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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喻是一种象似符。隐喻借助于 自己的特征指示事物，即通过描述其他事物中的对应关系来体现事物的表象 

特征。皮尔斯认为 ，符号具有“三位一体”性质并具有层级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隐喻也具有这些性质。本文应用皮 

氏符号学理论 ，分析 了网络隐喻符号的“三位一体”性质和层级性 ，从一个新 的视角理解隐喻 ，同时也是对皮氏符号学理论 

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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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网络语言与隐喻 

目前 ，对网络语言的定义众说纷纭 ，笔者从三个层面 

提 出了网络语言较为完整的定义 ：“宏观上 ，网络语言是 

以互联网为技术载体。以自然语言为支撑 ，对人类语言和 

非语言符号重新组合，表达内心诉求、在网络社会或虚拟 

社区的文化环境下甚至延伸至网下社会所使用的言语、 

表达方式或言辞，通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触及到的 

一 切语言 (包括自然语言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语言)，是 

一种新 的媒介语言。由中观层面看 ．网络语言专指 网民在 

聊天室、即时／非即时通讯、论坛与博客等场域 ，利用常见 

网络技术语汇及 自造言语进行言语交际、思想交流所使 

用的语言。病句、错别字、字母词、数字、符号、拼音符号、 

汉字、外借字(词)、混合词、图像等非常规语言表达等纷 

繁复杂的语言形式交织在传播内容之中。从微观层面看， 

网络语言是符合计算机编码规则。能够通过计算机键盘 

输入，以字母、字符和符号为单位构建的流行于网络的一 

种普遍认可的人际传播符号系统。”①因为网络语言在运 

用上追求灵活、创新，不满足司空见惯的表达方式。而且 

网络语言也和 自然语言相对隔离 ．所 以出现 了网络语言 

独特的隐喻特征。对隐喻的理解就是对喻体意义与语境 

冲突的消除，这一冲突消除主要依据本体与喻体的相似 

性 。要理解网络语言 ，必须 了解其字面意义和与之相关的 

网络世界，在此基础上理解隐喻本质：隐喻传达两种事物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通过比喻而不是按照字面意 

义运用一个或一些词语。 

二、网络语言隐喻的生产机制 

(一)相似性原则 

网络隐喻传达两种事物之间的关 系。是通过 比喻性 。 

而不是按照字面意义运用一个或一些词语 。如 网民把“发 

帖”喻为“打铁”、将“生手”称为“菜鸟”等。这一冲突消除 

的过程主要依据是本体 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 。相似性就 

是两个事物之间相似的地方，它是隐喻赖以成立的基本 

要素。束定芳认为有两种基本的隐喻：一种是以本体与喻 

体间原有(包括固有的和想象中的)相似性作为基础的隐 

喻(similarity—based metaphors)，另一种是以说话者或作者 

新发现的或刻意想象出来的相似性作为基础的隐喻(sim． 

ilafiry—creating metaphors)。②网络语言恰恰就是网民通过 

已感觉到与身边事物的相似性 ，或将原先并未感觉到相 

似性的两个事物并置在一起而形成的。其中．常见相似性 

体现在物理与心理两个层面。 

物理相似性指事物之间形状、声音和功能上的相似。 

这一类在网络人 际交往中尤为常见。如“斑竹”的谐音 ．许 

多网民使用汉语拼音输人“版主”(banzhu)时 ，“斑竹 ”也在 

输入法工具条的选择之列，有些网民就用了这个词，颇有 

戏谑游戏之意。此外，网民通过键盘符号、标点符号，构建 

新的物理相似符号。如：D表示咧嘴大笑，0rz或 zrO表 

示甘拜下 风、崇拜 、佩服之意 。 

心理相似性则指一种心理感受上的相似 ，网络上常 

见的方向性隐喻往往利用某些事物的物理基础与某些心 

理体验之间的相似性来传情达意。如：)表示高兴，：(则表示 

生气，“踩”、“顶”都表示支持。 

(二)语义延伸原则 

作为一种重要 的认 知模式 ．隐喻是语言进行延伸扩 

展的途径之一。如果 自然语言的现有词汇 中没有合适的 

词来表达网络上某一特定的概念或某一新概念。网民就 

会借用现成词语来表达某个新的概念。这种借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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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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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形成了网络语言中海量的隐喻性词汇。如“潜水”指一 

种水上运动 ，但 由于其安静不喧哗 。所 以“潜水 ”一词在网 

络 中被赋予 了“在网上看帖 ，不发帖或不发 言”的新义 ； 

“楼上”和“楼下”在网络论坛中指“上面的帖子”和“下面 

的帖子”，因为网上的言论或文章均是按照其发表 的先后 

顺序而呈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顺序排列。但是词义延 

伸需要现实词语作为基础 ，即延伸义和词的基本意义所 

指的事物的某一 方面的特征存在相似之处或者有联 系， 

这种相似之处或者联 系就是词义延伸的现实依据 ．也是 

隐喻运作的基础。 

(三 )意义转换原则 

用现有的旧符号产生新的意义是网络隐喻经常采用 

的手段 。网民采用反讽 、汉语词义曲解 、旧字(词)新意 、数 

字借代词方式实现隐喻 ，符号的外在形式没有产生变化 ， 

但其内涵意义被改变了。网络语言经常对旧的符号进行 

引申、仿造甚至曲解，造出新的含义。如“黄昏恋”指晚上 

去锻炼身体；“白骨精”与《西游记》无关，而是特指社会职 

场上这样的人：白领+精英+骨干：暴露的乳沟则成为“事 

业线”。更有甚者，网民通过原有词语符号的不断组合，利 

用原本存在的语素进行新的组合搭配，由于能指以此种 

方式的不断组合，结合 自然语言中原本存在的概念，篡改 

了所指意义．笑人笑己，达到讥讽、冷幽默的效果。例如： 

最近总是失眠，16小时就醒一次。 

请不要叫我宅女，请叫我居里夫人。 

那人长得吧，怎么说呢，像素比较低! 

“你喜欢我天使的面孔还是魔鬼的身材?” 

“我就喜欢你这种幽默感。” 

三、符号学与隐喻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现象，隐喻也是一种符号， 

具有符号的一般性质 ，遵循符号发展的一般规律 。符号与 

人类知识 和生活的整个领域相关 ．是人 

类认知世界的一个普遍工具 ，人类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可 以用符号学理论进行 

审视。西方的隐喻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 

时期：修辞学研究时期 、语义学研究时 

期和多学科研究时期。修辞学研究的代 

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 ，他的定义是 ：“隐 

喻就是把一个事物 的名称 转用于另一 

个事物 ，要么从钟转向类获或由类转向 

种。要么根据类比关系从种转向种。”③ 

保罗·利科(P．Ricoeur)提出隐喻出现在 

由属和种所构成 的系列之中。出现在由 

各种关系所支配 的活动中，这些关 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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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关系、协调关系、比例关系和平等关系。隐喻就在于 

打乱了这种顺序 ，破坏了这种活动⋯⋯④ 

语义学研究的代表是隐喻互动理论的提出者和完善 

者理查兹(I．A．Richards)和布莱克(M．Black)。他们认为， 

“隐喻是一种新 的意义的创生过程 ．是两个主词的词义相 

互作用的结果”。⑤因此。他们把隐喻作为一种语义现象考 

察。隐喻的多学科研究是随着西方哲学 的语言学转向及 

符号学、认知心理学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而开始的，代表 

人物是语言学家莱考夫 。莱考夫(G．Lakoff)和约翰逊(M．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中提出 ：“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 

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⑥他们认 

为，隐喻本质上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感知和形成概念 

的工具。这就开辟了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研究 隐喻的全 

新视角。 

皮尔斯对康德的理论体系做了深入研究后。获得了 

其哲学理论上颇具特色的 “三个范畴”(three categories)。 

分别被命名为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和第 

三性(thirdness)。第一性是事物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样式。 

例如颜色，无论他是否被某人的视觉所感受，它都独立存 

在着，不受时间和空间的任何约束。第二性是个别的时间 

和空间上的经验 ，它所呈现的样式关 系到一个第二者 ，但 

不牵扯第三者。第三性是将第二者和第三者联系起来，属 

于精神、衣食的存在方式及活动所确定的东西 ，是作为一 

种“解释”用于符号本身的。他区分了符号的三种情况 ： 

image、diagram和 metaphor。这三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根 

据语言结构与现实世界的相似性程度和语言符号的抽象 

程度划分的。Image(肖像)是一种完全的相似；diagram(地 

图、设计图等)是一种结构的相似；metaphor表达的是一种 

平行关系。即通过指出某物与另一物之间的某方面的相 

似来表达某物。⑦ 

表 1皮尔士符号分类一览表@ 

状态 客观事实 法则 
一 级存在 二级存在 三级存在 

代表项 状态符号 (代表项 个例符号 (代表项 规则符号 (代表项由规 
一 级存在 由状态构成 ，例如， 由存在的物质现实 则构成，例如，足球比 

绿颜色) 构成，例如，街道 赛中裁判的哨声) 

上的路标 ) 

对象 类象符号 (与对象 指示符号 (与对象 抽象符号(只通过常规 

二级存在 相似的符号，如照 有 因果 关 系的 符 与对象关联的符号，如 

片 ) 号．如风向或者病 单词，或者旗帜 ) 

症 ) 

解释项 可能符号 (代表解 现实符号 (代表解 证实符号 (代表解释项 

三级存在 释表示一种可能， 释 项表 示一 个 事 表示推理，如命题 ) 

如概念 ) 实。如描述性 的陈 

述 ) 



 

皮尔斯认为，任何一个符号都由媒介、指涉对象和解 

释三种要素构成．即符号具有“三位一体”的性质。符号具 

有的三种关联要素是媒介关联物(M—medium)、对象关联 

物 (0一objiect)、解释关联物(I-interptret)。媒介关联物是符 

号 的物质形式 ；对象关联物是媒介关联物所指 的对象 ；解 

释关联物是符号适 当的意义结果或在 “解释者心 中产生 

的东西”。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意义。这三种关联物与“普遍 

范畴”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相对应，即“表达第一项的 

媒介关联物，表达第二项的对象关联物，表达第三项的解 

释关联物”。⑦这种“三位一体”的性质可以用一个三角形 

表达出来 (见图 1)。 

I 

M 

图 1 

0 

在皮尔斯看来 ，这三个关联要素是不可分离 的．三者 

的意指过程是：媒介关联物指向对象关联物，接受信息者 

做出解释．解释就是意义。另外，这种解释可以无限进行 

下去，因此这种意指是动态的(dynamic)。也就是说，使用 

符号的人直接从其经验世界中取得意义。 

皮 氏符号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符号是一个 

层级系统，“尤其是复杂符号的完成不是一次性的．而是 

叠垒性的、阶梯性 的”。@皮尔斯认为 ．“解释过程”原则上 

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只要认为这种说明已经够，那么 

就可以中止了。皮尔斯把这个过程称为“符号 的增加”(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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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词的基本意义是通过符号形式和符号内容之间的关 

系构成的，当这一关系存在时，符号存在其间。已经形成 

的符号整体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变成符号形式，产生高 

一 级的内涵意义。 

以网络词语“沙发”来说 ，在 日常话语 中出现 。其 意义 

作用是所指意义层面的东西。但是在网络表达中，“沙发” 

经常表示“第一个回帖的位置”，这一伴随意义的产生是 

以第一级符号内容“沙发”的所指意义为前提，包含了第 

一 级符号所指意义层次的意义作用。这样 ，符号的层次便 

显示出来 (见 图 3)。 

内容 (涉瑟—— 巽)——噼 麓意义 

／ ～ ＼  
E沙 符号形式 符号内辫 (第一个翻帖孵位置)—— 指意义 

图 3 

四、网络语言隐喻的“三位一体”特性 

从上述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作 

为一种语言符号的网络语言隐喻也具有媒介关联物、对 

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三位一体”的性质。在虚拟空间， 

人们在描述或提及某些事物的时候，逐渐在某些不直接 

对应的媒介关联物和对象关联物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 

系，符号使用者或接受者在此联系之上 ，得出解释关联 

物。媒介关联物和对象关联物之间建立关系的基础是相 

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出于文化、历史、 

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选择何种相似性作为建立关系 

的基础却是主观的。由此，隐喻“三位一体”性质关系的图 

形就具有了指 向性(见图 4)。 

M 

I 

图 4 

0 

可以想见 ，网络隐喻中的媒介关联物和对象关联物 

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并不直接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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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解释关联物才能将二者的关系揭示清楚。解释 

关联物是联想式的解释意识 ，即依赖于想象、直觉和灵感 

的解释或意义，解释关联物并不是 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 

使用者经验范围不同而有所差异 。解释关联物要 同时考 

量到媒介关联物和对象关联物的关系和他们各 自的特 

性，通过媒介关联物与对象关联物的联系，找到适当的意 

义结果或在解释者心中产生的东西 ，也就是意义 ，进而委 

婉地表达隐含意蕴 。 

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 

类事物，@网民实际上把不一样的事物当作了同一种事 

物．通过对不同事物之间相似性的比较来认识事物的特 

征 ．如 “打酱油 ”、“抢沙发”、“抢板凳”、“恐龙”、“青蛙”、 

“潜水”、“烧饼”以及“玛勒戈壁”、“卧槽泥马”等耳熟能详 

的隐喻。上述隐喻的形成有其特殊 的网络文化和社会背 

景，媒介与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在解释过程中间接、多样地 

呈现出来，最终达到抑或荒诞抑或合理的解释。 

五、网络语言隐喻意义生成的层级性 

隐喻是一种言语语义转换现象，即从在场的、实际使 

用的符号转向不在场的、未实际使用的符号。从图3中我 

们可以看出 ，隐喻发生在语言符号系统的第二个层级之 

上。隐喻始端的符号形式并不直接与对象关联物发生联 

系。而是与对象关联物联系在一起构成高一级的符号形 

式．形成以“所指意义”为前提的“伴随意义”。只有把媒介 

与对象构成的所指意义作为高一层级的媒介，根据两者 

之间的相似性，凭借联想推理，从宏观语境中寻求一种合 

适的伴随意义或说内涵概念才易做出正确的解释。同时， 

由于对符号的“解释过程”原则上是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 

的 ，对隐喻的“解释过程”也 可以无 限地进行下去 的。因 

此，第二级媒介关联物和对象关联物所对应的解释关联 

物也并非单一的，而经常表现出开放性，使隐喻往往呈现 

出多义、歧义状态，@也可以使人们对隐喻的解释不断延 

伸下去。 

六 、结语 

作为一种新兴 的语言现象 ，网络语言 日益受到人类 

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角 

度，即从符号具有“三位一体”的性质和符号具有层级性 

的理论出发来分析隐喻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 

理解 隐喻。隐喻的形式并不直接与对象关联物发生联系， 

而是通过先前的表达与对象关联物联系在一起 ，构成高 

一 级的、新的符号形式，产生联想式的伴随意义，曲折地 

表达内涵意义 。由于网络虚拟空间交流 的局 限性促使网 

民充分发挥想象力“制造”适合 网络交流的语 言。这种特 

殊创造离不开到现实世界中寻找与客观事物特征有关的 

相似性．这为网络语言的隐喻提供了肥沃的话语养分。网 

络隐喻的相似性来源于其体验性，包含重要的文化因素， 

可概括为对现实生活世界 的体验性 。网络语 言正是在此 

基础上形成、发展并表现出其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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