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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传统的修辞学里，隐喻仅被看作是一种修辞

手段，是语言的装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渐

渐发现隐喻有认知功能。“互动论”的创始人理查

兹（I. A. Richards 1936）提出了著名的“无所不在的

原则”（omnipresent principle）①，即隐喻存在于人类

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

象，还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布莱克（M. Black 1962

1993）将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布莱克认为在隐

喻中的次要主词（secondary subject）应该当作一个

系统来看，他还提出了“激进的创造性假设”②，认为

隐喻有创造相似性的功能。随着对隐喻认知功能

进一步的探索，1980年莱考夫（G.. Lakoff）与约翰逊

（M. Johnson）合 著 的《我 们 赖 以 生 存 的 隐 喻》

（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提出了概念隐喻的理

论，开始了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道路。总结起来

概念隐喻理论有以下五个观点：（1）概念隐喻是内

在的，存在于人类的概念化过程中；（2）概念隐喻制

约着我们的行为和语言的方式，并通过语言中的隐

喻表现出来；（3）概念隐喻具有系统性；（4）概念隐

喻根植于人们的物理和文化经验；（5）概念隐喻的

内在结构是跨域映射。本文从概念隐喻的角度分

析汉语经济语篇中的隐喻，并根据源域的不同对隐

喻进行分类，努力找出其中的系统性和规律。

二 汉语经济语篇中的概念隐喻
（一）身体化隐喻

“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人类最早的认知是从

认识自己身体开始的，人们将关于自己身体和生活

的经验映射到经济领域就有了下面的隐喻蕴含和

隐喻表述。

1.经济结构对应于身体结构

a 金融是房地产的“血脉”，从紧的货币政策

“卡”住了房地产市场的“咽喉”，压缩了开发企业的

生存空间。（参考/2008年3月5日001版）③

b中国平安的股价今年从106.22元的高位下跌

到52.61元，跌幅约为50.48%，股价腰斩。（报道/2008

年3月27日012版）

2.经济领域中的关系对应于人类的情感关系

a一个是2007年的新欢创业板，一个是2006年

的旧爱股指期货，谁先谁后，这出好戏也许快要揭

开谜底了。（报道/2008年3月31日025版）

b就在一周以前，创业板还是呼之欲出、万千宠

爱于一身。（报道/2008年3月31日025版）

3.经济的发展对应于人类的成长

a中国保险业的成长性是明显好于国外成熟市

场的，因此与国际相比已经不贵。（时报/2008年3月

4日007版）

人都会走向死亡，这样的知识映射到经济领域

就有了经济主体也会死亡的表达。

b谈香港IPO市场离死亡不远，简直是无稽之

谈。（报道/2008年3月27日016版）

4.经济运行状况即是人的健康状况

a商品房成本审核实际上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

健康发展。（参考/2008年1月28日016版）

人会生病，经济发展状况不够好的时候就相当

于人生病的时候。

b美国经济疲软，但不是制造业疲软。（报道/

2008年3月31日第026版）

c能源价格上涨也给美元全面施压，因为能源

价格上涨预示着已经疲弱的美国经济还将经历更

多痛苦。（参考/2008年3月18日002版）

人生病之后需要医治，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后采

取的措施就相当于人生病之后获得的医治。

d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股市来说酷似刚刚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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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手术。（报道/2008年3月31日025版）

e然而，在业者看来，政府没有对症施“猛药”。

（报道/2008年2月18日022版）

（二）战争隐喻

战争隐喻中包括了下面的隐喻蕴含和隐喻表

达。

1.各经济主体争夺经济利益的行为就是一场战

争

a这预示着，亚洲交易所开始加入到中国上市

资源的近身争夺战中。（报道/2008年2月25日031

版）

b各大外资金融机构角逐中国市场。（参考/2008

年3月6日014版）

2.争夺经济利益中的主体即是战争各方的兵力

a热钱涌入、存款搬家、主流资金进场导致的资

金推动型牛市，使中国股市成为全球资产价格上涨

的排头兵。（报道/2008年3月31日014版）

b私营企业是进口主力军，外商投资企业进口

量增长1.9倍。（参考/2008年3月26日008版）

3.争夺经济利益中使用的方法即是战争中的战

术

a大量的上市公司参股券商，虽然在短期内实

现了低成本扩张的战略意图，但从中长期的角度而

言，对其经营业绩恐怕仍难起到长期有力的支持。

（报道/2008年3月31日014版）

b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撤离，究竟是一种真实

行为，还是战术性撤退，目前还难下定论。（时报/

2008年3月1日007版）

4.争夺经济利益的结果即是战争的结果

a一个月后谜底揭开,最终胜出者却是不以煤炭

为主业的另一央企中化集团旗下的中化国际。（报

道/2008年3月26日017版）

（三）旅行隐喻

旅行可以简化成“起点—路径—终点”这个意

象图式，经济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从起点出发，经过

一定的路程，克服道路中遇到的障碍，最终到达终

点的旅行。

1.经济发展的方式即是旅行中的道路

a政府必将强化其责任；但人们在担心，一旦政

府走错了路，新医改又会误入歧途。（报道/2008年2

月21日003版）

b寻觅上市路径。（报道/2008年 3月 27日 017

版）

2.经济发展的起始状态就相当于旅行的起点

a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正处在新的起

点。（报道/2008年2月26日009版）

3.经济发展的目标即是旅行的方向

a新医改方向不明的总根源，恐怕来自“政府主

导”和“社会公益性”这七个字。（报道/2008年2月21

日003版）

b天津逼近中国资本市场第三极，但另一个问

题也随之而来：目前的三板市场何去何从？（报道/

2008年3月26日015版）

4.经济在发展就相当于旅行中的人在行走

a在3月25日公布的利空数据打击之下，持续

飙升两个交易日的美国股市不得不停下脚步。（时

报/2008年3月27日004版）

b这表现在，资金依然过剩，但入市步伐减缓并

受控。（报道/2008年2月27日015版）

5.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即是旅程中存在的障

碍

a他认为2008年是PE(Providence Equity)道路崎

岖不平的一年。（报道/2008年3月31日031版）

b然而，无论既定业务的扩展，还是进军原创，

幸星都需要跨越两道栏杆：一是钱，二是人。（报道/

2008年2月18日022版）

（四）水流隐喻

在经济领域中常常会把资金、人才等看作是液

体。

a在窝轮资金流向方面,陈其志表示，3月20日

当日，市场有约8500多万港元资金流入恒指Call(认

购)轮，而大约有1.5亿港元资金净流出恒指Put(认

沽)轮。（报道/2008年3月26日016版）

b如果资金回流证券市场，不仅带来流动性，更

能促进上市公司的价值发现。（报道/2008年2月26

日015版）

与水有关的还有泡沫，在经济领域中常用“泡

沫”来形容那些虚假的经济现象。

c中国太保跌破首次发行价,是前期过高发行泡

沫价格的破裂！（报道/2008年3月27日009版）

液体的温度高到一定程度就会蒸发，温度低到

一定程度时就会凝固，这样的经验也被映射到经济

领域，所以有了下面的隐喻表述。

d一般统计是25000亿美元的房地产价值被“蒸

发”。（报道/2008年3月27日003版）

e单日震荡幅度不断加大的A股或许存在突如

其来的机会，而申购新股资金至少会被冻结3天，很

可能丧失这些机会。（报道/2008年2月29日012版）

（五）纸牌隐喻

在纸牌隐喻中，经济活动被看作是一场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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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市场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报道/2008年3月27

日015版）

b在资源上获得突破，显然已成为黄金企业在

竞争中能否占据上风的“王牌”。（时报/2008年2月

29日008版）

（六）气候气象隐喻

在经济领域中，经济运行状况不好会被看作是

坏天气，良好的状况则是好的天气。

a或许，随着春天脚步的临近，我国资产证券化

市场有望冲破次贷危机的阴云，迎来一片春意盎然

的景象。（时报/2008年3月27日005版）

b英国基金遭遇寒流。（报道/2008年2月25日

027版）

c仿佛一夜之间，困扰A股市场多日的再融资

阴霾消散了。（报道/2008年2月27日015版）

（七）冷、暖/热的感知隐喻

冷、暖/热是人身体的一种自然感觉，在我们的

经验中冷会给我们不好的感觉，而暖则会给我们较

好的感觉，热给我们的感觉则比暖更强烈一些。在

经济领域中行情好为暖/热，行情不好则为冷。

a此外，前述分红因素也将导致市场回暖时大

蓝筹的多空分歧加剧。（报道/2008年3月31日026

版）

b证发投资投资总监王坚这样描述当时的市场

燥热气氛……（报道/2008年3月31日014版）

d在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从紧后，随着房地产

市场的转冷，个人新增住房贷款增速减缓说明了什

么？（时报/2008年2月29日 005版）

（八）机器隐喻

在机器隐喻中经济活动被看作是一台运转的

机器，把关于机器的经验映射到经济领域就有了下

面的隐喻表述：

a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报道/2008年2月26日

009版）

b在曝出拖欠保证金后，凯雷资本和债权人进

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债券银行表现强硬，仍然启

动强制清算程序。（报道/2008年3月31日031版）

（九）颜色隐喻

在颜色中“红”、“绿”、“灰”这三种颜色常作为

源域，红色代表繁荣的；绿色代表着和谐；而灰色则

会表现一种不正当。

a 2007年,新加坡房地产业一片火红,私人住宅

价格上涨了6.6%,达11年来最高水平。（报道/2008

年3月24日012版）

b目前已建立起来的绿色环保经济体系，是我

们迈向绿色经济的起点。（时报/2008年3月3日001

版）

c公布商品房的平均成本，能够把房地产行业

放到阳光下，使一些不规范的操作无机可乘，让一

些灰色成本再难以躲藏，有利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

发展。（参考/2008年1月28日016版）

（十）动物隐喻

动物隐喻中“龙”、“熊”、“牛”是常见的三个源

域，“龙”代表地位强势的企业，“牛”和“熊”是股市

中的常用语。

a结合近期钢材价格的上涨导致龙头企业收益

和“宝钢兼并重组韶钢和广钢，两企业全部进入宝

钢集团”这样的实质性利好来看，证明了前期选择

的正确性。（报道/2008年3月27日012版）

b经历了两年牛市，信托公司在2008年股票市

场上蹿下跳的波动中开始迷茫：股市低迷时，信托

公司该干什么？（时报/2008年3月3日004版）

c该策略师认为，这带有熊市的典型特征。（时

报/2008年4月1日004版）

三 结语
隐喻映射是部分映射，每一个概念隐喻只能凸

显目标域某一方面的特征，而隐藏了与其不一致的

特征，要全面理解一个概念就需要多个概念隐喻来

凸显目标域各个方面的特征，这些概念隐喻之间是

相互协作、系统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的相同的隐

喻蕴含使隐喻表达互相交叉，构成一个网络。通过

分析，笔者发现汉语经济语篇中存在十种概念隐

喻，这十种概念隐喻相互交叉，编织出了一个巨大

的概念隐喻网络，利用生活中各种具体的经验去理

解经济中抽象的理论，有些隐喻已经成为经济语言

中的一部分，规约化的程度很高，以至于我们很难

发现哪是隐喻，这就更能说明隐喻强大的认知功

能。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只是粗略的分析了一下

这十种隐喻，还需要更深入一步的研究，以期发现

更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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