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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视域下古风歌歌词的转喻研究
刘茜娅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5）

【摘　要】古风歌受到越来越多人喜爱，在歌曲领域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体认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基于

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以河图知名古风歌为研究对象，从体认语言学角度探索古风

歌词这种特殊语言里的转喻现象并解释背后的认知机制。研究发现，转喻在古风歌中使用多且类型丰富，契合

古风歌含蕴的特点；古风歌词的简短、意象堆积以及新词的产生和理解与转喻的使用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古风歌词；体验认知；转喻

The study of the lyrics of ancient songs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Xiya Liu

(Xi 'an Translation Institute,Xi' an,Shaanxi,710105)

[Abstract]Ancient style songs are lov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and occupy an indispensable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songs. Recognition linguistics holds that language is formed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reality. Taking the famous ancient style songs of Het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explore the metapymy
phenomenon in the special language of ancient style lyr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linguistics and explai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behind it. It is found that metonyes are used in ancient songs with many types, which f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songs; the short lyrics, the accumulation of images and the gen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new
words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e of metap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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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国潮兴起，汉服文化热加深了人们对古典文

化的热爱，古风歌在歌曲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古风

歌是古风文化下的一种产物，影响的人群主要以青年

为主，很多年轻人都是古风歌的忠实铁粉。关于歌词

的研究大多是在流行歌曲以及民族经典歌曲方面，包

括认知视角下的隐喻和转喻研究，而对于古风歌的研

究相对较少，且大部分为古风歌的特点、问题和发展

等。阐述了古风歌发展现状，分析了网络古风歌的韵律，

词汇意象和文本辞格，深刻剖析了亚文化下的网络古

风，古风歌的特征和流行原因；分析了古风歌所具有

的文化特征以及审美心理研究；分析了后现代古风歌

词对于古典之美的表达，研究了审美意象的建构方式

以及隐喻呈现特点。鲜有学者探究古风歌词所特有的

语言现象，从认知层面探究其得到大众理解接受的原

因和审美认可的过程以及它本身的演变规律。

体认语言学是基于认知语言学的修补，指出语言

是基于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而形成

的，探究古风歌语言的认知方式离不开“人”对事物

的互动体验，而且歌词呈现的认知机制也会更加丰富。

在古风歌领域，河图可以说是一位无人不知的古风演

唱歌手，他是古风圈老牌原创音乐社团墨明棋妙的曲

部成员。他的古风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少古风歌

是知名电视剧主题曲，如《不良人》《华胥引》等，

而个人单曲《倾尽天下》《风起天阑》更是俘获了大

批古风歌爱好者的心，带动了古风歌的发展，也奠定

了他在古风圈的传奇地位。因此本文以河图知名古风

歌为例，从体认语言学的视角探究古风歌词的转喻现

象并解释背后的认知机制。

1 体认语言学对转喻现象的阐释

语言的体验观，体认语言学 ECL(Embodied-Cogni 

tive Linguistics）的核心原则是“现实—认知—语

言”，他认为语言是基于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和“认

知加工”而形成的。三场语言学革命兴起于 20 世纪，

索绪尔为主的结构语言学，换生成语法以及基于认知

语言学修补的体认语言学，体认语言学强调以往语言

学理论所忽略的“人”的要素，语言首先有“人”在

现实中体验，才能通过认知加工形成语言，语言与现

实世界不能直接发生联系。在对隐喻、转喻等语言认

知机制进行解释的时候，王寅指出语言的认知方式都

涉及“比较”，而“比较”是离不开“人”对事物的

互动体验。

转喻属于修辞格，最先对修辞格进行认知研究的

是 G. Lakoff 和 M. 人类进行命名时主要运用的是语

言的转喻机制，转喻涉及到两个邻近的事物，常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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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为同一概念域或理想化认知模型中整体（X）替代部

分（Y），或部分（Y）替代整体（X），或一个部分（Y’）

替代另一个部分（Y”)。比如说“我们需要找一些能手”，

用身体的一部分“能手”指代了这个“有能力的人”。

2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河图知名古风歌词的转喻现

象研究

2.1 整体 -部分转喻

整体和部分之间的转喻包括事物 - 部分转喻、度

量转喻、事件转喻、范畴 - 成员转喻、范畴 - 特征转

喻和缩略转喻。

2.1.1 事物 -部分转喻

事物 - 部分转喻涉及到事物整体和部分之间的转

喻，可以用事物整体代指部分，也可以用部分代指事

物整体。

2.1.1.1刀光 不依不饶 跌进谁的怀抱 《阳关调》

这句词用“刀光”代替手里拿刀的人，描写的是

战场上用刀厮杀的局面。人们在听到“刀光”这个词

的时候，会联想在战场的背景下持刀的那个人，由部

分扩展到事物的整体，由凸显的部分联想到事物的特

征。《阳关调》中的男子历经战场厮杀，满获功名，

身边却没有心爱的那个她，是可悲的情爱结果，因此

在用刀光代替人的时候，不仅省略了繁琐的言语陈述，

还为整个背景增加了几分萧瑟凄凉的感觉。

2.1.1.2 眉间朱砂 乱世年华 如刻刀

塞上 乌衣年少 换谁遗世的笑 《阳关调》

“眉间朱砂”代替的是一个眉间有朱砂的女子，

用人物的一部分代替这个人，在这首歌里指代的是这

首歌中男主心爱的那个女子。“乌衣”代指的是故事

的男主人公，用身上的衣物这部分来代指人本身，他

穿着乌色的衣服在厮杀后冷静的战场上伫立。这种代

指可以很好地保留最简洁的词，去掉影响多余的成分，

突出词的意象，使意象的连接非常紧凑，凄美的画面

感接踵而来，使人在听歌的时候可以完全沉浸其中。

2.2 度量转喻，度量与度量上限的互代

2.2.1 断墙 千年不倒 铭刻谁的记号 《阳关调》

2.2.2 当时缠过红线千匝 《倾尽天下》

2.2.3 一卷洛书 上起尧舜烬 五千年兴叹

九宫河图 下承汉唐画 三万丈滂沱 《雨碎江南》

这里的“千年”并不是指真正地过去了一千年，

刚好一年不多一年不少，而是以千年来代指很长的一

段时间可能是几个世纪而也可能是几千年。以此来把

断墙作为时间的见证者，好像经历了一切或看过了滚

滚尘世的人海浮沉。第二句和第三句类似，第二句的

“千”是用这个大量词代指“几”这个模糊一点的量词。

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体验就是红线绕了很多匝，多到

已经难以数清，在认知中“千”表示夸张的表示很多，

更突出当时情感强烈，对于互相守望的坚定之心，因

此就出现了互动体验的一个“度量”领域到认知加工

的另一个领域“度量上限”的转喻指代。

2.3 事件转喻，整个事情与事情中的一个小事情

的互换

2.3.1 耳闻的像终结 眼见的都毁灭

温柔的最决绝 坠落的曾摇曳 《风起天阑》

用形容词“耳闻的”“眼见的”等代表所听到的

和所看到的所有事。

2.3.2 范畴 - 成员转喻，一整个范畴所包含的内

容与其内部成员之间的转换

2.3.3 这一场戏唱得太仓促 原本是旧戏一簿 难

合锣鼓丝竹 《旧戏书》

以“锣鼓丝竹”指代众多乐器发出的声音，唱戏

一般会用到二胡、鼓、锣、钹、笛子等，通过“锣鼓丝竹”

的转喻，省去了对乐器繁杂的描述，突出了相关意象，

简洁明了。

2.3.4 范畴 - 特征转喻，范畴与范畴所具有的特

征之间的转换

2.3.5 心如三月 心如荒草 心如泥沼 陷了也好 

《阳关调》

“心如三月”这句词采用了隐喻的结构，包含了

本体和喻体，但是充当喻体一般都是具体的实物，如

后面两小句中的“荒草”和“泥沼”而不是抽象的概念。

这次隐喻里含有转喻，实际上是以“三月”所具有的

天气特征来代表自己的心情。词中阳关位于今天的甘

肃省敦煌市西南方向古董滩附近，因坐落在玉门关南

边，所以取名阳关。阳关三月的天气阴冷，比中部或

南部的温度要低，因此男子内心悲伤情绪的唯美之感

就通过“三月”这个古风文化意象突显了出来。

3 体验认知解释以及效果原因分析

在古风歌中，转喻的使用非常丰富，而且相关类

型涉及的也不少。

转喻能被古风歌偏爱，与它能突显和隐藏事物的

特点也有很大的关系。转喻通过整体与部分或者部分

与部分之间的替代，把部分特点以替代的形式进行了

强调，使听者在简短的词语传达中，准确地把握了词

语所指的意思。而听者对于语言的认知加工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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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是与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互动体验作为基础的，

这也符合古风歌“含蕴”的特点。转喻的这个特点也

使情感的表达更为强烈，如度量转喻中以度量上限词

进行替代，将要表达的情感数倍增强，对于听者情感

的煽动更大，读者更容易沉浸其中。

此外，古风歌歌词侧重对于意象的堆积，而转喻

通过一个物体来形容另一个物体时省去了很多描述性

话语，恰恰能使语言变得更为简洁，不仅非常形象地

凸显事物的特点更使语言的感染力增强，在简短的话

语里体现更多的意境美。古风歌歌词被广大人群所喜

爱，其歌词的语言更贴近自然，在接连不断的意象里

给人们带来了更丰富的美感。转喻的使用避免了直白

化的语言，使用具有相似或者相近事物来表达使语言

层次更加多样化，更能体现语言的内在含义。言简意

赅也是古风诗歌受人追捧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文言文

都是比较精练的语言，古风歌也离不开人们对古代生

活的互动体验，更加贴近中国传统文化的诗学之美和

独特的汉民族思维特点。

“新词的产生和理解也包含着隐喻或转喻思维在

其中的运作”。在古风歌的歌词中，有些歌词是人们

日常生活中也会用到的，但是没有意识到背后的认知

结构，也有些是生活中不太常用的表达，如“心如三

月”“踏碎这一场盛世烟花”“一场繁华”等。使用

这些词语时，直接省略了一些不重要的成分，甚至对

现有语言中不够简略的词汇进行了重新拼接，将那些

美好的意象不断叠加，通过转喻将事物特点带来的感

受映射到认知模型的目的域而去掉其中的不必要的概

念域，带来想象的冲击感和美感。

网络古风歌作为一种亚文化的产物，以三个特点

著称：风格化，边缘性和微抵抗，从古风歌词中可以

看出它与日常语言有很大的不同，不少词语的使用也

违反了较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规范性。然而作为一种受

欢迎的艺术语言，它有着独特的自我魅力以及语言本

身的认知结构，其中转喻使用的丰富性也说明了转喻

在人类语言里的重要作用。虽然古风歌中有很多词类

乱用的现象，过度追求文本的形，但这也是一种有个

性的表达，是反权威反规则和追求更多自由的体现。

很多词语是一种新奇化的语言现象，语言表达时用得

多了，范围变广，便会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更多

类似的表达也会层出不穷。

4 结论

古风歌和古风文化相衔接，歌词的传播会影响很

多热爱古风的人，若能更加注重古典文化的传承和词

语的使用，不是单一从所带来的一瞬美感而是以美感

过后依然韵味悠长的效果为目的，将会更有利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传播，加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从体

验语言学视角出发探究转喻在网络古风歌这种特殊语

言符号上面的使用发现，转喻在古风歌中使用多且类

型丰富，能突显和隐藏事物的特点，契合了古风歌词

简短和含蕴的特点，转喻所带来的意象堆积和情感冲

击更为强烈，新词的产生和理解也离不开转喻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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