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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门

”
之后话

“
深喉

”

李治平

(湖北师范学院 中文系
,

湖北 黄石 4 35002 )

【摘 要】
“

深喉
”

在美国英语中本指一种性行为
,

并用于美国电影名 ; 后来指水门事件里的
“

告

密者
” 。

汉语借入这个词
,

指熟知内情者
、

举报人等
。

本文指出这个词词义的发展演变是换喻和隐喻机

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

并解释了它在汉语中广泛使用的原因
。

【关键词】深喉 ; 换喻 ; 隐喻;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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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2 年美国的
“

水门事件
”

(W
a t e r g a t e s c

an
-

dal ) 本是一个政治事件
, “

水门事件
”

之后
,

一

旦美国国家领导人传出政治丑闻
,

新闻界便会以
“ x x 门

”

的名称冠之
,

如
“

拉链门
” “

伊朗

门
” 、 “

情报门
” 、 “

虐囚门
”

等
,

形成了一个
“ / 、

门
”

词族
。 “

水门
”

本是一个由词根复合

法构成的合成词
,

但是当由它衍生出一个词族

后
,

语素
“

门
”

逐渐失去了它意义的实在性
,

而

成了一个词缀
,

表达名词的语法意义 ; 感情色彩

上是贬义的
,

有
“

不光彩的政治事件
”

的意思
。

这个词的语言学演变
,

恐怕是始作俑者没有想到

的
。

更有意思的是
,

水门事件除了贡献
“ x x

门
”

这个词族外
,

还让
“

深喉
”

一词为人们熟

知
。

200 5 年 5 月 31 日
,

当年
“

水门事件
”

的告

密者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
·

费尔特承认

自己就是那个曾被称为
“

深喉
”

的人
,

此后
“

深

喉
”

一词一时成为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
。

例如
:

( l) 费尔特的律师康纳 日前在 《名利场 》 撰

文
,

7 0 年代初曾任联邦调查局
“

二把手
”
的费尔

特于 200 2 年亲 口 告诉他
, “

我就是 《华盛顿邮

报 》 记者伍德沃德的 线人— 人们 常说的
`

深

喉 ”
, 。

(新华网 )

(2) 美国总统布什 当地时间 6 月 1 日表示
,

“

深喉
”

曝光的消息令他感到意外
,

国防部长拉

姆斯菲 尔德 则不 予判 断
。

而 全美利起的
“

深 喉

风
” ,

则带来了一片商机
。

(搜孤网 )
“

深喉
”

一词对使用汉语的普通中国人来

说
,

并不怎么熟悉
,

心理可及性 (
a e e e s s ib i l iyt ) 不

强
,

几乎只有新闻界的人才略知一二
。

它的意思是
“

线人
” ,

最典型的例子是
“

水门事件
”

里给 《华

盛顿邮报》 记者伍德沃德告密的人
,

如例 ( l) 和

例 ( 2)
。

那么这样的人为什么称为
“

深喉
”

呢 ?

原来
, “

水门事件
”

那年公映了一部具有重要文化

意义的电影 《深喉》
,

英文是
“
dee p ht or at ” ,

其

赤裸裸的用 口进行的性行为是这部电影的主要情

节
。

在 《深喉》 公映之前
,

美国色情电影一般仅长

10 分钟
,

只在夜总会里放映
,

《深喉》 却长达 l

个小时
。

公映时
,

《深喉》 备受争议
,

曾在美国

23 个州遭禁
,

它却对美国社会产生 了特殊的影

响
,

也因此为美国民众所熟知
。

此时
,

作为影片名

称的
“

深喉
”

还是个专有名词
,

它的来源与性行为

有关
,

用性行为表示电影
,

是一种换喻的表达方

式
。

换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
, “

着重的是事物本身

的特点或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特殊关系
。 ” `” 其认

知基础来自于换者与被换者的相关性
, “

深喉
”

那

种独特的性行为与电影内容存在很强的相关度
,

所

以人们用来指称那部电影
,

十分贴切
。

因为
“

暗藏的喉舌
”

是不能轻易发言公开身份

的
,

就像要把秘密深深地扼在喉部而不吐出来一

样 ; 而作为色情意义的
“

深喉
”

也有把男性之
“

物
”

吞进喉部不外露的特点
,

所以
“

深喉
”

的色

情意义与
“

暗藏在政府内部的喉舌让人产生了
”

联

想上的相似性
, “

水门事件
”

中 《华盛顿邮报》 的

记者巧妙地运用二者的相似性
,

用一个范畴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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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的现象指代另一个范畴 (政治 )的现象
。

这

种语言表达方法是隐喻的手法
。

在认知语言学理

论中
,

隐喻被认为是人们认知
、

理解世界的一种

基本思维方式
,

它是
“

把一个领域的概念
`

投

射
’

到另一个领域
,

或者说是从一个认知域 (来

源域 ) 向另一个认知域 ( 目标域 )
`

投射
’

的认

知方式
” 。 `, ’认知隐喻即人们将一个范畴域的概念

投射到另一个范畴域
,

人们从中借取概念
、

术语

的范畴域被称为源域
,

而把借取来的概念
、

术语

所投射到的范畴域被称为目标域
。

导致隐喻发生

的动因则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相似性
。

上面例中

引用 《深喉》 的片名及其色情内容作为告密者的

化名
,

暗指深藏在政府内部的喉舌
,

片名就是源

域
,

政府内部的喉舌就是目标域
。

就是说
,

此时
“

深喉
”

既是指那部电影和色情内容
,

还可以指
“

水门事件
”

中的告密者
。

这个词最初使用时范

围很窄
,

仅仅限于上述两个方面
。

200 5 年 6 月
“

水门事件
”

中的
“

深喉
”

一承

认身份
,

立 即成为各类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
,

“

深喉
”

一词也随之见诸国内各类媒体
,

除了

( 1 ) ( 2 )中的意义外
,

还出现 了如下一些用法
:

(3) 中国的审计大案— 辽宁省佛州市
“

交

通银行娜州分行假核梢案
”
的举报者

,

交行娜州分

行工作人员她宇等人
,

却在为获得一份宁静的生活

而四处奔走
。

那次举报后
,

鲍宇提出异地安里到东

三省以外的城市
。

可至今未能实现
。

谁来保护中国
“

深喉
” ,

以及如何保护中国
“
深喉

”
.

,

这是一个

值得探讨的问题
。

( 《中国新闻周刊》 )

( 4)
“

哈根达斯
” “

维他奶
”

事件凸显标准

缺失
、

过程监管乏力— 食品安全不能光靠
“
深

喉
”
… …这些

“
名牌

”

要不是一次次被人举报并在

嫌体的穷追不舍之下不得不承认错误
,

可能这么 多

恶心事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

( 《新民晚报》 )

( 5) 周伟被劳动教养和开除党籍
,

被关钾两

年
,

生 6 场大病
,

5 颖牙齿脱落
。

出狱后他患了癌

症
,

前不久撒手人裹
,

郁郁而 去
。

这就是一个中

国
“

深喉
” 、

一 个上访者的缩影
。

后 来
,

慕绥

新
、

马向东虽然倒 台了
,

中纪委专门发 了通报
,

但周伟却为此付 出了沉重的代价
。

(央视论坛 )

( 6) 如果没有医生
“

王雪原
”

勇敢地站出来

作证
,

我们很难想象
“

哈尔滨天价 医药费
”
的丑闻

能被媒体如此彻底地揭发出来
。

为了公众利益而奋

不顾身地作证
,

我们做新闻调查的通常恭称他们为

“

深喉
” 。

( 《南方周末》 2X() 6 年 3 月 16 日 )

上述 4例中
, “

深喉
”

都是指向有关部门举报

社会负面现象的人
,

( 3) 中
“

深喉
”

举报的是银

行假核销案
,

(4) 中
“

深喉
”

举报的是
“

哈根达

斯
” 、 “

维他奶
”

的
“

卫生问题
” ,

( 5) 中
“

深

喉
”

举报的是慕绥新
、

马向东的违法问题
。

( 6)

中举报的是哈尔滨天价药费丑闻
。

由于
“

深喉
”

马

克
·

费尔特在把社会负面现象告诉执法部门这一点

上与这些举报人具有共同点
,

所以使用者直接用来

指代中国国内那些的相似的举报人
。

这种用专名泛

指一类事物本是一种换喻的修辞
,

却为词义的扩大

提供了条件 ; 同时
,

它也是一种隐喻的妙用
。

这个

隐喻中
,

源域是美国的
“

水门事件
” ,

目标域则是

我国国内的各种社会负面现象
,

源域中的
“

线人
”

和目标域中的
“

举报人
”

在概念上很相近
,

所以二

者之间可以建立起投射关系
。

听读者也容易产生意

义上的联想
,

而不会感到不知所指
。

除了上述这些用例以外
, “

深喉
”

一词还有如

下一些用法
:

( 7)
“

如何最大限度地逐利是网游公司第一

动机
,

这就要 求一款 网游要对玩家制造最大网

鹿
。 ”

一位就职于知名网游公司的业 内资深人士
“

网游深喉
” ,

历任网游策划主管等多个职务
,

他

向 《每 日经济新闻》 和盘托出了网游造瘫 的潜规

则
。

(天极网 )

这里
“

网游深喉
”

一词
,

与前有所不同
,

他不

是举报人
,

只不过是一个深谙某一领域内情的人而

已
。

此
“

深喉
”

已非彼
“

深喉
” 。

另外
,

广州本土女作家张欣写过一部题为 《深

喉》 的长篇小说
,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

( 8) 这时呼延鹅 的手机响 了
,

本来他是不接

手机的
,

但是这回却鬼使神差地下意识接听 T
,

一

个陌生的声音几乎是用命令的 口 气对他说
: “

你马

上到翁远行家去一越
,

告诉他他的妹妹有危险
,

叫

她务必小心
。 ”

呼延鹤 心 想
,

翁远行 的妹妹有危险关我屁

事? ! 我又不认识他妹妹
,

再说 了
,

我有危险的时

候怎么没有人通知我呀
,

害得我进看守所
。

对方见他不吮气
,

追问了一句
: “

你听见 了没

有?
”

呼延鹅忍不住反问了一句
: “

你是谁 ?
”

对方说
: “

我是深先生
。 ”

说完就收线了
。

这是深喉最后一次出现
,

令呼延鹅老半天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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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
”

之后话
“

深喉
”

应过来
。

他手中的扑克牌撒了一地
。

这里的
“

深喉
”

与前几例也不完全一样
,

他

指
“

一个通风报信的人
” 。

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

名电视剧即将上演
,

在媒体的作用下
, “

深喉
”

一词对说汉语的人来说
,

其心理可及性恐怕会越

来越强
。

例如
,

台湾原国民党主席连战 20 05 年 7

月 19 日在参加美国侨学界为他抵美举行的欢迎晚

宴上
,

谈及台湾
“

三一九
”

枪击案时
,

他说
“

相

信早晚会水落石 出
,

台湾也会有
`

深 喉
’

出

现
。 ”

(见当日网易新闻 )
。

“

深喉
”

作为一个舶来品
,

其产生和发展的

历程
,

是一种很有趣的语言现象
。

人类使用语言

讲究避讳
,

那些触犯禁忌的事物
,

例如那些
“

非

礼
” 、 “

不洁
”

或者不便直接说出的事物
,

一般

采取讳饰的手法
,

或者
“
王顾左右而言他

。 ”

例

如上厕所说成
“

更衣
” ,

卧病在床说成
“

采薪之

优
” ,

话本小说 《三言》 《二拍》 中的性行为多

称为
“
云雨

” 。

但有的词语
,

其本义在语言中本

来也是需要避忌的现象
,

但是当它逐渐扩大使用

范围
,

出现词义引申
,

人们使用时
,

建立起的是

语音与引申义之间的直接联系
,

而一般不会想起

这个词还有什么不便公开言说的色彩
,

堂而皇之

地使用
,

并不避忌什么
。 “

深喉
”

就是一例
,

它

的发展经历 了这样的过程
:

①电影中的性行为 ;

②暗藏在政府内部的喉舌 ; ③举报人 ; ④熟知内

情者 ; ⑤通风报信者
。

从演变机制看
,

可以图示

如下
:

源 城
:

投 I
封上

目标域
:

(换喻 )
一种性行为

一
电影名

阵 }
喻 4

、

(换喻 )
藏在政府内部的喉舌 (专名 少

一
举报人 (泛指熟知 内情者

、

通风报信者 )

如图
:
由一种性行为到指有关这种行为的电

影属于换喻表达
。

由一种性行为到暗藏在政府内

部的喉舌
,

属于隐喻表达 ; 专名
“

暗藏在政府内

部的喉舌
”

到指一般举报人属于换喻
。

经过隐喻

换喻表达
,

其所指对象逐渐扩大
,

变成了指向国

家权力机关告密的举报人以及与举报人特点相似

的一般行业熟知内情者和通风报信者
,

这时候
,

其意义与本义 已经相差很远了
,

一般的表达者是

不会知道它的来源的
。

又如汉语中的
“

跳槽
”

一

词
,

《汉语大词典》 所列三个义项为
:

①指男女

情爱上的喜新厌旧
,

见异思迁
。

②指牲畜吃盛器内

的食
,

吃了这只
,

又吃那只
。

③改变行业
,

变动工

作处所
。

其实
,

据专家考证
, “

跳槽
”

本指雌性动

物在发情期的反常表现
,

它们烦躁不安
,

食欲不

振
,

不安心在槽头吃草
,

往往蹦跳于槽头
。

这种现

象
,

在笔者家乡湖北西部的方言中俗称
“

打圈
” ,

重庆和云南东北一些地方也有
“

打圈
”

这种说法
。

后来
,

引申为公狗的发情以及漂客不断变换所漂对

象的行为
。

发展到今天
,

变成了 《汉语大词典》 的

义项③
。

这个词现在的意义和其本义差异何止十万

八千里呢 ? 当然
,

作为符号的
“

深喉
”

的使用也带

来一定的间题
,

即这种用法所依赖的背景知识不可

或缺
,

如果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
,

那么人们理解的
.

时候就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障碍
。

所以来源于源域

的原型事件的知名度和典型性 以及它对社会大众

的心理可及性相当重要
。

认知上的典型性就是原

型事件所附带的潜在语境和相关的背景知识的丰

富程度
,

它对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 的大众来

说
,

这些语境和相关的背景知识就是在长期生活

习俗
,

文化背景的熏习下形成的
。 `, ’它直接影响言

语使用者的使用和接受
。

在美国文化里
,

人们对
“

深喉
”

耳熟能详
,

所以这个用法的心理可及性

比在中国要强
,

但是由于现代传媒日益发达
,

人

们与媒体的关系须臾不可分开
,

对水门事件里的
“

深喉
”
日益熟悉

,

全球化步伐使得人们对异己

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

跨文化使用这样的词语将

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

所以我们很容易在汉语报

章上看到上面的那些用例
。

由此可见
,

从共时角度讲
,

一个词语有没有生

命力
,

能不能为人们普遍使用
,

其语源并不是最重

要的考虑
。

作为符号
,

语言单位具有两极性
,

一头

是音
,

`

一头是义
,

二者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后
,

潜

藏在词语背后的历时成因往往不会制约它的线性组

合
。

像
“

深喉
”

这种跨文化借人的词语
,

只要它符

合词义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
,

在共时层面形成稳定

的音义关系后
,

一般说来
,

使用者不会去深究它的

本义
,

往往拿来就用
。

此外
, “

汉语中不少新词

汇
、

新用法都是随着新思想
、

新概念的引人而进人

汉语的
,

但由于汉语自身的特点和表达中国社会生

活的实际需要
,

绝大多数外来的词语在结构
、

语义

和用法等方面都会发生一定变化
” ,

这是我们理解

各种引人的词语时需要注意的
。 `, ’

(下转 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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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马打各
:

在平实叙事中透视人性的本真
一

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小说 《碑》 解读
.

17

于独到的语言叙述中
,

传递出道德良知和社会责

任
,

以揭示
“

碑
”

的深刻内涵和文化要义
。

苗族作家向本贵正是领悟到了巴金所倡导的
“

要爱人民
,

要关心人民的命运
,

才可能写出好

的作品
”

的真谛
。

《碑》 中作家所倾注的情感能

使人产生共鸣
,

是因为故乡的现实牵动着他的每

一根神经
,

他也用心去真实的关注和沉思着故乡

的发展前景
。

愿作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

不断

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

品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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