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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隐喻理论与《圣经》中习语的阐释

夏云秀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02)

摘要：概念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是认知隐喻

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绍和评价了Lakoff&

Johnson(1908)的概念隐喻理以及《圣经》习语的特点，回顾了

学者对《圣经》习语的阐释。进而论述了概念隐喻理论对习语

的理解所起的作用。之后，通过对习语“Salt ofthe earth．Light

oftheworld．”(地上的光。世上的盐)的认知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从认知角度对宗教文本进行分析．可避免陷入无关紧要的

细枝末节。从而把握文本的主旨。笔者同时指出．鉴于读者概

念域的千差万别。对同一文本的释读必定极具开放性．这也是

认知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关键词：《圣经》 习语认知解读概念隐喻理论

1．弓l畜

美国学者G．Lakoff和M．Johnson在1980年发表了《我们赖以

生存的隐喻》一书，书中指出：“隐喻无所不在，它存在于我们

的语育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体系就是建立在隐

喻之上的。”概念隐喻理论起始于此书，我们以一个概念去理

解、建构另一个概念，于是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表述

另一个概念，这就是“概念隐喻”。它提出“源域”、“目的域”、

“恒定性”和“映射”等概念。这些概念现在已经成为大家讨论

隐喻性语言现象时共同使用的术语并构成一个特定框架。在

这个框架里所作出的一些发现和这个框架的一些基本原则也

已经被广泛应用到许多其他的研究领域之中。这些领域涉及

语言学研究、文学评论、音乐理论、宗教探究、计算机科学、政

治和经济等领域。并取彳导丰硕成果。

最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的语言学家开始对传统的有关

英语习语的观点不断提出质疑．纷纷从方兴未艾的认知语言

学的角度重新认识英语习语的形式、意义、句法功能，以及与

隐喻、转喻的关系等。许多习语、诗歌甚至是篇章都可以被看

成是隐喻．来满足人们“用一种迥然不同领域的经验理解另一

领域的经验”的需求(任绍曾)。与此同时，西方将《圣经》作为

文学所进行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不少学者也将《圣经》作为

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象。宗教因其无形性的关系和状态。其语言

常常建立在意向图式上。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物质世界的抽象

观念的方式，常常易于在宗教语言中被使用。《圣经》是人类历

史上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而且给语言注入了充足的皿IL液，英语习

语就是如此，了解这些习语的由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和运用语青。英语中的习语为数不少来源于《圣经》，如：Apple
ofthe eye(掌上明珠)，Good Samaritan(乐善好施者)，{udah’8
kiss(口蜜腹剑)，Saltofthe earth，lightoftheworld．(社会中坚，

中流砥柱)等。

2．《圣经》习语的特点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指出：习语。英语称作idiom，源

于希腊文中idiom和idiomatikos．原意指“特殊”或“特殊的”。习

语是指某民族或某国家之语言或方言(The language or dialect

ofa people 01"country)。习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

讲，习语包括成语、谚语、格言、俗语、典故、俚语和歇后语。习

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一种语言里的某些部分

经过长期的反复使用而形成的形式同定、比喻深刻的短语，是

不容任意而为的、随意更改的．它生动地反映了某民族或国家

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及宗教信仰等民族心理因素。英国专栏

作家约翰·欧·伦敦说：“习语就像小精灵用语言来恶作剧，拜

托一切传统格式，自鸣得意。如果没有习语，就没有生动的思

想交流。”英语中的习语多数源于宗教和古希腊神话。由于《圣

经》中的故事广为漉传。形成了大量的习语。贯穿于《lH约》至

《新约》始终，习语随处可见。

《圣经》中的习语具有以下这些特点。首先，习语来源和

表现形式各式各样，它主要是通过采取类比的手法。借用一

定具体的自然事物或人类活动来阐述抽象的宗教意义。它植

根于人们日常生活。通俗而生动形象地描绘人情世态，具有

“世俗现实性”。习语描述人们的日常生活。采用人名、地名、

动物名及日常事物来描述。例如有。人名：Adam’8 apple(喉

结)，鹪wise鹊Solomon(极其智慧)，Moses’rod(愤怒的杖)，
raise Cain(暴跳如霄)，Benjamin’8 Mess(最大的份额)；地名：

garden of Eden(伊甸园)；动物名：lion in the way(拦路虎)，lost

sheep(迷途的羊)等。其次，习语采用现实文学叙事手法，是在
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故事叙述表达抽象的比喻意义，圣

经习语多数出自圣经典故．具有“强烈的故事性”。比如，有名

的“犹大之吻”(Judah’s kiss)，描述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再

次。《圣经·新约》习语有很大的互文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因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历史长久及其内容贯穿始

三、想象与幻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毛泽东曾说过：“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在此，我们不

去评论他的个人得失，就他所说的这句话而言，我们可以看出

他也认识到想象跟幻想的重要性。本文所探讨的想象与幻想

可以被看作是两种心理能力，它们都具有创造性．能够在不同

的创作或同一创作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没有想象与幻想怎

么会有像哈里·波特这样魔幻般的人物及其故事情节呢?想象
与幻想虽然存在诸多不同点，但是，二者在文学创作中所发挥

的作用孰轻孰我们不能随便下定论。文学想象以创造文学形

象表达作者主观思想和主观感情为根本目的。丰富的想象力

是创作主体塑造典型形象的必备素质．想象力为作品创造美

的意境，积极想象是诱发创作灵感的前提。正因为如此，教师

在作文课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而郭沫若在他的《凤凰涅粲》中说：“空幻始终是创造艺术

和创造其他精神的重要形式。没有空幻，第二世界就会变得一

片苍白。”这里的空幻大约可以被认为指的是幻想，可见幻想

对文学创作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创作中想象跟幻想二者

缺一不可。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既要培养自己的想象能力，也
要培养自己的幻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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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的一致性，故在<圣经>中常常能看到一致或意义相近的表

达。比如，基督教义强调的“耶稣是光”的教义，在《圣经>中多

次出现(《赛)60：1，<约》l：9，<1约》l：5)，是多么惊人的一致。

‘新约>习语的互文性还表现在“同观福音问题”中。该问题是

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巾的许多内容是重

复或者相似的，故可以放在一起彼此对照、相互补充。三福音

书中出现的习语也出现类似的情形。比如，plank in the eye(自

身的问题)。<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有描述，并呈现惊
人的相似。习语在人们所熟悉、易懂的故事情节中井然有序

地推进，然而到故事末尾却发生了出入意料的变化。使人始

料未及并产生故事之外的联想。比如，the lost sheep(迷途的

羊)(《太)18：12—13。《路)15：4-7)，牧羊人为了寻找一百只羊

中走失的一只，把九十几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

找着并请邻舍来一同欢喜。就是这种出现人们认知域巾的“凸

显结构”引发人们去思考该习语的“言外之意”。从而感受到上

帝的博爱。

3．《圣经》习语的阐释

3．1阐释简述。

<圣经》(鼢如)是一部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其教义和思想
奠定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基石。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哲理(箴

言书)和道德评判(宗教说教)，也是语言文学研究的重头戏。

对《圣经》文本的研究多数从其文化涵义、宗教象征意义展

开，进行文学评论。对《圣经》习语的研究则更多从其修辞学、

句法学、美学以及习语形成影响因素(社会文化、风俗习惯

等)视角进行。以下重点就从认知视角对《圣经》中习语进行

阚释。

3．2认知阐释。

《维基百科全书》中对习语的解释是“An idiom is a phrase

whose meaning cannot be determined bv the literal definition of

the phrase itself，but refers instead to a figurative meaning that is

known only through colnlnon use．In linguistics．idioms arewidely

assumed to be figures of speech that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however，this has shown to be a subject of de-

bate．”并指出：“习语是逐渐121语化的隐喻⋯⋯许多习语建立

在概念隐喻基础上。”从此种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圣经》习语是

以来自自然界以及普通生活中鲜活具体的事物去阐释或教诲

某个抽象、新颖的宗教教诲。这种理解实际上暗含了Lako仃＆

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中两个概念域映射的观点(bkoff

＆Johnson。1980)。

我们先来看隐喻解释机制。在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中，

隐喻被认为是把一个概念域(源域)的结构直接映射到另一

个概念域(目的域)(Lakoff&Johnson，1980，Johnson，1987，
Turner，1987，Lakoff&Turner，1989)。在此，“概念域”指的是

一个巨大的知识结构。比如我们关于“旅程”、“做梦”或“教

育”等概念所具有的知识。同时。我们知道隐喻不能进行字面

的解释．它具有字面表达没有的特征，它不是一种特殊的含义，

而是对一种意义进行识解的特殊过程的结果(Croft&Cruse，

2006)。例如，《圣经》习语“apple oftheeye”不能按照字面意思

来理解成“眼中的苹果”．而是通过隐喻识解过程理解成“眼

中的瞳仁”．进而达到中文中“掌j二明珠”的意义。“apple”一词

被采用为表示“瞳仁”，首先因其是当时存在于人们Et常生活

中最常5lL、形体上最圆的物体。再者因为《圣经·出埃及》中所

描述的“keep me as the apple ofthe eye”．所表达出的“珍贵的”

意义。从而“apple ofone’s eye”指某人最珍爱的，瞳仁指某人

最珍爱的。眼睛指珍爱的人。用1．akoff的隐喻理论进行解读，

“珍珠”和“手掌”是源域，“珍爱的”和“珍爱的人”是目的域，

通过运用源域到目的域的对应映射。达到习语意义理解的目

的。对一则《圣经》习语的理解不仅要调动读者的图示映射

(schema mapping)，同时还要调动文本信息、读者自己的阅读

经历及相关社会日常生活知识。其中文本信息包括习语出现

的上下文背景以及它对该词语比喻意义的解释。阅读经历主

要是指读者在阅读时对同一词语在同一著作不同处的关联。

即前文提到的“互文性”。相关的社会日常生活知识指的是读

者对当时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生活背景的了解，比如苹果是当

时社会最常见的被珍视的也被认为是最圆的物体，而中国则

将珍珠视为最圆、最有价值的物体。因此了解相关的社会日

常生活知识也是准确把握习语内涵所必需的。在下文中，笔

者拟在隐喻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一个著名的‘圣经>习语——
“Salt ofthe earth，light oftheworld．(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以

检验概念隐喻理论的解释力。

这个隐喻是耶稣“登山宝训”中。其所在的语境可帮助

我们理解比喻的意义。耶稣教授他的门徒有关天国的律法。

这一点没有比“登山宝谢”所作的总结更恰当的了。这种上

下文可以说构成了该习语的一个基本输入域．使读者很容
易地理解到该比喻要揭示的意义：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人。首

先我们用隐喻机制来对其进行解构，“地上的盐，世上的光”

被比喻为基督徒在世上必须成为众人的榜样。耶稣用其丰

富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基督门徒当有的生命质素、道德品行

和具体生活中的行事为人。从而引申到今天我们所说的“社

会中坚、中流砥柱”。

“地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个《圣经》习语中，我们很容易读

出“基督徒是盐，基督徒是盐”的比喻意义。根据Lakofff弘J隐喻理

论——_TARGETISSOURCE模式．我们知道．“盐”和“光”类属

源域。“基督徒”类属目的域。下图清楚表示出其对应映射关系。

源域(soul'ce) 目的域(Target)

光

光能燃烧

光能照明

光能警戒

光能指正

光能指引

概念隐喻

盐

盐能熔化

用于索祭

盐是日常用品。普通、便宜

盐能洁净、防腐

盐能调和

不像糖甘甜可口，人见人爱

概念隐喻

基督徒

牺牲、奉献

反照人行为的恶

指出并警戒人的恶行

反照他人行为的恶

指引人行在正确的路上

(A Christian)Life is It journey．

基督徒

牺牲、奉献

纯洁、圣洁、无污染

谦卑自己

防止心灵和道德腐败

与人和睦、友好相处

被对立、遭拒绝、嘲笑、迫害

f A Christian)Life is a battle．

3．3“盐”和“光”的“源域”、“目的域”及其认知解读。

随着习语意义的认知解读渐渐清晰。如此解读能帮助我

们更好地把握宗教原本想表达的说教意义。正如著名英国神

学家约翰·斯托得讲述的：“这两个比喻指出了基督徒要进入

非基督徒的社会．就像盐渗入肉块，光穿透黑暗一样；这两个

比喻也表明耶稣希望我们影响和改变社会。像盐可以防止腐

烂，光可以减少至少驱除黑暗一样。”同时，“光”和“盐”映射到

“基督徒”，我们能分别从《圣经》中找到充分理据，如“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105)，“但义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4：18)“物淡而无

盐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约伯记，6：6)“你们的言语

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各入。”

(歌罗西书，4：6)并且这些“互文性”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实际

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隐喻：Kfe is aJourney．Life

is a battle．或更具体地表述为：A Christian is a Journey．a Chris．

tianlifeis abattle．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的概念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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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 中 最 深重的罪

余姗姗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浙江义乌322000)

摘要：《红字》是一部揭露人类罪恶的小说。三位主角

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齐灵窝斯都犯了同一样的罪，即抢夺了

上帝的职权。依靠个人的意愿行事，而非完全信靠顺服上帝的

旨意。这是《红字》中最大最深重的罪，三人都为此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小说展现了人类的罪恶、悖逆和上帝至高无上的权

能。人的软弱和神的完全在三人的命运与归宿中得以彰显。

关键词：《红字》罪恶信靠顺服

《红字>是美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
其因深刻的主题、独特的艺术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而享誉文

坛，魅力常存。从某个层面上来说《红字》是一部揭露人类罪恶

的小说。三位主角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齐灵窝斯都犯了罪．

三人犯的罪不尽相同．受的惩罚也有所差异．各自的悔改态

度、赎罪方式及与神的关系更是迥然不同。但细细分析可以发

现实质上三人都犯了同一样的罪，即抢夺了上帝的职权，依靠

个人的意愿行事而非完全信靠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红字》

中最大最深重的罪，三人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说体现

了人的罪恶、悖逆和上帝至高无上的权能。人的软弱和神的完

全在三人的命运与归宿中得以彰显。

海丝特在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刑台

下的妇女粗鲁凶恶、老气横秋，她却优美绝伦、光彩夺目：狱吏

面目狰狞、阴森可怖，她却五官端正、楚楚动人：长官牧师冷酷

无情、肃穆阴沉。她却高贵优雅、稳重端庄。她与整个清敦社会

是无法相容的，她与制裁她的法律是格格不入的。出人意料的

是她自愿留在受辱之地，生括俭朴，周济穷人。乐善好施，忍辱

负重⋯⋯海丝特似乎完全接受了清教社会对她的审判并逐渐

成为他们所期待的样式。但事实并非如此，海丝特的思想是自

由的。“世上的法律对她的思想来说不是法律”tlj(n22)。“那些思

想观点大胆的人．却时常以十分平静的态度服从社会的外部

规则。他们满足于思想观点，并不想付诸行动，给思想以llIL肉。

海丝特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nj(Pn22)。如果说在七年中海丝特

一直以罪人的身份生活在众人面前。那么在丁梅斯代尔面前

她却以上帝的姿态自居。这一点在她劝说丁梅斯代尔出逃的

事情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得知齐灵窝斯的真实匝目后，丁梅

斯代尔恐惧战兢，但他仍接受天意的安排，“上帝对我作了判

决”⋯(几档)。坤}的威力太强大了，我无力挣扎”[n J(P1㈣，“像我这样

一个不幸的罪人，我已经没有别的想法，只求在上帝给我安排

的地方．苟延残喘，了却一生”[11(1'149)。海丝特极力劝说，用自己

的力量使他振奋，并解下红字，摘下束发帽，让丁梅斯代尔放

弃过去，着跟于美好的未来。

从表面上看海丝特给丁梅斯代尔带来了新生的希望，然

而海丝特毕竟是个凡人，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无权为他

人的命运作主。虽然她拥有异于常人的思想。饱含他人未曾有

的勇气．但在伟大的上帝面前她是渺小的、微弱的。上帝照着

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又赐福于他们．安排他们管理全地的一

切．为的是荣耀上帝的名，这是上帝造人的目的和根本意义所

在。人是被造之物。就如陶匠手中的泥土，无权要求工匠如何

进行塑造，只能接受塑造成为工匠希望的样子。人无法完全掌

握自己的命运。生死祸福也不由自主。《箴言书》第二十章第二

十四节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

呢。忡【2 J(呦’《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说：“耶和华啊，我晓
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2](F／41)

可见人居于上帝之下．唯一能够定人脚步的只有上帝。人类应

该依靠上帝．仰赖上帝。寻求上帝的怜悯与帮助。行事也要符

问是如何进行对等映射的。

如前文所述。概念映射可以反映两个概念域中对等的部

分，但不能完全揭示目的域的“言外之意”．需要我们借助其他

因素来渗入理解《圣经》习语的意义。对“地上的光。世上的盐”

的内在涵义的把握还要依赖其他因素。如前面提到的文本信

息、读者的阅读经历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包括宗教的)知识等。

我们回头看到此习语出现的语境．盐和光都是日常生活中平

常的事物，但是确是必需的，以及在后文中提到“你们是世界

的灯。造城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入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

放在灯台上。”，包括习语本身词语使用“地上的”、“世上的”此

种“互文结构”，如此促使一个“凸显结构”的形成：我们做盐做

光要积极勇敢，不分种族、国界，以基督徒当有的生命质素、道

德品行和具体生活中的行事为人积极见证耶稣基督这一光的

本源。至此。“我们应当做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便有了一个水
到渠成的答案。

4．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框

架，特别是“概念隐喻理论”对<圣经》中习语有较强的阐释力。

辟出了宗教文本分析的一条路径。读者对某一宗教文本的释

读取决于其社会文化背景、受教育的程度等诸因素。这些因素

具体到读者个人都是动态的。所以任何对某一文本解读都不

是唯一的、终结性的，而是开放的、无限拓展的。这正是认知语

言学及其交叉学科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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