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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语运用中的语境与概念转喻探究

龙德银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

四川 达州

【摘 要 】反语运用 中的语境包括言语交际者的主体因素和运用环境的客观因素
,

它往往能起到暗示和限制 的作用
。

反

语运用 涉及到的是整体的部分之间相互转换而产生的转喻
,

话语 之所 以 能够转指话语一 ,

是 因为话语 的认知突显度高于

话语一 ,

始源域之所 以 能够激活 目标域
,

并为 目标域提供心理通道
,

是基于这两个概念实体间的邻近性
,

话语 与话语 一 在语

义方面呈现出反向相邻性
,

说话人运用反语转喻而不直言跟说话人的意图有关
,

概念转喻是反语意义发生转移的心理必经之

路
。

【关键词 】反语运用 语境 概念转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一
、

反语研究回顾 例 你好
,

你当然好了
。

尽给我们帮倒忙
,

你

反语研究由来已久
,

并且反语研究的侧重点也 可是咱们这儿的活雷锋啊
口〕

在悄然发生变化
。

传统的反语研究着重分析反语 例 具有典型的文化色彩
。

在中国
,

雷锋可 以

的构成
、

分类
、

语用功能
、

修辞作用等
,

反语研究发 说是助人为乐的代表
,

一提到雷锋就会联想到许许

展到 目前则侧重运用认知语用学
、

心智哲学的理论 多多感人的事迹
。

然而
,

为一位尽帮倒忙的人喝

等对其运用机理进行研究
,

黄缅
、

龙德银 等对 彩
,

还称其为
“

活雷锋
” ,

这有悖于我们中国人的社

反语的运用机理等进行了探究
。

即便如此 反语研 会意识和经验常识
。

很显然
,

说话人说的是反语
。

究还没有结束
,

反语仍旧是人类认知的未解之谜
,

反语运用的 目的之一就是达到嘲讽的效果
,

为了达

反语运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
,

它涉及 到这一目的
,

说话人显然是在反话正说
。

黄缅
「〕
认

到人的认知和大脑的功能等
。

因此
,

反语研究要尽 为
,

反话正说类型的反语是由说话人想要表达贬义

量摆脱语言的束缚
,

并注重提升人类的认知和思维 的意向性为起点的
。

说话人没有按照常理运用贬

能力
。

反语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意义的转移
,

反语运 义词来表达 自己的意图
,

而是选择了褒义词来表达

用则利用的是心理上相邻关系的联想
,

是源于同一 自己的意图
,

并希望听话人根据当时的语境把该话

个认知域下 的两个次范畴之间的投射
。

意义的转 语当作反语来理解
,

这足以见识到说话人的语言能

移必须依靠语境来实现
,

而源于同一认知域下的两 力和文化修养
。

个次范畴之间的投射则可以利用概念转喻对其做 反语运用 的另外一个 目的就是达到诙谐
、

风

出解释
' 。

那么
,

反语运用中的语境究竟指的是 趣
、

幽默的效果
,

为了达到这一 目的
,

说话人往往使

什么 语境在反语运用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反 用一些贬义词来表达褒义
,

也就是正话反说
。

正话

语运用中的概念转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反说类型的反语是 由说话人想要表达积极的意向

概念转喻是如何运作的 有什么样的规律 针对 性为起点的
,

出于多种原因
,

说话人没有运用褒义

这些问题
,

本文探讨反语运用中的语境与概念转 词来表达自己的意图
,

而是选择了贬义词来表达 自

喻
。

己的意图
,

并希望听话人根据当时的语境把该话语

二
、

语境 —反语运用的外部环境条件 当作反语来理解
。

例如
,

有这么一对恩爱的老夫

黄缅指出
,

反语运用必须依赖于语境伙龙德银 妇
,

妻子很疼爱 自己的丈夫
,

但丈夫又有爱喝酒的

通过研究也发现
,

语境是反语运用不可或缺的外部 习
`

喷
,

一天
,

妻子深怕 自己的丈夫又会因喝多了酒

环境条件
,

并在相邻关系合适的环节中推理出合适 而伤害身体
,

因此随 口对他说 了句
“

死老头子
,

少

的选择
。

反语运用中的语境包括言语交际者的主 喝点酒
”

根据社会意识和经验常识来判断
,

妻子说

体因素和运用环境的客观因素
,

主体因素包括言语 这句话运用了反语
,

她称 自己的丈夫为
“

死老头子
”

交际者的语言能力
、

文化修养
、

社会意识
、

经验常识 并无恶意
,

如果他把她说的话当作反语来理解
,

一

等
。

例如 切都相安无事了
。

但如果他的语言接受能力差
、

文

收稿日期 一 一

基金项 目 四川文理学院人文社科项 目
“

英汉一词 多义现象的认知研究
” 。

作者简介 龙德银 一 ,

男
,

四川 大竹人
,

讲师
,

硕士
,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

二语习得
。



西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卷

化修养偏低
,

没能真正理解她的意图
,

这句话就可

能成为他们之间矛盾的导火索
。

运用环境的客观因素包括上下文语境
、

跟言语

行为发生时具体情况相关的情景语境
、

以及跟事件

发生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的社会文化语境等
。

例如
, ,

和 曾经是三个生意上合作得很

好的朋友
,

但后来 为了经济利益出卖了
,

使

蒙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

一天
,

与 聊

天时谈到了
,

说了这句话
。

其实
,

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反语得依

赖当时的上下文语境
。

如果 说这句话是指

曾经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

那么 说的这句话就是

普通话语 但如果 说这句话是指 为了经济

利益而出卖朋友
,

致使好朋友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

又不好当着 的面重提不愉快的往事
,

那么

说的这句话就是反语
。

根据当时的情景语境和社

会文化语境可 以得知 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朋友
、

致使好朋友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人绝不可能是一

位好朋友
。

另外
,

文旭认为
,

在反语运用过程中语境往往

能起到暗示和限制的作用
「〕。

反语运用中的语境暗

示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反事实的语境暗示
,

即如果说话人说出一句

非常不符合事实的话语
,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断定他说的话语就是反语
,

其话语越偏离

事实
,

其运用反语表达意图的可能性就越大
,

听话

人可以依照此原则判断说话人的意图
。

例如

例 当三位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

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
,

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

的伟大呵 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
,

八国联军

的惩创学生 的武功
,

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

鲁迅 《纪念刘和珍君 》

刘和珍等无辜青年在请愿时被当时的反动政

府屠杀了
,

而被杀害的无辜青年刘和珍曾经是作者

的学生
,

在这种语境下作者写的这篇文章
,

其意图

十分明显 不是歌颂反动政府的丰功伟绩
,

而是斥

责他们杀人的血腥之举
。

夸张语境暗示
,

即指反语常与古典修辞格连

用
,

夸张便是其中一例
,

说话人的话语

陈述得越极端
,

他就越有可能运用反语
。

例

女口

例 你问我家姚老五的技术吗 太差劲了
,

他

做的门窗硬是找不到缝儿
,

他刨的地板
,

连苍蝇也

落不住
。

乐牛 《关主任 》
通过例 的语境可以得知 说话人说的是反语

,

她不是在贬低她家的姚老五做的木工活太差劲
,

而

是运用夸张的说法
,

赞扬她家的姚老五木工精湛
,

做的门窗好得硬是找不到缝儿
,

刨的地板光滑得连

苍蝇也落不住
。

附加问句语境暗示
,

即话语后面跟一个附加

问句
,

通过语境暗示反语
。

说话人使用

附加问句是让听话人关注此话语
。

例如

例
, '

例 中的附加问句省去仍是反语
,

但加上附加

问句后该话语显得更是直接的反语
,

并且也不会引

起歧义
。

直接暗示
,

即在某些情况下
,

说话人可 以通

过加否定词
“ ” , “ ' ”

等来否定话语的字面意思
,

从而达到直接暗示

反语的意图
。

例如

—体态暗示和韵律暗示
,

前者是指可 以通过奇

异的面部表情或手势来暗示反语意图
,

后者是指强重音
、

鼻音化
、

讲话速度慢等都可

能暗示反语意图
。

例如

,

语法化的暗示
,

即在自然语言中
,

有的词语或

句法结构已语法化为表示反语的标记
,

在英语中含有
, , , ,

等

的话语表示反语的可能性极大
。

例如

说话人可 以利用以上这些语境暗示来表达 自

己的反语意图
,

听话人也可 以根据这些启发去理解

说话人的意图
。

同时
,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
,

反语运

用还要至少受到以下两种语境条件的限制 非对称

限制和共同背景限制
,

前者是指一般情况而言
,

反语

是对负面情景的正面评价
,

而不是相反 后者是指听

话人对反语成功地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对说话

人过去的经验以及目前的信念有所了解
。

由此可见
,

语境在反语运用过程中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

它往往能起到暗示和限制的作用
,

并

为反语 的意义转移提供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条

件
。

在反语运用过程中
,

话语 升经过语境过滤弓

理解为话语
一 ,

这里的话语 就是反语
,

话语
一
与

话语 语义相反
,

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反向相邻关

系
。

话语 经过语境过滤
,

实现意义转移
,

最终理解

为话语
一 。

话语 意义转移为话语
一 ,

这一心理过

程可以通过概念转喻来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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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概念转喻—反语意义转移的心理途径

在传统修辞学中
,

转喻是指 与 之间的替代关

系
,

这里的 和 都只是停留在语言层面上
,

并具有一

定 的相邻关系 现代修辞学将转喻定义为
“

横轴

上的语言符号之间的邻近关系
” 「“尹

这些定义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

因为转喻只停留在语

言层面上
。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
,

人们开始意识

到转喻的认知本质
。

它不仅是一种修辞工具
,

而且

也是一种认知机制
,

是概念
、

思维层面的问题
,

对于

人类的推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是在同一认知域

中用一个突显的事物来代替另一事物 甲
一 。

正是

由于转喻的概念本质
,

认知语言学家们将转喻称作

是
“

概念转喻
” 。 「, ' 〕 , 。

指出转喻投射

发生在单一认知域中
,

而不涉及跨域投射
。

「, “ , 一 。

将转喻分为两大类
,

即整体与部分

转喻以及整体的部分之间相互转换而产生的转喻
。

李文浩 齐沪扬
习
认为

,

转喻的始源域和 目标域之间的

认知突显是转喻形成的动因
,

转喻的实现机制是由激

活来实施的
,

邻近性是转喻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

在反语的意义发生转移的心理过程中体现出

了概念转喻
。

首先
,

反语运用涉及的是整体的部分

之间相互转换而产生 的转喻
。

例如
,

在同一层面上

讲
, “

好
”

可以细分出以下语义相邻的表达 …十分

好
,

好
,

较好
,

不够好
,

不好
,

很不好
,

差
,

很差
,

十分

差 …
。

在一定的语境下
, “

好
”

可以跟与其相邻的表

达相互之间进行投射
。

在例
「
中

,

通过语境可 以取

值
, “

你好
”

可以激活并且转指
“

你不好
” ,

因为你
“

尽

给我们帮倒忙
” ,

所以你也不是
“

咱们这儿的活雷

锋
”

了
。

这里的
“

好
”

与
“

不好
”

是有关人的品质这一

范畴下处于同一层次上的两个概念
。 “

好
”

与
“

不好
”

具有邻近性
,

具体表现在语义方面呈现出反向相邻

性
,

这构成了反语转喻的基础
。

其次
,

从认知突显的角度来讲
, “

好
”

跟
“

不好
”

相比更具有突显性
,

人们往往愿意听到一些正面评

价
,

哪怕是对负面情景的正面评价
,

这也说明了说话

人为什么使用反语
“

好
”

转指
“

不好
”

而不直言
“

不

好
”

的原因所在
,

这其中的机理跟说话人的意图有

关
。

我们在阐释反语时不能忽略说话人的意图
,

在

大多数的情况下
,

说话人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明确的

意图
,

而是有多个可能的意图
。

一句话语之所以能

够成为反语是因为说话人故意想要它成为反语
,

反

语之所以能够表达与其字面意义相反 的意义是因

为说话人故意想要这样表达
。

反语的生成是以非

常复杂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为基础的
,

说话人的话

语中所包含的传递意图的线索是模糊的
,

它存在于

语境之中
,

而语境能提供的信息线索又是不确定

的
、

千变万化的
,

如何阐释语境中的信息线索只有

依赖于听话人
,

所以反语运用跟听话人的意图也有

关系
。

有时候说话人说出的同一句话语既可 以理

解为反语
,

也可 以理解为普通话语
,

这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听话人的意图
。

反语运用必须满足的条

件是 说话人有意图地说出的一句话语并希望它被

当作反语来理解
,

而听话人则是有意图地把说话人

说出的这句话语当作反语来阐释
。

因此
,

反语运用能够发生概念转喻并实现意义

转移的心理基础是在基于同一认知域内的投射
,

话

语 之所以能够转喻话语
一 ,

即反语转喻之所以能

够发生
,

是因为话语 的认知突显度高于话语
一
始

源域之所以能够激活 目标域
,

并为 目标域提供心理

通道
,

是基于这两个概念实体间的邻近性
,

反语转

喻的始源域与 目标域内的两个概念实体 即话语

与话语
一
在语义方面呈现出反向相邻性

,

说话人

运用反语转喻而不直言的原因跟说话人的意图有

关
,

概念转喻是反语意义发生转移的心理必经之

路
。

四
、

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反语运用中的语境和概念转喻
,

分

析了反语运用中的语境所包括的内容
,

以及语境在

反语运用中能发挥的作用
,

指出反语涉及到的是整

体的部分之间相互转换而产生的转喻
,

分析了反语

运用中的概念转喻机制
,

并指出概念转喻是反语意

义发生转移的心理必经之路
。

然而
,

有关反语运用

机理的研究仍旧没有结束
,

希望本文能够激发对反

语运用的机理做进一步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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