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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批评视域下治国理政生态话语的

隐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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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修辞批评的理论框架重构批评隐喻分析，采取隐喻描写、隐喻解释与隐喻评价的步骤，依托自建的治国
理政生态话语的语料库，对绿色化话语、美丽中国话语以及生态文明制度话语中的隐喻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评价。研究表

明，对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的隐喻进行分析与评价，可揭示隐喻背后的修辞动机，即国家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

明建设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与和谐共生的关系，并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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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话语分析与“批评”密切相关。作为与
“批评”相关的一种研究范式，修辞批评是西方新

修辞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体现西方新修辞

学发展的趋势，旨在对修辞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

与评价。结合本文的分析对象———治国理政生态

话语中的隐喻，我们将在修辞批评视域下重构批

评隐喻分析模式，并对新时期治国理政生态话语

中的隐喻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揭示隐喻背后潜藏

的修辞动机。

一　批评隐喻分析模式重构
（一）隐喻与批评隐喻分析

传统修辞学一直将隐喻视作一种润色语言进

而提高修辞效果的修辞格。自从 Ｌａｋｏｆｆ与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０）所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问
世以来，认知语言学界将隐喻看作人们认识世界

的一种认知工具与思维方式，并认为隐喻根植于

人们的经验中①。Ｌａｋｏｆｆ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等人提出的

当代隐喻理论开辟了隐喻研究的新途径，使隐喻

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②，隐喻的认知性逐渐

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被应用到语言的各个层

面（词汇、语法、篇章等）的研究上。本文着重分

析的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的隐喻也基于其认知性

这一特征。

要解读话语中的隐喻，单纯的描写是不充分

的，因而需要对隐喻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评价。随

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批评话语分析开始尝试从

认知视角解释语言③。作为认知取向的概念隐喻

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也会涉猎批评话语分析。

Ｃｈａｒｔｅｒｉｓ－Ｂｌａｃｋ借助批评话语分析、语用学与语
料库语言学等理论构建了批评隐喻分析的研究范

式④。批评隐喻分析可采取三个步骤：（１）隐喻识
别；（２）隐喻阐释；（３）隐喻解释。Ｃｈａｒｔｅｒｉｓ－Ｂｌａｃｋ
将隐喻识别分两步：第一步依据隐喻的定义在自

己设计的语料库中识别出可能的隐喻，第二步对

可能的隐喻做进一步的定性分析；关于隐喻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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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挖掘隐喻与决定隐喻成立的语用因素之间

的内在关系；关于隐喻解释，主要涉及依据社会语

境分析隐喻的劝谏性角色。批评隐喻分析是深入

研究语言、思维和社会背景之间关系的一种有效

手段①。因此，该模式对于分析诸如政治语篇、经

济语篇、新闻语篇、广告语篇等多种语篇类型中的

隐喻有较强的解释力，当然生态话语也不例外。

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批评隐喻分析主

要是一种以“批评”的视角研究隐喻的方法。由

于研究视角各有不同，“批评”在批评话语分析文

献中有多个版本的定义。有的属于强式批评，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指出，在批评话语分析中，批评具有导
致社会变革的使命②。有的属于弱式批评，Ｗｏｄａｋ
指出，批评是对复杂现象的解释。修辞批评也涉

及“批评”③。Ｆｏｓｓ将“批评”界定为“系统的分析
与考察”④，Ｈａｒｔ＆Ｄａｕｇｈｔｏｎ则把“批评”看作“综
合有效的解读与解释”⑤。由此可见，修辞批评中

的“批评”与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弱式批评有异曲

同工之处⑥。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修辞批评再构

批评隐喻分析模式，以期系统地分析治国理政生

态话语中的隐喻。

（二）修辞批评视域下的批评隐喻分析模式

修辞批评是西方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顾名思义，修辞批评是对“修辞”的批评。然而，

修辞涉及的范围难以界定，可大可小。亚里士多

德在《修辞学》中将修辞这一概念界定在“在每

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劝说手段的能力⑦，”但鉴于

古典修辞学时期修辞几乎等同于公共演说，因此，

亚氏的“修辞”属于狭义的修辞。现代修辞学似

乎要把所有的话语形式：书面体与口语体，甚至所

有用符号进行交流的形式都包括在内⑧。李克、

王湘云将修辞批评分为广义与狭义修辞批评，前

者指对象征行为所做的系统的分析与评价过程，

后者指对劝说性语篇和言语产品（包括口头和书

面语篇）所做的系统的分析与评价过程⑨。基于

此，作为一种语篇中的语言现象，隐喻可成为修辞

批评的分析对象。

论及修辞批评的步骤，国内外学者都曾对此

做过详细阐述瑏瑠。结合已有研究，描写应该是第

一阶段，主要描写批评对象的相关特征。解释应

该为第二阶段，主要通过探析批评对象的相关特

征与其涉及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背景、语境等因

素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批评对象背后隐含的修

辞动机、价值观等。评价应该为第三个阶段。评

价主要依据相关标准对描写与解释的结论进行

评价。

由上可知，修辞批评的步骤清晰，易于操作。

据此，批评隐喻分析中的隐喻识别、隐喻阐释与隐

喻解释等步骤存在重合之处，可适当整合瑏瑡。隐

喻识别主要停留在描写阶段，可整合为隐喻描写。

识别仅仅是隐喻描写的第一步，主要依据源域与

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语境等要素；还需对隐喻涉

及的辞屏进行描写。正如 Ｅｖａｎｓ所说，概念隐喻
影响人们思考的一种基本方式来自它们具备遮蔽

与凸显的功能，即在凸显人类某种经验时也遮蔽

另一种经验瑏瑢。这就是隐喻具有的辞屏特征。依

据原有的批评隐喻分析模式，隐喻阐释与隐喻解

释之间均涉及依据语境等因素探析隐喻选择的潜

在意图与动机，可整合为隐喻解释，这与修辞批评

的第二步骤比较契合。参照批评转喻分析瑏瑣的

“转喻解释”，隐喻解释需要依据隐喻出现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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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主要指语境与社会背景）对隐喻选择背后

的修辞动机进行解析。在描写与解释的基础上需

要进行隐喻评价，这是原有批评隐喻分析模式缺

失的步骤。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等曾提及了修
辞批评的标准，主要包括艺术、真实、道德与效果

等标准①。首先，隐喻既是一种修辞格，也是一种

认知工具。运用隐喻可增强语言的修辞效果，因而

可用艺术标准去评价它，这一点与Ｂｏｏｔｈ关于隐喻
评价的“新颖”标准大致相同。其次，真实标准也

可作为隐喻评价的一个标准，即评判隐喻在多大程

度上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状况。再次，道德标准是指

要衡量修辞者所秉持和推崇的价值观是否符合人

类社会的主流观念。鉴于治国理政生态话语在习

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可根据

该标准对生态话语中的隐喻是否符合进行评价。

效果标准指的是修辞语篇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

己的目标。鉴于新时期治国理政话语的影响力，效

果标准也适用于评价生态话语中的隐喻。考虑到

话语中的隐喻不是孤立存在的，语篇性也应作为隐

喻评价的标准。Ｂｏｏｔｈ也曾指出，隐喻应该连贯，不
应该杂乱②。因此，基于已有研究，修辞批评视域

下的批评隐喻分析模式可整合为：

图１　批评隐喻分析模式图

二　治国理政生态话语的批评隐喻
分析

依据修辞批评视域下的批评隐喻分析模式，

我们将对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的隐喻进行相对系

统地分析与评价，这可进一步透析治国理政生态

话语中隐喻体现的修辞动机。

（一）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的隐喻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是一对相互制约的要

素。在当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生态问题

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进行生态话语的分析，阐

释有关生态的文本有重要的实践意义。Ｓｔｉｂｂｅ指
出，生态系统失衡是生态语言学兴起的直接动

因③。而对治国理政话语中的生态话语进行深入

分析则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语料主要取自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人民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中的生态

篇以及其他涉及生态的论述片段。其中包括习近

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至 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２６日期间
的讲话、报告、谈话、指示、批示、贺信等近９０篇重
要文献，共计２６７段论述。形符达９１７４６，依据这
些语料，自建了一个小型语料库。

我们通过对收集到的语料简单处理，去掉不

相关信息后建成一个 ＵＴＦ８编码生文本库。结合
“ＭＩＰ隐喻识别程序”对语料中的隐喻进行半自
动识别，初步确定活跃的隐喻；然后研读全文，依

据隐喻的定义，确定候选隐喻，进而根据各个隐喻

的源域关键词与目标域关键词进行检索，获得频

次等数据；根据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甄别并判断

这些隐喻关键词在语境中是否具有隐喻意义，据

此排除不符合条件的隐喻关键词，最后依据

Ｌａｋｏｆｆ等（１９９１）编纂的《主要隐喻列表》和
Ｋｖｅｃｓｅｓ（２０１０）列出的常用源域和目标域概念为
参照进行合理的归类④。我们发现，治国理政生

态话语中的隐喻主要分为９类（见表１）。
表１　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的隐喻主要分类

隐喻类型 数量 比重

战争隐喻 １３２ ２４．６％

建筑隐喻 １２３ ２２．９％

颜色隐喻 １０６ １９．８％

疾病隐喻 ６６ １２．３％

意象隐喻 ３１ ５．８％

购物隐喻 ２６ ４．９％

旅程隐喻 ２４ ４．５％

身体隐喻 ２２ ４．１％

其他隐喻 ６ １．１％

　鉴于颜色隐喻与意象隐喻存在一定的重叠之处，为便于分
析，我们将与颜色（主要指绿色、蓝色等）有关的隐喻归于颜色隐

喻，将除颜色之外的整体意象的隐喻归于意象隐喻。

为便于分析，我们进一步将这些隐喻归入治

国理政生态话语类型中，因此，可从三个大类进行

分析。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ＫａｒｌｙｎＫ．＆Ｔｈｏｍａｓ，Ｒ．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２ｎｄｅｄ．）．Ｂｅｌｍｏｎｔ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１９９７．
李克，王湘云：《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Ｓｔｉｂｂｅ，Ａ．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ｏｒｉｅｓＷｅＬｉｖｅＢ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
Ｋｖｅｃｓｅｓ，Ｚ．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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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话语中的隐喻：颜色隐喻———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银行；绿色生产；绿色金融；

绿色发展；绿色低碳生活；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

色社区；绿色出行；绿化行动；绿色建筑；绿色变

革、绿色产业；绿色城镇；绿色消费；绿色空间；绿

色投资；绿色改造；绿色种养；绿色机遇；绿色

产品。

美丽中国话语中的隐喻：意象隐喻———美丽

经济；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清洁美丽的

世界；美丽家园；美丽中国；疾病隐喻———治病；顽

瘴痼疾；刮骨疗毒；健康肌体的病毒；治病救人；长

江病了；长江病；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大体检；祛

风驱寒；舒筋活血；调理脏腑；通络经脉；肠梗阻；

补肾；透支；绝症；肠梗阻；化瘀固本；恶化。

生态文明制度话语中的隐喻：战争隐喻———

战略；布局；大局；格局；方针；重点突破；推进；发

力点；攻坚战；目标；决胜；生力军；壮士断腕；部

署；单兵突击；蓝天保卫战；建筑隐喻———建设；构

建；建立；破除；结构；顶层设计；夯实；水泥板；支

撑点；四梁八柱①。

（二）绿色化话语的批评隐喻分析

知名环境学者 Ｃｏｘ提出了“绿色公共领域”
（ｇｒ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ｈｅｒｅ）来解读西方的环境传播实
践，为西方偏话语修辞和批判研究的环境传播与

话语研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论框架②。绿色话

语、公众和媒体成为绿色公共领域的三大核心内

容。而在中国，政府是环境运动中最重要的绿色

话语生产传播者之一、环保事业的主要组织参与

者③。在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绿色化话语占有

较大比重。“绿色化”是一个通俗易懂的术语，强

调“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

现代化和绿色化”，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国共

产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并在“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予以强化。这是对绿色化话
语的发展。在自建语料库中，绿色隐喻与绿色化

话语直接相关，占总量的１９．８％，这充分说明了绿
色理念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比如，

（１）“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
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

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④

隐喻描写　依据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似
性，“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存在着一种隐

喻映射，即将“金山银山”中的“金、银”色投射到

“绿水青山”中的“绿、青”色上，喻指绿色自然环

境即是宝贵的财富；同时，这也构建了一定的辞

屏。将“绿水青山”喻指财富，就遮蔽了其在感官

上给人以心旷神怡的特点，也遮蔽了其带给人以

生机盎然景象的特点。

隐喻解释　该隐喻产生的修辞情境如下：
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
耶夫大学回答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时，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了这一重要观点。习近平当时强调，建

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

计。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

代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中国明确

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并同时带来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

背景下，这一隐喻表达的提出生动呈现了国家对

生态环境高度重视的修辞动机，并表明政府将生

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看得同等重要，绝不能以牺牲

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的决心。

隐喻评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隐喻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体现大自然本色的“青”

“绿”与“金”“银”之间形成的映射具有较强的修

辞效果，颇具艺术性，这一点在习近平在庆祝海南

省办经济特区 ３０周年讲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讲话中指出，海南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海南生态环境是大自然

赐予的宝贵财富，必须倍加珍惜、精心呵护，使海

南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其次，正如此

隐喻所呈现的，绿水青山如同金银一样对人类来

说非常宝贵，没有了绿水青山，人类的生存也会受

到威胁，这个隐喻的真实性不言而喻。再次，这一

隐喻也符合人类社会的主流观念，符合道德标准。

就效果而言，这一隐喻自从提出后已深入人心，并

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最著名的科

学论断之一。浙江卫视曾经拍了三集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纪录片，再现了这一隐喻的

影响力。党的十九大也将“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进了报告，《中国共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马亭亭：《理解生态政治：话语分析的视角》，《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Ｃｏｘ，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ｈｅ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
刘景芳：《中国绿色话语特色探究———以环境ＮＧＯ为例》，《新闻大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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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章程（修正案）》在总纲中增加了“增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这一表述。这充分表

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具有较强的效果

性。最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我们既

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

金山银山”之间构成一种逻辑上的连贯性，也符

合语篇性标准。

（三）美丽中国话语的批评隐喻分析

美丽中国的相关话语是治国理政生态话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

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十九大报

告又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

国”。这充分说明美丽中国的理念在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美丽中国话语与绿色化话

语有紧密的联系，因为绿色的自然与美丽之间存

在本质关联，如“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此处的“美丽中国”不仅仅是在形式、比例、布局、

颜色或声音上接近完美或理想的境界，而是一种

隐喻地映射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

概念，将美丽的意象传递给受众，因此美丽中国话

语与意象隐喻直接相关。当然，美丽中国的话语

也应包含其对立面———“不美丽的中国”，即那些

有关中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话语，这在疾

病隐喻中可见一斑。这些在自建语料库中，美丽

中国方面的隐喻占１８．１％。以意象隐喻为例，
（２）“这里是一个天然大氧吧，是

“美丽经济”，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道理。”①

隐喻描写　依据隐喻识别的参数，“经济”域
与“人或事物的外表”域属于两种不同的域，将事

物的“美”投射到经济的“美”，这其实就是一种隐

喻映射，即经济的发展过程以及结果蕴含着一种

美，犹如自然生态的美。同时，这也构建了一种辞

屏。用“美丽”来形容经济发展，则遮蔽了“飞速

发展”“经济腾飞”“民富国强”“健康发展”等经

济发展的其他特征。

隐喻解释　该隐喻出现的修辞情境是：２０１５
年５月２５日至２７日，习近平在浙江省舟山市和
杭州市，深入企业、社区、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

等考察调研。在以开办农家乐为主业的村民家

里，大家争着向总书记介绍，他们利用自然生态优

势发展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收入普遍比过去明

显增加、日子越过越好，习近平表示，这里是一个

天然大氧吧，是“美丽经济”，印证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道理。基于此修辞情境，该隐喻体

现的修辞动机在于阐明经济发展并不总需要付出

污染环境的代价，利用美丽的生态环境也可发展

好经济，这种经济是美丽的。

隐喻评价　“美丽经济”将事物或人的美丽
运用到经济上，给人以美好的感觉，体现了艺术标

准。同时，该隐喻较清晰而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农

民利用自然的生态环境的优势发展经济的状况。

在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保持生态环境与经济

增长的平衡的背景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美

丽经济，而非仅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符合社

会的主流观念，符合道德标准。就效果而言，一般

来讲，语篇取得的效果，不论短期还是长期，在很

多时候并不是十分明朗的②。而“美丽经济”展现

的效果却比较可观，已经在浙江省的很多地方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城镇利用当地资源从美丽

乡村走向美丽经济；而在其他省份如山东、湖南、

重庆、江西、贵州、陕西、海南等也产生了很大影

响，很多地方以“旅游＋”或“美丽乡村”为路径促
进“美丽经济”的发展。就语篇性而言，“美丽”与

“绿水青山”，以及“经济”与“金山银山”之间形

成一种前后照应，实现了形式上的衔接性，符合语

篇性标准。

美丽中国话语中的疾病隐喻也可用批评隐喻

分析进行解读。将“身体的病态、治疗过程及方

法”投射到“生态环境的现状及治理过程及方法”

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典型隐喻。在中国很多地区

因发展经济而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背景下，

这些隐喻的使用给国人以警醒，正如一个人没有

了健康的身体，其他所有东西都将不复存在，经济

发展再好，环境破坏了，对后世无益。疾病隐喻的

使用既生动形象，又恰当真实地反映了生态现状，

深入人心。

（四）生态文明制度话语的批评隐喻分析

生态文明制度话语在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的

比重最大，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落脚点，即

制度建设。习近平曾多次提及生态文明制度的建

设问题。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曾做出《关于做好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批示》，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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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

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

道。在生态文明制度话语中，隐喻的出现频率较

高，其主要类型包括战争隐喻与建筑隐喻（在本

文的语料库中占到４７．５％），这充分说明，这两种
隐喻类型与生态治理密切相关。鉴于生态文明制

度的“破”与“立”本身就蕴含着冲突、斗争、对抗

等因素，因此，这两种隐喻的使用主要是将生态治

理或建设的行政行为与达成目标生动地呈现出

来，让受众更深刻地意识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

紧迫性。以战争隐喻为例，

（３）要坚持整体推进，增强各项措
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单

兵突进、顾此失彼。要坚持重点突破，在

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主要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努

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

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

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①

隐喻描写　此例中的“整体推进”“单兵突
进”“重点突破”“全局”“局部”“渐进”等战争范

畴词投射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域中，形成一种

隐喻映射，即战场上的作战策略被映射到生态文

明制度建设的举措中。战场上的“整体推进”“渐

进”“突破”与“单兵突进”喻指构建生态文明制度

既要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进行，又要多措并举持

续进行，防止单一措施无法形成合力。战场上的

“全局”与“局部”喻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总体

布局与各个建设阶段。制度的建设不仅仅像一场

战争，也可以是一种修理物件的行为（比如补敝

起废，改弦易张）；也可以是一种建筑行为（比如

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因此，该隐喻构

建了一种特有的辞屏。

隐喻解释　这一系列的战争隐喻出现在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次座谈会是习近平主

持召开的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座谈会

之前几天，总书记先后到宜昌、荆州、岳阳、武汉以

及三峡坝区等地，考察了企业转型发展、化工企业

搬迁、非法码头整治、污染治理、河势控制和护岸

工程、航道治理、湿地修复、水文站水文监测工作

等方面的情况，还到乡村、企业、社区等地做了调

研，沿途听取了湖北、湖南有关负责同志关于本省

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情况汇报。基于所见所

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把握长江经济带发

展的形势和任务，处理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几个关系。在该修辞情境下，战争隐喻的使用凸

显了长江经济带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的

紧张关系及诸多亟须解决的生态环境制度问题，

其修辞动机在于揭示生态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参

看“突破”“突进”等）与战略性（参看“全局和局

部”“整体和重点”）。

隐喻评价　在生态制度建设中使用“单兵突
进”“推进”等战争隐喻在很大程度上将治国理政

话语的僵硬与刻板转化为生动形象的语言形式，

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提高了语言使用的修辞

效果，符合艺术性标准。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多次

到长江经济带考察生态环境问题，体现了国家对

当地生态环境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这些战争隐

喻真实再现了在严峻形势下建立生态保护制度的

急切性。另外，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大自然

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和“要加强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要 “加大生态

保护力度”和“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因此制

度建设已连续写进十八、十九大报告，战争隐喻的

使用顺应了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主

流观念，符合道德标准。再者，就效果标准而言，

战争隐喻在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占到 ２３．２％，其
中大多涉及制度建设话语，其渗透力之强可见一

斑。最后，该隐喻中，“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与

“全局和局部”之间形成一种显性的衔接关系，符

合语篇性标准。

由上可见，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的隐喻表达

大都构建了某种辞屏，折射出特定的修辞动机。

同时，结合隐喻产生的修辞情境，对治国理政生态

话语中的隐喻进行相对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可揭示

隐喻选择背后的修辞动机。总体来讲，不论是绿

色化话语或美丽中国话语，还是生态文明制度话

语，多种隐喻的使用大都揭示了国家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高度重视，即要发展绿色经济与美丽经济，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保持经济发展与生

态的有机平衡。正如何伟、魏榕②所讲，一个系统

总是由多种生态因子、要素组成的，一个系统的良

性发展，均要求多元化和谐共生。由此，“多元和

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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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性特点，适用于整个生态系统网络。治国理政

生态话语中的隐喻则印证了这种生态哲学。总体

来看，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的隐喻表达也可映现

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话语风格，用生动形象的隐

喻表征僵硬正式的理政话语，以大众化的语言准

确地表达事实内容，更深入人心，具有较强的劝谏

性。比如，除了本文主要分析的几种隐喻之外，烹

饪隐喻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具有广泛的认可

度，十分接地气。习近平曾在《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树立人口

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有多少汤泡多

少馍’。”这一生动的隐喻极富感染力与劝说性，

因为常规隐喻为某个集体全体成员所共有，已经

成为集体认知的一部分，人们会在日常生活中无

意识地使用，也能毫不费力地理解①。这主要基

于习近平治国理政话语不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俗语和典故，还注重吸收和借鉴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日常口语和俚语等话语素材，形成了别

具一格的语言风格。

结语

纵观治国理政生态话语，生态文明建设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风格，其重视

程度之高堪称前所未有。基于此，本文在修辞批

评理论框架下再构了批评隐喻分析的理论框架，

对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的隐喻，包括绿色化话语、

美丽中国话语以及生态文明制度话语中的隐喻进

行了分析，折射出国家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

文明建设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与和谐共生的关系的

修辞动机。同时，这些隐喻的使用也部分反映出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话语风格。当然，本文也存在

一定的问题。语料的处理还需细化；隐喻类型的

确定还需更精确，比如绿色化话语中的隐喻映射

涵盖工业、农业、消费业、银行业、教育、日常生活

等与生态环境相关的领域，精确确定这些隐喻类

型对进一步深入解读绿色化话语中的隐喻有重要

意义；另外，鉴于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中存在一些蕴

含隐喻与转喻的表达，比如蓝天保卫战，要对其进

行分析需要借助批评隐喻分析与批评转喻分析两

种模式，因此，应根据具体语言案例做进一步的细

化分析。本研究以治国理政生态话语为依托，对

解读治国理政话语中的其他话语类型，如政治话

语、经济话语、外交话语等中的隐喻分析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从而为深入透析治国理政话语风格提

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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