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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东北二人转运用纯朴、生动的民间 语 言 来 描 绘 人 物 特 征，抒 发 情 感，隐 喻 就 是 二 人 转 创 作 者

们创造优美、华丽语句的重要手段。从认知角度探讨其中的隐喻表达式可以发现，二 人 转 中 隐 喻 以 相 似 性

为基础，主要以名词短语隐喻和复合式隐喻两种表达形式存在。隐喻中的两个主词分别制造出与之相关的

意象，两种意象相互影响，创造出双重影像，为看待某一事物提供了新视角。此 外，对 隐 喻 的 理 解 离 不 开 文

化语境。二人转生长在东北这块语言丰富的文化土壤里，东北方言特有的表达方式对二人转隐喻的形成起

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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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北 二 人 转 产 生 于 清 朝 康 熙 末 年，发 展 至

今，一直受到 观 众 的 喜 爱，具 有 旺 盛 的 艺 术 生 命

力。二人转 文 学 是 为 塑 造 人 物 形 象 提 供 文 本 支

持的最初环节，也是重要环节。语言（即唱词）是

二人转能 够 把 人 物 的 外 貌 和 心 理 描 绘 得 淋 漓 尽

致的最基本因素。所有的语言行为，本质上都是

构成“形 象”的 基 础 材 料。东 北 二 人 转 运 用 东 北

生动形 象、纯 朴 实 在 的 民 间 语 言 来 描 绘 人 物 特

征，抒发观众 的 感 情，其 中 也 不 乏 大 量 经 过 修 饰

加工的优美句子，隐喻就是二人转创作者们创造

优美、华丽语句的重要手段。
美国学者莱柯夫和约翰逊在１９８０年发 表 了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
一书，使人们对隐喻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隐

喻不再是一种修辞现象，而是一种认知方式和推

理机制，在人 类 的 思 维 推 理、概 念 结 构 和 范 畴 化

的形成过 程 中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西 方 已 有 学 者

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但国内的

研究状况却不乐观，仅有一些学者从认知角度分

析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而对于我国的文学作

品中隐喻 的 认 知 研 究 却 是 凤 毛 麟 角。因 此 本 文

选取二人 转 中 人 物 描 写 的 优 美 唱 词 作 为 语 言 材

料，从 认 知 的 角 度 探 讨 二 人 转 中 的 人 物 描 写

隐喻。

一、二人转隐喻的相似性基础

“相似性是人类认知的中心 问 题。”［１］相 似 性

也是隐喻构成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曾指出：隐喻

是一种不能从别人那儿学来的东西，它也是天才

的一种标志，因为一个好的隐喻隐含着在不同事

物中发 现 相 似 性［２］。理 查 兹 提 出 本 体 和 喻 体 之

间需要“理由”，这种“理由”就是两者之间的相似

性。因此，相 似 性 也 就 成 为 隐 喻 的 核 心 问 题 之

一。福柯认为相似性主要有四种：适合、仿效、类

推和交感，“但 人 们 在 使 用 和 创 造 隐 喻 时 更 多 的

是在仿效和类推的基础上，因此这两种相似性才

是隐喻的相似性”［３］８３。束定芳也认为“相似性有

物理的相 似 性 和 心 理 的 相 似 性 之 分”［４］，物 理 的

相似是在形 状、外 表 和 功 能 上 的 相 似，心 理 相 似

是指“由于 文 化、传 说 或 其 他 心 理 因 素 使 得 说 话

者或听话 者 认 为 某 些 事 物 之 间 存 在 某 些 方 面 的

相似”［５］。可见福柯的仿 效 和 类 推 与 束 定 芳 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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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理相似性的分类是不谋而合的。
二人转描 写 人 物 的 隐 喻 虽 然 表 面 上 建 立 在

物理相似性的基础上，或形状，或外表，或功能相

似，仔细分析却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建立在物理相

似和心理相似的双重相似性上，是同时融合了两

者的一种 隐 喻。如《马 前 泼 水》中 的 一 些 唱 词 从

隐喻的角度 来 看 既 有 物 理 相 似，也 有 心 理 相 似。
猪和人的脑 袋 一 样 大，家 雀 和 人 的 骨 头 一 样 轻，
虾米和人的腰一样弯，狗熊的爪子和人的手脚一

样笨。从外部特征来看，这是一个把人当作动物

的隐喻，其 产 生 的 基 础 是 人 与 动 物 的 外 形 相 似。
如果仅就外形特征来看，“人是动物”充其量也只

是说明人 的 长 相 丑 陋 而 已。但 是 如 果 把 体 验 世

界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也考虑在内，我们就会

发现作者 并 非 只 想 表 现 人 和 动 物 一 样 丑 陋 的 外

貌相似，而是激活了观众大脑中这些动物形象中

的贬义成分，用 一 系 列 的 动 物 意 象 建 构 出“没 出

息、没 才 气、没 本 事”这 一 抽 象 概 念。因 此，唱 词

中的隐 喻 既 包 含 形 态 的 相 似，也 有 心 理 体 验 的

相似。

二、二人转隐喻形式的认知阐释

二人转唱词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语言能够

充分有力地表达内容和感情。经过细致的观察，
二人转中 关 于 人 物 描 写 的 隐 喻 从 结 构 上 可 分 为

两类：名词短语隐喻和复合式隐喻。
（一）名词短语隐喻

束定芳根 据 隐 喻 的 句 法 和 结 构 特 点 将 隐 喻

分为名词性隐喻、动词性隐喻、形容词性隐喻、副

词性隐 喻 和 介 词 性 隐 喻。其 中，名 词 性 隐 喻，顾

名思义，“就 是 由 名 词 构 成 的 隐 喻”［６］６０。二 人 转

中对于人物描写的隐喻多由名词构成，以源域＋
目标域的 形 式 出 现。从 源 域 和 目 标 域 的 句 法 分

布来看，源域 和 目 标 域 组 合 顺 序 相 对 固 定，绝 大

多数是源域在前，目标域在后。如最常见的对青

年女 性 美 貌 的 描 绘 有：乌 云 发、桃 花 面、柳 叶 眉、
杏核眼、樱 桃 口、元 宝 耳、杨 柳 腰 等；而 对 男 子 丑

陋面貌的描写则是蒜头鼻、驴脸、虾米腰、鸡胸脯

等。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二人转中关于人物

描写的名 词 短 语 隐 喻 的 源 域 和 目 标 域 均 来 自 具

体的动 物、植 物 和 物 质，如 桃 花、元 宝 和 虾 米，而

人体部位如面、眉、腰等只存在于目标域。
莱柯夫和 约 翰 逊 认 为 隐 喻 是 一 种 从 源 域 到

目标域的跨 域 映 射，这 种 映 射 不 是 随 意 的，而 是

根植于我们的身体构造、日常经验和知识。这种

经验就是我们熟悉物体和它们的某种突出特点。

二人转善 于 选 取 我 们 周 围 喜 闻 乐 见 的 物 体 作 为

源域，描绘不仅生动传神，而且诙谐幽默，引起观

众的共鸣，对人物形象留下深刻印象。
除此之外，二人转习惯于借用意象组合使语

言的表达内容形象生动，因此隐喻往往借用双源

域来映射同一个目标域，根据福柯尼耶和特纳的

融合空间理 论，在“言 语 交 际 中 意 义 的 构 建 存 在

着一个概念整合的过程，来自两个或多个输入心

理空间的结构被投射到一个新的空间，由此产生

空间合成”［７］。隐喻主要 依 靠 喻 体 和 本 体 这 两 个

输入空间的跨域映射，不同的概念信息被共同激

活，在某些条 件 下 形 成 了 跨 域 联 结，导 致 了 新 的

推理，生成了新的信息。
以上提到 的 隐 喻 被 反 复 使 用 在 二 人 转 人 物

身上，由于使 用 语 境 固 定，这 些 隐 喻 逐 渐 丧 失 了

活力，放在任何地方意义都差不多。理查兹认为

隐喻的力量不在于构成隐喻的双方，而在于构成

隐喻双方语境之间的张力。反复被套用的比喻，
“由于脱离了其语境，就像被抛上岸来的鱼”［３］２７６，
但是这些 老 化 了 的 隐 喻 也 不 一 定 就 完 全 不 能 产

生新的意义。如果把它们放到一个新的语境中，
形成新的张 力，隐 喻 就 会 得 到 重 建，新 的 隐 喻 就

会产生。我们平常用杏核比喻眼睛，由于在任何

情况下 都 使 用 此 喻，已 经 丧 失 了 开 始 时 的 新 鲜

感，但是如果把其放在一个新的具有张力的语境

中，便又能产生新的意义，成为一个复活的隐喻。
（二）复合隐喻

二人转 里 有 一 种 特 殊 的 隐 喻 形 式———复 合

隐喻。目 前，还 没 有 一 个 公 认 的 复 合 隐 喻 的 定

义。陆谷孙 主 编 的《英 汉 大 词 典》将 复 合 隐 喻 解

释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通常为互不协调或互不相

容的隐喻的结合”［８］。王肯在《土野的美学》中将

其定义为“句子较多，而且一比一串，叫 串 比。”［９］

复合隐喻具有“多喻共存、语义矛盾和多域映射”
的特点［１０］。这一类隐喻中通常不出现目标域，如

《燕青 卖 线》中，当 丫 环 发 现 燕 青 对 小 姐 不 重 视

时，气氛地唱道：
你拿着玉石当瓦块，
拿着真金当生铜，
仙草当作紫皮蒜，
水仙当作羊角葱。
在这一系列的隐喻中，我们只看到了四个源

域，却没 有 看 到 目 标 域。这 种 情 况 下，我 们 是 怎

么将源域映射到目标域上去的？玉石和瓦块，真

金和生铜，仙 草 和 细 皮 蒜，水 仙 和 羊 角 葱 虽 有 相

似之处，却一贵一贱，一宝一草。“玉石当瓦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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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当生 铜”，“仙 草 当 紫 皮 蒜”，“水 仙 当 羊 角

葱”有 一 个 共 同 的 特 点———不 识 货。说 到 不 识

货，就必定隐含着某人“不识货”。这个隐喻的目

标域是事物 与 事 物 之 间 的 关 系，因 此 解 读 时，先

将四个源域整合在一起，再将业已整合的概念映

射这一目标域上，经过概念合成最终得出一个新

的概念：燕青好坏真假不辨。复合式隐喻越比越

生动，也有助于刻画丫环的性格。二人转隐喻之

所以多选用东北群众熟悉的东西来比，就是因为

推理和个 人 经 验 是 概 念 整 合 过 程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认知手段，熟悉就更容易接受，也更具地方色彩。

三、二人转隐喻的双重影像的认知阐释

“大多数二人转传统曲目都有至少一二个人

物，及该一二人物的一二行为。”［１１］正是由于这些

人物和情节对观众的触动比较深刻，这些曲目才

得以流传。二人转善于运用隐喻创造鲜活生动、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其中离不开隐喻的双重

影像作用。隐喻是富于表现力的、形象之间映射

的话语形式，双重影像是隐喻之所以生动的基本

源泉［５］１７３。
双重影 像 同 隐 喻 的“互 动 论”密 切 相 关。修

辞学家理查兹最早提出“互动论”。他认为“隐喻

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隐喻不仅是一种语

言现象，其实它还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１２］使

用隐喻时 一 个 词 或 短 语 中 有 两 样 不 同 事 物 的 思

想在活动，这两种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这个

词或短语 的 意 义。这 两 种 相 互 作 用 的 思 想 被 理

查兹称为本体和喻体，用来指本体和喻体发生相

互作用 而 构 成 的 特 殊 语 言 现 象 则 被 称 为 隐 喻。
布莱克在理 查 兹 的 基 础 上，发 展 和 完 善 了“互 动

论”，更深 刻 地 论 述 了 隐 喻 的 认 知 功 能。他 认 为

隐喻可以通过创造相似性，从而提供看待某一事

物的新视角。布莱克使用“主要主词”和“次要主

词”两个术 语 来 论 述 隐 喻，两 个 主 词 分 别 创 造 与

之相关的意象领域，两种意象被联系到一起形成

一个和谐的 整 体，彼 此 之 间 相 互 影 响，不 但 勾 起

了通常的联想关系和对应意象，同时引发了听话

者对新 搭 配 所 构 成 意 象 的 想 象，形 成“双 重 影

像”。如《石屏姑娘》中：
走一程过一浪白浪刺骨，
走三程过一山刀山刀剜；
走五程过一林枪林枪挑；
走七程过一海苦海无边；
走九程登一岛海岛冷落，
走十程出大海上了高山。

剧情叙说原先半屏山是一座整体的山，叫石

屏山。石屏 山 脚 下 的 渔 村 里 有 一 位 年 轻 美 丽 的

石屏姑娘，与母亲相依为命。由于龙王贪涎石屏

姑娘的美貌，派虾兵蟹将强抢石屏姑娘。石屏姑

娘不受引诱，不屈淫威，被龙王罚站在石屏山上，
最终变成 石 像。这 段 唱 词 是 石 屏 姑 娘 前 往 石 屏

山受罚的路上所唱。其中，石屏姑娘的路途被分

别比喻成刀 山、枪 林、苦 海，“路 途”是 主 要 主 词。
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主要主词的意

义并不仅仅是词语的意义，而是源于这个隐喻中

主要主词 和 次 要 主 词 所 代 表 的 意 象 间 的 联 合 作

用。“路途”首 先 让 人 想 到 的 是 与 人 们 经 验 相 适

应的生活图景，即从一处到另一处的道路。与此

同时也存在 着 另 外 一 个 对 刀 山、枪 林、苦 海 的 认

识———流血的、痛苦的、残 忍 的、伤 感 的。这 是 隐

喻中的第 一 重 想 象。另 外 一 重 想 象 源 于 两 个 主

词领域之 间 意 象 的 相 互 作 用。在 这 一 作 用 的 影

响下，人们基 于 生 活 经 验 的 理 解 发 生 了 变 化，作

为主词的“路 途”被 赋 予 了“刀 山、枪 林、苦 海”的

特征，这样 一 来，“路 途”就 变 成 了 一 条 融 合 了 血

渍、痛苦、伤感和残忍的不归之路。这样一比，就

把石屏姑 娘 赴 死 之 前 将 要 与 母 亲 天 人 永 隔 的 内

心痛苦，道路的无比艰险和龙王的残酷暴虐表现

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正是因 为 这 种 双 重 影 像 性，“隐 喻 才 具 有 一

般语言使用所不具备的，将本属某一领域的事物

特征转移 到 另 一 领 域 所 引 起 的 相 关 意 象 从 不 和

谐到和谐的动态互动过程。”［６］１９１而这一过程与听

话者的生活经验和对世界的体验紧密相连，这也

符合当代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四、二人转隐喻语境与语义的认知阐释

莱柯夫和约翰逊１９９９年发表了《体验哲学》
一书，对西方传统哲学理论发起了挑战。书中提

到“概念是 通 过 身 体、大 脑 和 对 世 界 的 体 验 而 形

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

体验，特 别 是 通 过 感 知 和 肌 肉 运 动 能 力 而 得 到

的。”［１２］换句话说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首先是

从认识 自 身 开 始，借 助 对 自 身 的 认 识 来 认 识 世

界，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体验性。莱柯夫和约

翰逊又指出概念根植于人们的文化之中，概念的

理解与人 们 的 文 化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二 人 转 中

的隐喻是作者生活体验后的结晶，从某种程度上

讲，隐喻本身就体现出了文化因素。
东北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千百

年来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交流，彼此融合，造

·００１·



就了极其 丰 富 的 东 北 方 言。东 北 方 言 是 东 北 劳

动人民创造的，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实际，看

到的都是活 生 生 的 形 象，同 抽 象 的 概 念 相 比，他

们更喜欢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感情，逐渐形成了

以物喻物的 表 达 方 式，因 此，二 人 转 中 的 隐 喻 多

以人们熟悉 的 动、植 物 做 比，表 达 各 种 不 同 的 含

义。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水蛇腰”、“熊爪子”、“芙

蓉面”、“杏 核 眼”等。富 有 浓 郁 的 生 活 气 息 和 乡

土风情的东北方言无疑成为二人转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语言源泉，从中亦可窥见到东北人民诙

谐、豪爽的性格特征。
二人转语言无论是语体风格还是语言特点，都

表现了东北这一地域文化特色［１４］。因此，对二人

转隐喻语义的理解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即文化语境。东北地广人稀，深山老林常有野兽出

没，因此，人们也常用虎、熊等常见野兽做比。如二

人转里勇将常叫作虎将，虎头虎脑的胖娃娃叫虎羔

子，迈大步叫虎步。而形容一个人无能却常用“熊
货”、“熊色”、“熊样”……可见东北人爱虎不爱熊。
其实，熊劲并不比虎劲小，熊虎斗也是各有胜负，但
东北人对熊的偏见却始终难改。

结　语

东北的民 间 艺 人 大 量 使 用 隐 喻，运 用 纯 朴、
形象的民间语言来描绘事物，抒发情感。我们从

认知的角度探讨其中的隐喻表达式发现，二人转

中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主要以名词短语隐喻和

复合式隐 喻 两 种 表 达 形 式 存 在。隐 喻 中 的 两 个

主词分别制造出与之相关的意象，两种意象相互

影响，创造出 双 重 影 像，为 看 待 某 一 事 物 提 供 了

新视角。此 外，对 隐 喻 的 理 解 离 不 开 文 化 语 境。

二人转生长在东北这块语言丰富的文化土壤里，
东北方言 特 有 的 表 达 方 式 对 二 人 转 隐 喻 的 形 成

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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