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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疾病隐喻中的许多表达方式都是由其他概念域的语言映射而来，是人类隐喻认知的

结果。新闻报刊中与疾病相关的隐喻表达方式主要可归纳为战争隐喻、恶魔隐喻和自然灾害隐

喻几种。对疾病隐喻表达做理想化认知模型（ＩＣＭ）分析，探讨疾病隐喻的认知理据和分布特征，
能够为人们认知疾病隐喻现象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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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一种思维方式

和认知手段，它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某一事物，

通常是将熟悉的、已知的、具体的事物映射于那些

未知的、抽象的事物中，从而达到认识新事物的目

的［１］３。隐喻思维是随着人类认知发展而产生的

一种创造性思维，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

们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抽象事物不可缺少的一

种认知能力［２］。日常生活中相当一部分语言，如

时空、情感的表达等，是含有隐喻思维的，媒体语

言也是如此。报刊中的疾病隐喻出现频繁，并且

具有自己的特点，是人类隐喻认知的结果，然而国

内外学者对此类疾病隐喻研究少之又少。疾病隐

喻使报刊语言反映的内容更加丰富，表达更具创

新性，因此，本文梳理了英汉新闻报刊中若干种疾

病隐喻表达方式，透过其中的隐喻思维探索语言

运用的内在规律，通过疾病隐喻的认知理据和分

布特征分析隐喻思维中的理想化认知模型（Ｉｄｅａｌ
ｉｚ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简称为 ＩＣＭ），力图为相关的
英汉比较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新闻报刊阅读

提供新的切入点。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莱考夫和约翰逊（Ｌａｋｏｆｆ ＆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０ 年
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１］３ ５。他们认为，隐喻

是从一个比较熟悉又易于理解的始源域映射到不

熟悉又难理解的目标域，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形

成一系列本体的或认识上的对应关系，从而激活

大脑中理解该句所需要的认知图式。两域映射及

其被激活的认知图式是理解隐喻的关键［３］。Ｌａ
ｋｏｆｆ于 １９８７ 年提出了“理想化认知模型”这一概
念，简称 ＩＣＭ。ＩＣＭ 是人们在认识事物与理解现
实世界过程中对某领域中经验和知识所形成的抽

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组织和表征结构［４］。隐

喻的构建与 ＩＣＭ是息息相关的。
笔者从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的世界各国报纸全

文库（Ａｃｃ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
据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ｒｅ Ｎｅｗ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以及互
联网中出现的癌症、ＳＡＲＳ 和甲型流感等新闻报
道中随机抽取 １００ 篇作为语料，分别从每篇报道
中提取疾病隐喻表达，按照隐喻类型分类处理，如

表 １ 所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选择相对常见
的战争隐喻、恶魔隐喻、自然灾害隐喻等作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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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从认知的角度探讨疾病隐喻的 ＩＣＭ 和
优势分布特点，并对它们产生的认知理据进行解

释和说明。

表 １　 英汉新闻报刊疾病语篇中主要的隐喻类别

概念隐喻
出现

次数
百分比

疾病为

目标域

战争（敌人、战士、战场等）

动物（恶魔、怪兽）

神秘实体（杀手）

３２
８
３

４３． ８３
１０． ９６
４． １１

物质力量（抓、击、撞） ２ ２． ７４
空间（上、下） ４ ５． ４８
自然灾害（暴风雨、地震、洪水、 １６ ２１． ９２
火山、火灾）

疾病为

源域

情感（羡慕、嫉妒）

社会现象（毒瘤、慢性病）

６
２

８． ２２
２． ７４

总计 ７３ １００． ００

三、新闻报刊中的疾病隐喻表达

报刊中的疾病隐喻主要有战争隐喻、恶魔隐

喻和自然灾害隐喻几种。

（一）战争隐喻

隐喻是从一个范畴域向另一个范畴域的结构

映射。在疾病用语和始源域用语相似性的基础之

上，许多疾病隐喻都是通过映射取自人们所熟悉

的其他认知领域，如司法领域、战争领域等，因此

有“智擒 ＳＡＲＳ元凶”、“禽流感入侵中亚”、“肺结
核卷土重来”等众多表达方式。

（１）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天津视察非典防治工
作时，曾明确地把这一工作比喻成一场 “没有硝

烟的战争”，赞誉“防疫战线的同志们既是‘侦察

兵’，又是‘突击队’”。（人民日报，２００３）
（２）禽流感西进；欧洲人担忧。（科学时报，

２００５）
（３）Ｔｈｅ ｄｅｆｅａｔ ｏｆ ｍｏｓ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ｂｕ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ｏｒ ａ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ａ ｓｋｉｒｍｉｓｈ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ｆｉｎａｌ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ｉｎ ａ ｗａｒ．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２００５）．

（４）Ｉｔ’ｓ ｌｉｋｅ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ａ ｗａｒ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ｇ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ｙｏｕｒ ｌｉｆｅ ｕｐ ａｎｄ ｄｏ ｓｏ
ｍａｎ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Ｙｏｕ ｆｅｅｌ ｙｏｕ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
ｓｔａｎ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ｂｙ ａｎ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ｅｎｅｍｙ．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２００５）

战争隐喻“ＣＵＲ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Ｓ ＷＡＲ”这个
经典的结构隐喻是从 ＷＡＲ（始源域）向 ＤＩＳＥＡＳＥ

（目标域）的映射。治疗疾病的过程与战争的艰

巨性和长期性相似，用隐喻认知的方法把始源域

“战争”的特点映射到了目标域“治疗疾病”中去。

两个域中相似的认知图式（“斗士、策略、敌人、战

场”对应“医护人员、治疗方案、病号、手术台”所

构建的场景）被激活，是理解这个战争隐喻的关

键。这些隐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概念化疾病

的同时构成了一个连贯的、系统的网络，它们彼此

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构建起一个协调

一致的隐喻概念体系及一个相应协调一致的隐喻

表达体系。在同一个系统中的隐喻，它们的本体

或喻体的结点可以激活各自所在的系统，并在一

定时间内使两个子系统的许多概念结点都处于激

活状态。新闻报刊语言中，尤其是标题语言中，常

有诸如“ＷＨＯ ｃｏｍｂａｔｓ ＳＡＲＳ”此类表达方式，以最
简结构传达最多、最重要的信息。隐喻的这种认

知规律对于读者提高语用能力、有效地获取信息

也颇有帮助。

（二）恶魔隐喻

疾病又被形容为“怪物、魔兽”，因此，新闻媒

体中的疾病隐喻又包含了“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Ｓ ＭＯＮ
ＳＴＥＲ”这一概念隐喻。

（５）“塔斯马尼亚恶魔”遭遇了真正的魔鬼：
数万只袋獾因感染上一种名为“袋獾面部肿瘤”

的神秘疾病而死亡，数量急剧减少，原因是这个物

种遭遇到了神秘疾病的侵袭。（今日亚洲，２００８）
（６）广州如何应对精神疾病这一人造恶魔？

各种流行性疾病都好似魔鬼般脱笼而出，偷袭着

人类。（新快报，２００８）
报刊语言中，尤其是报刊标题，常常使用这种

隐喻表达方法，以达到新颖别致、醒目引人的效

果。英文报刊中，也有“ＡＩＤＳ ＩＳ ＳＩＮ，ＩＳ ＥＶＩＬ，ＩＳ
ＰＬＡＧＵＥ”的隐喻表达式。隔离、歧视、驱逐，几乎
是人类历史上对待无法治愈的“恶魔般的疾病”

的唯一方式。隐喻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呈现方式

和心理认知机制，在信息内容的生产、扩散和接受

过程中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三）自然灾害隐喻

在英文报刊中，我们发现很多用自然灾害形

容疾病的隐喻表达方法。

（７）ＴＨＥ ＶＩＲＵＳ ＩＳ Ａ ＳＴＯＲＭ
Ａｖ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ｔｏｒｍ ｎｏｗ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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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ＴＨＥ ＶＩＲＵＳ ＩＳ 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 ｗａ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ｄ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ａｉｌ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２００５）
（９）ＴＨＥ ＶＩＲＵＳ ＩＳ Ａ ＦＬＯＯＤ
Ｔｈｅ Ｔｓｕｎａｍｉ ｉｎ Ａｓｉａ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ｏｎｅ ａｃｕｔｅ ｎａｔｕ

ｒ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ｄｅａｔｈｓ，ｔｈａｔ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ｐａｌｅｓ ｉｎｔｏ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ｚａ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Ｈｅｒａ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

在这些例子里，禽流感病毒映射到暴风雨、地

震震源、海啸上，形象地展示了禽流感与这些自然

灾害的相似之处———巨大冲击力、高速蔓延性。

地震有震源，然后蔓延四周，这与病毒的感染源和

传播趋势不无相似。因为 ＩＣＭ 可以把在外部世
界里看似并不相关的事物在人类大脑中联系起

来，所以人类在认知外部世界的事物时，往往倾向

于用熟悉的、可记忆的或显著的事物去理解其他

事物。地震、海啸、飓风等就属于自然灾害中突出

的例子，因此人们倾向于联想这些自然灾害去理

解禽流感病毒等新生事物。这个系统的概念隐喻

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平行的或分等级的机构，它

们着重强调我们在感知病毒时的不同侧重点（速

度、力量、范围）。禽流感被形容成暴风雨、地震、

海啸，借用一种特殊的、连贯的方法去预测未来的

不确定性，展示了我们在相关世界里的思维方式。

相比之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文报刊中与自然

灾害相关联的疾病隐喻表达方式较少，虽然也有

“暴风雨一样猛烈的感冒发烧”等例子，但其出现

频率不及英文报刊。

四、疾病隐喻的 ＩＣＭ分析

作为人们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认识不断加深

基础上而产生的结构映射，上述隐喻表达式的出

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植根于人类自身的体验并与

认知模式即人类对关于客观世界知识的心理构建

相关联的。这种心理构建以特定而固化的（ｅｎ
ｔｒｅｎｃｈｅｄ）方式勾勒客观现象，表现出一种理想化
了的思维定式———ＩＣＭ，为分析隐喻认知提供了
一个视角。

首先，战争隐喻之所以在英汉新闻报道中屡

见不鲜，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体育、娱乐等

新闻领域，是由于从古至今中外各国在发展史中

都经历了多次战争，战争思维早已深入人心，因此

人类在认知疾病的过程中，基于经验和知识基础

形成了以“抵御疾病是抗战”为主导隐喻的战争

隐喻概念系统，产生了一系列表达式。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ｉｓ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ａｒ．
Ｖｉｒｕ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ｅｎｅｍ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ｍａｇ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ｌｏｓｉｎｇ ａ ｂａｔｔｌｅ．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ａ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ｓ ａ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这些表达方式和“ｉｍｍｕｎｅ”“ｖｉｃｔｉｍｓ”“ｂａｔｔｌｅ

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ｙ”“ｃｏｎｖｏｙｓ”等大量词汇一起积淀在语
言里，具有系统性，有规律可循，它们可以为认知

词汇提供教学启示。学生若把握隐喻概念可使认

知思维有效地建立起不同事物特征联系的方式或

网络，有利于梳理词汇知识，使之系统化，加强自

主学习的能力和效率。

其次，人类在生活中体验着各种各样的自然

现象，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概念系统，它们作为始

源域映射到疾病领域。虽然隐喻植根于身体体

验，包括人类自身的体验及与外部世界互动所获

得的知识，文化却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隐喻

和文化模式是双边的关系，隐喻反映并充实了文

化模式；文化模式在隐喻的构建过程中充当过滤

器的作用［５］。人们选择使用某些表达方式，是因

为它们提供了现实世界中令人满意的映射方式。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观是 “天人相分”，强调人与

大自然的对立。开放性的海洋文化，使西方人产

生了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开拓冒险精神；航海贸易

使得争夺海洋权的战争频发，人们对于海洋与未

知自然有着强烈的征服热情。西方人对自然灾害

和疾病灾害的相似性认识已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相对稳定的概念系统，暴风雨、地震、海啸等

自然灾害是他们在认识、了解 ＳＡＲＳ 前所形成的
凸显的知识组织和表征模式，英语语料用这种概

念结构勾勒疾病现象，是西方人认知疾病的一种

理想化的思维定式，即理想化认知模型。从这种

角度而言，隐喻的具体使用范围和程度是由特定

的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文化模式对选择和塑造隐

喻起着重要作用，而隐喻的具体构建方式可以为

人类认知民族文化提供“新鲜血液”。

再次，ＩＣＭ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有关特征
传递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上述三类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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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隐喻中，目标域皆为“疾病”，源域分别是“战

争”、“恶魔”和“自然灾害”，三者看似是不同的意

象，其实却有共同的蕴涵意义（ｓｈａｒｅｄ ｅｎｔａｉｌ
ｍｅｎｔｓ）［６］，即疾病的本质特征———杀伤性，只是侧
重点不同。这三种不同的意象体现了人类对目标

域的不同理解。依照 ＩＣＭ 理论，战争的残酷性、
策略性和毁灭性体现于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双方

厮杀多为战略战术的较量，一旦战败，很可能出现

死亡的后果；恶魔具有潜伏性和凶狠性，虽然可以

反击，但由于人类力量有限，存在死伤；自然灾害

的突发性和冲击力是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

只能预防但伤亡不可避免。由此可见，三种隐喻

之间蕴涵关系的一致性凸显了这些隐喻目标域的

认知特征———疾病难测的潜伏力、迅猛的传播速

度和巨大的杀伤力，也实现了这些隐喻之间的系

统性。

最后，架构对隐喻的构建也起着重要的影响

作用。Ｌａｋｏｆｆ认为架构是一种有关世界运作的、根
深蒂固的心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它决定人

们的常识，反映人们的价值取向。人在思考和交

际过程中通常会激活架构，架构为人与世界的基

本互动提供了方便，建构了人的观念和概念，决定

了其推理的方式，甚至影响了感知和行动［７］。人

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动地、无意识地使用架

构。基于人类对疾病的价值取向，疾病名称被映

射到思想意识、政治经济现象和社会生活中，形成

了以疾病为始源域的隐喻，如“铲除社会‘毒瘤’，

防止扩散”，“干旱是‘慢性病’”等等。“毒瘤”是

在人无防备意识的状态下悄然生长于体内的，其

扩散和转移导致身体的每况愈下甚至不可治愈，

这种危害使人们用毒瘤构建邪教概念。在人类感

知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慢性病”的特征对应着长

期存在的不易除根的干旱，这种当价值观与人们

的架构契合时所产生的隐喻一向广为大家所接

受。事实上，除此类深层架构外，还有表层架构，

如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ｃ ｓｔｙｌｅ”是被词语激活的心理结
构，映射不正常的甚至偏执、极端的行为和现象，

建构了人们的常识、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不仅

是社会现象，情感概念作为隐喻研究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由疾病来建构的。如 “ＪＥＡＬＯＵＳ
／ ＥＮＶＹ ＩＳ Ａ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ＰＡＩＮ”［８］。基于经验基础
和根深蒂固的心理结构（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Ｓ ＨＥＡＬＴＨ），始源域（疾病）映射到目标域（情

感）之上，这种映射反过来将自身的结构强加于

实际生活，使隐喻得以实现。如图 １ 所示。
在上述隐喻表达中，架构暗示情感正经历着

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由不舒适到极度痛苦，它把情

感概念化成一种能够带给承受者严重损害的物

体。很多情感都可以导致疾病或引起疼痛，保持

情绪稳定是正常的、健康的状态，决定了相关隐喻

的意义建构。

图 １　 以疾病为始源域的情感隐喻

梳理在英汉疾病报道中的隐喻表达式，我们

发现，从某种程度而言，有关疾病的隐喻有一定的

共性，这种共性说明人类的认知具有普遍性，隐喻

表达具有系统性。基于 ＩＣＭ，人类通过具体的经
验来隐喻性地理解和表达抽象的概念，不同民族

因具有相似的身体经验和文化积累，会对周围的

事物有类似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对疾病的价

值判断、社会状况等认识具有相似性，形成战争隐

喻等理性化、常规化的概念组织形式。同时，每个

民族的语言又都负载了大量有关民族思维方式、

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独特内容，使得人类语言中的

隐喻概念系统也呈现出不同的认知模式和优势分

布特征，这方面可以在今后深入发掘。

五、结语

从肺结核、癌症、艾滋病到 ＳＡＲＳ、禽流感、甲
流感，近五十年来，传染性与杀伤性极强的疾病以

实在的和隐喻的形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我

们在新闻报刊中可以找到大量语料。隐喻不仅仅

是一种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

和形成概念的基本认知方式。基于对媒体报刊中

各类疾病隐喻的分析，我们发现，疾病话语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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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和表达方式，如战争、恶魔、自然灾害，大都是

人类的认知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从其他始源域向疾

病领域这一目标域进行映射的结果［９］。同时，人

类基于疾病的价值取向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心理

架构使疾病作为始源域投射到情感、社会现象等

目标域。在产生的系统性隐喻表达方式中，ＩＣＭ
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对隐喻的建构有重要的影响，

在传递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有关特征的过程中凸

显了目标域的认知特征。英汉报刊中的疾病隐喻

具有一定优势分布特征。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

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着相似的认知过程、生理基础

和生活体验，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

常规化的概念组织形式，因此，一些隐喻表达具有

共性；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地域特征、民族文化，

不同民族在隐喻的生成和理解以及在隐喻的具体

应用上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英汉疾病语篇中

隐喻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透过

疾病的隐喻表达形式探究隐喻背后的认知策略，

不仅有助于推动语言研究由表及里地深入发展，

为人们认知疾病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助

于人们深入理解新闻报刊语言，提高语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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