:9;3?）这一概念隐喻。 “离开人世”也成为

汉语中最基本的一种表示死亡的概念隐喻。在这

里，人世被描述为居于两点间的有界限的空间，包

括进入这个世界的入口 （-,L+I）和离开这个世界的

出口 " -NEL 1。而活着便是徘徊在这两点之间的旅途

" H&*+,-I 1。在这一点上，汉语和英语具有共性。比

如说，在英语中常用 “J-K$+L”， “J-K$+L ’+&O LP-
Q&+GJ”， “K$RR $Q$I”， 和其他的隐喻语句来表

达死亡这一概念。这些隐喻语句同样可以在汉语中

找到对应的语句，如 “去世”， “逝世”， “谢

世” “与世长辞”等等。

! 二 " 死亡是循环的自然事件

!S 季节循环。人们在认知一生的三个阶段，

即出生、活着、死亡的时候通常会联系一些自然界

的 循 环 ， 如 季 节 （4 #6=3)6>3 67 4 ?349.
234)5 67 @6;)39）、昼夜的更迭 （4 #6=3)6>3
67 4 24?. 234)5 67 ;6<5)）。这三个阶段与四

季相对应，春季代表青少年，夏季代表青年，秋季

代表老年，冬季则代表死亡。在西方文化中，人们

通常借助四季来表征人生。而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比

西方人更具体、更倾向于用代表着春夏秋冬这四个

季节的具体的景物或者是微妙的变化来表示人生。

这时人们通常将概念隐喻 4 #6=3)6>3 67 4 ?349
和 83B8#3 493 8#4;)7 结合在一起使用。请看

下面的例子：

“今日青门葬君处，乱蝉衰草夕阳斜。” （唐·王

涣 《悼亡》）

在例句中， “衰草”和 “夕阳”是借助 83BT
8#3 493 8#4;)7 这一概念隐喻来表征死亡的典

型例子。此时，人被构建为植物。就像植物会枯萎

一样，人也会在其老年失去原本的活力。除此之

外，人们还用收割来表示死亡这一概念。因为收割

通常是发生秋末，即死亡即将来临的冬季的前夕。

比如， “‘生’就是耕作， ‘死’就是收获，也就

是人生的归结。”

US 昼夜更迭。概念隐喻 )53 #6=3)6>3 67
4 24? 和 234)5 67 ;6<5) 借用了自然现象中昼

夜更替中的夕阳来表示死亡即将来临。濒临死亡的

人通常被比喻为夕阳，如， “秦苑已荒空逝水，樊

天无限更斜阳 ” "韩幄 《感旧》 1。夜晚的黑暗代

表着死亡，有时，烛光或灯光的熄灭，然后整个场

景被夜色的黑暗所吞没。这时，通常用衰弱的灯光

或烛光隐喻性的指那些垂死的人。如， “死生为昼

夜” （庄周 《庄子·至乐》）。 夜晚不仅仅带来

黑暗，它还是人们睡着的那一段静谧的时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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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沉 睡 的 人 们 就 像 一 具 具 尸 体 一 样 冰 冷 、 寂

静。由于死亡和沉睡之间存在着这些共性，人们

习惯于用 #$%&’ () )*$$+ 和 #$%&’ () )(*$,-$
这两个概念隐喻来表征死亡，如， “她似乎是在

一 阵 痛 苦 的 发 作 以 后 昏 沉 地 睡 去 了 ” （巴 金

《秋》。”

./ 死亡是目的地。生命的到来标志着旅途的

开始，人活着意味着他旅途中行进，人生的最终

目标是旅途的终点站，人生中遇到的苦难险阻与

旅途中的障碍相对应。人生的离别还意味着超越

人 生 的 另 外 一 场 旅 途 的 开 始 ， 这 一 旅 途 也 有 终

点。这样，死这一动作就成为以离开人生为起点

的另一场旅途 （#0(,1 () % 2345,$0）。死亡便

成为这场旅途的终点站 （#$%&’ () % 6(,%* #$)7
&(,%&(3,），如， “一切出生于尘土，也都归于

尘 土 。 ” ， “人 的 一 生 是 走 向 死 亡 的 一 次 旅

行。”， “视死如归”， “下地狱” 等等。

8/ 拟人。汉语中有许多拟人语句，尤其用于

表 达 死 亡 、 生 活 、 时 间 和 病 痛 等 抽 象 概 念 。 其

中 ， 死 亡 的 拟 人 化 表 现 手 法 有 两 种 。 第 一 种 与

#$%&’ () #$+%5&45$ 这一概念隐喻密切相关。

死亡被认为是纳人性命的使者。第二种与 +$3+*$
%5$ +*%,&) 这一隐喻概念相关，死亡被认为是冷

酷无情，手持镰刀的死神。死亡还被视为一种取

人性命的移动物体，即召唤者 （9:;;<=>?）。作为

死 神 （?>@A>?） ， 死 亡 可 能 表 现 为 人 类 的 敌 手

（@BC>?9@?D） E如，敌人、野兽、纳命者 F。在汉语

中，人们也常用 “阎王爷”， “牛头马面”等能

够索取人们性命的东西来隐喻性地表达死亡。

死 亡 还 被 隐 喻 性 地 构 建 为 一 种 移 动 的 实 体

E;<CG=H >=IGID F，移向静止的观察者；它也是一种

容器 E J<=I@G=>? F，任由观察者靠近，进入，走出，

和穿过。如汉语中的 “灵魂出窍”， “魂魄脱离

肉 体 ” 。 英 语 中 有 许 多 这 样 的 例 子 ， 如 “KGL>
A@99>9” ， “KGL> ;<C>9 L<?M@?B” ， “KGL> H<>9
@M@D N 9KGA9 L?<; <:? O@=B9” ， “;D KGL> G9 LGKK>B

MGIO 9<??<M”， “O> >=I>?9 G=I< O>? KGL>”， “OG9
B>@IO J<;>9”， “O> H<>9 I< B>@IO”等。除了上文

提到的隐喻概念，英语和汉语中还有其他为数较少

的 隐 喻 概 念 ， 如 ， “#DG=H G9 I< J<=9:;> <=> P 9
KGL>” E *(6$ () 633#F ， “I< J<;AK>I> <=> P 9 @B7
C>=I:?> <L KGL>” E *(6$ () %, %#Q$,&45$F， “I<
B>9J>=B L?<; IO> 9I@H> <L KGL>” （*(6$ () %
+*%0） ， “I< R?>@S <=> P 9 KGL>” E *(6$ () %
T5(&&*$ 3T2$-&F和 #$%&’ () % )3,1 （ “生命

的 歌 声 停 止 了 ” ， “B>@IO G9 IO> K@9I I:=> <L <:?
KGC>9” ） ， #$%&’ () % 1%U$ （ “I< AK@D IO>
H@;> <L B>@IO”）， *(6$ () T3,#%1$， #$%&’
() #$*(Q$5%,-$ （ “死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一

种解脱”）， #$%&’ () #$T& （ “谁死了也就是

还清了债”），#$%&’ () U$#(-(,$ E “死是治

疗一切疾病的良方” F等。

总之，汉语中的死亡概念隐喻可以粗略地概括

为以下 !8 个概念隐喻：#$%&’ () #$+%5&45$，

#$%&’ () % 6(,%* #$)&(,%&(3,， #$%&’ ()
,(1’&， #$%&’ () #$*(Q$5%,-$， #$%&’ ()
V(,&$5，#$%&’ () #$T&，#$%&’ () )*$$+，

#$%&’ () U$#-(,$，#$%&’ () % )3,1，#$%&’()
)(*$,-$，#$%&’ () % +$5)3,，#$%&’ () %
1%U$，#$%&’ () % 2345,$0 和 #0(,1 () U3Q7
(,1 $,&(&0。

四 结论

本文试图描述汉语死亡概念的隐喻结构，旨在

证实隐喻性思维的跨文化普遍性。研究表明英语和

汉语在隐喻映射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跨文化的差

异性只是较为明显地表现在诗性语言上。同时，这

篇文章进一步验证了人们对抽象概念的认知本质上

是隐喻的，并且为基本隐喻映射的普遍性提供了又

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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