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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认为隐喻是从始源域过渡到目标域的系统映射从而理

解目标域的一种认知过程，是人们将一种复杂概念通过认知的手段潜意识形成的结果。文章基

于概念隐喻的三个方面，并结合诗歌中的隐喻性表达，对《祖国，（或以梦为马）》进行认知分析和

解读，激发读者对诗歌主题的理解，同时验证诗歌中存在的隐喻现象，对今后诗歌的概念隐喻研

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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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当代杰出青年诗人海子的诗歌《祖国，（或以梦

为马）》简称《以梦为马》在１９８０年代中国诗歌舞台

上占据一席 之 位，是 中 国 当 代 诗 歌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海子是一个以诗歌拯救时代为己任的诗人，尤
其善于营造想象空间、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以

梦为马》是 海 子 所 有 作 品 中 最 具 典 型 的 意 象 化 诗

歌，它表达了诗人在当时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依然满

腔 热 血，为 自 己 热 爱 一 生 的 事 业 所 奋 斗 的 精 神。
《以梦为马》用简洁有力的语言，浓郁的感情以及丰

富的意象向读者展示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和当时的

社会面貌，充分彰显了“把梦想作为前进的动力和

方向”的主题。自《以梦为马》受到当代青年的关注

以来，很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该诗歌进行了探析和

解读，早期的研究多从社会层面、诗歌意境或现实

主义角度探讨该作品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情感。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跨学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各个学

科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自发地结合在一起开展合作

性的理论研究，对诗歌方面的探讨也慢慢地拓展到

了语言学、翻译等研究方向。
《以梦为马》作为海子诗集中的经典之作，该诗

蕴含很多意境，其诗词中也蕴藏着大量的隐喻。但

迄今为止研究界对这首诗歌隐喻方面的解读却并

不多见，尤其是从概念隐喻的视角探讨几乎没有。
因此，本文从认知语言学中概念隐喻的角度出发探

讨该诗歌中蕴含的隐喻现象，从而加深读者对该诗

歌的创作过程和主旨大意的理解，解读诗歌深层次

的含义；同时也对以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的文学作

品研究提供补充，促进概念隐喻理论的发展。
二、概念隐喻理论

语言被认知语言学家看作是认知发展的产物，
认为认知是与感知、意志、情绪等心理活动相对应

的大脑理性的认识周围事物和获取知识的行为和

能力［１］。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跨越了早 期 人

们将其归为修辞学研究领域，认为隐喻属于认知，
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认知手段，从
而使人们 更 有 效 的 理 解 现 实 和 隐 喻 之 间 的 关 系。

在《我们赖 以 生 存 的 隐 喻》一 书 中，认 知 语 言 学 家

Ｌａｋｏｆｆ和Ｊｏｈｎｓｏｎ首 次 提 出 概 念 隐 喻 的 理 论，认

为隐喻是从抽象概念域映射具体概念域的过程，直
接参与我们认知世界的全部过程［２］。隐喻的 本 质

是概念性的，是跨越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而这种

映射通过认知的加工形成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

进而转化成语言符号。隐喻将存在于始源域中的

概念、特征、结构、和内容映射到目标域上，始源域

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之处由我们在社会中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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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经验反映出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概念隐

喻表现为语言中无所不在的隐喻表达，而意义恰好

通过语言传递。概念隐喻和隐喻之间是包含与被

包含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依赖［３］。
三、隐喻和诗歌

隐喻和诗歌具有紧密的联系，诗歌是诗人在一

个时代中凝结出来最能够体现社会现实意义的作

品，是民族语言中最具震撼力，最能够引起共鸣的

部分。中国古典诗歌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源于对隐喻的使用。在诗歌中使

用隐喻能够使诗歌的语言曼妙优美，整体的叙事跌

宕起伏，使读者充满瑰丽丰富的想象，把作品构筑

成一首往复咏叹的诗歌。诗人往往会对诗歌赋予

某种特定的隐喻意义，使读者更容易体会诗人所要

表达的意图，进而能够挖掘其深刻含义。费尼罗撒

指出，隐喻是诗歌的实质，揭示了 自 然 规 律［４］。通

过隐喻的手法表达自然界中的事物，能够让读者更

好地理解作品的内在含义。束定芳认为隐喻与诗

歌属于同质现象，创作诗歌和理解隐喻都需要基于

现实世界，解读隐喻的表达和解读诗歌一样都要基

于对现实的理解、推理和类比［５］。诗人笔下的意象

表达让我们平常为之熟悉的事物变得具象，使读者

在获得美感的同时，也得到另一种升华。
对诗歌隐喻的理解同样也是一个认识世界的

过程，是人们加深对语言的意义识解。当诗人觉得

使用本体难以流露出真情实感时，就会使用隐喻创

造各种意象来隐藏自己的真正意图。因此概念隐

喻理论在研究诗歌隐喻方面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
对隐喻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发展。隐喻是

概念隐喻中的重要方面，探讨语言和隐喻的本质，
发现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中都蕴含着丰富的隐喻

认知结构，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Ｌｉｆｅ　ｉｓ　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

成雪”等等对隐喻的使用恰到好处。
我国对隐喻的研究虽然没有西方完整丰富的

理论，但我国对于隐喻的使用有着长远的历史。如

在我国最著名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赋、比、兴
是其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比”是从古代诗歌中发

展而来且一直都在使用的隐喻手法。诗经其中的

一部诗歌《周南．桃 夭》中 的“桃 之 夭 夭，灼 灼 其 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借春日骄阳下桃花的鲜艳映

射年轻貌美的姑娘，为新娘唱了一首赞歌［６］。近代

诗歌《乡愁》中的“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７］，把始源域“乡愁”映射成

目标域“一枚小小的邮票”，抒发诗人对家乡的真切

的怀念之情。因此，对诗歌隐喻的研究不仅能够帮

助我们了解诗歌的整体构造，而且也能够对诗歌中

的字面意思有了多方面、深层次的认识和解读。
四、《以梦为马》概念隐喻的构建与解读

解读一首诗歌时，读者不仅要对隐喻中所涉及

的感情色彩、主题的升华等有充分的理解，而且要

结合隐喻使用的特定语境，以及语言的情景关系和

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等，更重要的是要

结合读者自身的感知去感受隐喻所指代的意义，通
过感受指代的内容进而推理其思维映像继而转化

为读者熟悉的事物，才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一

首诗歌。因世界存在着各类不同的事物，人们为了

认知、代指这些不同的东西，就创造出了各种不同

的概念，而这种概念仅仅只存在于我们的认知里。
用于代指现实事物的抽象概念，必须搭配某种分辨

方式才能具有现实层面上的意义。因此本文基于

概念隐喻的三个方面：结构性隐喻、方位性隐喻和

本体性隐喻对《以梦为马》诗歌中蕴含的隐喻进行

分析。
（一）结构性隐喻

结构性隐喻指“隐喻中始源域的特征可系统的

映射到目标域中，使目标域依据始源域的结构来系

统理解”［８］。换句话说就是在保持两个域结构不变

的情况下，通过一个概念建构另一个概念，各自的

构成成分之间存在规律性的对应关系，但这两个域

的认知域是不同的。比如：汉语中的同一个词语在

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会被赋予多个意义。结构性隐

喻在《以梦为马》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
在诗歌的前四节中出现了大量的结构性隐喻：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 儿 子”［９］４３４中“远 方”指 诗 人

怀有诗歌精神并为之发扬光大的梦想。“远方”的

本意是指距离本体有很长距离的地方，常被创造为

一种遥不可及的意象。诗歌中将“远方”作为始源

域映射到目标域中的“梦想”，二者之间有相互叠加

的部分，以隐喻的手法增加了诗意，也充分地说明

诗人将梦想寄予“远方”，既表达了梦想的遥远和难

以实现，又表达了诗人远大宏伟的精神追求。“物

质的短暂 情 人”［９］４３４中 的“物 质”原 本 属 于 哲 学 范

畴，常被定义为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又能为

人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但是物质的本质

属性和诗人生存的现实世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客
观存在的东西是可以被触摸的。因此诗歌中将“物
质”这个抽象概念映射到人们熟悉的“现实世界”，
折射出“物质”已经主宰了人们的生活，而诗人自己

虽然摆脱不了世俗的喧嚣，但是能够让自己在“拜

金主义”的浪潮之下，保持心中的理想。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９］４３４中的

“火”这一意象在文学中常常被赋予多种含义，但究

其根本指物质燃烧时所发出的光和焰。诗人将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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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域不具体的概念“中国文学”映射到具体目标域

“火”这个意象，说明诗人对中国文学致知力行、踵

事增华的态度如同“火”燃烧的形态一样，孜孜不倦

的无私奉献、照亮他人。诗人意识到祖国的语言在

当时的社会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失去了往日的

光辉。人们对语言的传承和理解涉及到对祖国文

化 的 理 解，因 此 需 要 通 过 语 言 来 创 造 精 神 文 明。
“我投入此 火 这 三 者 是 禁 锢 我 的 灯 盏”［９］４３４中 的

“火”同样也是指“中国文学”。海子想要继承发展

祖国的语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格外艰难的。
改革开放早期全国正在积极投身于经济发展与物

质文明建设 中，当 时 思 想 的 解 放 与 外 来 文 化 的 入

侵，加上意识形态工作的松懈，使得本土精神文明

处于暂时荒芜状态，这样的社会环境不仅对诗人的

意志力和创造力构成考验，对其信心和精神同样也

构成巨大的考验。
除此之外，在诗歌的第三、四节中海子同样使用

结构性隐喻的手法映射出对祖国文化深深的眷恋和

强烈的归属感。“以梦为土的敦煌”［９］４３４中“敦煌”是

人们心目中庄严巍峨的圣地，从敦煌飞天的石刻壁

画到别具一格的雅丹地貌；从月牙泉的水光潋滟到

鸣沙山的连绵起伏等等，每一个都激荡着敦煌文化

的独特魅力。“以梦为土”中将弘扬中国文化抽象概

念的“梦想”作为源域映射到具体目标域“土”上，表
达出敦煌文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失去昔日的

光辉，作者希望这把“火”可以照亮敦煌文化，重新点

燃人们对祖国文化的认同感的自豪感。
（二）方位性隐喻

方位性隐喻是借助空间方向的概念而建立的

一种隐喻，将空间方向的‘上下高低内外’等具体概

念用于人们情绪、状态、时间、数量、社会地位等抽

象概念，将原本没有方向或方位的概念赋予了方位

内涵［１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方位感知能力

是最基本的，他们经常借助周遭的时间去获取基本

的经验感知世界，再由感知形成概念。自身的体验

是认知的基础，也是我们思维活动的起点。
《以梦为马》中的方位性隐喻如：“那七月也会

寒冷的骨骼／如雪白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 横放

在众神之山”［９］４３４，这句诗刻画了一个巍峨奇美，山

巅横卧但 又 充 满 清 冷 凄 凉 的 雪 山 意 境。“雪 白 的

柴、坚硬的白雪”中的颜色词－白色在宗教中是最

能够让人肃然起敬的颜色，将白色“横放在众神之

山”，希望能够唤起人们的文化意识，在西方文化的

冲击中能够保留本国的民族文化，并将中国文化传

承和发扬下去。这里将始源域“骨骼”映射成目标

域“雪白的柴”和“条条白雪”上，诗人将两者通过颜

色的相似之处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白色是幽静与

惶恐”的隐喻概念。读者根据认知的视角，依据脑

海中已有的认知激活整体图式，最终形成对目标域

的理解。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 高 高 举

起”［９］４３４，这句诗 的 意 思 是 沉 溺 在 物 质 世 界 的 人 们

不再追求高尚的精神文明，而诗人即使独自一人也

要建设祖国的语言。在一个精神文明遭受巨大冲

击的社会中，昔日的理想信念、坚强勇敢、无私奉献

等这些被烛照过人类的精神之火在慢慢熄灭，许多

诗人也因此去写一些虚无飘渺的诗歌，使诗歌文化

丧失了原有的灵魂。但是海子却坚持自我，将精神

的火把高高举起。“高”属于空间方向的隐喻，把火

把高高地举起映射诗人可遇见的事情。“火”意义

的构建穿插在整个诗歌当中，通过形象性的隐喻修

辞代指诗人所表达的内容，使读者在诗人隐喻修辞

的引导下，结 合 自 身 的 经 验 认 知 和 独 特 的 思 维 方

式，并经过意识进行加工，最终形成自我认知。
（三）本体性隐喻

本体性隐喻指的是使抽象为具体，也就是指将

我们的行为感知、观念想法和情绪的表达等抽象的

概念通过现实世界里的具体概念以及人们获得的

经验表现出来。将不具体的概念映射为可理解的，
在现实世界中能够与之对应的概念。它是通过最

为直接的方式去体验事件，感知世界。物质世界中

充满了我们熟悉的事物，通过本体性的隐喻能够让

我们结合自身经验去认识世界，通过用熟知的事物

来帮助自己认识未知的事物，也就是说本体性隐喻

是将抽象概念用实体概念表达出来。
诗歌以《以梦为马》［９］４３４命名，指把自己的梦想

作为披襟斩棘的勇气和不断前进的动力。这是一

个典型的本体性隐喻，把抽象概念上的“梦”映射到

与具体概念的“马”上。“梦”是隐喻诉求的目标，是
一种抽象情感，读者必须借助熟悉可感知的有形实

体作为具象化的来源。“马”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动

物的一种，同样也是实体存在的。在大多数的文学

作品中马常常被描写为具有踏实稳重，吃苦耐劳的

精神品质。在诗歌的最后“马”又被描写成“天马”
和“名字叫‘马’的龙”［９］４３５。“龙”在 我 国 的 传 统 文

化中象征着不可抗拒的力量，是权势、地位、尊荣的

标志，拥有 至 高 无 上 的 权 利。在 诗 歌 中“天 马”和

“龙”［９］４３４两者的地位是平等的，都喻指诗人驰骋远

方，勇往直前和敢于追求梦想的精神。动物隐喻是

实体隐喻的一个方面，动物和人类活动有很多相似

之处，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有形实体。隐喻机制将

喻体和本体联系起来，动物性的意义相互关联并置

换为人性崇 高 的 精 神 世 界，这 样 的 设 定 增 强 了 喻

体，使其具有特殊意义。因此，诗（下转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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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察院应当对涉案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员都作出

不起诉决定；合规整改不合格，但企业认真落实合

规，只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检察机关可以适当

延长考验期，督促企业继续整改。期限届满，仍旧

整改不合格 的，检 察 院 应 当 撤 销 附 条 件 不 起 诉 决

定，提起公诉。同时，已经进行的整改工作可以作

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向法院提出对企业和相关负

责人减轻处罚的建议。例如，建议法院在原本可能

判处刑罚的基础上，酌情对企业减免罚金、对相关

负责人判处缓刑、从轻或减轻自由刑或者减免财产

刑；合规考验期内，涉案企业再次触犯法律或者行

政法规，或者检察机关发现漏罪的，或者应付差事、
敷衍塞责的，检 察 机 关 应 当 撤 销 附 条 件 不 起 诉 决

定，提起公诉。企业犯罪单罚制的，亦根据上述不

同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企业刑事合规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需要，是市

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防范外部风险需求。企业合

规不起诉是一种刑事诉讼激励机制，有助于弥补我

国犯罪追责体系的不足，在保护企业的经营与创造

力，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

挥着重大作用。借鉴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

因素，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蓝本，构建我国的企

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的制度选择。然而，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探索

才刚刚拉开序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借鉴总结经验，给予改革工作必要的探索时间

和空间，才更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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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２页）歌中最常见本体隐喻的一种方式就

是动物隐喻。
此外，隐喻具有结合映射物体的外在形态和内

在意义的功能。作者构建了“太阳是我的名字”“太
阳是我的一生”“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
千年王 国 和 我”以 及“但 诗 歌 本 身 以 太 阳 必 将 胜

利”［９］４３５四个隐喻。“太阳”的外在形态是一个炽热

的球体，是银河系的恒星之一，但却被赋予了更多

的内在含义。“太阳”代表着永恒，使所有事物都有

无限的生机；代表热情活力，希望能温暖传递给身

边的每一个人；代表光明，充满着巨大的能量等等。
把“太阳”作为“我的名字”“我的一生”能够理解“太
阳”的隐喻含 义，“诗 歌 本 身 以 太 阳 胜 利”［９］４３５根 据

前面隐喻的描写和读者的自我解读会更容易理解

诗人表达的隐喻含义。将始源域“太阳”映射为目

标域“诗歌”，更加凸显了“太阳”是光明的象征物，
也表达出诗人追求的诗歌理想终将胜利。通过读

海子的诗歌就可以了解海子这个人，因为诗歌就是

海子用来向人们传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
五、结语

作者对语言认知表达的方式其实就是诗歌的本

质，诗人只是通过隐喻的手法将日常表达的思想情

感和生活体验借助诗歌这个载体表示出来，从而形

成了诗歌隐喻最新颖、最有效的表达，但这也正是诗

歌独特的魅力所在。在诗歌中运用诗性隐喻，使其

跨越了语言本身的含义，从而传达出一种更深层次

的感情。中国传统的诗歌中都蕴含着大量隐喻，对
隐喻的使用不仅极大丰富了诗歌语言的魅力所在，
更能使抽象的感觉具象化，激发读者的思考和想象。
本文主要从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概念隐喻的角度出

发，解读《以梦为马》这部诗歌中蕴含的隐喻，从而能

为读者解读诗歌隐喻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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