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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隐喻和换喻来自修辞学领域 , 但由于其成因及功能的独特性 , 对整个语言学乃至其他科学正在产生愈来愈重
要的影响。近些年来 ,“隐喻至上论”格外盛行 , 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换喻的研究 , 同时也不利于对隐喻本质的把握。

研究表明 ,隐喻和换喻是一个互为联系的对立统一体 , 它们在位值 、替代 、转义 、配置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特点 , 而从心理本

体 、轴列关系 、句法特征 、功能特点 、构成动因来看 ,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了解其共性 , 区分其不同 , 运用多学科理论进行

实际分析必将推动这一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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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 etaphor and metonymy are domains of sty listic studies , but they are exerting an increasingly impo rtant influence

on the w hole of linguistics and even on o ther sciences because o f their peculiarities of o rigins and functions.I n recent years , “ the

supremacy of metapho r” has been dominant , leading to the neg ligence of the study of metonymy to a certain ex t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metaphor.As indicated by the present study , metapho r and me tonymy are a mutu-

ally related unity of opposites — on the one hand , they share some features in terms of the equivalence of positio nal value , replace-

ment , semantic transfer and collocation , and , on the other , they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basis , paradig-

matic and syntagmatic relations , syntactic features , functional features and motivation.An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ommon features

and differences and an analy si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a multitude of disciplines will surely promo 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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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说来 ,隐喻(M etaphor)和换喻(M etonymy)属于传

统修辞学范畴 ,一直作为主要的修辞格被语言学者加以研

究 。但近些年来 ,隐喻似乎一夜之间“脱颖而出” ,备受关注 。

不仅修辞学家 ,而且语义学家 、认知语言学家 、哲学家等“各

路诸侯”“纷至沓来”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隐喻革命”

(metapho ric revolution)。

毋庸置疑 ,隐喻的确在修辞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它

是一切修辞格中“最辉煌 、最不可缺少的一种” 。(G.Vico)甚

至可以说 , “谈到隐喻就是谈到了修辞活动的一切复杂性” 。

(U .Eco)但应指出 ,无限扩大隐喻概念外延以及淡薄换喻研

究的做法对语言研究并无益处 ,因为隐喻和换喻本质上都是

在喻体和本体之间进行转换而形成的比喻方式 ,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相互依赖 、相辅

相成 。本文力图把隐喻和换喻结合起来 ,从多角度来分析隐

喻和换喻的特征 ,以求引起大家对隐喻和换喻的同等关注 。

1　隐喻和换喻的共同特征

我们之所以把隐喻和换喻看作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

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联结点 。从修辞学角度

来说 ,即二者都是比喻的手段 ,而且都是本体事物不出现 ,借

另一事物代替本体事物的修辞格 。但修辞学的这种分析较

为浅显 ,不能真正触及隐喻和换喻的本质所在 ,尚需从以下

几个方面做进一步探讨 。

1.1 　等值　这里的等值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 ,而是指

地位上的同等性 。无论隐喻还是换喻 ,它们在语义实现过程

中都是独特地提出一个与己不同的实体(喻体),而这个实体

同形成修辞格主体的实体(本体)相比具有 “同等的”地位 。

如“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句中用“鬼”和“豺狼”来隐喻

残暴险恶的敌人 ,也就是说 , “鬼”和“豺狼”在诗人看来是和

“敌人”在本性上是“等值”的;再如 ,“大眼儿在山头上站了一

夜岗 。”这里 ,之所以能用“大眼儿”来换喻“长有大眼睛的战

士” ,是因为二者在特征上是等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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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置换　所谓“置换”就是“替代”或“代替” ,它是隐

喻和换喻的基本特征 。

语言研究表明 ,在语言符号结构中 ,某种排列构成一定

的意思 ,而在这个排列之下 ,往往还有一个或数个平行 、并列

的意义结构与其相对应 ,构成一种“垂直”结构 。在这个结构

中 ,彼此可以在特征相似的基础上产生置换运动 ,从而形成

隐 喻:звук аплодисментов(鼓 掌 的 声 音) — гром

аплодисментов(掌声雷动 —隐喻);На дворепришла весна

(户外春天已经来临)—Надворекипелавесна(户外春意盎

然 —隐喻)。彼此也可以在特征邻近的基础上产生置换运

动 ,从而形成换喻:американско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美国政府)—

Бeлыйдом(白宫 ———换喻);человексбородой(蓄着大胡子

的人)———Бородастоитуворототеля(大胡子站在旅馆的大

门口 ———换喻)。但要注意 ,无论是隐喻置换还是换喻置换

决不是简单机械的替代运动 ,我们可以明显地从置换结构中

体验到语言表现力的增强 。

1.3 　转移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 ,所谓转移是指从在现

场的 、实际使用的符号向不在现场的 、未使用符号的语义转

移 。这里的转移可以理解为意义上的转移 ,即通常所说的

“转义” ,它构成了隐喻和换喻的另一个特征 。

隐喻的用法接近于语言符号的疏导化的 、人为性的 、扩

展性的用法 。这一切的前提是 ,某个语言符号必须有自己的

语义聚合体 。所以“转移”可以理解为“意义的纵向转移” 。

例如 ,正是因为形容词 железный除了直义“铁的”意思外 ,还

拥有一个由引申意义构成的聚合体(坚实的 、坚定的 、不动摇

的……),才使得隐喻的用法成为可能:железноездоровье(结

实的身体)、железнаяволя(坚定的意志)、железнаялогика

(不可动摇的哲理)。

换喻的用法接近于语言符号的习惯性的 、缩约化的用

法 。这一切的前提是 ,某个语言符号必须有自己的 、被人们

所习惯的语义搭配伙伴;在此环境里 ,它和伙伴之间逐渐建

立起了“等值”关系 ,形成了“意义的横向转移” 。例如 ,正是

因为有кушатьчтонатарелке(用盘子吃 ……)以及 тарелка

супа(一盘汤)、тарелкасхлебом(一盘面包)的习惯搭配 ,才

有 Ну,скушайжеещеталелочку, моймилый! (怎么样 ,再

吃一盘 ,我的宝贝 !)这样的换喻用法出现在句子之中 。

1.4 　错置　从组合角度来看 ,无论隐喻还是换喻都是

一种反常搭配 ,是一种语义错置 ,它们的出现“扰乱”了周围

的语境网 ,形成了表面上的偏离效果 。但从聚合体内部来

看 ,隐喻置换或者换喻置换与正常表达之间都有着必然的联

系 ,完全具有理据性 。

作为隐喻修辞结果的“范畴错置” ,它往往依靠类似性使

人产生联想 ,从而“变”错置为正常 。隐喻的重要性在于意义

的创生 ———它摧毁了原先的秩序 ,只是为了创生一种新的秩

序 ,提供新的信息 ,重新描述某种 “现象” 。比如 , 形容词

острый的意思是“锋利的” ,按常规搭配 ,它所修饰的名词应

是“具有尖 、角 、刃的具体东西” ;острыйнож(锋利的刀子)、

острыйкамень(有尖的石头)、острыекогти(利爪)等 。但该

词的许多反常组合却带来了一些隐喻效果 , 例如:острые

глаза(尖锐的眼睛)、острыйум(敏锐的智慧)、острыйперец

(辛辣的辣椒)、острыйуксус(很酸的醋)、остраярадость(极

端的喜悦)、острыйнедостаток(极端的不足)等 。

作为换喻修辞结果的“范畴错置” ,它往往依靠的是邻近

关系 ,即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美国政府”)和它“邻近的”

代用词(“白宫 —美国政府所在地”)之间进行的“接近的”或

“相继的”的联想为基础 ,从而“变”错置为正常 。换喻的主要

目的并不在于创生(可能含有这样的因素),它之所以要摧毁

原先的秩序 ,是为了简化和形象 。如:МимоДуняшкишли

кепкиикосынки, шинелииспецовки, шарфыишарфики.

(从杜尼娅什卡身旁走过戴鸭舌帽的和披三角巾的 、穿军大

衣的和穿工作服的 、围大围巾的和小围巾的人们 。)

2　隐喻和换喻的区别特征

我国语言学家华劭教授认为 ,应“把各种转喻看作既有

差异 、又互相关联的连续系统 ,而作为连续系统两极的隐喻

和换喻 ,在某些方面互相区别 、甚至彼此对立 。”(1996:11)

隐喻和换喻的区别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从脑神经科学方面来看 ,隐喻和换喻的区别是“类

似性”和“邻近性”之间的区别 。这一结论是语言学家雅克布

森(R.Jakobson)通过对失语症病人的观察而得出的 。雅克

布森发现 ,对于失语症患者的言语行为来说 ,有两种语言关

系发生了紊乱 ,即类似性与邻近性语言关系的紊乱 ,而这两

种紊乱竟然和两种基本修辞格即“隐喻”和“换喻”紧密相关 。

在著名的《语言的两极与语言的失语症》一文中 ,他指出:“话

语的进行会沿着两条不同的语义线发展:一个话题或者通过

类似关系 ,或者通过邻近关系而导向另一个话题 。前者可以

用隐喻性方式 ,这个术语得到最恰当的概括 ,后者则相应地

符合于换喻性方式 。因为这两种情形分别在隐喻和换喻中

找到了最集中的表现” 。(1956:90)霍克斯(T .Hawkes ,

1987:76)曾举过两个例子:“汽车甲壳虫般地行驶”;“白宫正

在考虑一项新的政策” 。前一个句子运用了隐喻的手段 ,它

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汽车的运动)和它的比喻式的

代用词(甲壳虫的运动)之间提出的相似性或类比为基础的;

后一个句子运用了换喻的手段 ,它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

体(总统)和它“邻近的”代用词(总统生活的地方)之间进行

的接近的相继性为基础的 。

2.2 　从两轴关系上来看 ,隐喻换喻是二元对立的典型

模式 。按索绪尔(F .de Saussure)的观点 ,特定的话语(信息)

是从所有的组成因素(代码 )的库存中选择出来的各种组成

因素的组合 ,即信息是由“垂直的”运动和“平面的”运动结合

而成的 。“垂直的”运动从语言现有的库存或“内部贮藏室”

中选择具体的词 ,“平面的”运动则把词语组合在一起 。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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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表现在相似性(一个词或概念和另外的词或概念“相

似”)中 ,它的方式因而是隐喻的 ,即相似选择 。例如 ,我们可

以说 ,“十七八岁的女子美丽得像朵花” ,进而也可以说 ,“十

七八岁的女子是一朵花” 。两个句子发生在有聚合关系的符

号列中 ,是选择轴上词语推敲的结果 。组合的过程表现在邻

近性(把一个词置于另一词的旁边)中 ,它的方式因而是换喻

的 ,即相关陈述 。例如 ,用 черныеботинки(黑皮鞋)来称呼

человеквчерныхботинках(穿黑皮鞋的人);用стараяшляпа

(旧草帽)来称呼 человеквстаройшляпе(戴旧草帽的人)。

显然 ,两组词组分别发生在有组合关系的符号链中 ,是符号

精简的体现 ,是配置轴上词语凝炼的产物 。依据索绪尔的理

论 ,雅克布森进一步指出:隐喻和换喻的对立其实又代表了

语言的共时性模式(是一种直接的 、并存的 、垂直的关系)和

历时性模式(是一种序列的 、相继的 、线性发展的关系)的根

本对立的本质 ,它们可以表现为两种基本向度关系:

(聚合 、共时 、隐喻 、类似)

　　　 (组合 、历时 、换喻 、邻近)

2.3 　从句法关系上来看 ,隐喻和换喻是“同位”和“异

位”之间的区别 。波兰语言学家库里罗维奇曾指出 ,隐喻是

出现在同一句法位置的词语间的互换(如俄语中以гусь〈鹅〉

表示体态臃肿 、行动迟缓的人;以петух〈公鸡〉表示爱吵好斗

的男子);而换喻则当词语代替另一符号的同时 ,往往已改变

了原来的句法位置 ,比如:Вошливкомнатуочки(几个戴眼

镜的人走进屋来),其中 ,очки在表示人的概念时 ,由原来的

修饰成分людивочках变成了主语 。按照传统的结构主义

观点 ,隐喻词与其所代替的词执行的是相同的句法功能 ,它

们本来都可以在同一位置上出现 ,因而是互相排斥的 ,彼此

之间没有改换句法地位的问题;而换喻所代替的词 ,是本来

应在现场的 、与其有组合关系的词 ,所以说换喻一般是所谓

偏正结构中的以偏代正 ,改变自己的句法位置是必然的 。

2.4 　从功能角度来看 ,二者无论在交际功能上 ,还是在

句法功能上也是相互对立的 。以名词为例 ,用作隐喻的名词

主要的交际功能是描述功能 ,即通过特征意义去描述另一名

词所表示的事物 。如 Эта женщина———настоящаясвинья

(这个女人是一头十足的猪),这时的隐喻свинья(猪)表示

“不爱干净的人” 。与此相反 ,换喻的基本交际功能是起称名

作用 ,即以一个名词称谓与其所指相关的另一事物 ,从而代

替另一名词 。如 Этоделопоразиловеськласс(这件事情使

全班感到惊奇),这里的 веськласс代替“全班同学”起指称

作用 。句法功能是与交际功能密切相关的 ,隐喻的描述功能

决定了它往往用作谓语 ,表示述语性特征(如 настоящая

свинья),而换喻的称名功能又形成了它以表示题元(актант)

为主的功能 ,即在句法上通常用作主语和补语(如очки,весь

класс)。句法功能如果用汉语语法学的说法来概括 ,即隐喻

侧重用作谓词 ,而换喻则主要用作体词 。

2.5 　从构成的理据性来看 ,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

出了 差异 。隐喻以相 似性为基础 , 它来 自明喻紧缩

(сокращениесравнения),其隐喻理据具有相当大的主观因

素 ,用于隐喻的词与被置换词之间的联系往往是虚拟的 ,可

以用 X(似乎 , какеслибы)=Y 来表示 。也就是说 ,隐喻常

常带有个人想像 、民族文化 、社会价值诸方面的因素 。例如 ,

ишак(骡子 、驴)在许多语言中都表示“蠢人” 、“倔犟的人” ,

但在中亚的某些语言中却表示“吃苦耐劳的人” ;俄语词заяц

(兔子)当作“胆小的人” ,似乎能被许多外国人接受 ,而转义

为“不买票的人 ,逃票者” ,尤其当“太阳射出的光点”讲时 ,就

令人颇费思索和想像 。与此相比较 ,换喻以邻近性为基础 ,

它来自连贯话语的紧缩(сокращениетекста),其换喻理据具

有一定的客观因素 ,用于换喻的词与被置换词之间的联系一

般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 ,其理据主要是建立在两种意义所指

事物现象的实有联系上 。如一个词兼表树与果实(слива:李

树与李子)、居住地点与居民(деревня:村庄与村民),材料与

其制成品(бронза:青铜与铜器或铜牌),这样 ,二者的关系可

用 X(蕴含 , имплицирует) Y来表示 。总的说来 ,隐喻的生

成很难与规律相提并论 ,因为虚构的想像和生动的形象一般

和规律 、习惯互相排斥 ,要创造和理解隐喻要靠想像 、直觉 、

甚至灵感;而换喻的产生却有一定的规律性 ,通过 X 和 Y之

间的实在的联系 ,我们可以捕捉到词的语义变化和词汇语义

类别的规律 ,也就是说 ,换喻的构成和解释需要生活经验 、科

学知识和逻辑推理 。

3　隐喻和换喻的具体体现

3.1 　隐喻的体现　从符号语言学角度出发 ,隐喻作为

一种符号表达形式 ,它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 ,我们根据不同

的标准可以对隐喻进行不同的分类 。比如 ,从语法学角度将

隐喻分为名词性隐喻(змея“蛇” ———озломиязвительном

человеке“阴险 、奸恶的人”), 动词性隐喻(танцевать“跳

舞” ———Ударениетанцует“重音不稳 、左右跳动”),形容词性

隐喻(крепкий“坚硬的” ———крепкийсон“酣睡”),副词性隐

喻(тяжело“沉重地” ———тяжелоизлагать“不流畅地叙述 、

艰涩地讲述”)等 。而从语义学角度又可将隐喻分为有理据

型隐喻(ножкастола“桌子的腿” 、кореньслова“ 词根”),特征

联想型隐喻(Инсаровбылпасмуренвтечениевсеговечера

“整个晚上因萨罗夫闷闷不乐”),心理联想型隐喻(Облака

тяжелотянулисьоколочерныхвершин“低云压着黑色的山

峰”)等 。

在艺术领域里 ,隐喻的功用是不能忽视的 。一个诗句通

过同样的和类似的成分(如头韵法 、韵脚 、同音异义词 、同义

词)的重复以及对比变异(节奏 、反义词等)的表现方法就是

一种隐喻 。就文学思潮而言 ,浪漫主义 、象征主义侧重隐喻 ,

俄国的抒情歌曲 、超现实主义绘画 、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其

重叠的渐隐现象就属真正的电影隐喻)、弗洛伊德的梦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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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等都能归入隐喻的范畴 。

以小说为例 ,隐喻的作用基本上在三个层次上有所体

现:(俞建章 ,叶舒宪 , 1988:200)

第一个层次 ,是小说的整体象征 。也就是说 ,小说的真

正的意义并不仅仅在叙述的字面语言中 ,同时也存在于小说

构成的一个整体意象之下 。这类小说就是通常所说的寓意

(或称寓言式)小说或象征小说 。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

它讲述的虽然只是一个老人打鱼的简单故事 ,但它蕴含和意

味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它是人对厄运的宣战 ,是永恒对有限

的宣战 ,在这种搏斗中 ,人才真正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又如美国现代作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从小说字面的叙

述来看 ,福克纳写的只是美国南方一个家庭的日常琐事 ,但

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小说的整体象征来把握 ,领会到作者隐喻

式的寓意 ,那么对这部作品的认识肯定会深刻得多:它写的

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衰败 ,同时也是对人性的深刻挖掘 。

第二个层次 ,是小说的情节结构所起的隐喻作用 。1976

年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出版了一本《〈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

意》的专著 ,其中分析了《红楼梦》情节结构的隐喻作用 。他

认为阴阳说和五行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的宇宙观念 ,而

《红楼梦》的情节结构 ,正是这样一个隐喻 。他用这样两个术

语概括了《红楼梦》的结构特点:一个是“二元补衬” ,一个是

“多项周旋” 。前者与阴阳说相对应 ,后者与五行说相对应 。

比如 ,《红楼梦》写黛玉属木 、宝钗属金 、宝玉属土 ,作者认为 ,

这不仅是“木石前盟” 、“金木良缘”的铺垫 ,也是为展开复杂

的情节:黛玉是木属中的弱花;木由水生 ,这在小说中屡有交

待;进入火盛的夏季 ,这株逢春之木便日子不好过起来;而在

金秋来临之际 ,黛玉便抱病卧床 、茕茕独处 ,奄奄一息了 。作

者认为 ,黛玉的一生代表着“春”的诞生 —成长 —死亡这样一

个完整的循环运动 ,恰好与阳气在五时中的盛衰合拍 。而黛

玉的衰弱又使宝钗获得了阳春的旺盛活力 。这里面潜藏着

金 、木 、水 、火 、土的相生相胜 、循环不已 ,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

按照浦安迪的分析 ,《红楼梦》的情节结构所象征的是人生的

悲欢 、离合 、荣辱 、浮沉的更替循环 ,解决个人与世界的矛盾 ,

必须认清并顺应宇宙万物这种互补共济 、替代周旋的基本规

律 。

第三个层次 ,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意象所起的隐喻

作用 。比如在小说《简·爱》中 ,夏洛蒂·勃朗特多次运用土 、

水 、气 、火等意象组成的隐喻结构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以

火作主导原素之隐喻结构 。小说大约有 140 多处提到火 。

其中 ,约 85处提到炉火(此外有 12处提到炉边),约 43 次形

象地提到火 ,约 10 处实际地提到起火(联系到疯女人放火),

4 次提到地狱的火 。在火的意念之下 ,有着这样几层联想 ,

形成一个垂直的结构:1)火 ,是热与光的来源;2)在英国的

气候下 ,它是人类文明生活必需的 ,是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焦

点;3)火时常被喻指情欲 ,特别是性欲:它给人以温暖和舒

适 ,同时也能烧毁一切;4)因此 ,火既同精神净化相联系 ,也

同永恒的惩罚相联系 。总而言之 ,火的隐喻既表现出热烈地

争取自我实现的紧张 、活跃 、惊人的内心生活 ,也表现出因过

度放纵情欲而带来的灾难和惩罚 ,同时 ,还表现出两种因素

冲突的激烈 。

3.2 　换喻的体现　根据雅克布森的思想 ,我们可以认

为 ,隐喻主要以直观和综合的方式起作用 ,特别侧重想像作

用;而换喻是顺从事物秩序并分析地前进的 ,特别侧重联结

作用 。

换喻在语言中的体现是显而易见的 。语言是线性的语

音流 ,而客观现实则是多维的客体 。要在语言中把握 、表述

这个多维的客体 ,即让它出现在一维的线性序列上 ,就得把

多维体分解为多种要素 ,然后逐一排列下来 。这种排列过

程 ,就是思维的运动 ,它与换喻有着密切的联系 。

P.方塔尼尔曾提出过一种观念关系理论 ,即相符关系 、

相连关系和类似关系 。(李幼蒸 ,1993:341)其中 ,前两种关

系就是换喻现象的本质体现 ,可以用于换喻的语言学分类:

第一 ,相符关系 。这种关系是两个对象的一种结合方

式 ,其中每一个都构成一个绝对分离的整体 。如:

(1)器皿与所盛之物:冷碟 ———凉菜 ,拼盘 ———多种凉

菜拼成的菜 ,блюдо—большаятарелка“大碟子”和еда,яство

“菜食” ;

(2)物饰名称与穿戴者:裙钗 ———妇女 ,便衣 ———便衣

警察 , 布衣 ———老百姓 , очки———оптическийприбор“眼镜”

和человеквочках“戴眼镜的人” ;

(3)处所与机构:衙门 ———旧时的官府 , Белыйдом—

здание,строениедляработы“房屋”和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США“美

国政府” ;

(4)地点与人:门房 ———看门人 ,朱门 ———富贵人家 ,

бивак—расположениевненаселенногопункта“露 营 ” 和

человекнабиваке“露营者” ;

(5)事件与参与者:Конференциясостоитсявмае“大会

将于五月举行” , Конференцияпринялаважноерешение“大会

(与会者)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

(6)社会团体 、单位与其成员:ремонтироватьфабрику

“检修工厂”和 Фабриказабастовала“工厂(工人)罢工” ;

(7)作者与其作品:великийпоэтПушкин“伟大的诗人

普希金”和читатьПушкина“阅读普希的作品” ;

(8)知识领域与对象:грамматика—изучающийего

разделязыкознания“语法学”和стройязыка“语法” ;

(9)行为与结果 、处所等:建筑 ———建筑物 ,打扮 ———打

扮出来的样子 ,建树 ———所建树的功绩 ,остановка—действие

“停” 和 местоостановкитранспорта“车 站”;отправление

почты—действие)“邮 局 寄送” 和 почтовыеотправления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я)“邮件” ;

(10)形式与内容:толстаякнига———“(指形式)厚厚的

一本书”和интереснаякнига———“(指内容)一本有趣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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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具体和抽象:饭碗 ———职业 , 胃口 —食欲 , 胸襟

———抱负 、气量 ,血汗 ———辛勤的劳动 ,血泪 ———悲惨遭遇;

天才 ———有天才的人 ,佳丽 ———美貌的女子 。

第二 ,相连关系 。这种关系是两个对象形成一个整体 ,

每一对象均包含在另一对象内 。如:

(1)部分与整体:人手 ———做事的人 ,耳目 ———探子 ,妆

奁 ———嫁妆 ,朝夕 ———天天 ,груша—плод:“梨”和 дерево“梨

树” ;Всефлагивгостибудуткнам(Пушкин)(флагив

значениикорабля舰旗表示舰船的意义);

(2)种概念与属概念:老人 ———父母 ,女人 ———妻子 , Ну

чтож, садись, свитило(Маяковский)(светиловместо

солнце天体替代太阳);Пущевсегоберегикопейку(Гоголь)

(копейкавзначенииденег戈比表示金钱的意义);

(3)单数与复数:Ислышнобылодорассвета, как

ликовалфранцуз(Лермонтов)(单数表示复数意义:直到黎明

前一直可 以听到法 国人在 欢庆);Мывсеглядимв

Наполеоны(Пушкин)(复数表示单数意义:我们大家都效仿

拿破仑);

(4)特征与具有者:须眉 ———男子 , 蛾眉 ———美人 ,

Шутилазрелость,пелаюность(Твард.)(зрелостьвзначении

взрослыхлюдей,юность—молодых:成年人在说笑 ,青年人

在歌唱);

(5)材料与制成品:丹青 ———绘画 , 狼毫 ———毛笔 ,

медь—металл“铜” 和 медныеденьги“铜币”;Нетона

серебре—назолотеедал(Грибоедов)(серебро,золото分别代

表银器与金器)等 。

如同隐喻一样 ,换喻在艺术领域里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

雅克布森认为:“在俄国抒情诗歌中隐喻的结构处于优势 ,而

在英雄史诗中则是换喻方式占优势 。”“换喻的优势构成了所

谓现实主义倾向的基础 ,而且实际上它也正是现实主义的先

决条件 。”“绘画史上一个无声的例子是立体派鲜明的换喻倾

向 ,在该派作品中物体变成为一系列的提喻……在电影艺术

里 ,自格里菲斯以来 ,电影已经以其高度发展的角度变换 、全

景镜头和焦点镜头的技巧 ,打破了剧院传统 ,并带来空前多

样的换喻性的`特写镜头' 和换喻性的`场景镜头' ” 。(《语言

的基本原理》p .192)

对于文学作品而言 ,换喻的作用更不容忽视 。所谓换喻

就是表现为线性的横向组合结构 ,它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

为一种思维的运动 ,是一种叙述功能的结构 。我们知道 ,叙

述一个完整事件 ,有 5 个“W”的因素是必需的 ,即W ho(谁);

When(在什么时候);Where(在什么地方);W hat(做什么);

How (怎样做的)。这 5个要素的组合与替代就体现了换喻

的本质 。比如:“1985 年 ,袁达从纽约回到上海 ,开办了一家

玩具厂 ,经过十年的努力 ,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假如这个

句子是某个文本的启句 ,要扩展 、引申这个句子中的主体

(Who),就可以运用体现叙述功能的换喻结构:① 1985 年回

国的这位青年;②不留恋纽约花花世界的有志之士;③决心

在上海大展鸿图的热血男儿;④通过玩具走向世界的强人;

⑤一个有着自己辉煌事业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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