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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因隐喻而精彩——隐喻是表征之神的神杖，它直指《易学》、《圣经》等经典所谓的“各从
其类”。
哲学、符号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趋之若鹜，争相解说隐喻的奥秘，由此兴起了二十一
世纪的一门显学。
《隐喻形态研究》以整合性、泛时性的新视点，把隐喻看作决定人之为人的形意张力，故有隐喻形态
之说。
它试图阐明隐喻的工作机制和它所能创生的意义潜势，以此揭橥其认识论价值与可用于认知词典学等
研究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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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雅各布森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那里继承了语言的结构这一思想。
在索绪尔所谓的聚合和组合关系中，聚合意味着同类项的选择。
而选择就预设了被选择项之间的不同。
在雅各布森看来，可以互相替代的事物之间一定有某些地方相似而某些地方又有所不同。
是的，若非如此，隐喻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看来选择和替代可以看作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雅各布森毫不犹豫地将组合与邻近性、替换与相似性这两对概念连接了起来。
这样，组合与相关的邻近关系被称作是语言运作的转喻端，而聚合与相关的选择则被称为语言运作的
隐喻端。
　　任何语言都必然涉及两种排列方式，即横向的组合和纵向的聚合。
不过，雅各布森本人并没有对符号学和语义学、符号与句子做出明确区分。
因此；，他又把词而不是句子当作了修辞学的基本单位。
这样，隐喻只是一般的符号过程的一种特征，而不是一种将话语的区别作为前提的述谓形式。
更麻烦的是，组合的邻近性似乎并不是转喻的根据，它同样也是聚合轴上的选择。
而至于相似性，这其实是心理识解而非客观事实。
　　此外，雅各布森还对隐喻与转喻的根本区别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通过对失语症的考察，他发现了两种典型的情况，一种是在句法能力消失后，选择能力依然存在；另
一种是虽然句法能力仍然存在，但替换运作能力却彻底消失了。
在前一情况中，隐喻大量出现，后一情况则出现许多转喻。
有趣的是，与隐喻能力一起消失的还有定义能力，同义词能力和命名能力，等等。
这说明，隐喻与定义、命名、同义词、迂回表达和释义等等是密切相关的，这一事实恰恰说明隐喻是
意义的建构而不仅仅是意义建构的元素。
雅各布森还发现，在诗歌中，不同时期、不同风格和不同主题的诗歌也表现出对隐喻和转喻的不同偏
好。
例如，现实主义诗歌更多地使用转喻，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则更多地使用隐喻。
非语言符号系统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在绘画中，人们可以把隐喻和立体主义，隐喻和超现实主义联系
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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