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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隐喻的研究成为学术界一大热点，并走向方法

多元化。近年来,语料库已成为语言研究的重要工

具。现在,互联网上有许多现成的语料库,可以对不

同体裁的语料进行检索,看隐喻在不同语言、不同体

裁的语料中的使用频率、类型分布等情况。（束定

芳：2008：213）

语言学家对经济语篇中的隐喻做了大量的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隐喻在经济领域普遍存在。吴恩

峰和全晓云（2007）在研究中发现：在以经济认知域为

目标域的认知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交通”隐喻概念系

统，这个系统包括陆路、水路和航空三个子系统。然

而，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发展及其经济发展，经济语

料中的交通隐喻词条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变化。

本文采用的语料库是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

库。通过检索了语料库四大经济类报纸三年

（2007-2009）共67360条文章标题, 其中《21世纪经

济报道》29701条，《中国经营报》9890条，《经济观察

报》9121条，《金融时报》18648条，本研究发现交通

隐喻词条的文章标题有1294条。本文主要解决以

下几个问题：一、语料库中“经济是交通”隐喻词条

有哪些? 它们是如何分布的？二、本研究与前人研

究中隐喻词条的共性及其差异是什么？

二 理论基础
莱考夫和他的学生(1993:15-18)总结了事件结

构的一般规律：事件结构的不同方面,包括一些概念,

比如状态、变化、过程、行动、原因、目的、方式都被隐

喻成空间、运动和力量。一般的映射过程如下：

目标域：事件

源域：空间

状态是位置。

变化是运动。

原因是力量。

行动是自动驱动的运动。

目的是目的地。

方式是路径。

困难是运动中的障碍。

预期进展是旅游计划。

外部事件是运动的实体。

长期有目的的活动是旅程。

上述隐喻结构表明了，一些常见的抽象概念

如：时间，状态，变化，原因，行动，目的和方式可以

借助隐喻来建构。在“经济是交通”概念隐喻中，经

济的运行和发展是抽象概念，而交通是一个具体的

概念，包括空间，运动等概念。通过隐喻这一认知

工具，抽象领域经济可以通过交通域的空间、运动

等具体概念构建。

三 结果及讨论
通过对语料库中的隐喻词条统计分类，本文把

收集到的词条根据源域的种类分为三大类，分别是

陆地交通，水路交通，空中交通。为了可以更好的

比较，本文把源域分为几个子种类，如陆地交通概

念子种类分为6种，分别为道路，机动车运行，交通

规则，马车交通，铁路交通，以及动车交通。水路交

通概念子种类分为4种，包括水上交通运行，水上通

道，交通风险，以及水上交通工具。空中交通概念

子种类分为1种，飞机运行。

如表1所示，通过与前人研究吴恩峰和全晓云

（2007）从隐喻词条的源域种类，子种类，数量和频

率四个方面的对比，本文拟描述经济活动领域中交

通隐喻使用的发展和变化，并揭示本研究与前人研

究的共性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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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域种类

从源域的种类来看，都体现为三种类型，分别

是陆地交通，水路交通和空中交通。隐喻的选择不

是随意，而是由我们的经验构成的连贯系统。

（Lakoff &Johnson，1980：41）语料库中的交通隐喻词

条有的属于陆地交通范畴，有的属于水路交通范

畴，还有的属于空中交通范畴。这也表明了隐喻概

念的内在统一结构以及相应统一的隐喻词汇。

（二）源域子种类

从源域的子种类来看，都出现了陆地交通中5

种子种类：道路，机动车运行，交通规则，马车交通，

铁路交通。本研究中还出现了新的源域子种类—

动车交通，这在前人对经济报道标题2003-2006年

的研究中没有出现。动车交通范畴出现的原因主

要可以从中国动车发展的角度来解释。随着技术

的飞速发展，交通工具越来越先进。现在有各种运

输工具，如汽车，火车，高速动车，动车的速度远远

超越前两者。根据维基百科，高速铁路（高铁）在中

国是，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运营的平均时速达到

200公里或以上的商业列车运行服务。2007第六次

铁路大提速，将在繁忙铁路干线上实施时速200公

里提速，时速200公里提速线路延展里程一次达到

6003公里，部分区段达到时速250公里，走在了世界

铁路前列，这意味着中国铁路进入高速铁路新时

代。

(三) 隐喻词条的数量

从隐喻词条的数量来看，两个研究有关道路，

交通规则，马车交通，水上通道，水上风险，水上交

通工具以及空中运行过程范畴的词条在数量上相

似。

差异在于：本研究出现了74个隐喻词条，而前

人研究中出现了57个隐喻词汇。其中，本研究中有

关陆地上机动车运行的词条为21，明显多于前人研

究中出现的9个词条。本研究中有关水路交通工具

运行的词条为7个，明显多于前人研究中出现的1

个词条。交通工具运行的词条数量多的原因，可以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主要依据基础

经验来建构抽象概念。（Ungerer & Schmid，2001：

127）其中最常用的经验来源是事件概念，它是由基

本物体概念和动作概念组成。比如陆地交通概念

机动车运行中有动作概念的词条，如加速、增速、提

速、超速、减速、转向、转弯；水路交通概念交通工具

运行中有动作范畴的词条，如起航、启航、护航、归

航、掌舵、转舵、起锚。因此，“经济是交通”隐喻是

由运动范畴向经济域的映射过程。

（四）隐喻词条的频率

从隐喻词条的总词频来看，两种研究中所有隐

喻词条的总词频相当。有关交通规则，水上通道，

以及水上交通工具范畴的词条在两种研究中频率

相似。

差异在于：本研究中有关机动车运行的词条总

词频为537，明显多于前人研究中统计的总词频97.

本研究中有水路交通工具运行的词条总词频为79，

明显多于前人研究中统计的总词频10。本研究中

出现的高频词有4个，分别是路径，拐点，加速，提

速，总词频为521；而前人研究中出现的高频词有5

个，分别是路径，路线，通道，陷阱，出路，总词频为

658。本研究中出现的低频词有48个，总词频为95，

而前人研究中出现的低词频有 28 个，总词频为

101。高频词以及低频词的变化时由词条在经济认

源域 源域子种类 隐喻词条的总数 隐喻词条的数量 隐喻词条的频率

陆地交通

水路交通

空中交通

道路

机动车运行

交通规则

马车交通

铁路交通

动车交通

水上交通运行

水上通道

交通风险

水上交通工具

飞机运行

总计

2003-2006

44

9

4

57

2007-2009

53

17

4

74

2003-2006 2007-2009

20 21

9 21

3 3

4 3

8 5

0 1

1 7

3 3

3 6

2 1

4 4

57 74

2003-2006 2007-2009

910 547

97 537

17 7

67 23

67 25

0 1

10 79

5 4

73 50

2 1

67 28

1315 1302

表1 汉语经济报道标题中的交通隐喻跨时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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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域的认知功能决定的。词频高的概念认知功能

强，词频低的概念认知功能较弱。

关于机动车运行的词条频率变化，可以从机动

车数量增加以及驾车人增多的角度来分析。到

2007年底，中国有159777589辆机动车辆，与2006

年相比增加了10.2％。截至2008年底，机动车数量

达到 169887764，这与 2007 年相比增加了 6.33％。

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机动车驾驶员也增多。截至

2008年底，司机人数是180660736，与2007年相比增

加了9.3%。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汽车的运行过程

熟悉。

对于水路交通工具运行的词条词频变化的原

因，可以从中国水路建设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用于

水路建设的资金每年都会增加。水路交通安全也

不断地提高。因此，人们不会太畏惧水上运行。

四 结语
本文通过搜索了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

四大经济类报纸三年（2007-2009年）共67360条文

章标题，发现含有交通隐喻词条的文章标题1294

条。接着对这些交通隐喻词条进行分类统计，从类

型、数量、频率等方面描述经济活动领域中交通隐

喻使用的发展和变化，并与前人的研究做比较。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以下相似点和差

异。相似点表现在：（1）从源域的种类来看，都体现

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陆地交通，水路交通和空中交

通。从源域的子种类来看，出现了陆地交通中5种

子种类：道路，机动车运行过程，交通规则，马车交

通，铁路交通。（2）从隐喻词条的数量来看，有关道

路，交通规则，马车交通，水上通道，水上风险，水上

交通工具以及空中运行过程范畴的词条在数量上

相似。（3）从隐喻词条的总词频来看，两种研究中所

有隐喻词条的总词频相当。有关交通规则，水上通

道，以及水上交通工具范畴的词条在两种研究中词

频相似。

两种研究中的差异表现在：（1）本研究中出现

了新的源域子种类—动车交通，这在吴恩峰&全晓

云（2007）对经济报道标题2003-2006年的研究中没

有出现。（2）本研究出现了74个隐喻词条，而在吴恩

峰&全晓云（2007）研究中出现了57个隐喻词汇。其

中，本研究中有关陆地上机动车运行的词条为21，

明显多于前人研究中出现的9个词条。本研究中有

关水路交通工具运行的词条为7个，明显多于前人

研究中出现的1个词条。（3）本研究中有关机动车运

行的词条总词频为537，明显多于前人研究中统计

的总词频97.本研究中有水路交通工具运行的词条

总词频为79，明显多于前人研究中统计的总词频

10。本研究中出现的高频词有4个，分别是路径，拐

点，加速，提速，总词频为521；而前人研究中出现的

高频词有5个，分别是路径，路线，通道，陷阱，出路，

总词频为658。本研究中出现的低频词有48个，总

词频为95，而前人研究中出现的低词频有28个，总

词频为101。

对于两种研究中隐喻词条在种类、数量和频率

呈现出的相似性和差异，本文从社会、经济的角度

进行了分析。从中国动车发展的角度，如2007年第

六次大提速，来解释隐喻词条动车组出现的原因；

从机动车数量增加以及驾车人增多的角度，来解释

交通工具运行的词条频率变化的原因。从水路交

通建设资金的增加以及安全的角度，来解释水路交

通运行的词条频率变化的原因。本研究对于经济

领域中的交通隐喻进行了跨时段的对比分析，其研

究成果为隐喻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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