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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的叙事视角具有不同的功能& 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叙事视角呈现出由第三
人称全知叙事逐渐向人物叙事转换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两种视角功能各不相同!使诗歌
的主题出现了由批判讽刺向同情惋惜的转移& 而叙事视角转换的推动力!则来自$人%在叙事中
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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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 叙事视角和作品主题的关系

对于叙事视角在叙事中的作用#法国著名文

学批评家托多罗夫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论述*+在
文学中#我们从来不曾和原始的未经处理的事件

或事实打交道#我们所接触的总是通过某种方式

介绍的事件( 对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便产

生两个不同的事实( 事实的各个方面都由使之呈

现于我们面前的视角所决定, &#' ( 叙事视角的不

同可以造成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叙事中出现整体

状态上的巨大差异#这是因为不同的叙事视角往

往具有特定的功能#并且能够非常有效地体现出

叙事者和人物的+心情%价值观和认识事物的特

定方式等等, &$'C%( 这个问题又引申出另外一个

问题*我们的阅读传统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

识)))在阅读时#读者会努力探寻作者的态度(
其原因在于+通过叙述层反映出来的作者!或隐

含作者$的眼光和心理倾向与主题意义和审美效

果密切相关#作者对他所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同情

还是嘲讽#是这样看还是那样看有着至关重要的

意义(, &$'#CE事实上#作者%隐含作者%叙事者%人
物%读者这些概念的出现#使叙事视角成为一个非

常复杂难辨的东西#叙事过程中视角的不断变化

进一步增加了确定视角的难度( 因此本文选择从

叙事者%读者和人物三个层面出发#来分析叙事视

角的特殊功能对我们理解.长恨歌/的主题和感

情的积极意义(
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是一篇脍炙

人口的优秀作品#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一

个主题意义丰富复杂的叙事文本( .长恨歌/的
主题历来有多种分析和判断#可以总结为隐事说%
讽喻说%爱情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等

多种&C' ( 在这些主题说中#+双重主题说,是影响

较大的一种( 自王运熙先生首先提出这一观点以

来&A' #双重主题说得到了朱东润%郭预衡%刘大杰

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于长洪%刘光年%郭象等研究

者的认同( 随着双重主题说研究的不断深入#我
们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已经不是仅仅证明两种主题

的存在和转化#而是+诗歌的主题是怎样转换的,
和+为什么会出现主题的转换,( 探讨.长恨歌/
中的叙事视角转换#可以为进一步解释双重主题

说提供重要的依据(
在中国叙事作品中#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主

要的叙事角度&E' ( 但是在许多作品里#并不是单

一叙事视角贯穿始终#视角的转换是经常出现的

现象#其中既有第三人称内部的转换#也有第三%
第一人称之间的转换( 在.长恨歌/里#叙事视角

就出现了多次转换( 我们可以大致把作品中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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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叙事者的视角#其中又可

以分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编辑性全知视角两

种"第二类是人物的限知视角#分别是唐明皇%杨
玉环%邛崃道士三个视角(

二% 叙事者视角的转换和反讽色彩

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历史叙事特征在

.长恨歌/开始时表现得非常突出( 诗歌第一部

分集中叙述了李杨结合和欢爱的过程#叙事者的

位置感比较明显#故事节奏完全被叙事者所掌握(
叙事者在故事开始时同时展开两条线索#一条写

唐明皇寻求倾国美女#一条是杨玉环长大成人#接
着线索合二为一#二人相会( 叙事者超越历史#俯
视历史并把它们+编织,成故事的能力已显端倪(
在这样一个视角中#叙事的情感基调也暗暗显示

出来( 因为叙事视角决定着叙事者对于故事的基

本姿态#这种姿态最集中地体现在读者与人物的

距离关系中( 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里#读者

和叙事者的位置是大致重叠的#他们共同保持着

与故事%人物的距离#共同作为观察者#俯视%回忆

一段历史旧事( 这样一种关系可以用图 # 表示(

图 !"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关系图

从图 # 可见#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在叙事者%读
者与故事%人物之间的距离上形成了层次差别#叙
事者和读者的自我意识独立于故事#这种自我意

识的存在以对故事%对人物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只
要有自我意识在#就必然要对故事和人物进行价

值判断#这就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所具有的

不受人物内在因素影响#直接%客观地进行价值判

断的基本功能( 在.长恨歌/第一部分中#故事%
场景是描述的中心#人物的性格或内心情感并没

有得到具体的刻画#人物是包裹在故事或场景之

中的( 这样的叙事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完成价

值上的判断( 但是由于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帝妃身

份#叙事者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是赞美或认同其

故事#则可以直接表白#但如果是批判或讽刺#则
不能不采取+反讽,!即+表里不一,$的方式&D'##E(
在.长恨歌/的第一部分#叙事者就遇到了这样的

问题#对于读者来说#此时必须依靠个人的价值判

断力#在叙事者的+表里不一,描述中#完成对故

事的解读(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诗歌

从唐明皇寻求美女开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
体的意义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唐明皇

来说#其身份决定了他心中最+重,只能是+国,#
但是+重国,的含义在此地被颇有意味地转化成

了+重!色思倾$国,#这种谐音造成的修辞效果和

意义悖反#立刻使全诗染上了一层反讽的感情色

彩( 这样的美学效果是和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

的运用相互配合的( 之后#叙事者无处不在的眼

光进入了李杨的二人世界#对李杨欢爱的情状做

了极其细致繁冗的铺叙#甚至出现了不少重复#在
+春宵苦短,之后又有+夜专夜,%+娇侍夜,#在
+承欢侍宴,之后又有+玉楼宴,#衬托出一种极乐

的场景( 而+夜专夜,%+在一身,%+尽日君王看不

足,#更是使时间处于一种压缩的状态#这种状态

造成了一种焦虑的阅读情绪*一方面是李杨在时

间感上的停顿#除了处于+现在,瞬间的欢爱#没
有对未来前途的任何担心#而另一方面#阅读者心

中的焦虑却越来越强烈#因为读者和叙事者一样#
已经知道天下将有大乱#读者心中时间无多与李

杨的+良宵苦短,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在这个

对比中#对李杨故事的价值判断形成了批判性的

轮廓#情绪上的失望和愤恨也逐渐积累(
在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之后#叙事者仍然意犹

未尽#他又从单纯讲述故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
故事这段情节进行评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

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

女,( 这时原有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顿然间转变

成编辑性全知视角#叙事者的态度也为作品做出

了价值上的判断( 历史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往往

与国家民族等重大或严肃的主题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发达的历史叙事#很多是以国家%民族%家族%
个体的成功为核心#或总结经验#或汲取教训#无
论正面或者反面#叙述都是严肃的#被借鉴的内容

和借鉴者之间是保持着合适的关系#具有可比性

和可达到性( 但是#就李杨故事而言#杨玉环的成

功方式#即由女性得宠而使家族+鸡犬升天,#在
主流传统文化的价值评判中乃是不合规范的#它
并没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作者把这个事件的影响

做出极度的夸张#反而形成一股反作用力#使被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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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的事件在价值上走向错位#成为一种实质上的

不可行乃至不应行的结果#这时被借鉴事件本身

的合理性就走向了反面( +反讽的目的就是要制

造前后印象之间的差异#然后再通过这类差异#大
做文章(, &D'##D在.长恨歌/第一部分中#责任的悖

反%极乐的状态%价值的错位三种因素#构成了

+反讽,的基本主题#他们共同形成了批判讽刺性

价值判断的主体内容#使诗歌的叙事基调体现为

批判和讽刺(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价值主

题#虽然与叙事者的+反讽,有密切关联#但更为

基本的姿态#其实已经由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和编

辑性全知叙事视角中得到了实现(

三% 人物限知叙事视角的转换和同情色彩

.长恨歌/的第二部分开始#故事出现了转

折#叙事视角也开始出现了更大力度的转换( 如

果说马嵬坡事变改变了李杨的命运#那么也可以

说#这一事件也改变了.长恨歌/叙事的方式#并
进而改变了诗歌原有的批判讽刺基调( 对这一事

件的叙述#出现了两个变化*首先#第一部分非常

醒目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故事场景+铺叙,变
得极其节制#李杨的生离死别用了非常简短的六

句一笔带过( 其次#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本身也退

化为人物限知视角#叙述重心逐渐从场景转化到

内心(
马嵬坡事件之后#作者完全可以结束故事#然

后用编辑性全知视角提炼出历史教训#使叙事从

暗含反讽转为正面做出总结#让叙事延续.史记/
式的模式( 但是叙事者没有按照历史事件进行写

实描绘#相反#他+无中生有,地设想了李杨二人

生死离别之后的+故事,( 这一神来之笔的意义#
不仅在于使叙事由写实转向了虚构#也不仅在于

使作者的想象力得到更为开阔的展现#更重要的

意义在于#它表现出了叙事文学的一个基本规

律)))文学是人学(
如前所述#诗歌前一部分+人物,被故事%场

景所包裹#人物被模式化为一个价值符号%一个被

俯视的+客体,#人物的意图%情绪%精神都被压制

在一个+声色,的表面语境中( 这种封闭状态完

全无法容纳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意义场

的李杨故事#更无法深度刻画出人物自身的性格

和情感#无法解释人物与故事复杂关系的内在逻

辑( 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回到人物自身#让人物

说话(
正是由于+文学要写人,这个创作规律的作

用#.长恨歌/中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向人物叙事视

角转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

无法阻挡的趋势( 因为在唐明皇和杨玉环的视角

里#故事最有可能摆脱单一的价值判断#叙事的重

心最有可能从事件和场景回到刻画+人,( 可以

说#唐明皇和杨玉环视角的出现#才开始了+人,
的真正出场( 可以发现#自+君王掩面救不得#回
看血泪相和流,始#叙事者的位置一步一步从历

史制高点走下来#游弋接近#直至下降到唐明皇的

视角( +黄埃散漫风萧索,直至+圣主朝朝暮暮

情,是叙事者%唐明皇的混合视角#然后逐渐向唐

明皇接近( 到+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

声,#诗歌的叙事视角基本完成了转换#在这之

后#虽然历史全知叙事还反复出现#但是人物视角

已经占据了绝对主体地位#与此相对应#人物的内

心世界全面超越外在场景成为叙事的中心(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在视角结构上出现了与

第二部分重复的现象#开始都是第三人称叙事视

角#然后转化成人物叙事视角( +归来池苑皆依

旧,到+魂魄不曾来入梦,这一大段铺叙以唐明皇

的视角写触景伤情及对杨妃的无限思念( 很显

然#这一段中叙事者完全和唐明皇融为一体#在宫

苑中的所见所闻所想#都是唐明皇独特的生命体

验( 而追忆往事的结果却只是+孤灯挑尽夜未

眠,#一句+悠悠生死经别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道出了他心底深处的孤寂#就连在梦中能见到她

的魂魄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求#一个苦苦思念的

灵魂跃然纸上( 在此过程中#独立客观的历史叙

述者基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唐明皇自己的

眼光和感情( 而读者#也在唐明皇的叙事中进入

了唐明皇的情感世界#逐渐地理解唐明皇的相思

之痛#也逐渐地接近这部作品更重要的主题(
第四部分中第三人称叙事篇幅更短#在短暂

地进入了+临邛道士,的视角后#故事的高潮最终

定格在杨玉环的叙述中( 自+含情凝睇谢君王,
始#诗歌视角再次转到杨妃#+昭阳殿里恩爱绝#
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

尘雾,是杨玉环回忆过往的深情"+唯将旧物表深

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

合分钿(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是
杨玉环托物言情"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

)$B)



连理枝,更是杨玉环把只有她和唐明皇知道的誓

言再次叙述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天长

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不是叙事者突然

从杨玉环的视角中拔出来#为作品结尾#而更可能

是杨玉环为她和唐明皇之间的感情做出了最后的

表白#天地有尽头#+我们,之间无法重逢的惆怅

永远不会断绝(
综上所述#.长恨歌/后半部分故事主题和情

感基调的转型#在视角的转换中已经奠定( 人物

视角成为叙事的视角主体之后#读者%叙事者与人

物的位置达成了统一#他们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

短#这时读者和叙事者的自我意识逐渐淡化#并逐

渐进入唐明皇和杨玉环的意识世界#和唐明皇%杨
玉环一样触同样景#生相似情#可以把这种关系通

过图 $ 来表示(

图 #"人物限知叙事视角关系图

如果说叙述者%读者和故事分离状态下的第

三人称全知视角#必然地要带来自觉的道德判断

的话#那么叙述者%读者和人物同一状态下的第一

人称内在视角#则自然地要进行情感上的融合(
+人物,的情感态度就最大限度地占有了叙事者

和读者的内心#也就是说#在视角转化到唐明皇和

杨玉环之后#叙事者和读者的情感也已经转换成

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情感( 我们开始和唐明皇%
杨贵妃一样#陷入了无尽的思念之中( 这时#叙事

者和读者如果还保持着一定的自我意识的话#其
对李杨故事的态度也很难摆脱唐明皇%杨玉环的

""""

哀伤视角#在这种不断强化的同情%认同之中#原
有的批判讽刺主题迅速地退出了舞台#占据整个

叙事的是思念%哀伤%同情和惋惜#是绵绵的长恨(
不同的叙事视角具有不同的功能&$'$%! C%E(

.长恨歌/在叙事视角上的转换#实际上就是其功

能实现的一个典型过程( 在完成以上的分析后#
还是回到我们所认定的+双重主题说,的两个核

心问题( 对于这两个问题目前已经有多种解释#
总体上看#这些分析大多属于外部批评#即从社

会%作者等因素探究原因( 而叙事学则更多地从

文本出发#在作品的结构%视角等因素中发现作品

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叙事研究不仅是对外部批

评的补充#有时还可能独辟蹊径( 在.长恨歌/主
题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
作品主题完成了由+讽刺,到+同情,的过程#而这

种转换的推动力则来自+文学是写人的,这一朴

素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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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概念隐喻的认知分析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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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可以把有关职业的隐喻性描述归纳为四种主要的概念隐喻类
型"生命体隐喻*旅途隐喻*竞赛隐喻和匹配隐喻& 进一步分析职业概念隐喻的生成机制!发现"
除了单个概念隐喻内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系统性的映射!还可以归纳出各个隐喻的类别特征即
突显属性的映射!这些突显属性通过相似性直接映射到目标域(((职业这一义域中!使作为整体
概念的职业的特征更加完整& 职业概念隐喻具有较大应用价值&

关键词!概念隐喻#职业隐喻#认知#应用
中图分类号!MC#E"文献标识码!2"文章编号!#D!$ B!E%#$%#%$%# %%BA %E"收稿日期!$%%> ## #A

作者简介!汤洁'#>!!(")!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一% 引言

在对职业!的思考和讨论中#我们常常运用

隐喻#如+=+)77)/'()*79,#+=+)77)4'()*+J7*4,等(
职业研究者#如 R'--79和 24X0*8'*%O01*'4%T*X8'*
也越来越多地运用隐喻阐述他们对职业概念的理

解&# A' ( 这些有关职业的隐喻描述大致可分为单

一隐喻描述和多重隐喻描述( 单一隐喻描述如

F=Y70* 的+=+)77)+*=Y')8!职业锚$, &E' %k760*8'*
的+87+8'*8'-J+*b8,0-7!人的生命季节$, &D'以及

T*X8'* 的+ Z)'47+* +*3 <'(*3+)9,788=+)77)8!变化

多端的和无边界的职业$, &A'AB DC等( 多重隐喻描

述相对鲜见#主要有 T*X8'* 的九重职业隐喻归

纳&!'>D ####他认为#在职业生涯理论的研究中#+隐
喻不仅是我们思考某种职业的基础#也是我们对

各种职业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 &!'>>( 但这些研

究都是管理学界对职业概念的描述和探讨#仅限

于用单一或多重隐喻描述职业生涯理论#侧重于

职业生涯理论的提出和阐释#既缺乏语料分析#也
未涉及认知分析(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结合语料分析#把
有关职业的隐喻性描述归纳为四种主要的概念隐

喻类型#并进一步分析职业概念隐喻的生成机制#

从而揭示有关职业描述语言中的系统性的隐喻性

思维#同时指出职业隐喻的应用价值( 这不仅有

助于加深人们对职业本质的认识#还有助于促进

人们对职业隐喻更为广泛的应用(

二% 职业描述语言中体现的主要概念隐喻

根据 k+X'--的当代隐喻理论#英语许多表述

式都来自于基本的隐喻&B' ( 这种基本隐喻被称

为概念隐喻#例如 +2)1(J7*408I+),# +c0J708
J'*79,等( 因此#k+X'--和 &'Y*8'* 认为#人类对

世界的看法可以用不同义域的观念表述#一个义

域的概念可以被另一个义域的概念隐喻化#即源

域!8'()=73'J+0*$的结构框架投射于目标域!4+)L
1743'J+0*$#形成概念隐喻&>' (

在对职业的描述和表达过程中#很多隐喻因

长期使用而固化#从而成为认知思维的一部分而

被人们所忽视( 通过对包括 G.R!G)0408Y .+40'*+,
R')Z(8$和 G)'I* 语料库中有关 =+)77)的口语以

及书面语中的例句进行分析处理#同时参考了日

常生活中人们对于职业的描述#我们发现#有关职

)AB)

!本文所指的职业不是具体的个体的职业#而是作为整体的

抽象概念的职业#即职业生涯(



业描述的语言具有系统性的隐喻性思维#人们有

意无意地将职业概念投射于其他概念范畴之中#
运用着隐喻性的认知方式#主要体现出以下几类

概念性隐喻(
'一) 职业是旅途'R+)77)08+/'()*79)
旅途隐喻是所搜集到的语料中出现频率最

高%应用最普遍的一个职业概念隐喻#几乎遍布所

有形式的职业谈论( 根据 2J7)0=+* M7)04+17K0=L
40'*+)9!A4Y 73040'*$词典#=+)77)这个单词来自于

拉丁文=+))+)0+#意思为+)'+3 ')=+))0+17I+9!一条

路或者车道$ &#%'#!A#所以职业文献中普遍将职业

看作为旅途就毫不奇怪了( 常见的旅途隐喻有

+=+)77)Z+4Y,% +=+)77)Z,+47+(,% +17440*14'4Y7
4'Z,等(

旅途隐喻把职业概念化为一种地理方位上的

运动#体现了职业的两个基本特征*地点之间的运

动和时间( 例如*
例!#$ O9=+)77)Y+8<77* Y7,3 <+=X 0* G)04+0*

<7=+(87'-J9+88'=0+40'* I04Y 4Y7J;
例!$$ O+3'**+08=7)4+0* 4Y+4Y7)=+)77)I0,,

1'3'I* +8'*7'-4Y7,+*3J+)X8'-Y084')9;
例!C$ FY7(873 4'8Z7*3 Y'()8I77Z0*1'* 4Y7

-,'')'-Y7)-,+4<7=+(878Y74Y'(1Y4Y7)=+)77)I+8*b4
17440*1+*9IY7)7;

事实上我们还可将 =+)77)看作是一个范

畴&##' #这样就扩展了隐喻的使用范围( 例如*
例 ! A $ TbJ 4)+67,0*10* +)(4# 17440*1*'L

IY7)7# 7j=7Z4+37+3L7*3;
例!E$ TbJ'* 4Y74'Z '-4Y7J'(*4+0* +44Y7

J'J7*4+84'IY0=Y I+94'1';
例!D$ e'(b)7,''X73 4'-')1(03+*=7-)'JZ77)8

+*3 Z7'Z,7 IY' +)7 ='J0*1 (Z 4Y7 ,+337)
<7Y0*3 9'(;

上述例句中#用于描述旅途的表达在职场这

一特定语境下隐喻性地用来描述职业概念( 虽然

人们在描述自己或他人的职业时并没有使用 =+L
)77)这个词#但这些表达的意义和效果显然来自

于 =+)77)这个范畴的存在以及我们前面所讨论过

的 =+)77)的隐喻性(
'二) 职业是生命体'R+)77)08+,060*1')1+*L

08J)
有机体隐喻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隐喻&#$' ( 职

业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将职业视为生命体

就很容易理解( +但大量的隐喻在底层更明显#
更容易发现, &#C' #例如植物%动物%或者人类层的

隐喻( 这是我们上面提及的总括性的概念隐喻的

下范畴 !8(<L=+471')0g+40'* $# 具体表现为两个

方面(
#;职业是植物体!R+)77)08+Z,+*4$
植物的显著特征是它会生长#但在不同情况

下这种生长会不同( 一些因素会促进生长从而是

积极的#而另外一些因素会阻止或减少生长从而

是消极的( 在有关职业描述的句子中我们可以看

到这些植物的特征被隐喻性地映射到职业领域来

描述一些职业状态( 例如*
例!!$ T4b8+1)7+4=Y+*=7-')4Y7$!L97+)L',3 4'

)76067Y08=+)77);
例!B$ FY7080*=7*873 <9)7Z')484Y+4Y7)<,'8L

8'J0*1=+)77)Y+8,7-4cY7K+),0*1G(38'-O+90*
4Y7,()=Y;

例!>$ O9=+)77)Y+8<77* Y7,3 <+=X 0* G)04+0*
<7=+(87'-J9+88'=0+40'* I04Y 4Y7J;

在以上例句中#人们很自然地将职业概念化

为一种植物#可以增长#复苏和开花#同时也可能

被阻碍增长#如例!>$(
$;职业是动物或人!R+)77)08+* +*0J+,')+

Y(J+*$
植物%动物P人都是生命体#因此作为隐喻源

有相似之处( 但动物P人具有智力的一些显著特

征又使得以它作隐喻源有一些区别( 体现这一点

的 =+)77)的搭配很多#从体现动作和生命体过程

的 8+67%307到一些感情词如 37Z)78873%8(--7)等#
例如*

例!#%$ M08=+)77)-+,47)73 +-47)+8Z7=4+=(,+)
84+)4;

例!##$ k+X7-,7I4'4Y7F4+478-')+* 'Z7)+40'*
Y7Y'Z78I0,,8+67Y08=+)77);

例!#$$ M08=+)77)I'(,3 <74Y)7+47*73 80*=7
Y08X*77Y+3 <77* <+3,93+J+173;

例 ! #C $ ?+<)07,# IY'8Z,04-)'J 4Y78(Z7)
1)'(Z 0* #>!E# =,+0J8Y08=+)77)Y+88(--7)73 <7L
=+(87'-Y08+88'=0+40'* I04Y 4Y7<+*3;

以上例句都毫无例外地将职业看做是人或者

动物#用描述生物体的词语来描述职业#使得表达

生动形象#易于想象和理解(
)EB)



'三) 职业是竞赛'R+)77)08='JZ74040'*)
根据 2J7)0=+* M7)04+17K0=40'*+)9!A4Y 730L

40'*$ 词典上的词源解释#=+)77)一词在古希腊为

+一个快速奔跑的过程#一种竞赛,的意思&#%'#!A(
在语料的分析处理中我们确实发现很多将职业看

做是竞赛的描述#如+=+)77)4'()*+J7*4,#+ Y01YL
-,90*1=+)77),( 但更多的情况是人们描述时并不

使用 =+)77)这个词#但表达的意义和效果均来自

于 =+)77)这个范畴的存在以及 =+)77)的隐喻性(
例如*

例!#A$ F'J7'*7I04Y ++8(==788-(,=+)77), 08
++Y01Y -,97), IY'Y+88()60673 4Y7+)+4)+=7, +*3
<7+47* ='JZ7404')8'* 4Y7+-+844)+=X,;

例!#E$ O'84Z7'Z,7+)78')4'-,0X7+,,0* +)+4L
)+=7+*3 8=)+<<,0*1(Z 4'174Y7);

例!#D$ F'J7J+*+17)88+9#Tb67+,)7+39J+37
'ZZ')4(*04078-')9'(L9'(b)7/(JZ0*14Y71(*;

这些隐喻用竞赛这一概念对职业这一抽象复

杂的概念进行比拟阐述#将职场看做是 -+844)+=X
!快跑跑道$#将职场中的竞争看做是 )+4)+=7#从
而使人们对职业的竞争本质有了更加深刻形象的

理解(
'四) 职业是匹配'R+)77)08J+4=Y0*1)
这个重要的职业隐喻来自于一个描述职业的

典型的句子*
例!#!$ e'( =+*b4Z(4+8\(+)7Z710* +)'(*3

Y',7;
这句话经常用在对一个人的职业状况的描

述#意思为不能让一个人担任他不适宜的职务或

者工作( +8\(+)7Z710* +)'(*3 Y',7就指一个不

得其所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栓和孔的比喻有一个固定的

意象特征#人们通常强调适合的持久性( 相比较#
M',7的+变化无常的职业, &#A'这一概念可以被看

做是根据不断变化着的环境调整适合度的一种手

段( 在外部世界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职业的匹配

隐喻也面临着不断的变化(

三% 职业概念隐喻的生成机制

'一) 单个概念隐喻内部的系统性映射
关于隐喻的工作机制与过程#根据 k+X'--和

特纳的理论#每一个隐喻映射都包括以下四个过

程*源域图式中的空缺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空缺上"

源域中的关系被映射到目标域的关系上"源域的

特征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特征上" 源域的知识被映

射到目标域的知识上&#E' (
我们以 +R+)77)08+/'()*79,这一概念隐喻为

例分析其隐喻映射的过程#从而管窥职业隐喻的

生成机制(
第一#+旅行者,这个+旅行领域,的空缺被映

射到+职业领域,中的+职业人,这一空缺上"而将

旅行领域的+路程,这一空缺映射到职业领域#就
意味着隐喻使用者把职业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理解

为组成职业道路的各种点#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在

职业这一领域创造出+职业道路,这一空缺(
第二#一个旅行者到达目的地可以映射为一

个人在职业旅途中达到了某种目的( 因此#源域

中+旅行者,和+目的地,的+到达,关系#在隐喻

中被映射到目标域后#就成为+职业人,和+目标,
之间的+达到,关系(

第三#当想到旅行#有关旅行的各种特征就出

现在脑海中*旅行者#旅行的过程#起点#终点#旅
行的坎坷等等( 并且#一个旅途所能有的特征范

围看起来是无限的( 一个旅途可能有或者没有终

点"旅途的方向可能是向上向下#向前向后#向侧

面或者是特殊的"速度也可以是快的慢的或者变

化着的( 然后#我们把描述旅行的恰当特征映射

到职业这一领域( 例!#$到例!D$均充分显示了

源域特征被映射到职业领域的特征上( 例如#例
!E$中+'* 4Y74'Z '-4Y7J'(*4+0*,是旅行域的一

个特征#表示旅行者登上了一个高峰#寻找继续前

进的道路( 将其映射到职业领域#就用来描述职

业人达到了一个职业目标#寻找下一个目标的

状态(
第四#隐喻需要使用者和理解者对源域的知

识有一定了解( 当我们使用隐喻时#源域的知识

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知识上( 我们对源域的知识使

得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推理( 当某一领域作为隐喻

映射的源域时#该领域的推理模式也被映射到目

标域( 例如#我们对+37+3L7*3!死胡同$,的了解

使我们知道#如果走进死胡同#我们必须另择道

路#否则无法行进( 因此#在看到例!A$有关职业

的描述中使用它时#我们可以推理出描述者是在

职业生活中遇到了麻烦#需要选择另外的职业生

活方式(
)DB)



'二) 多重概念隐喻的映射
以上四种概念隐喻都各自从不同角度揭示了

职业这一抽象复杂概念的特征#并且揭示了作为

整体概念的职业的特征( 但是没有一个隐喻可以

独自揭示所有的特征#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优势

和劣势#都有他自己所能够运用的特定范围和情

景( 正如 O')1+* 所说#+对复杂事物的真正理解

需要一系列的隐喻来说明, &#D' ( 因此#除了单个

概念隐喻内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系统性的映射#
我们还可以归纳出各个隐喻的类别特征即突显属

性的映射( 这些突显属性通过相似性直接映射到

目标域)))职业这一义域中#从而从不同角度分

别揭示了职业概念的一个类别特征#使作为整体

概念的职业的特征更加完整#见图 #(

竞赛 

 
 
匹配

职
业

目标域 喻源域

环境特征：时间、地点

环境特征：竞争性

生命体特征

与人的关联特征

生命体

旅途

图 !"职业概念隐喻生成机制示意图

从图 # 可以看出#各种职业概念隐喻所强调

的特征是不同的#它们指向喻体!47*')$的不同角

度#喻源!67Y0=,7$也不同#一些隐喻建立在个体对

他本人的经验的理解之上#一些是建立在从外部

观察的观察者对于情况的分析( 还有一些隐喻描

述职业所处的环境( 这些不同的视角可以互为补

充#甚至融合为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

四% 职业概念隐喻的应用价值

'一) 在职业咨询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职业咨询业在西方已经比较完善和发达#在

我国是一个正在加速发展的朝阳产业( 在职业咨

询中#如果能够运用有关职业的多个概念隐喻来

扩大咨询师的创造力#对于职业咨询和职业测评

的有效开展将有很大帮助(
通过运用不同的隐喻#咨询师们能够帮助客

户转变他所使用的隐喻并从新的不同的角度看待

同一种情形( 当客户描述他们的职业状况时#通
常会运用隐喻来描述所遇到的挫折( 比如#一个

年轻人认为自己与所选的职业不适合#因为在他

所选择的工作领域中#他不得不参加一些教育课

程#死记硬背很多东西( 他想从这种学习环境中

脱身#去做其他的事情( 从+不匹配,的隐喻角度

来看#解决方法是这样( 然而从+旅途,隐喻角度

看#现处的教育环境只是 +道路中一个小的阻

碍,#这个教育课程只是使他在所选领域中获得

更多知识的一些必备基础而已( 对他来说#多考

虑如何发展一些新的学习策略来保证职业旅途的

顺利进行比只是关注于+不适合,更加有用和有

帮助(
对于职业概念隐喻的应用价值#人们大多关

注于客户即职业实践者们的隐喻运用和发展( 事

实上职业咨询师对于隐喻的应用和发展同样重

要( 职业咨询师不仅要了解客户们正在使用和发

展着的隐喻#还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关于特定情形

的隐喻联想和描述( 这些自己的隐喻在不同情况

下都会有用处( 比如+在和其他咨询师探讨时#
有助于相互分享隐喻视角, &#!' ( 在这些讨论中#
隐喻就会变为咨询策略和案例概念化的焦点( 咨

询师们在和客户直接分享自己的隐喻时也有助于

提供新的视角( 这样咨询师们就可以运用事先准

备好的职业隐喻去鼓励个人创造性地思考他们的

职业和职业选择( 职业测评也可以经常使用含有

隐喻的情景问题来进行测试#从而使问题更加形

象和系统化#使测试结果更加客观和准确(
'二) 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多种职业概念隐喻也可用于企业内部员工的

职业发展体系设计( 由于职业发展体系是相对抽

象的#公司可以通过构建体系化的职业隐喻帮助

员工迅速了解公司职位的任职要求%价值坐标和

晋升路径#并选择最适合自身特点的晋升之路(
比如#公司可以将企业的整个职业体系隐喻为一

艘航海中的船只#各个职位上的人员相应隐喻为

船上各类人员#如船长%大副%水手等( 这样员工

就可以清楚形象地了解自己的职业特征以及在整

个公司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在有关职业的理论研究领域#+ <'(*3+)9,788

=+)77),和+Z)'47+* =+)77),等新型职业的概念隐喻

是和传统的公司中的晋升体系以及传统的职业规

划%目标设立看起来是相反或者不同的( 在这样

的背景下#多种概念隐喻认知手段就成为一个重

要的平衡和兼容手段(
高校开展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职业指导课

程可以运用职业隐喻加深学生对职业这一复杂概

念的理解#拓宽他们对于职业的思考( 这对于学

)!B)



生更好地选择职业道路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本文以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对包括 G.R

!G)0408Y .+40'*+,R')Z(8$和 G)'I* 语料库中有关

=+)77)的口语以及书面语中的例句进行分析处

理#同时参考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职业的描述#得
出结论*有关职业描述的语言具有系统性的隐喻

性思维#主要体现为生命体隐喻%旅途隐喻%竞赛

隐喻和匹配隐喻( 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阐释了

职业概念隐喻的生成机制以及应用价值#旨在深

化对于职业本质的认识#揭示对职业概念隐喻进

行认知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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