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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罗晨洁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

重庆 4 0 0 71 5)

【摘 要】本文首先分别 回顾了 L a k o f f 和 J 。 卜n s o 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 以及由 「a u c o n n n i e r 和

丁u r n e r 提 出的概念整合理论的主要观点
。

通过对比
,

总结出这两种理论具有相似认知过程的联系和对隐

喻现象的有区别 的理解
,

由此得出两者在解释隐喻现象时是互补的结论
。

最后指出了这两个理论存在的

缺陷
,

为发展和完善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指明了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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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隐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述到亚里士多德时

期
。

在其 《诗学》 和 《修辞学》 的论著中
,

亚里

士多德认为隐喻是
“

将另一物体的名称来指称这

一物体
” ,

其功能在于对语言的修辞和美化
。

这

种仅将隐喻看作语言层面上的修辞手法的理论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束缚了人们对隐喻的研究
。

20 世

纪 8 0 年代
,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
,

隐喻的研究出

现了向认知的转向
,

其 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概念

隐喻理论 ( C o n e e p t u a l M e ta p h o r T h e o叮 ) 和概念整

合理论 ( lB en id gn hT eo 叮 ) 的提出
。

本文在分析概

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关系的基础上
,

试图

说明这两种理论所暗含的认知机制之间的联系
、

区别以及在解释隐喻现象时的互补性
。

2
.

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理论简述

19 8 0 年
,

L a k o ff 和 J o h n s o n
在 ((我们赖以生存

的隐喻》 中首次提出认知隐喻理论
。

该理论认为

人类的概念系统 (思维过程 ) 是被隐喻性地建构

的
,

因此作为语言表达的隐喻来自于具有隐喻性的

概念系统本身 ( aL ko ff
,

19 80)
。

在后续研究者的

诸多论著中
,

对概念隐喻理论的阐释得 以逐步完

善
,

被定义为包括源域
、

目的域及其映射
、

理想

化认知模式 ( id
e a l i z e d e o g n i ti v e m o d e l ) 和意象图

式结构 ( irn
a ge s hc e m a

)在内的认知机制
。

该定义的

具体内容是指隐喻是人类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和他们

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理解
,

即理想化认知模

式 ; 隐喻是源域到目的域的直接映射 ; 在映射的过

程中保持不变的是意象图式结构
,

即
“

衡定性假

说
”

( i n v a ir a n e e h y p o t h e s i s ) ( L
a k o ff

,

19 5 7 )
。

19 8 5 年
,

F a u e o n n i e r
在其著作 《心理空间》 中

提出了心理空间理论
。

心理空间是说话人谈论实体

和其各种关系时建构的有关某一领域的信息知识结

构
·

F a u e o n n i e r
( F

a u e o n n i e r ,

19 9 7 ) 在心理空 间

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概念整合理论
。

概念整合是由

心理空间及其联系构成的具有连续性的网络结构
。

概念整合网络分为四种
:
单一框架网络

、

框架网

络
、

单向网络和双向网络
。

一个典型的概念整合是

指包括了四个心理空间的框架网络
:
两个输人空间

( i
n p u t s p a e e s

)
、

一个类属空间 ( g e n e ir e
)和一个整

合空间 ( b l
e n d e d , p a e e

)
。

两个输人空间通过跨空间

(
c or ss 一 m ap iP n g ) 部分映现联系 ; 类属空间含有

输人空间抽象出的共有结构 ; 输入空间的信息选择

性地投射到合成空间
。

合成空间中的信息经过合

成
、

完善和扩 展 的过程 形成层创结构 (
e m er g en t

st nr ct u er )
。

整合空间中产生出来的推理
、

论点和观

念可映射回网络的其它空间中去
,

实现向任意一个

心理空间的推理迁移
,

以此来修正和补充原来的输

人 空 间
,

并 改变 对 相关 情 况 和 事 件 的 看 法

( F
a u e o n n ie r & T u rn e r ,

2 0 0 2 )
。

概念整合的映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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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受到六个原则的限制
: 整合原则

、

构造原则
、

网络原则
、

解包原则
、

充分理据原则
、

换喻紧凑原

则
,

即
“

优化原则
”

(
o p t i m a l i ty p五n e i p l e s

)
.

( F au
e o n n i e r & T u

rn
e r ,

19 9 8 )

3
.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的对

比

3
.

1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的联系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的相同点在于两

者都将隐喻看成一个认知过程而不是单纯的语言现

象 ; 两者都将概念系统划分成了若干结构 —“

概念域
”

和
“
心理空间

” ; 两者都有不同结构之

间的映射 ; 两者都对映射提出了限制— 衡定性

假说和六条优化原则
。

3
.

2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的区别

从整体上来说
,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

的区别在于对人类思维建构方式的理解不同
。

概念

隐喻理论认为人类思维过程是由隐喻建构的
。

同

时
,

该理论还将隐喻分为结构隐喻
、

方位隐喻和本

体隐喻 ( aL ko ff, 19 80)
。

结构隐喻是以一种概念的

结构来隐喻地构造另一种概念
,

如以战争来建构争

论的表达有
:

( 1 ) Y
o u : C l a i m s

aer i n d e fe n s i b l e
.

( 2 )

H e s h o t d o

wn
a l l o f m y a铭 u m e n ts

。

方位隐喻指参照

空间方位而组建的一系列隐喻概念
。

例如
,

以方位

的上
、

下建构心情的隐喻有
:

( 1 ) I
’

m fe iel gn uP
.

( 2 ) H e ’ 5 er a l l y lo w t h e s e d a y s 。

本体隐喻是人们将

抽象的思想
、

感情
、

心理活动
、

事件
、

状态等看作

是具体的有形实体
,

特别是人体本身
,

如将通货膨

胀看作一个实体表达的句子有
:

( l) W e en ed ot

e o m b a t i n fl a t i o n
.

( 2 ) Ifln
a t i o n 15 b a e k i n g u s i n to a

co m e r 。

而概念整合理论认为人类思维过程是由概

念整合网络建构的
,

隐喻的思维只是整合网络的一

部分
。

概念整合在我们 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

包括意义建构
、

概念的转变
、

隐

喻和类比
、

反事实推理
、

语法及日常活动等
。

以一

群学生在寝室中自创的游戏为例
:
将捏皱的纸团扔

进垃圾桶来比赛投掷的准确度
。

新游戏就是一个概

念整合的过程
。

关于
“

篮球
”

的相关知识为输入空

间 1
, “

寝室环境
”

(含有捏皱的纸团 ) 为输人空

间 2
,

部分的映射将输人空间 1 中的篮球
、

篮筐
、

运动员与输人空间 2 中捏皱的纸团
、

废纸篓
、

学

生联结起来
。

类属空间的抽象结构为将某物投进一

个容器
。

作为新游戏
,

这一整合空间中产生的一部

分的特质来 自篮球这一输人空间
,

即将篮球投入

篮筐中
、

篮球的投掷方式
、

比赛的记分方式等
,

而

另一部分的特质来自寝室环境这一输入空间
,

即废

纸篓在地板上而不在半空中
,

以及捏皱的纸团
。

新

游戏的整合既含有原有空间的元素
,

又有自己新的

特质
。

因此
,

从认知的整体过程来看
,

概念整合理

论只将隐喻看作是一种现象而不是本质
。

从细节人手
,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的

区别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 “

概念域
”

和
“

心理

空间
”

的定义的不同
、

映射方式的不同及概念整合

理论里独特的层创结构
。

“

概念域
”

和
“

心理空间
”

存在两方面的不

同
:
范围的大小和稳定性

。

在概念隐喻理论中
,

“

概念域
”

是指高度概括化的知识结构
。

比如
“

旅

行
”

这个概念域包含旅行者
、

路径
、

起点和终点

等
。

这样的域是理想化的知识结构
,

具有稳定性
。

在概念整合理论框架下
,

F a u e o n n n i e r
等人用

“

心

理空间
”

代替了
“

概念域
”

这个术语
。

心理空间是

随着思考和交谈建立起来的
。

各个心理空间随着话

语的展开彼此连接起来
,

形成系统的工作机制
。

这

样的心理空间是在线的
、

即时的
,

具有不稳定性
。

例如
,

我们在理解词 组
“ m y h ik e a l o n g t h e A p

-

p a l a e h i a n t ar il i n Ca lr i s l e
,

eP
n n s y l v a n i a i n 19 9 0

”

时
,

建立的心理空间是从
“

旅行
”

这个概念域中提

取 了具体的
、

部分的结构
。

一个心理空间可能会从

多个概念域中提取结构
,

与概念域相比
,

是范围更

小
、

内容更具体的概念集合
。

概念隐喻理论中映射方式只能是从源域获得的

基本结构向目的域进行直接的
、

单一方向的映射
。

aL koff ( 19 8 7 ) 论述了
“ LO V E 15 A JOU R N E Y

”

的

隐喻系统
。 “

旅程
”

为源域而
“

爱
”

为目的域
。

源域
“

旅程
”

的基本结构是旅行者从起点出发
,

可

能用上某种承载工具
,

在途中可能遇到某种情况
,

最终到达 目的地
。

而这些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图式

影射到
“

爱
”

的目的域中
,

使源域与目标域建立起

了匹配关系
。

在目的域中
,

情侣对应旅行者
,

爱的

关系对应旅行中的某种承载工具
,

情侣间爱的共同

目标就是旅行的目的地
,

他们在恋爱中遇到的困难

对应 了旅途中的阻碍
。

这样看来
,

概念隐喻理论对

普遍存在的
、

系统化隐喻的解释是充分有效的
。

对

比之下
,

如果用概念整合理论的
“

多空间
”

理论来

解释这种常规隐喻
,

就会显得繁杂
。

然而
,

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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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隐喻时
,

概念整合理论就更具说服力
。

例如
“

fI C l i n t o n w e er t he iT tan ie
,

t h e i e e b e铭 w o u ld

s i n k
, ’ ,

此句引自 199 8 年 2 月出版的 W a s h in gt
o n ,

D
.

C
.

B elt w a y
。

该文章发表时 iT t an ic 这部电影正

在热播
,

而 lC in ton 总统的性丑闻事件也在全美闹

得沸沸扬扬
。

按概念隐喻的原理解释
,

源域为
“
iT t a n i。 ”

而 目的域为
“
C li n t o n ” ,

源域中的 iT
-

at in 。 和冰山分别对应从目的域中的 lC int on 总统和

性丑 闻事件
。

从源域中可以提取的抽象结构是
:

一艘巨轮向某地行进
,

途中因撞击了某物被摧毁

而沉没
。

当这样的结构直接映射到目的域时
,

根

据这个图式的推断
,

我们应得到这样的结论
:

lC int on 总统因为性丑闻事件在政途上受挫
。

而对

于这句话人们通常理解应为 lC in ot n
并没有因此受

挫而是
“

幸存
”

下来
。

概念隐喻理论得出的推论

与我们的常规理解恰恰相反
,

这说明概念隐喻理

论对这类的隐喻是缺乏解释力的
,

但这种
“

新

鲜
”

隐喻却能在概念整合理论中得到合理
、

充分

的解释
:

iT t an ic 是输人空间 1
,

lC int on 为输人空

间 2
,

输人空间 1 中的巨轮 iT t
ian

C
和冰山分别与

输入空间 2 中 lC iin on 总统和其性丑 闻事件实现 了

跨空间映射
。

类属空间含有两个输人空间共有的

抽象结构
,

即处于某项事件中的某物出于某种原

因与另一物体相冲突
,

这一冲突造成了对某物的

极端威胁
。

整合空间中 lC i in on 的丑闻对其政途产

生的影响来源于输入空间中 iT t an i。 被毁
,

而 iT
-

at in C
撞击冰山导致冰山被毁是整合空间整合的结

果
,

由此在整合空间中就可扩展出 lC iin on 的政途

仍在继续
。

陷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作为普遍的认知

机制
,

其解释力是强大的
,

但这两个理论仍有不完善

之处
。

就概念隐喻理论而言
,

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 1

.

上述提到的针对创新隐喻的问题
,

概念隐喻理论对

从旧信息中产生的新的意义的解释不充分
,

而概念

整合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 ; 2
.

概念隐喻理论本质上

是认知的
,

而其研究对象却仅仅局限于语言材料
,

那

么编码于语言中的概念是否完全由独立于语言的概

念隐喻构成便值得商榷
。

就概念整合理论而言
,

存

在以下方面的不足
: 1

.

用
“

多空间
”

理论来解释

常规隐喻显得累赘 ; 2
.

类属空间在整合网络中的

作用未作阐述 ; 3
.

心理空间包含了大量的信息
,

信息质与量的选择有较大的任意性 ; 4
.

概念整合

理论是神经活动的表征
,

推理
、

整合等一系列的详细

运作过程尚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
。

5
.

结束语

4
.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的缺

.

综上所述
,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
,

对两者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认知语

义学的发展
。

在隐喻的研究方面
,

概念隐喻理论与

概念整合理论是互补的
。

概念隐喻理论针对的是常

规隐喻
,

而概念整合理论对隐喻中产生的
“

创新
”

意义的研究有着极大的贡献
。

任何成熟的理论都需

要大量例证和数据的支持
,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

合理论都可能是人类潜在的认知机制
,

这两种理论

的可操作性还有待发展和完善
。

无论如何
,

概念隐

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为人类认识自身的思维提供

了可及性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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