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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1980年Lakeoff和Johnson正式提出概念隐喻

理论以来，众多学科如认知心理学、语言学、修辞

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甚至考古学等，都从不同

角度对隐喻理论的建立做出了新的贡献。概念隐

喻理论在语言学领域内尤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

大批卓有成效的隐喻学研究者相继涌现。国外的

代表学者主要有：Lakeoff & Johnson, Gibbs，Turner，

Grady，Sweetser, Steen 等，国内有：林书武，胡壮麟，

王寅，束定芳和文旭等。[1]相对隐喻理论的日新月

异，隐喻的实践应用却显得十分薄弱，关于这个问

题林书武先生（2002）早在第一届全国认知语言学

研讨会上就指出来了。[2]到目前为止，国外研究概

念隐喻实践应用的著作有Cameron & Low（1999）主

编的论文集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国

内只有少量的论文涉及概念隐喻理论的应用问题，

例如庞继贤和丁展平，蔡龙权,束定芳等。[1]在以往

的研究中，隐喻在外语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概括地

讲，有正反两种观点。[3]赞成者认为，隐喻既有修辞

作用，又有辅助教学的功能，如我们熟悉的物理学

把原子结构比喻为太阳系。否定者认为，隐喻的理

解存在多种可能，因此误解在所难免，如果去掉隐

喻,错误或误解就会减少。此外，隐喻的使用也会掩

盖教学问题，把复杂的间题简单化。不管如何，这

两种观点都认为隐喻在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

的。[1]笔者发现2007新版的《大学英语课程要求》中

没有明确提到对隐喻的要求，而大学英语四、六级

测试试题中，隐喻性语言的理解往往在测试的范围

之内。隐喻在英语教学中仍只是被作为一种修辞

手段而非教学内容。笔者认为隐喻是所有认知活

动的基础，而语言学习是认知活动的一种；探讨隐

喻能力与外语教学的关系从而促进外语教学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

1 隐喻
隐喻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意为转换、变化。英

语“metaphor”出现在1533 年，意指一种修辞格。传

统的语言学将隐喻纯粹看作是语言修饰的手段，是

语言中的非正常现象，是可有可无的，从而删减了

隐喻的丰富内涵。[4]Lakoff & Johnson（1980）所著的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是

把隐喻的研究纳入认知语言学领域的重要标志。

Lakoff认为隐喻是概念系统中从一个认知域“源域”

向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的跨域结构投射

（mapping），即一个范畴赖以得到解释的概念域是用

另一个概念域来解释的。隐喻一方面在日常语言

中居于中心地位，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体

现了人所居住的世界的文化模式，是交流思想、认

知、认识其他人的有力工具。[4]

2 隐喻能力
近年来，国外一些应用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师在

外语教学中积极地应用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

成果。Marcel Danesi提出了隐喻能力这个概念。心

理学家加德纳和维纳（1979）将隐喻能力界定为“理

解隐喻、解释隐喻和在恰当的语境中运用隐喻以及

评价可用于同一语境的多种隐喻性表达之优劣的

能力 ”。[5]Littlemore对隐喻能力的界定涉及四个方

面的内容，即“隐喻的独创能力,解释隐喻的流畅性，

找到喻意的能力，找到喻意的速度（Littlemore，

2001）。[5]在 Bachman的交际能力框架下，Littlemore

（2006）在阐述隐喻能力在交际能力所包含的各个

层面都起作用时,提出了广义的隐喻能力定义，其中

包括“关于隐喻的知识”及“使用隐喻的能力 ”。[5]但

他们的研究只限于儿童隐喻理解能力的发展，并未

涉及隐喻生成的语用学层面也未对隐喻能力及外

语教学的关系进行研究。

3 隐喻对于外语教学的启示作用

隐喻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纪 燕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隐喻在传统上被作为诗学、修辞学的一部分内容,其研究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如今隐喻研究已经突破了修辞

范畴，被认为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模式。隐喻理论所包含的认知意义如果被应用于语言教学中,必将为文化教学、词汇教学、篇

章教学、阅读教学等方面带来新的生气。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隐喻能力将是改进外语教学的一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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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隐喻理论研究对外语教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广泛也最为人们所认可的是它对词汇教学

可能带来的影响。[6]隐喻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模式。

概念隐喻具有使学习者构拟推理规则的内在性或

潜在性。学习者可以通过概念隐喻认识到词汇之

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普遍性，从而扩展和

生成大量词汇意义；教师可以运用概念隐喻组织记

忆模块进行同义词教学使学生了解词汇间的细微

差异, 介绍词汇意义的演变, 同时建立起目的语言

的系统观念，加强学生对目的语的深层认识。隐喻

不但能激活学习者的认知图式而且隐喻的生动性

还能够增加学习的趣味性, 使学习者在乐趣中学

习。

3.2 把以隐喻为切入点的文化学习作为外语教学的

一项重要内容。文化的学习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

性早已是语言教学工作者的共识。鉴于隐喻表达

的相对性（即相对于隐喻的泛人类性，不同认识主

体对相同的谕旨有不同的喻体与之对应）和语言的

传承性,有必要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对目的语隐喻的

文化内涵予以介绍。[6]隐喻与文化相辅相成。每一

种语言都有具体的隐喻化系统。使学生了解、熟悉

目的语的隐喻系统从而更好地理解该语言的表面

意义及深层的文化内涵，使他们利用隐喻有意识

地，有针对性地学习英语，从而形成用隐喻思维的

习惯，在外语教学中有重大的意义。

3.3 隐喻与篇章阅读教学。首先，隐喻是表达篇章思

想内容的重要手段。由于隐喻具有表象性、情意性、

加之内容的丰富性与解读的自由性，隐喻思维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英语思维的精髓和地道的语言

形式。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如理智、情感人生

意义等，都是用隐喻来表达的，因此，隐喻普遍存在

于各种文体的文本(如诗歌、小说)中。其次，作为重

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隐喻还起着衔接篇章的

重要作用，是超越词句层面成为篇章隐喻的主要组

织手段。隐喻的概念功能在语篇中产生的综合特征

形成语义的基础，并以其语域成分在同一篇章中共

现并作有规律的延伸，从而呈现出延展性和完形性

等特征，以此构成隐喻性篇章的语义框架，进而起到

连贯的作用。[7]隐喻的组篇功能可使我们在不否定

内容的前提下，加强对篇章形式的解构。从注重理

解作品内容，转变到感受和领悟语言对象的表意特

点和规律；从接受静态的语言知识，转变到学习动态

的表意经验和范式；从封闭的阅读范文，转变到开放

的生活积累和语言使用的应验。[8]

3.4 运用概念隐喻、语法隐喻知识根据具体语境需

要对词汇进行组合，使表达更精确、更得体、更富于

变化，对于写作教学也颇有裨益。[6]

3.5 培养学生用目标语思维的能力是外语教学的关

键。学生以目标语的形式结构说话，但却仍然以其

母语的概念结构思维是外语教学中的一个常见问

题。培养学生用目标语的概念结构思维的习惯是

解决问题的根本。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利用隐喻

有意识地，有针对性地学习英语，认识到隐喻在语

言中的普遍存在性，并把隐喻性思维的习惯带到词

汇，短语，句子乃至文章的学习上来。

“隐喻和隐喻能力是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实际

交际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姜亚军，2003）。”[9]隐喻

能力是对隐喻表达式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隐喻能

力的提高有赖于对目的语基本知识的学习、文化的

学习。Danesi（1986）曾断言：“学习者具有交际能力

的真正标志是能够隐喻性地使用目的语”。[6]因此

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隐喻能力, 鼓励隐喻性思

维既利于扩展知识链条又能丰富表达。

结语
隐喻既是语言现象,又是思维方式。本文认为

要突破传统英语教与学的瓶颈，在外语教学中教师

应树立教学新思维,以隐喻为重要的切入点，充分发

挥隐喻的认知功能，将培养学生的隐喻意识和隐喻

能力作为提高外语教学效果和外语学习者语言适

应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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