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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喻理论看(道德经)中的水隐喻及其

思想内涵

毛春洲!李翔
"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 &2$!!+$

摘4要#隐喻在(道德经)中普遍存在" 在老子哲学观中!老子形而上的宇宙论是为了更好地回答其人生和政治问

题而创立!其人生论#政治论的主隐喻是&水隐喻'!而宇宙论中!&母隐喻'作为主隐喻用于阐述&道生万物'的过程!与包

括&水隐喻'在内的其他隐喻共同说明&道'永恒与深邃的特点" 水之自然三性系统地对应老子的&不争' &致柔' &守

静'!体现出古人独特的&比德观'" (道德经)思想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得益于&水隐喻'对其他隐喻映射特征的限制"

关键词#(道德经)$老子$概念隐喻$水$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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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老子的+道德经,充满了隐喻式的表达#系统

表达了老子深邃的道家哲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

式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影响' 因此#从隐喻

认知视角对+道德经,及其老子哲学展开研究是

可能且必要的' 作为众多%解老&方式的一种#从

隐喻视角探究老子思想的尝试应当受到学界重

视#如隐喻如何系统建构老子的主要哲学思想)从

隐喻认知视角如何阐释老子宇宙论(人生论和政

治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水隐喻&在+道德经,中的

地位和作用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借助当代隐喻理

论对其深入探究' 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以帛

书版+道德经,为文本!

#采用批评隐喻分析方法#

以+道德经,中%水隐喻&为分析重心#试图剖析

+道德经,中的隐喻如何系统地建构老子的主要

哲学思想'

一4(道德经)及其隐喻研究

老子的%道&抽象又深奥#且具有%不可道&和

%不可名&的特点' 为阐述其心中的%道&以及哲

学思想#老子密集地运用隐喻#以不同的形式表

现#有近五十次之多#这为+道德经,的隐喻认知

研究提供了可能' 当代隐喻理论自 %6+$年以来#

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为我们研究+道德经,提

供了理论上具体(连贯的方法论' 我们借助当代

隐喻理论#可以描述%不争& %致柔& %守静&等有

关老子%道&"或%德&$之隐喻的概念结构"

'

!一"隐喻视角下的(道德经)研究

%6+$ 年#莱考夫 "KB(ANB<C0(RR$和约翰逊

"TCA0 b(S/>(/$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TB@CHS(A>:B<)WB7X$一书发表#概念隐喻理论

"Y(/.BH@=C?TB@CHS(A;SB(AX# YT;$开始进入学

者视线#由此也揭开了当代隐喻认知研究的序幕'

概念隐喻理论指出#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系统本质

上是隐喻性的#它根植于人们的日常语言中#并通

过其他事物来理解和经历另一种事物#

' 换言

之#隐喻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和手段#它无

处不在#通过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实现#即借助人

们过去熟悉的(具体的事物来认识和理解当下陌

生的(抽象的事物' 当代隐喻理论研究经过数十

年的发展和探索#研究重心已逐渐从词汇句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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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篇章话语层转移!

' 束定芳在对+百喻经,和

+庄子,语篇隐喻的研究中指出#语篇隐喻对原有

隐喻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开拓隐喻研究范围

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

历史上#人们曾尝试从不同角度#或运用不同

方法来分析和阐释老子+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

古有%以庄解老& %以佛解老&#法家韩非更著有

+解老,+喻老,二篇)今有从生态文明#

(人生价

值$

(企业管理%

(隐喻认知&等多个视角诠释老子

思想的现代意义' 古人解老之说各具特色#且成

果丰硕#影响深远#兹不赘述' 至于老子思想的现

代诠释#诸如生态文明(人生价值(企业管理#三者

本质上都是对老子思想%用&层面的关注#而非对

%体&的深入探究#而基于当代隐喻理论分析+道

德经,可以为探究老子主要思想提供新的视角和

路径' 现有隐喻认知视角下的+道德经,研究并

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是数量少#二是深度不

够#这些研究往往只是说明了+道德经,中存在哪

些隐喻类型#但未曾系统地论述老子所用隐喻如

何建构其主要核心思想这一问题#也未深入阐述

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梅德明和高文

成'最早探讨了+道德经,中包括%道是水&在内

的四个主要隐喻#分析了它们的起源(相似性和对

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方芳和戚涛(则从%母喻&

和%水喻&着手#发现了这两类核心隐喻衍生出的

隐喻网络#并将其统一在阴性隐喻的概念框架之

中'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水&具有独特的地位#

是%中国古代的根隐喻&

)和 %哲学层面的本

喻&

*+,

' 同样#在老子视域中#%水&是建构其主要

哲学思想的重要意象#既是 %道&的载体#也是

%德&的体现'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YSCA@BA)>

3

7?C.0 的批评隐喻分析 "YA)@).C?

TB@CHS(A5/C?X>)># YT5$是基于概念隐喻理论#

融合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学等多

学科发展而来的隐喻分析方法#旨在%揭示语言

使用者的潜在"可能是无意识的$意图"包括意识

形态(态度和信仰$&

*+-

' 基于隐喻强大的阐释和

劝服功能#批评隐喻分析现已成为理解语言(思维

和社会背景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手段' 然而#受

国外研究范式的影响#国内批评隐喻分析较多聚

焦在政治类语篇上*+.

#较少涉及其他语篇' 因此#

批评隐喻分析急需选择各种不同社会语境中的文

本"如经济(科技(医疗(教育等$ 进行相关实证研

究#以检验此种研究方法的效度#使之成为一种更

为成熟和全面的研究范式*+0

'

批评隐喻分析的过程总共分三步!首先是隐喻

识别")'B/@)R).C@)(/$#判断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是否

存在张力#即是否存在除字面意思外的隐喻义)其

次是隐喻说明")/@BAHAB@C@)(/$#即识别概念隐喻#确

定隐喻关键词)最后是隐喻阐释"BMH?C/C@)(/$#即

确定隐喻涉及的语篇意义*+1

' 其中隐喻识别步骤

拟借鉴荷兰 ZACNN?B-C[KA(=H 的%隐喻识别程序&

"TB@CHS(AQ'B/@)R).C@)(/ ZA(.B'=AB# TQZ$#该程序

的基本识别步骤为!第一步#阅读整个文本#建立

对整个文本的大意理解)第二步#确定文本中的词

汇单位)第三步#以词汇为单位了解该词汇单位在

文本中的可能义项#确定该词汇在其他语境中是

否有更为基本的现代含义"通过查阅词典$#如果

该词汇在其他语境中有更为基本的现代含义#将

该词汇的现代含义与前面给定语境中的词汇含义

相比较)第四步#如果比较结果不同#则将该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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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为隐喻性用法!

' 此外#本文引入%源域共鸣

值"

&作为衡量某类概念隐喻在篇章语料中使用

频率的高低"即隐喻普遍性$作为主要参数#其计

算公式为!cB>(/C/.B

h

/

;XHB

. /

;(0B/#其中

/

;XHB表示某一类源域的隐喻关键词总数#

/

;(0B/表示隐喻关键词出现的总次数'

本文将以帛书版+道德经,为研究对象#结合

概念隐喻理论和批评隐喻分析方法#论证隐喻在

+道德经,中的普遍性#进而以%水隐喻&为研究重

心#系统分析+道德经,语篇中隐喻是如何论述和

建构老子主要哲学思想的#探讨%水&在老子哲学

中的地位和作用' 该研究将从%水隐喻&的视角阐

释老子宇宙论(人生论和政治论之间的关系#有助

于更好把握和理解老子的哲学思想' 另外在方法

论上#还将为+道德经,及老子思想的研究提供新

的研究方法#并拓展批评隐喻分析的适用范围#而

不令其仅局限于政治语篇' 最后#从隐喻认知的角

度研究+道德经,#%对于考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底部内涵的起源和影响都具有重要意

义&

#

'

二4(道德经)中隐喻类型的识别和数

据统计

在+道德经,中#老子重在阐述其%道&***

%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

治论&

$

' 老子论述的主题涉及各个方面#包括作

为宇宙本体(万物之源和运动规律的天道#并将这

种天道用以关照人道#指导治国和修身%

' 由此

我们首先将+道德经,八十一章文本按老子哲学

观的种类归类如下'

表 %4(道德经)章节分类表

老子哲学观 主题 章节分类

宇宙论 道
%#"#1#%%#%"#!%#!&##!##"##&#"$#

"%#"!#&%

人生论 修身

2#+#6#%$#%!#%##%&#%1#!$#!!#!"#

!1#!+####""#"&#"1#"2#&$#&!#&"#

&&#&6#1!#1##12#2$#2%#21#2+#+%

政治论

治国

!###&#%2#%6#!##!2#!6##1##2##6#

"##"+#"6#&1#&2#&+#1$#1"#1&#11#

2!#2##26#+$

砭时 %+##+#&##2"#2&#22

议兵 #$##%#1+#16

由表 %可以发现#老子宇宙论相比其人生论

和政治论在篇幅上偏小' 宇宙论主要是%论道&#

即有关%道&的本质和形式)人生论则是阐述其修

身之道#即有关%道&化为%德&所体现的特征与作

用)政治论则包含治国(砭时和议兵三个不同主

题#其中论述治国之道最多' 本文运用 TQZ对

+道德经,文本分主题进行隐喻识别操作' 此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隐喻识别过程中#+道德经,中

的明喻和隐喻将一同被识别#因为%语言的明喻

表达和隐喻表达均通过认知层面的概念隐喻机制

所引发#且汉语中的/比喻0概念同时涵盖了明喻

和隐喻#说明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明喻和隐喻之间

的共性是一直被强调的&

&

' 由此#我们将隐喻类

型的识别(源域共鸣值的统计以及各隐喻总占比

的结果呈现如图 %(表 !所示'

图 %4*道德经+中隐喻类型百分比

62%

!

"

#

$

%

&

ZACNN?B-C[KA(=H*%TQZ! 5TB@S(' R(AQ'B/@)RX)/NTB@CHS(A).C??XV>B' :(A'>)/ )̂>.(=A>B&# E)4#1/%3#&( ;$@A%*#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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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根据图 %#隐喻在+道德经,中普遍存在#其中

%母隐喻&和%水隐喻&使用最广' 图 % 中总共识

别出九种不同的隐喻类型#总占比由高到低依次

是%母隐喻&""!*2"n$(%水隐喻& ""$*&$n$(%朴

木隐喻&"%$*!6n$(%山谷隐喻& "#*&1n$(%婴儿

隐喻& "%*2!n$(%战争隐喻& "$*&#n$(%刍狗隐

喻&"$*!1n$(%烹饪隐喻&"$*!1n$(%风箱隐喻&

"$*%#n$' 相较于其他隐喻类型#%母隐喻&和

%水隐喻&在比例上表现显著#两者总占比达

+#*!"n'

表 !4(道德经)中隐喻类型及其源域共鸣值

主题 隐喻
/

;XHB

/

;(0B/ cB>(/C/.B百分比,n

道

母隐喻 %$ !% !%$

水隐喻 & " !$

山谷隐喻 # # 6

朴木隐喻 ! ! "

#%*#%

修身

水隐喻 %" %2 !#+

母隐喻 6 %" %!1

朴木隐喻 1 6 &"

婴儿隐喻 # " %!

山谷隐喻 ! # 1

烹饪隐喻 % % %

&1*#%

治国

水隐喻 2 2 "6

朴木隐喻 " & !$

山谷隐喻 # " %!

母隐喻 ! # 1

刍狗隐喻 % ! !

婴儿隐喻 % % %

烹饪隐喻 % % %

风箱隐喻 % % %

%%*+1

议兵 战争隐喻 ! ! " $*&!

砭时 * $ $ $ $

总计 * 22 %$" 221 %$$

此外#由表 !可知#老子阐述不同主题所用隐

喻数量不一#宇宙论(生命论和政治论共享%母隐

喻&%水隐喻& %朴木隐喻& %山谷隐喻&" 种隐喻'

在表 !中#五大主题中%治国&所包含的隐喻类型

最多#有 +种#其次分别是%修身&"1 种$(%道&""

种$(%议兵&"%种$#而在%砭时&主题中未识别出

隐喻' 然而#就隐喻的源域共鸣值总占比而言#

%修身&"&1*#%n$和%道&"#%*#%n$大大高于%治

国&"%%*+1n$#主要是因为%修身&和%道&主题中

%水隐喻&和%母隐喻&的源域共鸣值相当显著#均

超过 %$$#而%治国&中共鸣值最高的%水隐喻&也

仅为 "6'

三4水隐喻和老子主要哲学思想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德经,全篇阐述

的也是%道&以及%道&所表现的%德&' %道&是一

个虚拟的存在#老子将自己在经验世界中体悟出

的道理统统托附给自己预设的%道&#包括%道&所

具有的种种特性和作用也都是老子预设的#主要

有%自然&%无为&%不争&%致柔&和%守静&' 这些

特性和作用均通过隐喻方式得以阐述' 基于以上

分类和统计数据#本章进一步分析%水隐喻&和其

他隐喻是如何共同建构老子主要哲学思想的)讨

论%水隐喻&和其他隐喻之间的关系)从%水隐喻&

的认知视角阐释老子宇宙论(人生论和政治论之

间的关系'

!一"隐喻和老子哲学观的建构

鉴于%道&的抽象玄妙#老子论道讲德都没有

精确清晰的定义语句#只有对%道& "或%德&$的

描述性表达#在语言上主要表现为隐喻的运用'

李零也说老子%不爱下定义#特爱打比方&

!

' 打

比方就是运用比喻#用一个熟悉的事物去说明或

理解另一个陌生抽象的事物' 比喻虽又分明喻和

隐喻#但在中国人的思维里#对两者共性的强调远

大于对差异的强调#因而在隐喻识别时不作区分#

统称为%隐喻&' 在+道德经,中#老子打比方的例

子不胜枚举#时而以水喻道#时而以母喻道#时而

以婴儿比德' 本章将重点讨论老子如何运用这些

隐喻论道讲德#并致力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老子不同的哲学思想都有哪些隐喻分别参与建

构3 "!$为什么在老子宇宙论中水隐喻的源域共

鸣值"!$$远低于母隐喻的源域共鸣值"!%$$3 囿

于篇幅#我们将重点讨论占比前四的隐喻类型#即

%母隐喻&%水隐喻&%朴木隐喻&和%山谷隐喻&'

%*宇宙论&$道%永恒不灭却深藏不显

人类一直不懈追寻有关宇宙和生命起源的答

案#我们对于创世有着种种思考和猜测#如西方的

上帝创世和中国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等' 然而#

在老子看来#宇宙的起始和世界多样性的本原皆

出自%道&' 相对于宇宙万物及宇宙的演进过程#

作为%万物之母& "第一章$和%万物之宗& "第四

章$的%道&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先性"

#乃%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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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毛春洲#等!从隐喻理论看+道德经,中的水隐喻及其思想内涵

帝之先&"第四章$' 老子%道&的预设也是老子思

想的最大贡献之一#即为自然性的天的生成(创造

提供了新的(系统的解释#把古代宗教残渣涤荡得

干干净净!

'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玄牝之

门!是谓天地之根( 绵绵呵若存!用之不

勤( "第六章#

"!#道?!而用之有弗盈也( 渊呵!

似万物之宗(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

同其尘( 湛呵!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

也!象帝之先( "第四章#

老子宇宙观中以%母隐喻&为主隐喻#以%水

隐喻&为辅隐喻阐述%道&的本质特征' 在"%$中#

%谷神&和%玄牝&是%道&的两个别名#前者强调

以虚空为体#是将山谷%凹陷&的特征映射到%道&

上#后者强调以生育为用#所谓%牝&#指的是雌性

动物生殖器#与%牡&相对#因此%玄牝&就是宇宙

万物之母的生殖器#此处老子是将雌性临盆产子

的经验用于阐述%道生万物&的过程' 另外#%根&

与%山谷&%牝门&一样#也是隐喻用法#%山谷&和

%牝门&共享的是物理特征上%凹陷&的相似性#

%根&和%牝门&共享的则是功能上的相似性***

雌性诞育生命的过程就如同根系长出植物的过程

一样' 因此#在+道德经,中%朴木隐喻&的%朴&

%根&往往也是%道&的别称#譬如%复归于朴&"第

二十八章$(%各复归于其根& "第十六章$等都表

示返归大道之意' %母隐喻&%山谷隐喻&和%朴木

隐喻&都旨在说明%道&的长久和永恒特性#阐述

%道&的本质特征***%万物之宗&'

在"!$中#%?& %渊& %湛&都是描述水的状

态' 据+说文解字,中记载!%?#涌摇也&

"

#用于

形容水上下翻涌和左右荡漾之状)%渊&最初指

%洄流的水潭&#后引申出%深&意#

#此处指%道&

的深邃玄妙)%湛&与%深&或%沉&意思相近#此处

用于描述%道&潜隐而不现的样子' 老子以水喻

道#旨在说明%道&像水一样无处不在#但又深藏

不显' 一般来说#隐喻在结构上由喻体(本体和喻

底三者组成#其中喻体和本体一般会同时出现#而

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之处#即喻底会被省略'

然而在第四章中老子只字未提%水&#而是通过

%冲&%渊&和%湛&三个与%水&相关的形态来体现

%道&的特点' 换言之#此处老子以水喻道#把最

重要的喻体和本体均省去#而把喻底揭示了出来#

需要读者依据喻底逆向推断喻体' 这一方面反映

出真正的%道&的本质不是任何具体实物#即使是

%水&也只能是类似#语言的局限使我们只能近似

描述%道&存在的状态)另一方面#这种%反常&也

从隐喻认知的角度说明老子宇宙论的主隐喻是

%母隐喻&#而非%水隐喻&#因为老子宇宙论的核

心是%道生万物&#没有比将雌性诞育生命更自然

恰当的比喻来阐述这一过程更贴切的了' 这也解

释了为什么%水隐喻&的源域共鸣值会在宇宙论

中远低于%母隐喻&'

!*人生论&修身养德

当玄奥抽象的%道&下落到物质世界#作用于

人生#落实到生活层面#作为人间行为的指标#成

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方法#便体现为%德&

$

'

老子的三大%德&行"也是个人修身之道$#即%不

争&%致柔&%守静&均是%道&的具体表现#且均由

隐喻建构'

"##上善似水( 水善利万物而有

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 居善

地!心善渊!予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

善时( 夫唯不争!故天尤( "第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

莫之能胜也!以其无以易之也( 柔之胜

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

之能行也( "第七十八章#

"&#浊而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夫唯不欲盈!是以能

敝而不成( "第十五章#

%水隐喻&是阐述老子人生论中的主隐喻#主

导%不争&%致柔&%守静&三种%德&的构建' "#$

中以水喻道是将水%下&的自然特征#包括%下流&

和%处低洼之所&#映射到%道&上#说明其%守静&

%不争&的德行' %有#取也&#故%有静&犹言%取

于清静也&' %道&如水般清静明澈#不争功利#润

泽万物却甘心处在卑下低洼的位置***%居众人

之所恶&#托举万物的生长和发展' ""$中则是将

水的另一特征***%柔&映射到%道&上#阐述柔弱

胜刚强的道理#这是基于对%水滴石穿&现象的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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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总结#其中水是柔和弱的代表#而石是刚和硬的

典型' "&$是对体道之人的描写#映射的是水

%清&的特点#而水能从混浊状态变得清澈只须

%静之&' 此处%浊&和%清&对立#%安 "静$&和

%生"动$&对立#%浊&和%生"动$&是生命%动&的

状态#通过%静&便能达到如水般的清明境界!

'

%山谷隐喻&在人生论中依然是映射其%凹

陷&的特征#和%水隐喻&一起阐述%不争&的哲学

思想#如%为天下?#恒德不离& "第二十八章$'

%?&同%溪&#与%谷&字义复"

#水从山谷出#最终

汇入江海湖泊' 在+道德经,中#%水&和%谷&往

往一同出现#两者共享%下&这一特点#如%混呵#

其若浊)旷呵#其若谷& "第十五章$' 此外#老子

常以婴儿比德#和%水隐喻&一起阐述其%致柔&的

思想#因为两者共享%柔弱&的特点#如%抟气致

柔#能婴儿乎&"第十章$' 最后#山谷的%凹陷&引

申出%空&的特征# %朴木隐喻&中 %根&往往是

%道&的别称#和%水隐喻&共同阐述%守静&的道

理#如%致虚极也#守静笃也22归根曰静#静是

谓复命&"第十六章$'

#*政治论&以下取上和无为而治

老子政治论分为对内治民和对外邦交"包括

战争$两部分#但不论是治国理民#还是邦交和战

争#老子都主张%自然无为&的%守静&之道和%以

下取上&的%不争&之道'

"1#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

其善下之也!是以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

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

也!必以其身后之( 故居前而民弗害也!

居上而民弗重也( 天下乐推而弗厌也(

非以其无争舆!故天下莫能舆争( "第

六十六章#

"2#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

下之交也( 牝恒以静胜牡( 为其静也!

故宜为下也( 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

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 故或下

以取!或下而取( 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

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 夫皆得其欲!

则大者宜为下( "第六十一章#

在"1$中#老子运用%水隐喻&和%山谷隐喻&

阐述%道&在国家治理中%不争&的理念' 如前所

述#+道德经,中%水&和%谷&往往一同出现#此处

将共享的%下&的特征映射到%圣人&#即老子心中

理想的国家统治者#阐述%以下取上&的政治哲

学#所谓%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这是老子

%不与民争&的思想' "2$阐述的则是老子%不与

国争&的思想#%水隐喻&和%母隐喻&的%下&特征

体现在大小国之间的关系上分别是%以下取上&

和%以静胜动&' 首先#水自高向低流淌#越低处

水量越大#因此大国当处低处下游#这也是%江海

能为百谷王&的原因' 其次#%牝恒以静胜牡&一

句实则涉及性交#这其实也是早期道家关注的重

要主题#在性的联合中#静和动总是同时出现#男

性在上运动自身#女性处下静而受之#

' 在这个

过程中#处下者的以静制动#以下制上#进而%吞

并&处在上位的$

' 因此#小国想%取于大邦&#则

也当%为下&' 虽然老子的这种思想是为维护当

时的割据状态#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但从避

免灾祸角度上讲#却是符合人们的根本愿望的%

'

"+#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

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

而民自朴( "第五十七章#

"6#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

其鬼不神( "第六十章#

虽然老子在政治论中主要宣扬其%不争&哲

学#但%守静&的哲学同样不应忽视#因为%守静&可

看作是老子心中理想社会的显著特点' 老子描绘

的社会是一种小国寡民的政治形态#主张民众回归

到结绳记事的朴素安宁的原始状态#%鸡犬之声相

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 这种社会

的统治者秉承%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是老子

运用%水隐喻&和%朴木隐喻&构想的%无为政治&的

理想社会情境#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一方面消

解统治集团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则激发人民的自发

性&

' 在"6$中#%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句则是老子

%无为而治&思想最直接的隐喻表述#老子用厨师

做鱼的例子比喻体道之人治理国家的过程' +韩

非子1解老,中载!%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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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毛春洲#等!从隐喻理论看+道德经,中的水隐喻及其思想内涵

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

!老子意在警示为

政之要在于安静无扰#扰则害民"

'

综上所述#水有三种自然特性#即%下& %柔&

%清&#在老子人生论和政治论中分别对应%不争&

%致柔&%守静&三种%德&行' 其中%不争&突出源

域%向下&的特点#主要由%水隐喻& %山谷隐喻&

和%母隐喻&共同建构)源域之间共享%柔弱&的特

点#%水隐喻&和%婴儿隐喻&共同阐述了%致柔&

的理念)%守静&强调源域%清静&的特点#主要通

过%水隐喻&和%朴木隐喻&%母隐喻&%烹饪隐喻&

共同建构' 这种隐喻建构体现了中国古人仰观俯

察(解释世界时的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比

德观&' 中国古人认为自然物象的某些特征皆有

德性的体现#通过欣赏(效法它#人们可以从中得

到某种道德的加持#

' 譬如#中国古人认为天地

山川(花草树石等均具有德性#并以此砥砺自己修

德#体悟人伦之理#这是一种推天道以明人事与以

人合天的逻辑延伸 ' 然而自然事物本无德性#这

是一种人与自然物在逻辑上的类比推论#人将德

性附会到自然物上#通过隐喻映射机制部分地选

择源域事物特征进行投射#建立物的特性和人的

品德之间的对应关系' 例如#%水善利万物而不

争&是老子基于水的自然性质而推演出的自然之

利#其中%不争&就是水之%德&#体现了一种%利

他&的道德原则' 老子在+道德经,中论道讲德#

目的是让人们通过认识%道&最终回归%大道&#而

由水之自然三性推演出的 %不争& %致柔& %守

静&#既是%道&化成%德&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世

人获得%大道&的三种修身方式'

!二"&水隐喻'视角下的(道德经)

从隐喻认知的角度看#%水隐喻&是把握老子

主要哲学思想的核心隐喻' 基于上述分析#本节旨

在回答有关老子哲学思想的两个问题!"%$%水隐

喻&视角下#老子宇宙观在老子哲学观中扮演怎样

的角色3 "!$%水隐喻&和其他隐喻之间有怎样的

内在关系#对+道德经,中的思想有什么作用3

宇宙论是老子人生哲学的%副产品&' 首先#

%水隐喻&贯穿老子哲学观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政

治论#具有极高的普遍性' 虽然根据图 %(表 ! 统

计显示#%母隐喻&占比颇高#但它仅在老子宇宙

论中起主导作用#用以阐述%道生万物&的观点'

诸如%不争&%致柔&%守静&等主要思想基本上都

是在%道&显为%德&"即在人生论和政治论$中加

以详细论述#而在人生论和政治论中#不论是源域

共鸣值"分别为 !#+ 和 "6$还是在核心概念的建

构上#%水隐喻&都是不可替代的主隐喻' 在比较

老子宇宙论中%水隐喻&和%母隐喻&的源域共鸣

值时#我们从%水隐喻&的%反常&表现形式阐述了

其共鸣值远低于%母隐喻&的原因' 此外#就老子

哲学观而言#徐复观认为道家的宇宙论是其人生

哲学的副产品#%老学的动机和目的并不在于宇

宙论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面

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处所#以作为人生安

顿之地&

$

' 台湾学者陈鼓应也表示#%他"老子$

的形而上学"即宇宙论$只是为了应合人生与政

治的要求而建立&

%

#因为对人生和政治问题的探

讨往往会陷入道德伦理的争论怪圈#而老子将人

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范围扩展至整个宇宙#避免

了无休止的道德伦理争论'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

从%水隐喻&的认知视角分析+道德经,的结论也

暗合了学者们对宇宙论在老子哲学观中的定位'

%水隐喻&对其他隐喻映射特征的制约是+道

德经,历经千年仍能保持其基本思想和基调系统

性及完整性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道&在宇宙论(人生论(政治论中含

义各有不同#有时是形而上的实存者#有时是一种

规律#有时又是人生的一种准则或典范' 针对不

同含义的%道&#各类隐喻从不同源域映射相应特

征到目标域***%道&或 %德&' 以 %水隐喻&为

例#在人生论中#%道&显现为%德&#成为人生的一

种准则或典范#此时%德&对应%水& %下&和%柔&

以及%清&几种自然特征#发展出道家独特的%水

德&思想#包括%不争&%致柔&%守静&' 在宇宙论

中#作为宇宙万物源始的%道&间接对应的是%水&

无处不在但又深藏不显的特点' 之所以说是间

接#主要是该特点是通过 %冲& %渊& %湛&这些由

水意象引申而来的形容词体现#而非直接的水意

象' 另一方面#政治论中则是突出水的%下&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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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特点#在治国理民和邦交关系上主张%自

然无为&的%守静&之道和%以下取上&的%不争&

之道'

除%水隐喻&外#其他隐喻从不同的源域角度

映射靶域%道&或%德&#进一步丰富了%不争&%致

柔&%守静& %无为&等思想的内涵' 例如#%水隐

喻& %山谷隐喻& 和%母隐喻&在阐述%不争&思想

时主要映射共同的%向下&特征)%水隐喻&和%婴

儿隐喻&在阐述%致柔&思想时映射的是%柔弱&的

特征)%水隐喻& %朴木隐喻& %母隐喻& %烹饪隐

喻&共同映射%清静&的特点#阐述%守静&之道)

%水隐喻& %朴木隐喻& 和%烹饪隐喻&由%清静&

引申出%无干扰&的特点#共同建构起老子政治论

中%无为而治&的思想' 由此可以发现#在隐喻合

力建构老子主要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其他隐喻向

目标域%道&"或%德&$所映射的特征中都和水的

基本特性%下&%柔&%清&密切相关' 换言之#%水

隐喻&的存在制约着其他隐喻映射特征的选择#

因而%母隐喻&%山谷隐喻&和%朴木隐喻&等映射

特征之间有着种种相似性#而这些相似性在%水

隐喻&上被集中体现' 然而#正是这种制约机制#

使得+道德经,虽然流传着多个版本#且夹杂了后

人的增减和评注#但其基调和思想的系统性与完

整性仍能不受影响'

结语

老子在+道德经,中运用隐喻来论道讲德#其

宇宙论(生命论和政治论中的哲学思想均通过隐

喻方式建构' 首先#在众多参与建构的隐喻中#以

%母隐喻&%水隐喻&%朴木隐喻&和%山谷隐喻&占

比最为突出和普遍' 人生论(政治论的主隐喻是

%水隐喻&#用于和其他隐喻一起建构老子的主要

哲学思想#如%不争&%致柔&%守静&%无为&#而在

宇宙论中#%母隐喻&作为主隐喻用于阐述%道生

万物&的过程#和其他隐喻共同说明%道&永恒与

深邃的特点' 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水隐喻&的存

在制约着其他隐喻映射特征的选择#也正是这种

制约机制的存在#+道德经,即使流传千年仍能保

持其基调和思想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此外#通过

深入比较和探究%水隐喻&在老子哲学观中的源

域共鸣值大小和分布#发现宇宙论在老子哲学观

中的特殊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此前学

者们对宇宙论的定位#即宇宙论本质上是老子人

生哲学的副产品' 其次#老子从水的自然特性中

推演出%不争&%致柔&%守静&的哲学思想#这反映

了中国古人独特的认知方式***%比德观&#即通

过欣赏(效法某些自然事物#如%水&#以期获得某

种道德的加持' 因而%不争&%致柔&%守静&三者既

是%道&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老子提出的修身养

德之法#其目的是最终回归%大道&' 最后#通过批

评隐喻分析的方法探究+道德经,中的隐喻及其背

后的哲学思想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一种全新尝

试#也为当代隐喻理论在语篇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借

鉴#同时还拓展了批评隐喻分析的理论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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