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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疾病隐喻的关联认知阐释
———兼谈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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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疾病隐喻是人们将熟知的、常见的一些其他领域的概念映射到疾病领域而产生的，

它也是一种以话语为框架、以词为焦点的话语现象。疾病隐喻的使用与理解实际上都是受关联

原则支配的，可以运用语用学的关联认知理论对疾病隐喻的产生与理解机制进行阐释，这对英语

教学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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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

用大量的隐喻，英国修辞学家 Ｒｉｃｈａｒｄ 曾经说过，
“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一

个隐喻”［１］。近年来，隐喻从传统修辞学的研究

对象逐渐扩展为众多学科如语言学、哲学、语用

学、语义学、心理学、文学批评、认知科学、心理分

析、语言心理学、翻译学、符号学以及外语教学等

的研究对象，全世界范围内似乎已经掀起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隐喻革命”（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隐喻研究被推到了空前的地位，席卷着众多学科

领域。“隐喻至上”亦已成为当今语言研究的一

大特点［２］。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

隐喻在人类认知和社会活动中不可低估的作用，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这种语言现象展开

了广泛探讨，其中包括对疾病隐喻的研究。Ｓｏｎ
ｔａｇ围绕肺结核、癌症、梅毒、艾滋病这些不同时代
的流行病揭示了许多军事隐喻，如病毒的侵入、杀

死 Ｔｃｅｌｌ细胞、潜伏、转移等，认为这反映了大量
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现象［３］。目前国内关于

疾病隐喻的研究还不充分，发表的科研成果为数

不多且级别普遍偏低。田喜娥与贺本才［４］、朱秀

锋［５］、谭光辉［６］、查日新和汤黎［７］等人主要从文

学创作的角度研究了疾病隐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

联系；孙雯波，胡凯［８］从道德方面阐释了疾病隐

喻；李蓉从性别的视角研究了疾病隐喻，通过分析

女性疾病的自我书写中所呈现出来的个人的、性

别的意味，揭示了其中所包含的性别立场和意

义［９］；廉洁从防治非典的隐喻研究了汉民族的文

化心理特征［１０］；张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了英

汉疾病语篇的异同及原因［１１］。纵观以上研究，我

们可以发现，学者们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相

对较多，而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则相对偏少，

从语用学角度对疾病隐喻的研究至今为止还尚未

涉及。

鉴于疾病隐喻在日常生活中的丰富运用以及

隐喻的使用与理解离不开语境和使用者的文化、

心理等因素，本文将尝试从语用学角度对疾病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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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的产生与理解作认知关联性阐释，旨在探索疾

病语言的产生机制与理解机制及其使用的内在规

律，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方面的隐

喻语言。

二、英汉语言中的疾病隐喻现象

疾病隐喻的使用是人类将其他领域的经验用

来说明或理解疾病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由

于世界各国的文化有相通之处，人类思维和认知

方式也具有相似性，因此我们对于疾病隐喻的一

些经验和认识也是世界共通的［１２］。中英文常用

的疾病隐喻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人们会选择同样

的事物来描绘疾病。

人们通常会将某些疾病与一些非自然力量联

系在一起，比如将疾病比喻成妖魔、鬼怪等。

（１）病魔夺走两个姐姐生命……红斑狼疮虽
然不能肯定是不治之症，但医学界至今也没有研究

出根除此病的方法，二十多年前，李玉君的二姐最

先被查出患上了红斑狼疮没过几年，她的三姐也被

诊断出同样的病，并且同样没能逃过“病魔”。

英文中的类似表达也有一些例子，比如例

（２）中将癌症等疾病比作吃人的怪兽一点点将人
吞噬，赋予疾病贪婪、嗜血的特征。

（２）Ｔｈ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ｍｙ ｂｏｄｙ ｉｓ ｔｏｒｔｕｒｉｎｇ ｍｅ … Ｉ
ｋｎｏｗ ｉｔｓ ｅａｔ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ａｔ ｍｅ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ａｎｄ ｎｉｇｈｔ…

人们还经常会将疾病比作敌人。这种情况在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比较多见，并且基本都是用在

描述一些涉及范围大、传染性强的流行性疾病方

面。这主要是因为此类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

都比较大，涉及的范围广，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普遍

关注，而且要防治疾病，防止病例的扩展，必须依

靠全民的行动和力量，高度警惕，像与敌人打仗一

样“抗击”疾病，与疾病“作斗争”，才能取得“最后

的胜利”。

（３）虽然中国的卫生体系存在缺陷，但是中
国现在还是非常有效地控制住了“非典”疫情。

请问李副部长，从中国对 ＳＡＲＳ 应战的这场战役
当中，中国学到了哪些经验能够与世界上其他特

别是穷困的发展中国家来分享，怎么样采取有效

措施来应对像非典这样的传染病？

（４）Ｗｅ ｄｏｎ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ｗａｉｔ ｔｏ 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ｌｕ，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 ａｎｄ ｗｅ ｎｅｅｄ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ｔｏ ｃｈｉｐ ｉｎ．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将一些自然界的

现象或自然生物的某些特性映射到疾病领域，病

情会像高智商的动物或人类一样具备一定的能

力，会隐藏、埋伏、伺机而动；又能像火山一样“爆

发”，其来势迅猛，后果也不可预料；还会如蔓草

滋生，连绵不断地扩展范围；抑或病情的发展可以

如波浪一样后浪推前浪接踵而来，等等。如例

（５）、例（６）所示：
（５）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自去年 ４ 月开始在美洲

爆发，目前宣布流感大流行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

此外，目前尚无法断定今后几个月北半球的疫情

形势如何发展，是否会有新一波的严重疫情爆发。

（６）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ｄ ａ ｆｉｆｔｈ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ａｒｅａ
ｓｉｎｃｅ ａ ｎｅｗ ｗａｖｅ ｏｆ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ｗ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ｌａｓｔ Ｔｈｕｒｓ
ｄａ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ｐｒｅａ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ｖｅ ｉｎ Ｔｏｒ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１１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ａｎｄ ２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ＳＡＲＳ ｃａ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ｒｉｓ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ｆｅｗ
ｄａｙｓ，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ｓａｉｄ． Ｂｕｔ ａ ｂｒｏａｄ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ｒｅ
ｍａｉｎ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ｅｎ ｉｆ ｒｅｍｏｔｅ．

从上面两例可以看出，像“爆发”、“蔓延”及

“波浪”方面的汉语疾病隐喻在英文中也有“ｏｕｔ
ｂｒｅａｋ”、“ｓｐｒｅａｄ”及“ｗａｖｅ”等隐喻概念与之相对
应。这主要是源于英汉民族对自然的体验有相通

之处，而且媒体的信息共享也加强了此类隐喻的

渗透趋势。

疾病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它也

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和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

用其他领域的经验与体验来说明或理解疾病领域

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当然，随着疾病隐喻的

发展，人们也开始用疾病领域的经验来认知其他

领域的概念。比如以下三个例子都使用了以疾病

为始源域的隐喻。

（７）你要想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首先必须
找出他们问题的病根在哪里。

（８）这显然就是个病句嘛。
（９）这个人疑心病太重了，没法与他相处。
鉴于疾病隐喻的使用如此频繁多见且丰富多

样，我们对其使用及理解的研究也就显得非常有

必要了。那么，疾病隐喻是怎么产生的？听话人

或读者又是怎样顺利识别和理解其含义的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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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兹指出，传统隐喻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了

隐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交流（ｉｎｔ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和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疾
病隐喻也是一种以句子（话语）为框架，以词为焦

点的话语现象。隐喻作为一种语用现象，它的识

别需要语境提供线索，在字面意义无法成立时，通

过对话题和词语指称对象变换的判断来准确理解

话语意义［１３］。由于隐喻的产生、识别和理解与语

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又是人类认知的一种

现象和工具，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尝试采用语用学

的认知关联理论对其作出阐释。

三、英汉疾病隐喻的关联认知阐释

（一）关联理论的隐喻观

Ｓｐｅｒｂｅｒ和 Ｗｉｌｓｏｎ在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
知》一书中提出了以关联为原则、明示 推理为理

解模式的关联理论，并用关联理论阐释了隐喻现

象［１４］。关联理论认为，推理的过程就是寻找话语

与语境关联的过程。人们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

根据话语提供的词语信息、逻辑信息及人们本身

所具有的百科信息，在推理过程中选择最合适的

语境，并寻求话语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从而正

确理解话语［１５］。关联原则的两条基本原则是认

知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和

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

本身具有最佳关联）。隐喻的使用是说话人（或

作者）为了不直接解释其交际意图或为了使自己

的交际手段更为生动传神而采用的手段，是为寻

求最佳关联而采取的一种方式和策略，隐喻的使

用与理解实际上都是受关联原则支配的。实质

上，人类交际的过程就是明示 推理的过程：交际

一方提供说明本人意图的相关信息，另一方则根

据该信息和相关的语境及背景知识推导出对方意

欲传达的意图。隐喻的一个重要语义特点是喻体

所表征的意义或特征与本体所表征的意义或特征

会相互冲突，因而对隐喻的理解需要依据本体和

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或关联性对这种冲突加以排除

进而推理完成。因此，隐喻的认知过程就是将本

来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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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用过程。

Ｓｐｅｒｂｅｒ和 Ｗｉｌｓｏｎ认为，语境是理解话语意义
的假设集（ａ ｓｅｔ ｏｆ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１４］。语言交际中，

听话人对世界的假设以概念表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形式存储在大脑里构成其认知环
境，认知环境中的各种信息构成信息接收者理解

话语的潜在认知语境。在听话人理解话语的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是具体的情景因素，而且还

包括认知环境中的旧信息。理解话语的过程就是

认知环境中的旧信息和交际过程中的新信息相互

作用的过程。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的基础是

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环境，认知语境是“语用者

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１６］，它以动态的方式来考

察隐喻的工作机制，隐喻意义是听者通过关联推

理、构建隐含前提来实现的，而隐含前提的构建取

决于听者个人的认知环境，认知环境的不同会直

接影响隐喻意义的理解。Ｌａｋｏｆｆ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 被视
为近年来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代表人物，他们

于 １９８０ 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被视为
这一领域研究隐喻的经典著作。他们在这本书的

开篇中就指出了隐喻的认知作用：隐喻在日常生

活中无所不在，不仅在语言中，而且在我们的思维

和行动中都是这样［１７］。他们在专著中将隐喻的

理解上升到“认知方式”和“推理机制”这个高度，

这种认知方式与推理机制正好与 Ｓｐｅｒｂｅｒ 和 Ｗｉｌ
ｓｏｎ的关联理论有相交之处。下面我们将从信息
发出者的隐喻使用与信息接收者理解两方面对疾

病隐喻进行关联认知阐释。

（二）疾病隐喻的关联认知阐释

Ｓｐｅｒｂｅｒ和 Ｗｉｌｓｏｎ指出，交际者在交际中以最
佳关联为目的，让信息接收者在信息处理时付出

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１４］。因

此，交际者会尽量让自己的语言输出去顺应听话

人处理信息的这一需求，以减少信息接收者理解

话语时所付出的认知代价或心理努力。人脑对杂

乱的客观世界进行感知和加工时，总是习惯于根

据新认识事物的特征，在记忆中搜寻与新事物有

联系的事物，使它们发生关系，然后形成一个新的

概念范畴，从而生成新的隐喻。疾病隐喻的使用

是说话人（或作者）为了不直接解释自己对疾病

的体会和认识而产生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为了寻

求最佳关联性而采取的一种语言手段。在对各种

疾病的认知过程中，人们会试图用生动形象的语

言去描述疾病的各种特征，大脑便会在已有的知

识架构中寻找与疾病特征具有某种程度上相同或

相似的已有概念，运用一定的语言结构使其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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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概念与疾病概念发生关系，将其他领域事物的

特征映射到疾病领域并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范畴，

从而产生疾病隐喻，以更生动地表达人们对疾病

的认识和体会，如上文例（１）中的病名“红斑狼
疮”。我们知道，“红斑狼疮”是一种威胁人类健

康的恶性皮肤病，人们在深受其害的过程中逐渐

了解到此病的种种特征，比如起病或隐匿或急骤，

发作比较凶险且极易复发，迁延不愈，出没无常，

就跟狼一样狡猾，另外病人的皮肤损害会出现盘

状红斑，多形红斑，大疱性红斑等等，像被狼咬过

后留下的疤痕，因此而得名“红斑狼疮”，可谓既

形象逼真，又内涵丰富。人们在认知类似难以根

治的疾病时，会逐渐了解到此类疾病的损害性、顽

固性以及凶险性，然后便与传统文化中具有相似

特征的妖魔鬼怪的概念联系起来，并将其特征映

射到疾病领域，达到矛盾与相似性的统一，从而形

成了相应的疾病隐喻表达方式。

从信息接受方来看，根据关联原则，信息发出

者所作的任何明示性的交际行为都意味着该行为

具有最佳关联性。在推断疾病隐喻意义的过程

中，信息接收者首先借助自己的认知语境（逻辑

信息、百科信息、词汇信息等）进行联想，寻找喻

体的可能值。读者在理解这个疾病隐喻时，会根

据作者提供的上下文语境、自己已有的对这种不

治之症的百科知识，以及对传统文化中妖魔鬼怪

特征的了解，让各种信息相互发生关联，提取出

“魔”的相关特征，从而更生动地体会到作者将

“红斑狼疮”这种疾病比作无恶不作的魔鬼的交

际意图。

根据关联理论的隐喻观我们可以知道，对疾

病隐喻的理解过程与一般话语的理解过程一样，

都受到关联的支配。关联理论指出，信息发出者

的话语激活了信息接收者对关联的期待，在这种

对关联的期待的引导下，交际者将编码概念、语境

信息及关联视为输入内容，通过显性内容、语境和

隐含意义的相互作用与调整推导出表征含义的临

时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喻体特征向本体映射

过程中，本体所具有的特征也会对映射到目标域

的特征有一定的选择和限制作用。本体与喻体之

间存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两者之间具有互动

性。隐喻意义的产生一般来说主要是喻体向本体

的映射，但不可否认的是，本体的特征也会决定喻

体的哪些特征会被映射，其对映射结果有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而在隐喻的理解过程中，人们会根

据不同的本体有选择地将它的某一种或若干种特

征提取选择出来，映射到不同的事体上去。也就

是说，不同的本体在映射过程中对喻体的特征有

限制和选择的作用，进而才会生成恰当的映合结

果。比如以下几个例子：

（１０）红斑狼疮这个可恶的病魔把她折磨得
奄奄一息。

（１１）这个男人是个大色魔，女孩子们要记得
离他远一点。

（１２）诗魔———白居易……白居易写诗非常
刻苦，过分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

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称“诗魔”。

“魔”这个概念在人类文化和意识中本身具

有多种特征，比如危害人类、给人带来痛苦、能力

无边、贪婪成性、疯疯癫癫、变化莫测、不可捉摸等

等。这三个不同的例子中，读者或听话人却能正

确地分别提取“魔”这个喻体与各自本体相关联

的特征，听话人通过语境的选择和补充来推断本

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确定话语和语境之间的

最佳关联，获得最好的语境效果。比如例（１０）
中，根据“红斑狼疮”“折磨”“奄奄一息”等语境

信息，读者可以成功推知这些信息与“病魔”都是

相互关联的，读者会自动调用语境信息和相关百

科信息推断“病魔”暗喻此疾病所具有的损害健

康并给人带来痛苦和烦恼的特征，获得最佳的语

境效果；例（１１）中，读者看到男人、色、女孩子这
些语境信息，便会假设他们之间具备最佳的关联

性，于是便把说话人（或作者）所提供的信息进行

整合，从而理解“色魔”形容对女色存有贪婪之念

并霸占侮辱的人。同样我们可以推知例（１２）中
“诗魔”是用来形容有才华横溢的诗人，是对作诗

达到如痴如狂的地步并好像具有超能力的、创作

出了无比优秀作品的人。

我们再来看一个英文疾病隐喻的例子：

（１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ｄ ａ ｆｉｆｔｈ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ａｒｅａ
ｓｉｎｃｅ ａ ｎｅｗ ｗａｖｅ ｏｆ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ｗ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ｌａｓｔ Ｔｈｕｒｓ
ｄａ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ｐｒｅａ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ｖｅ ｉｎ Ｔｏｒ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１１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ａｎｄ ２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ＳＡＲＳ ｃａ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ｒｉｓ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ｆ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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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ｙｓ，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ｓａｉｄ． Ｂｕｔ ａ ｂｒｏａｄ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ｒｅ
ｍａｉｎ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ｅｎ ｉｆ ｒｅｍｏｔｅ．

根据关联理论的隐喻观，任何明示性的交际

行为都意味着该行为具有最佳关联性。读者在推

断画线部分疾病隐喻意义的过程中，首先借助自

己的认知语境（逻辑信息、百科信息、词汇信息

等）进行联想，寻找喻体的可能值。根据作者提

供的上下文语境，读者将话语中提及的 ＳＡＲＳ 病
情、“ａ ｎｅｗ ｗａｖｅ”及“ｏｕｔｂｒｅａｋ”进行关联处理，假
设这些信息具备最佳的关联性，并选择本体与喻

体之间的映射特征，从而准确地理解 ＳＡＲＳ 病情
一浪接一浪反复出现并危害人类健康的状况 “像

火山爆发一样”来势迅猛。对于英文中这样的疾

病隐喻例子，我们可以借助于关联理论及类似的

文化、语言习惯的相互渗透来理解。从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用关联理论对疾病隐喻的产生与

理解机制进行分析能够给人们对类似疾病隐喻现

象的理解提供一定帮助。

四、疾病隐喻的关联认知阐释

对教学的启示

　 　 疾病隐喻在人类各种交际语篇中比较常见，
尤其是在全世界经历了禽流感、非典、甲流等几次

大规模的流行病之后，疾病隐喻更是掀起了一股

热潮。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疾病隐喻的关

联认知对比研究对英语教学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帮助学生树

立英汉语言疾病隐喻的意识，帮助他们发现和掌握

英汉之间在疾病隐喻概念上的异同之处，形成对比

反思的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理解和应用英语疾病隐

喻语言的能力。比如，教师要让学生了解疾病隐喻

的使用是人类将其他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

疾病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由于世界各国的文

化、地理环境、人类思维和认知方式具有相当多的

相似性，中英文常用的疾病隐喻也具有很大的相似

性，人们会选择同样的事物来描绘疾病。然而，每

个民族又都有自己特定的思维模式，而作为认知思

维方式的隐喻在语言中无处不在，其中两种语言所

体现出的疾病隐喻现象必然有所差别。如果教师

能帮助学生把握好中西两种文化中疾病隐喻的差

异性，学生在阅读时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疾病语言

现象，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疾病隐喻是一种在广阔的语境中出现的话语

现象，信息发出者在隐喻中的意义是间接表达的，

所以作者或说话人真正的交际意图需要借助语境

进行语用推理才能获得［１８］。根据关联理论的交

际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

身具有最佳关联。因此，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可以

按照 Ｓｐｅｒｂｅｒ与 Ｗｉｌｓｏｎ提出的演绎推理模式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采取最佳关联方法，使学生能善于

利用语言语境与交际语境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

学生根据话语提供的词语信息、逻辑信息及自身

所具有的百科信息，在推理过程中选择最合适的

语境，并寻求话语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从而正

确理解疾病隐喻语言。

（１４）Ａｖ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ｔｏｒｍ ｎｏｗ ｇａｔｈ
ｅｒｉｎｇ？

这个例子将“Ａｖ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禽流感）与
“ｓｔｏｒｍ”（暴风雨）相提并论，用意何在呢？教师在
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利用上下文信息进行分析和推

导，从而达到理想的理解效果。根据关联理论，信

息发出者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

身具有最佳关联，也就是说，例（１４）中所给的信
息都是相关联的，包含着作者的交际意图并且传

达一定的信息，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脑海中浮

现有关“Ａｖ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与“ｓｔｏｒｍ”的特征，并让
他们将这些特征有选择性联系在一起。通过一系

列的推断之后，学生便可以顺利地理解这个句子

的含义，即它是将“ｓｔｏｒｍ”来势凶猛的特点映射到
目标域“Ａｖ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当中，从而生动描绘了禽
流感疫情爆发的迅猛势头，成功地引起人们对此

疫情的高度警觉。

此外，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不应该仅仅把注意

力放在所谓的语言点上，还应该启发和引导学生

主动去联想和探索西方民族的疾病隐喻思维和世

界观［１９］，因为这些都是顺利理解隐喻语言的重要

线索，有助于帮助学生在推理过程中正确地寻找

到最佳关联，从而顺利地理解疾病隐喻语言。

总而言之，疾病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

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启发和引导学生

的疾病隐喻语用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疾病隐喻

认知能力，这不仅有利于疾病领域的英语学习，还

能够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

五、结语

隐喻的理解就是听话人通过认知语境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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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建立的新假设进行关联、激活、选择、推理，最

终获得隐喻会话含意的过程。关联理论把关联看

作常项，把语境看作变项，交际总是具有最大的关

联取向。疾病隐喻的理解是人们从认知语境中选

择最佳相关的假设，以最小的努力对话语所建立

的新假设加以处理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从而

找到话语的最佳关联的解释。此外，对疾病隐喻

的关联认知语用的研究对于英语的教学也可以提

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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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及其化解探讨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刘付林

（南京审计学院 校长办公室，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

摘　 要：为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加强课程改革

成为大学的共同选择。然而，源自各方的重重阻力使得大学课程改革效果不甚理想。要提高大

学课程改革的实效，需要深入分析政府、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四类重要利益相关者产生的阻

力，并从整体利益出发，在加大政府经费投入、促进教师主动参与、凸显学生主体地位、加强与用

人单位沟通等方面作出努力，化解各方之于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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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勒温认为：“在任何一项

变革中，都存在着推力与阻力这两种对抗力量，前

者可以发动并维持变革，后者则阻止变革发生或

进行。”［１］大学课程改革亦是如此，推力和阻力左

右着大学课程改革的成败。

大学自诞生以来始终伴随着课程改革，大学

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课程改革史。大学课程改

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教育改革工程，并不是每

次大学课程改革都能实现预设的改革目标，当代

众多的大学课程改革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实然的

改革结果与应然的改革目标相差甚远。我们可以

借用教育改革研究领域的权威迈克尔·富兰的观

点对此加以解释：“教育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教育变革具有非线性，不要期望改革会按照预想

的路径展开，教育变革还具有不可预测性。”［２］大

学课程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与改革进程中遭

遇的阻力密不可分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阻力问题成为教育改
革研究的焦点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

育计划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库姆斯将教育改革的

阻力区分为四类：物质上的阻力，体现在缺乏资源

和设备上；行政管理上的阻力，体现在规章制度和

议事程序上；哲学上的阻力，表现在对理想的目的

或目标持不同的观点；心理上的阻力，表现在个人

的感情、态度和信念上［３］。程培杰等则将教育改

革中遇到的阻力分为文化阻力、社会阻力、组织阻

力和心理阻力等［４］。波尔·达林归纳了教育改

革中可能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阻力：价值阻力、权力

阻力、改革的实际阻力和心理阻力［５］。学理上，

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下位概念；事实上，课程改

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因此，教育改革的阻

力基本涵盖了课程改革的阻力，研究课程改革的

阻力可借鉴关于教育改革阻力的分析框架。但

是，正如上述关于教育改革阻力的分类，已有的研

究力求广泛性、系统性，但深度挖掘却不够。本文

试图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大

学课程改革的阻力及其化解。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基于对美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不确定的商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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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反思，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方法作为一种

新的理论和模型被提出来。利益相关者理论认

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

者的投入或参与，组织追求的应是利益相关者的

整体利益，而不应仅仅是某个单一主体（如股东）

的利益。组织的决策必须要考虑各种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补偿，组织的发展前

景有赖于管理层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的回应

质量［６］。

本文之所以选择利益相关者的分析视角探讨

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及其化解，是基于以下两点

考虑：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旨趣直接指

向现实的人和人的利益需求，而人是决定任何一

项改革成功与否的决定性要素。大学课程改革亦

是如此，它的成败与政府、教师、学生、学生家长、

用人单位等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满足情况紧密

相关。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探

究大学课程改革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义，

研究各类利益相关者对大学课程改革形成的阻力

及其化解。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组织，

大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股东，没有人能够获得大

学的剩余利润，某个人或某一类人都不能对大学

行使独立控制权。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

组织”［７］。政府、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用人单位

等都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选择利益相关者理论

的分析视角符合大学的组织特性。

三、利益相关者之于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

什么是“利益相关者”？１９８４ 年弗里曼
（Ｆｒｅｅｍａｎ）出版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奠基之
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在书中，弗里

曼给出的“利益相关者”的经典定义是“能够影响

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

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８］。作为一个

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在实现其推进课程

改革、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受到

各类组织或群体的影响，这些组织或群体构成了

大学课程改革的利益相关者。本文选取了政府、

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影响大学课程改革目标实

现的四类典型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大

学课程改革形成的阻力及其化解。

（一）政府经费投入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

大学的课程改革是紧紧围绕人才培养方案开

展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修订的主体均是大学

自身，因此，大学课程改革的主体非大学莫属。然

而，大学的课程改革不只是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

人才培养规律的教育行为，它也是在现实的制度

环境与社会背景中权衡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行

为。政府虽然不是大学课程的主要供给者，却是

大学课程建设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包括课程建设

与改革在内，大学的事业发展始终离不开政府的

支持，即使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大学也不例

外。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政

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关

系，政府是大学课程改革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大学课程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政府实施的高等

教育重大战略部署来开展，比如“２１１ 工程”、“９８５
工程”、“质量工程”等。以“十一五”期间的“质

量工程”为例，大学课程改革的核心评价指标体

系就是国家级和省级的精品课程、教学名师、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精品教材等项目的立项与建设，因

为这些项目的立项意味着政府会给相应的大学提

供大量的财政拨款。有了经费支撑，课程改革的

人力、物力等各种要素才会源源不断地得到补给，

课程建设的水平才会不断达到新的高度。毫无疑

问，政府是重要的课程改革与建设项目的主要设

计者、管理者、评价者，通过经费这只看不见的手，

政府实现了对大学课程改革的有效控制。然而，

在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低

的大背景下，政府对大学课程改革投入的经费是

有限的，大学课程改革的经济基础是薄弱的，大学

课程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因此，政府经费投入不

足是大学课程改革的重要阻力。

表面上，大学课程的管理者是大学自身，大学

是课程改革的主体，享有课程改革的发言权、管理

权、评价权等各类权利，实质上，政府才是大学课

程改革的仲裁者。大学重要的课程改革均要得到

政府的认可方能获得合法性并予以实施。大学课

程改革始终在专业建设的框架内开展，通过牢牢

掌控专业增设、调整等专业建设活动的审批权、决

定权，政府实现了对大学课程改革的有效控制。

大学课程系统中占统领地位的国家级、省级精品

课程或特色课程的评选、立项、建设、管理等活动

都是由政府控制，即使是体现学校特色的校级课

程建设活动也是在政府有关课程文件的框架内开

展的。可以说，大学课程改革的所有元素、所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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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都在政府的直接管理或间接管理的范畴内。政

府对大学课程的管理过于集中构成了大学课程改

革的阻力。

（二）教师主动参与不够，评价体系不合理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①大学教

师是大学教育活动的实施者，是大学实现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行为主体。课程

改革的历史经验证明，教师对于课程改革的成功

具有决定性意义，教师积极主动的参与是课程改

革成功的保证。

正如加拿大著名课程专家大卫·杰弗里·史

密斯指出的，很多课程改革“在制定其教育决策

的时候，很少考虑教师的经验。教师只不过是些

公仆，其职责是将别人作出的决定付诸行动”［９］。

这种远离教师的课程改革，使得“教师的利益和

意见在学校发展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教师的

参与是一种被动参与”［１０］。同样，大学教师参与

课程改革往往是因为“被卷入”而被动参与，不是

发自内心的主动参与。因为主动性和积极性不

够，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热情和潜力难以被有效

激发，课程改革的效果可想而知。同时，课程改革

的推行，意味着新的课程体系和新的课程模式的

出现，这就要求教师更新课程观念，提升课程开

发、实施、评价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为此，教师要付

出更多努力，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由于教育工

作具有一定的重复性，教师容易陷入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的机械循环中。课程改革的创新性与教师

教育活动的重复性之间的矛盾也影响到教师对课

程改革的参与度。

近些年来，对大学教师的评价与考核呈现出

过度量化和功利化的倾向，重科研、轻教学，重结

果、轻过程，重指标、轻内涵的现象日益明显。一

方面，在高等教育从外延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的

新时期，众多大学的发展目标同质化为从“教学

型”院校向“教学科研型”院校转变，或是从“教学

科研型”院校向“科研教学型”院校转变，科研在

大学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科研工

作量可以量化为论文、课题、科研经费等显性内

容，因此对教师的科研考核更具操作性和可比性。

相对而言，教学是塑造人的活动，教学效果在短期

内不易显现，对教学工作的考核与评价较难被量

化。因此，在当下的教师评价体系中，对科研重要

性的强调无以复加，对教学的关注日趋减少；科研

投入的回报率高，教学投入的回报率低。面对这

种不合理的评价体系，教师自然会把更多的精力

投向科研，从而忽视教学活动中的课程改革。不

合理的评价体系导致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行为

偏向，形成大学课程改革的强大阻力。

（三）学生认同度不高，主体地位被忽视

学生是大学存在的理由。就大学课程而言，

学生理应是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１９９８ 年召开
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２１ 世纪的高等教
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就明确指出：“国家和

高等院校的决策者应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

焦点，并应将他们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

者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要使“学生参与有关

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参与评估，参与课程和教学

法的改革，并在现行体制范围内参与制定政策和

院校的管理工作”。

事实上，学生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并没有在课

程改革活动中得到应有的体现。大学课程改革往

往远离学生，学生成了课程改革的局外者、旁观者

和被动的接受者。大学课程改革从设计、实施、管

理到评价的过程中，学生始终没有主体式的参与。

即使是有限的参与，也只是表现为被迫做几份关

于课程改革的问卷，接受几次相关的访谈。课程

改革方案的合法性能够得到政府、大学管理者、大

学教师的认可，但不一定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大

学课程改革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往往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而不是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这样的

课程改革往往脱离学生的现实生活，难以激发学

生内在的价值需求，学生的认同度自然很低。因

为认同度不高，学生对课程改革容易产生排斥心

理，视课程改革为学校额外增加的负担，这种情况

不利于课程改革的推进。

大学课程改革的消费者是学生，因此，学生最

有权利评判课程质量，课程改革也应该以是否满

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为评价标准。虽然以学生

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理念得到了广泛传播，

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差甚远，学生主体地位被剥夺

的现象比比皆是。众所周知，大学生处于特殊的

身心发展阶段，对自主性、能动性、主体性具有强

烈的追求和渴望。然而，在现实的大学课程改革

中，学科逻辑占据了上风，学生心理发展逻辑被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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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忽视，学生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在此情形下，学

生参与大学课程改革的行为常常是被迫和无奈

的，必然对课程改革产生阻力。

（四）用人单位眼光不够长远，功利性思维过强

在精英教育时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用人单

位对大学毕业生极度渴求，对大学课程改革没有

真正的发言权。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时

代的到来，用人单位可招聘的人选明显增多，大学

生就业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用人单位成

了卖方市场，大学生成了买方市场。因为这样的

供求关系，所以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

出更高的要求，由此对大学课程改革的影响力愈

发增大。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大学生时经常会优先考

虑有工作经验的应聘者，这也是很多应届大学生

在求职过程中经常碰壁的主要原因。类似招聘条

件的背后反映出用人单位的用人眼光不够长远，

一味强调应聘者在短时间内的工作适应能力，忽

视了应聘者长远的工作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潜

力。在当下大学生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现实背景

下，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对大学课程改革产生了

重要影响，大学课程出现了一味褒实践课程、贬理

论课程，重视应用能力、忽视发展潜力的不良现

象。用人单位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因为眼

光不够长远对大学课程改革形成了阻力。

大学的重要办学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素

质人才，人才素质的高低由用人单位来评价。作

为大学的主要产出（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者，用人

单位对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具有当然的合

法性。然而，大多数用人单位选材用人的标准遵

循市场化的思维方式，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

化，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无论什么用人单位，他

们对应聘者都会提出类似“上手要快”、“在指定

的工作岗位上尽快胜任”等要求。在用人单位功

利化的思维模式下，大学生被异化成了劳动工具，

而不是完整的生命体。用人单位的这种用人导向

对大学课程改革产生了巨大阻力。

四、以整体利益化解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

阻力不只是产生消极的影响，也可以带来积

极的影响。正如莫瑞尔（Ｍａｕｒｅｒ）观察到的，阻力
也是改革成功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往往是那

些有反抗情绪的人会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们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为那些被认为是

好的东西据理力争，他们或许看到了我们不曾梦

想过的解决方法，他们或许看到了我们不曾看到

的（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细节问题”［１１］。认真分

析阻力，挖掘其根源，通过积极的措施予以化解，

改革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一）加大政府经费投入，推进课程管理重心

下移

经费短缺一直是制约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增

加政府的经费投入是大学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有

效途径。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任务，课程是大学

培养人才的核心载体，因此，课程改革对大学发展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的质量与特色某种程度

上就是表现为一系列高质量、有特色的课程。课程

改革离不开经费支持，经费是课程改革的先决条

件。政府在努力扩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应该

首先考虑加大课程改革经费的投入。当然，加大经

费投入的同时，加强经费使用的绩效评估也是不可

或缺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学课程经费的投

入、使用、评估等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有效地缓解

政府经费投入不足之于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

当代课程改革常常由政府启动和推进，“政

府改革”成为改革的常态形式［１２］，课程的管理权

高度集中在政府。课程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其

根本属性还应该是教育性；课程改革可以是政府

行为，但其本质属性还应该是教育专业行为。课

程管理的高度集权不符合课程及课程改革的专业

品质。为进一步激发大学实施课程改革的积极

性、主动性，政府应该推进课程管理的重心下移，

将课程改革的权力充分下放到大学，还大学课程

改革的主体地位，这也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

趋势，即政府与大学之间变成一种伙伴关系。正

如《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指出的那样，高等教

育与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高等教育变革与

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促进教师主动参与，完善评价体系

“革新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全体教师的态

度。”［１３］广大教师是课程改革的直接参与者，课程

改革的合法性只有获得教师的认同，教师才会把

课程改革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理念、方法、规范等

内化于心，并在实际行动中予以推行。心理学研

究表明，参与管理对变革活动有多方面的作用，它

既可以吸取参与者的智慧，又可以增强其心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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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感，减少思想阻力。因此，大学应广泛提高教师

对课程改革的主动参与度，引导教师共同参与选

择和拟定课程改革方案，共同分享信息资料，加强

意见交流和信息沟通，对出现的问题尽量采取民

主协商的方式解决，这将有助于缓解阻力，顺利推

进课程改革。

“教师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们总是从对其

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来对课程改革政策进行分

析。正是教师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才从根本上

为课程改革提供动力；也正是由于教师自身利益

在课程改革中得到了满足，才能从根本上认同课

程改革，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程改革中去。”［１４］

事实上，远离教师的个人利益诉求来高谈课程改

革，是一种对教师片面化认识的表现。改革的发

起者与受众对改革的价值需求不一致，会导致改

革的目标与手段的价值错位或倒置，最终使改革

异化。因此，大学管理者应着力改变当下不合理

的教师评价体系，强化教学立校的办学方略，突出

教学的中心地位，加强对教学工作的评价，引导教

师主动为教学投入更多的精力，为课程改革付出

更多的努力。

（三）提高学生认同度，突出主体地位

学生之所以对大学课程改革的认同度低，其

重要原因就是课程改革远离他们的现实生活经

验，因此，课程改革者应创造条件，让学生充分参

与到课程改革的全过程，拉近学生与课程改革的

距离。课程改革方案的制定要充分吸纳学生有价

值的建议，课程方案的实施要充分激发学生的积

极性。大学应通过广泛宣传、加强沟通等多种途

径，让学生深入理解课程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提高他们对课程改革合法性的认识以及认同度。

认同度一旦提高，课程改革和学生之间就会建立

良好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在高认同度

的前提下，学生学习新课程的动力往往是兴趣使

然，而非不得已而为之。

课程的服务对象是学生，学生是课程改革的

多极主体之一。长期以来，课程哲学视野中的学

生是被改造的对象，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大学

课程的理念也烙有这样的印迹，即使是身心发展

已经相对成熟的大学生也毫无主体地位可言。突

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尊重学生对课程改革的

话语权，将学生的意志渗透进课程，使学生的评价

成为衡量课程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之一。课

程改革的根本宗旨是促进学生更好的发展，个体

的发展仅仅靠外力很难推动，只有充分激发主体

性，学生才会全身心的吸纳课程，将外在的课程要

求转化为内在的发展愿望。

（四）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完善课程结构

很久以来，作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大学很少

与用人单位沟通。大学的教育逻辑与用人单位的

用人逻辑缺少交集，大学培养出来的人用人单位

不要，用人单位想要的人大学培养不出来。课程

改革亦是如此。大学开展课程改革不能只是局限

于大学内部，还应该让用人单位参与其中，与用人

单位就学生的素质结构、培养模式等展开交流，彼

此沟通，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当然，大学应以批

判性的眼光扬弃用人单位的观点，择其正确的意

见指导课程改革，就其不妥的看法与之沟通商榷。

通过交流与沟通，在大学和用人单位之间架起桥

梁，使人才的进口和出口之间实现良好的对接。

在学生各种素质结构中，就业的核心竞争力

还是体现为实践能力和工作的适应能力，因此，为

了帮助学生在用人单位站稳脚跟，适当增加实践

类课程，提高其质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必要

的。当然，大学课程改革的指导原则不能只是用

人单位的实用原则，还要紧扣学生创造性思维、批

判性思维等综合素质的培养，立足学生作为一个

完整的生命体的发展，因此，在大学课程菜单中，

理论型课程也是不可或缺的。大学课程改革要合

理调整实践类课程与理论型课程的结构，构建科

学合理的课程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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