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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回目中的转喻和隐喻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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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LM#""M%

!摘要"本文以古本-红楼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回目为语料#分析了其中的转

喻和隐喻$ 研究发现,!#"语言层面转喻用法比隐喻用法丰富&!!"转喻用法可归纳为部分代

整体%整体代部分%地点代人%特征代人或事物%典型代一般%工具代产出物%原材料代成品%结

果代原因八个转喻原则&!F"隐喻用法可以概括为抽象概念是具体事物%人是动物或植物%不

具有某一典型特征的事物是具有该典型特征的事物三个隐喻概念$ 最后笔者指出了转喻和隐

喻在回目中的修辞及认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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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和隐喻都是人类认知世

界的重要方式# 转喻是在同一个理想认知模型或

者认知域中!一个概念实体,,,载体->3'='36(0'/

为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体->3'>/-4'>/的认知

提供心理通达-T'.>/0/((';;/的认知过程*#+#ML

# 蓝

纯*!+#$"对转喻的概念做了这样的阐释'借代#就是

通过某一事物内部较突出的和较清晰的一部分来

指称和理解该事物的全部或该事物内部另外的较

模糊部分# 隐喻的本质则是通过一事物来理解和

经历另一事物*F+MKL

# 转喻基于事物间的邻近关系!

其主要作用是指示.而隐喻根据的是事物之间的相

似性!它涉及从始源域到目标域间的映射#

0红楼梦1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百花织锦!其回

目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工巧雅致!堪称锦上花簇#

笔者欲先对其中的转喻"隐喻用法进行逐一分析!

归纳语言层面转喻"隐喻背后的规律# 进而对转

喻"隐喻在回目中的作用进行归纳!并阐释其修辞

及认知功能#

二(语料简介

本文以古本0红楼梦1,,,0脂砚斋重评石头

记1-庚辰本/

$的回目为语料!分析其中转喻"隐喻

的用法# 选用古本0红楼梦1而非现行一百二十回

通行本的原因有二'-一/八十回后高鹗的续写有

多处不符曹雪芹的原笔原意# -二/ 0脂砚斋重评

石头记1是红学界较为关注的版本!属基本可信

古本#

0石头记1存七十八回!即一至八十回!底本原

缺第六十四及六十七两回!!""% 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影印本中已用乙卯本补# 八十回中第十九和第

八十回无回目!十七"十八两回共用一个回目!实际

回目共七十七个# 在这些回目中!通过整理发现

M# 处转喻用法!F" 处隐喻用法&

!笔者对其类型进

行了归纳分析#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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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喻类型

古代汉语中转喻现象的使用非常频繁!其中有

的割取自文学作品!有的源自民间传说"神话故事

等# 单举%月&为例就有婵娟"素娥"丹桂"桂残"蟾

华"银兔"影斜"望舒"出冬岭"玉斧修"桂影偏"吴刚

伐树"乌鹊南飞等!多达一百以上*M+!LGK!%#

# 0石头

记1回目中共出现了 M# 处转喻!如此频繁出现的语

言现象背后是否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呢2 通过分析!

笔者发现除了源自文学作品或者民间俗语的两处

转喻之外!0石头记1中这些语言现象可归纳为八

种转喻原则#

"一%部分代整体

部分代整体是一种常见的转喻原则# 日常生

活中!人们言及某物时!有时会用该物具有代表性

的部分来指称# 例如!%日前!中央电视台0正大综

艺1女主持又换了一个新面孔&

*L+

! %面孔&代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

! %帆&

代船#

红楼梦回目中部分代整体可分为两类'

#)物体或人的具体部分代整体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第一回/!此处%通

灵&代指通灵宝玉!%33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

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33&

*J+#!

#

另有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及第二十五回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中的%通灵&用法相同#

-!/%秦鲸卿天逝黄泉路& -第十六回/!%黄

泉&原意是地下的泉水!指人死后埋葬的地方# 此

处代指迷信人所说的阴间#

-F/%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第三十一回/!%白

首&代白发老人#

-M/%绣鸳鸯梦兆绛芸轩&-第三十六回/!%鸳

鸯&代袭人绣的白绫红里的肚兜儿!上面扎着鸳鸯

戏莲的花样#

!)语言使用字面上的部分代整体

束定芳*$+!$K!G认为!既然换喻#根据的是邻近

性!就不一定限于某种固定的关系# 只要两者之间

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其中一个就可作为另一个的

换喻# 他根据符号学家@(+的邻近性分类!提出利

用符号之间的邻近性来构成换喻的情况很普遍#

缩略词也是符号邻近的一种!不过不是语音相关!

是书写上的相关!因此也可以看成换喻的用法!如'

@<代@,-+W'/. <.6+.-欧洲联盟/!7\&代 73'/>'-

\6;;60'&'1'.;'-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D\&代

D/>6+./0\6;;60'&'1'.;'-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

笔者赞同以上提法!0石头记1回目中也有截

用词语一部分的用法!如此不仅简洁!便于回目音

韵对仗!而且起到指代整体的作用#

-L/%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第十七"十八回/!

%对额&代对联匾额#

-%/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第二十五回/!

%真&代真人!道教中指修行得道的人!这里指癞头

和尚与跛足道人#

-J/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第五十九回/!

%莺&"%燕&分别代指丫鬟莺儿和春燕!各取其名字

中一字#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第六十九回/!此处

%小&代指小妾#

"二%整体代部分

整体代部分的转喻原则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

随处可见!部分往往比整体繁琐!所以人们在指称

的时候会用大的整体代替更为具体的部分!只要交

流的双方会意即可# 例如!%妻子的好几双皮鞋!

就是被他踩坏的&

*L+

!%他&代他的脚# %33观众

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人大喊(中国加油)!另一

部分则高呼(<?N)33&

*L+

!%中国&和%<?N&代

比赛双方中国队和美国队# 0石头记1的回目中!

有三处整体代部分的例子'

-G/%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第二回/!%荣国

府&代荣国府中人物家事#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第十三回/!%宁

国府&代宁国府中秦可卿之丧事#

-#F/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第七十五回/!

%中秋&是个传统节日!有赏月和吃月饼的习俗#

此处看到%中秋&便知是代中秋之月而非其他#

"三%地点代人

人的居所"籍贯"工作场所等相关地点往往能

够提供一个人的相关信息!我们的思维也习惯将人

与他周围的地点环境联系起来!比如每天出入市政

大厅的人!我们会想象为政府官员!居于豪宅别墅

的则是富豪一类# 例如!%33老北京都知道!煤

渣胡同宪兵队是北平日本宪兵队中最凶残的&

*L+

!

%老北京&代常居住在北京的人# %谩赢得青楼!薄

幸名存#&

*%+

! %青楼&代妓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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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石头记1的回目中共有二十处提到 %荣国

府&"%宁国府&"%大观园&"%秋爽斋&等地点!其用

法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使用本意!实指地点!如%怡

红院劫遇母蝗虫& -第四十一回/# 二是名词作状

语!古汉语中某些处所名词!放在动词前面做状语!

表示动作行为%在33里&"%在33中&

*G+##L

!如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第七十六回/# 三是地点代

人的转喻用法#

-#M/%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第一回/!%闺秀&

代甄家丫鬟后贾雨村讨为妾的娇杏# 古时女子多

居于闺楼绣阁之中!故称富贵人家女儿为闺秀#

-#L/%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第十六回/!此处

%凤藻宫&为作者虚拟的宫名!代凤藻宫尚书!笔者

认为%凤藻宫&即是尚书工作的地方#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第六十三回/!宝

玉大观园中居所是怡红院!此处用居所的名称%怡

红&代宝玉#

-#J/%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第七十四回/!这

里%宁国府&主要代指宁府中贾珍和尤氏!惜春是

贾珍胞妹!此时要与他们断绝关系#

第二类地点名词作状语的用法又可分为两种#

一种状语性非常明显!其表现是要么施动者已经点

明!如%滴翠亭杨妃戏彩蝶-第二十七回/&!这里因

为存在施动者%杨妃&!所以%滴翠亭&必是地点状

语.要么地点与施动者没有直接的紧密联系!如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第七十六回/!此处%凹晶

馆&和联诗的黛玉"湘云并无紧密联系!她们只是

走到了这个地方而已!所以也是地点状语# 另一种

状语性不明显!可理解为地点代人的转喻用法# 其

特征是地点名词与施动者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地

点即施动者的居所# 在没有主语的情况下!当读者

看到这个地点名词就自然明白了动作的发出者!故

笔者视其为转喻!借用地点和人的邻近关系!为认

知背后的动作发出者提供了心理通达#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第十一回/!%宁

府&代宁府中的人#

-#G/%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第十七"十八回/!

此回目意为元妃归省!荣国府中的人欢庆元宵#

-!"/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

宴&-第五十三回/!此回目中%宁国府&"%荣国府&

均代指两府中的人#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潇湘馆&代其主

人林黛玉#

"四%特征代人或事物

用个体特征或象征标记来代替人或事物也是

非常常见的一种转喻原则# 在认知事物或人的过

程中!总是其特征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很多

时候当我们对一个人或者事物的印象逐渐淡去的

时候!若极力回想!会发现脑海中只剩下该人物或

事物的某个突出特征!该特征也就成了这个人或事

物的代表# 例如!%闹事的人群中有一个瘦高个

儿!嚷叫过这么几句话33&

*L+

!%瘦高个儿&是人

物特征!代人# 那贵家子忽然说'%狗官别狂!我告

诉我叔叔!小心你的乌纱帽和狗命&

*%+

!%乌纱帽&

是古时为官者的特征!代官职# 以下是0石头记1

中此类例子#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第二十回/!%娇

音&代史湘云# 她发音不清!按照黛玉的话说

%33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

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

三四五了33&

*J+ML!

!故用%娇音&这个特征来代指

其人#

-!F/%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第二十七回/!此

处%红&代花!花之颜色!红最为典型#

-!M/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代薛蟠!暗含其霸道的性格特征#

-!L/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第四十九回/!

%脂粉香娃&代宝玉和姑娘们!因为他们生在富贵

人家!平时多涂脂抹粉熏香# %腥&和%膻&是生肉

的特征!这里代新鲜鹿肉#

-!%/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第六十六回/!

%空门&代佛教!佛教认为世界一切皆空#

-!J/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第七十七回/!

%水月&指水中之月# %水月&有影无实!佛教认为

诸法-物体/无有实体# 此处%水月&代佛教#

在这些回目中!另有一例事物代特征# %呆香

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二回/!%石榴&代指红色!

因石榴花是红色#

"五%典型代一般

这一转喻原则反映人们惯于用某一范畴的典

型成员指代同类中非典型成员# 如%桃园三结义&

是三国时期刘"关"张结为兄弟的故事!后成为结拜

或者其他形式组成的三人小集团的典型代表!在

%33与彭真"林枫结成反林彪的(桃园三结义)小

集团!遭到非法关押#&

*L+这句话中即代三人反林

彪小集团# 在%香港也有(雷锋)&

*L+一句中!%雷

锋&代具有雷锋精神的人# 0石头记1中有两回目

涉及此用法#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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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

红&-第二十七回/!%杨妃&指唐朝的杨贵妃!她是

胖美人的典型代表!此处代薛宝钗!因为宝钗也生

得肌肤微丰.%飞燕&指汉朝赵飞燕!为瘦美人的典

型代表!此处代林黛玉#

-!G/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第五十九回/!

%将&为典型的发号施令的人!此处代平儿!平儿素

来跟随凤姐!帮着管理家事# %符&原是道士所画

的一种图形或线条!称能驱使鬼神!给人带来祸福#

此处代指平儿的话!%既这样且撵他出去告诉了林

大娘在角门外打他四十板子就是了&#

0石头记1回目中除以上五种主要的转喻原则

外!还零散出现了以下几种'一是工具代产出物#

如%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第三十三回/!此处%唇

舌&代言辞话语# 说话离不开%唇舌&!因此可视为

话语产生的工具#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第七十

六回/!%笛&代指笛声!只有笛所吹出的乐才能品#

二是原材料代成品# 如%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第

二十八回/!%罗&本意为质地稀疏的丝织品!此处

代蒋玉菡送于宝玉的大红汗巾子# 三是结果代原

因# 如%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第十四回/!%捐&意

为舍弃"抛弃!因为死亡!所以捐弃了所居住的房

舍!%捐馆&代死亡# 旧时对人死的讳称# 四是源

自文学作品或者民间俗语的转喻# 如%葫芦僧乱

判葫芦案& -第四回/!后一%葫芦&借用葫芦提之

意!代指糊涂# 葫芦提为宋元时俗语!意为糊里糊

涂# %葫芦&产生%糊涂&的转喻义!笔者认为和语

音邻近有关#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第六回/!%云

雨&代指男女合欢# 语出宋玉0高唐赋$序1叙楚

怀王游高唐!梦遇巫山神女!与之幽会# 分别时!巫

山神女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旦为朝云!

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四(隐喻类型

隐喻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人们在日常

生活的经验基础之上通过不同事物之间相似性的

比较来认知事物的特征# 在0石头记1回目中共出

现 !G 处隐喻# 这些语言层面的隐喻可以概括为抽

象概念是具体事物"人是动物或植物"不具有某一

典型特征的事物是具有该典型特征的事物三种隐

喻概念及几处源自文学或成语的隐喻#

"一%抽象概念是具体事物

我们的思维惯于将情感"思想"行为等抽象概

念视为具体"有形"熟悉的物体!这样就可以更好地

指称"量化"描述或者讨论# 这一隐喻概念建立在

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基础之上!我们每天打交道的

相对具体"有形"熟悉的物体都可能为我们认知其

他事物提供帮助!因此在语言层面极其常见# 0石

头记1的回目中这类语言现象也非常明显#

-F"/%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第一回/!%风尘&

从字面来看!是所遭遇的风雨尘埃!喻长期在外漂

泊!旅途劳累!备尝艰辛#

-F#/%贾雨村夤缘复旧职&-第三回/!%夤缘&

二字原为攀附上升之意!喻拉拢关系向上巴结#

-F!/%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第四回/!命运本

是抽象概念!一个%薄&字修饰!可见是作为某种具

体事物!才有了薄厚之分#

-FF/%探宝钗黛玉半含酸&-第八回/!%酸&原

意为醋的味道或气味!喻轻微嫉妒或心里难过的感

觉# 醋的味道和气味是可尝可闻的!而内心的感觉

却抽象难以表达!所以借具体%酸&来喻# 另有第

六十八回%酸凤姐大闹宁国府&!%酸&字是同样的

用法#

-FM/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第二十一回/!

%软语&喻柔和"温和的话# 话语说出来给人的感

觉原是抽象的!概念化为具体事物才可描绘其

软硬#

-FL/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第三十二回/!

%肺腑&喻发自内心真诚的话#

-F%/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第三十二回/!

%含&字表明%耻辱&是具体事物!同时也暗含了心

是容器这一隐喻概念#

-FJ/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第三十三回/!

%手足&喻兄弟!兄弟之间的情感关系相似于手和

足之间的亲密#

-F$/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第四十四回/!

%醋&原为有酸味的液体!用于调味# 此处喻嫉妒

-多指在男女关系上/#

-FG/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第五十一回/!

%虎狼药&指猛烈"不对症的药# %虎&和%狼&的性

情凶猛!此处喻指药的威力#

"二%人是动物或植物

基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和

了解!当人们对其某一显性特征熟悉后!便借来理

解或描述人的某一相似特征# 人的特征借助于动"

植物表达得更为明了!同时也使得语言更加的生动

形象#

-M"/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第四十一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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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蝗虫&喻指刘姥姥!当日她醉酒睡在了宝玉床

上!酒屁臭气满屋子#

-M#/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第五十八回/!

%凤凰&是雌雄统称!雄为凤!雌为凰# 凤凰齐飞!

是吉祥和谐的象征# 此处%凤凰&喻夫妻# 藕官和

药官常在戏中扮演夫妻!平日里也俨若夫妻# 药官

死后!藕官伤怀!逢节日必烧纸哭泣#

-M!/%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第七十一回/!后

一%鸳鸯&喻夫妻!因为鸳鸯这种鸟多是雌雄成对

生活在水边# 这里指的是司棋和她的姑舅兄弟#

-MF/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

丧&-第六十三回/!%群芳&指的是大观园中的姑娘

丫头们.%独艳&指的是贾珍的媳妇尤氏# 此处暗

含隐喻概念女儿是花#

-MM/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

狼&-第七十九回/!%河东狮&喻悍妇!小说中指的

是薛蟠之妻夏金桂.%中山狼&喻指是迎春之夫孙

绍祖# 夏金桂和孙绍祖的性情在某些方面与动物

%狮&和%狼&有相似之处!故用其做比#

"三%不具有一典型特征的事物是具有该典型

特征的事物

这一隐喻概念就是以一事物的性状喻另一事

物# 人们选择典型特征较为突出的事物来做始源

域!将这一典型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中!就使得目标

域的该特征更为突显#

-ML/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第二十六回/!

%蜂腰&喻桥的细小# 细小是 %蜂腰&最为典型的

特征!此处恰突出了此桥这一非典型特征#

-M%/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第二十七回/!

%冢&为坟墓!无香臭之别# %香冢&则用了花的特

征来表达了作者对花之冢的喜爱与怜惜#

-MJ/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第四十九回/!

%琉璃&是一种釉料!用铝和钠的硅酸化合物烧制

而成# 此处喻在大雪覆盖下!世界之晶莹剔透#

-M$/ %憨湘云醉眠芍药蘞& -第六十二回/!

%蘞&指垫子或褥子!这里是形容芍药花落满石凳!

厚厚实实!如褥子一般#

"四%源自文学或成语的隐喻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诗词"曲赋"典故"俗语中

往往有一些熟词妙语广为流传!久而久之!所含隐

喻义便固定下来# 笔者认为此类隐喻!不便再做具

体隐喻类型的细分!了解其整体喻义!当作文化传

承更佳#

-MG/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第四十二回/!

%兰&以清香出名!此处喻话语意气相合# 语出

0易$系辞上1!%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

其臭如兰&#

-L"/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第四十五回/!

%金&喻坚.%兰&喻香# %金兰契&喻指意气相合的

知心朋友!%金兰语&喻指情投意合的话#

-L#/ %投鼠忌器宝玉情脏&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原意是要打老鼠又怕打坏器物!喻想

惩罚坏人而又担心误伤他人#

五(转隐喻

%转隐喻本质上是一种隐喻!但其中又有转喻

成分!也就是既有相似的成分!又有相关-其中特

殊关系/的成分# 我们可以称之为转隐喻*#"+F"

#&

-L!/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第二十三回/!

%芳心&是指年轻女子的心!暗含着女儿是花的隐

喻!如此%心&才能有了香味# 此处指代林黛玉!又

是部分代整体的转喻用法#

-LF/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代倪二!是其绰号# %金刚&是佛教中佛

的侍从力士!手拿金刚杵!金刚努目是形容面目凶

恶# 倪二外貌与%努目金刚&有几分相似!又喜酒!

故得此绰号# 同时%金刚&代倪二又可理解为典型

代一般的转喻用法#

六(转喻(隐喻在回目中的作用

首先!转喻和隐喻在修辞上提高了语言的形象

性和诗意性# 形象性体现在回目中的语言描写惟

妙惟肖"入木三分!如%母蝗虫&一词一出!刘姥姥

当日醉酒后酒屁臭气熏天"扎手舞脚地仰卧在宝玉

床上的酣态则一跃纸上# 再如%娇音&代史湘云!

突出了其说话爱咬舌子"娇滴滴的小姐形象# 诗意

性表现在回目中唯美的意象!如 %泣残红&中的

%红&若换做花!则在意象美上大打折扣# 此外!

%芍药蘞&"%芳心&等都能给读者展现一幅美好的

画面#

其次!转喻和隐喻增加了语言的简洁性# 转喻

和隐喻的使用使得回目的语言言简意赅而蕴含丰

富!同时也有助于全书回目以整齐的八言对仗句横

贯!充分展示其格律美# 如%双真&对%五鬼&!无论

是%两个真人&还是%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都没有

%双真&简洁!同时%真代真人&的转喻用法也使得

对仗颇为工整# 再如%投鼠忌器&!要表达想惩罚

坏人而又担心误伤他人的意思!恐怕再无比此更为

经济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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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认知角度考虑!转喻和隐喻除以上功

能外!更是人类认知世界和概念化的重要方式#

%我们概念系统的核心直接源自我们的体验!来自

感知"身体运动以及对物质"社会的经历# 不直接

源自体验的概念主要是在直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

隐喻形成的!隐喻是形成抽象概念"并进一步建构

概念系统的必由之路*##+MJ"

#&在0石头记1的回目

中!不乏抽象概念借助体验或具体事物来构建的例

子!如%含酸&"%软语&"%薄命&三例分别借助具体

事物的味道"软硬"薄厚来表达人的内心情感"话语

的柔和以及命运的不好这些抽象概念#

七(结语

本文探讨了0石头记1回目中的转喻和隐喻现

象!并通过逐一分析具体实例对转喻和隐喻类型进

行了归纳概括!所得结论可以看出语言层面的转喻

和隐喻现象并非杂乱无章!人们的转喻和隐喻性思

维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基础之上!按照一定的

认知模式反映在语言使用中的# 转喻和隐喻在回

目中既有修辞方面的作用!又有认知功能的体现#

0石头记1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集大成者!

其回目字字珠玑!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以下略

举一例'0石头记1的回目多数涉及人物!曹雪芹在

人物的指称上做了丰富的变化'或直呼其名或号.

或称其身份.或用本文分析到的转喻"隐喻手法.最

后还有一类!即对人物显著特征进行描述!再加上

一个表示身份的类属词!如%薄命女&"%葫芦僧&"

%冷郎君&等共 !F 例# 此类人物指称笔者没有纳

入转喻用法来探讨!尽管这些词组的前半部分确实

是人物的显著特征!但因其后紧跟 %女&"%僧&"

%郎君&等表示人的词!使得这些词组更像是单纯

的描述!而非转喻# 但是束定芳*#"+F"将郑天寿绰号

%白面郎君&"皇甫端绰号%紫髯伯&"李忠绰号%打

虎将&三例列入转喻用法长相一类# 这类以%人物

特征 e人物身份&构成的指称属不属于转喻用法

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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