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5, 13(5), 568-574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5510  

文章引用: 韦秀兰.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劝道文》的概念隐喻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5): 568-574.  
DOI: 10.12677/ml.2025.135510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劝道文》的概念隐喻研究 

韦秀兰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5年4月10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14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28日 

 
 

 
摘  要 

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理论，结合Charteris-Black的隐喻批评分析方法，对道教南宗代表人

物白玉蟾所著的《劝道文》进行隐喻识别与认知分析。文章首先识别出文本中的明喻、隐喻与具隐喻功

能的典故表达，并就文化认知维度、认知图式结构与语篇功能三个方面展开详尽的分析。研究发现，《劝

道文》通过丰富的意象构建体现了道教关于修行、生命与宇宙观的认知结构，隐喻在其中不仅承载宗教

哲理，也发挥劝化与引导的核心功能。该研究旨在为道教语篇的语言学研究提供认知视角的理论支持与

实践样本，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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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harteris-Black’s three-
step model of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in 
Quandao Wen, a Taoist didactic text by Bai Yuchan of the Southern Sect. The study identifies meta-
phorical expressions including similes, implicit metaphors, and culturally embedded allusions, and 
analyzes the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cultural cognition, image schemas,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Findings show that metaphors in the text construct Taoist views of cultivation, life, and cosmology, 
while also serving rhetorical and persuasive purposes.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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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sample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for the linguistic study of 
Taoist discourse, and it holds considerable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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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概念隐喻理论逐渐发展为认知语言学中的核心研究范式之一，广泛应用

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等多个领域的语言实践研究，包括小说、诗歌、新闻报道和演讲等多种语

体。与其他类型文本相比，文学作品和宗教文本由于承载哲学与道德观念，往往隐喻密度更高。然而，

尽管文学文本在认知语言学中的研究已颇具规模，宗教文本尤其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研究仍相对滞

后。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圣经》等基督教、犹太教文本以及部分佛教经典，对道教文本的隐喻分析尚

属薄弱环节。 
本文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及隐喻批评分析方法对道教南宗代表人物白玉蟾的所著的《劝道文》进行详

尽地分析，结构其隐喻表达机制。《劝道文》作为南宗道教的重要文献，不仅在教义传播与修行实践方

面具有重要价值，也凝结了白玉蟾对人生与修行之道的深刻思考[1]。全文短小精悍，展现出道教文本强

大的隐喻承载力，因而为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宗教语篇研究提供典型样本。 

2. 概念隐喻及隐喻批评理论框架 

概念隐喻理论由 Lakoff 与 Johnson 于 1980 年在其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系统提出，并

在随后由 Lakoff 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具有解释力的认知模式[2]。该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

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机制，其核心在于“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且该映射具有“非对称性”和

“部分性”[3]。概念隐喻根植于人的具身经验，并反映个体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建构，同时以语言形式显

化，从而可通过语言数据反向揭示潜在的认知图式和思维模式。 
早期研究中，Lakoff 与 Johnson 将概念隐喻划分为结构性、本体性和方向性三类，但在其 2003 年修

订中对这一划分提出修正，认为所有隐喻本质上均涉及一个概念结构向另一个概念结构的映射，核心在

于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关系构建[4] [5]。近年来，隐喻研究持续拓展其理论边界，不仅涵盖修辞学范畴，

也逐步融合认知科学、语言哲学等学科内容，涵盖包括转喻、明喻、提喻、反语等相关语言现象。 
本文使用 Charteris-Black 提出的“隐喻批评”三步分析法，即识别(identification)、理解(interpretation)

与阐释(explanation) [6]，以系统解析《劝道文》中的隐喻表达。具体而言，研究首先通过文本细读识别出

具隐喻性的语言表达，进而在语境中进行认知解读，明确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关系，并最终在解释层面

上探讨其背后的文化认知基础及宗教哲学内涵。 

3. 宗教文本中的概念隐喻研究现状 

宗教语言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和多义性，广泛运用象征、隐喻、符号等语言机制传达复杂且层次丰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551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韦秀兰 
 

 

DOI: 10.12677/ml.2025.135510 570 现代语言学 
 

的宗教意义。隐喻作为宗教语篇中重要的认知手段，不仅建构了信徒的世界图式，也对其价值观念与宗

教实践产生深远影响。不同宗教传统在构建教义体系与宗教经验时，往往采用不同的意象图式与概念映

射，进而塑造出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认知模型。 
在西方宗教语篇研究中，《圣经》无疑是认知语言学关注的重点文本。一方面，有学者基于传统语

言学方法，从语言规范性、文体一致性等角度探讨其文本魅力与传播机制[7]；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研究

运用概念隐喻理论揭示圣经语篇中的思维模式与隐喻构建[8] [9]。 
在国内语境下，佛教文本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亦呈现上升趋势。蓝纯结合概念隐喻与概念整合理论分

析《宝积经》中的隐喻表达，指出佛教世界观通过高度结构化的概念来映射现实，从而实现教义的传递

[10]。蓝纯与高秀平进一步在《心经》《金刚经》中识别并解析关键隐喻，进一步展示空间、时间与生命

概念如何经由隐喻建构出佛教独特的精神图谱[11]。钟安林则将《六祖坛经》中的隐喻区分为特征映射、

图式映射与实体映射三类，细致揭示其在教义传播中的功能[12]。 
相比之下，道教文本中的隐喻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系统性研究更为稀缺。这一局面主要源于两方面

原因：其一，道教语言古奥且结构松散，形式上接近散文化表达，增加了语篇分析难度；其二，道教隐喻

常与中医学、天文学及炼丹术等传统知识体系交织，导致隐喻机制难以在纯语言层面抽离。现有研究多

集中于《道德经》等文本的片段分析，对道教晚期劝化类文本尚缺乏系统梳理。 
因此，本文选取白玉蟾《劝道文》为研究对象，结合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识别并分析其主要隐喻

类型，尝试揭示其宗教认知建构与隐喻机制，旨在为本土宗教语篇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4. 《劝道文》的隐喻表达分析 

《劝道文》选自四川大学教授盖建民主编的《道教南宗研究系列：白玉蟾文集新编》，全文仅 334
字，却以凝练简洁的语言表达融合了道教哲学的修行理念与人生观。为了全面揭示该文中隐喻的构建机

制，本文在概念隐喻理论及隐喻批评三步骤指导下，依次完成比喻识别、结构分析与功能解释。 

4.1. 《劝道文》中的比喻表达 

考虑到文言文的修辞特点与道教文本的文化背景，本文采用了“广义隐喻”视角，不仅将“如”“是”

等明确比喻标记构成的明喻纳入识别范围，同时关注无标记但具有源–目标域映射关系的隐喻结构，亦

包含某些文化典故、类比修辞等具有隐喻认知功能的表达手段。正如 Lakoff 所强调，隐喻的识别并非完

全依赖表层语言形式，而在于深层认知结构的投射与映射[4]。 
此外，鉴于道教文本语言的古奥性、句式散文化强等特征，本文在比喻识别过程中结合语境进行句

法断句、结构判断，并依据喻体重复、目标域扩展等语言线索进行动态归类。最终识别出隐喻表达 14 处，

其中明喻 5 处，隐喻 6 处，其他辞格 3 处。 
《劝道文》中明喻表达多以“如”“似”“若”等标记引导，句法结构规整，源域与目标域一一对

应，具有显性、直观的特点。例如： 

(1) 人身如无根树，惟凭气息以为根株  

此句将“人身”比作“树”，“气息”则为“根株”。中国宗教哲学历来重视“气”之学问，希腊哲

学家以“水”或“火”作为存在物之根本时，中国思想家们视“气”为本源，强调作为道和万物之间的联

系，有“气”才能得道，而道化生万物。 

(2) 百岁光阴，如梦相似 

本句中源域为“梦”，目标域为“百岁光阴”。强调了生命如同梦境虚幻易逝，从而启发教徒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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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追求的东西并不全都具有实质性的价值，激励人们去追求更有价值的生活。 

(3) 如蝉饮露，体自轻清 

本句源域为“蝉饮露”的行为，目标域暗示通过精神修养，人可以达到一种纯净和轻盈的状态。在

道教中，蝉蜕常被比喻人得道成真或羽化成仙。即蝉蜕之前，蝉需不断饮露，恰似人需不断修炼自身。 

(4) 如龟吸日，寿乃延长 

龟和蝉一样都是道教文本中常见的喻体，作为世界上已知最长寿的动物之一，常被道教视为不朽和

长寿的象征，恰好满足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不老的特点。本喻将人通过修行获得长寿比作龟吸收阳光，再

次强调了修行和精神修养的重要性。 

(5) 如龙养珠，如鸡抱卵 

本喻源域借用了“龙养珠”和“鸡抱卵”的行为来映射修炼者精心培养和呵护自己的内丹的行为。

白玉蟾的内丹道法则是一种渐进的修炼过程，包括“修性”与“修命”两个层面，强调身体和精神的修

炼，源域和目标域一一对应，白玉蟾以更为易于感知的意象去传授修炼内丹的具体方法。 
相较而言，隐喻常无显性比喻标记，需依赖语义推理或意象构建进行识别。根据 Lakoff 和 Johnson

在著作《女人、火和危险事物》中的观点，常见的意象图式有五种，包括：路径图式、容器图式、连接图

式、力量图式和平衡图式[3]。我们也能从《劝道文》中发现这样的映射。例如：  

(6) 百骸渍散，四大分离  

“百骸”指的是人体的所有骨骼和肢体，而“渍散”则意味着分散、解体。在道教中，这可以被理解

为生命活力(如气)从身体中的消散，导致身体的各个部分失去了生命力的支持，最终导致身体的瓦解。在

佛教和道教中，“四大”指的是构成一切物质世界的四种基本元素：地(固体)、水(液体)、火(热能)、风

(气体)。当说到“四大分离”，意味着这些元素在生命终结时重新回归到宇宙中，身体的物质形态不复存

在。 

(7) 神识昏迷，散舵诸趣  

“神识”(人的精神和意识)作为容器内的内容，在边界变得“昏迷”(失控)后，开始“散舵”(分散和

混乱)。强调了神识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当这种完整性和稳定性受到威胁时的状态，传达了一种对内核不

稳、精神混乱将导致不良后果的深刻理解。 

(8) 若能餐松啖相，戴笠披蓑，岩下眠云，洞前饮水，犹是作家人也。  

这个隐喻将源域中的“作家人”具体的苦行生活方式映射到目标域的身体修养和精神追求上，从而

帮助我们理解或想象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一方面，隐喻地表达了对于物质欲望的超脱和精神生活的重

视；另一方面，通过与自然的亲密接触，隐喻地表达了对于自然法则和宇宙节奏的顺应。 

(9) 朝收暮采，日炼时烹  

本句可以使用路径图式、连接图式两种意向图书来进行分析。全句描述了一连串的采集以及提炼实

践，隐含着一个人在内在修为的成长也需经历持续的过程。同时，“收”与“采”、“炼”与“烹”的行

动之间存在因果或顺序的连接。利用连接图式强调了这些活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表明了修炼过程中各

个步骤之间的紧密联系，需要修行者们脚踏实地、潜心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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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把茅盖顶，莫求安适 

源域“把茅盖顶”强调一种原始、朴素的生活方式，目标域为精神上追求返璞归真和“无为而治”的

思想。白玉蟾劝勉修行者要顺应自然，不追求物质上的奢华和舒适，而是追求内心的平和与自然。 

(11) 煮米疗饥，莫分微恶  

与例(10)一样，通过描述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隐喻地表达了对于精神或道德需求的简单直接的满足

方式。这里的“莫分微恶”，指在道德或精神修养上不要过分计较微小的错误和缺点，表示但行好事，积

极、宽容。 
此外，还有一些借助典故、成语、历史语言符号而构成的“隐喻型典故”，如“至于子母相见，不亦

乐乎”援引《道德经》[13]第 52 章“子母”典故，构建“道与人”再归合一的终极信仰图景，具有明显

的宗教启示性与象征性，虽非严格修辞学“比喻”，却在认知功能上完全具备“跨域映射”的语义机制，

应纳入隐喻分析范围。 

4.2. 隐喻的文化认知投射 

Kövecses 指出，隐喻不仅是语言单位，更是文化经验的认知结构显现[14]。不同文化背景中，源域意

象的选择深受民族经验、宗教信仰、历史记忆等因素影响。《劝道文》中的比喻表达即呈现出高度“文化

内嵌性”(cultural embeddedness)，其源域多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征性动植物、哲理性意象与道教语义

场的专属范畴。 
例如，“蝉”“龟”“龙”“鸡”皆非任意选择，而是具有文化象征功能的意象符号。“蝉饮露”意

象中，蝉的清净、栖居高处与蜕壳特性与道教追求清静无为、羽化飞升之理念相契合[15]；“龟吸日”则

关联“龟”长寿、吸阳炼气等民间信仰，表达修道延年之愿景；“龙养珠”“鸡抱卵”原属传统图腾神话

与农耕经验，但在《劝道文》中被转化为内丹学的情境隐喻，强调精气神之聚养与圣胎之孕成[16]。 
此外，“百岁光阴，如梦相似”所引发的人生虚幻之感不仅来自语言映射，更与佛道文化共同的“无

常观”密切相关。在道教语境中，“梦”不仅是休憩行为，更是“幻相世界”之象征，与“尘世”“五浊”

相对照，隐喻修道需突破表象幻境，回归本真本性。 

4.3. 隐喻的认知图式构建 

概念隐喻的核心机制是“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结构，而此种映射往往并非任意建立，而是

依赖于人类普遍经验中的“图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Johnson 提出“具身图式”(image schema)概
念，指出诸如路径、容器、平衡、力、中心—边缘等认知图式是人类理解抽象概念的基本方式[3]。《劝

道文》中的隐喻构建即频繁依赖路径图式与容器图式。 
(1) 路径图式(source-path-goal schema) 
“朝收暮采，日炼时烹”“岩下眠云，洞前饮水”等描写动作持续性的表达，体现出从凡尘入道、日

积月累的修行路径。该类比喻的认知核心为：“修道过程 = 行进路径”，其中“起点”为俗世烦扰，“过

程”为持之以恒之身心操炼，“目标”为得道升华、返本归真。 
(2) 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 
容器图式将某些概念视为具有边界、内容和内部空间的“容器”。在这种图式中，容器的边界代表

某个系统或领域的界限，容器内的内容代表该系统或领域内的事物或状态。“百骸渍散，四大分离”“神

识昏迷，散舵诸趣”等表达，体现出“身体/神识 = 容器”，“气/神 = 内容物”的认知模式。在这一喻

中，身体被视作一个容器，当容器分解时，容器内的内容便消散。如容器破裂或失衡，内容即流失，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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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失败、神气离散，无法成道。 
(3) 平衡图式(balance schema) 
道教思想强调“阴阳调和”“中和为贵”，认为它们的平衡是身体健康、宇宙和谐的关键，“神识昏

迷”恰是平衡被打破而导致神气分散。该类图式体现出个体精神系统需要维持内在秩序、协调能量流动

的基本经验。 
(4) 力图式(force schema) 
如“煮米疗饥，莫分微恶”蕴含了抽象的心理对抗，主要体现在修行者需对抗外界诱惑与内心欲望

的牵引力。这种“克制”与“制伏”的过程，便可纳入“对抗型力图式”，呈现出道德实践中的心理动因

结构。 
(5) 中心–边缘图式(center-periphery schema) 
典故“子母相见”将“道”为“母”，视作宇宙中心本源，而“子”为从道而出的众生。最终“子归

母”，体现了典型的宗教认知构型。 

4.4. 隐喻的语篇功能与劝化机制 

宗教语篇中的隐喻不仅具有解释抽象概念的功能，更承担劝化、动员、唤醒等重要语篇功能。在《劝

道文》中，隐喻所建构的意象不仅描绘修行路径，更具备劝诫功能，实现“启悟–警醒–引导”三位一体

的语篇目的。 
通过构建信徒的世界观，劝导和引导信徒遵循特定的信仰，以形成相应的行为规范。如“人身如无

根树，惟凭气息以为根株”通过“无根树”形象构建对“死亡”的隐喻恐惧，唤起信徒们对“气息”重要

性的认知与修持意识[17]；“百骸渍散，四大分离”以分解身体意象引发“身败神离”的强烈感知，推动

信徒们采取实际行动来加强修行；而“子母相见”则借典故勾勒出修道成功之终极圆满状态，增强修行

吸引力。 
《劝道文》通过形象化的隐喻使得道德教义变得更加直观且易于理解，构建出“警醒–修行–得道”

的语篇进程，即：先以生死无常启示个体的“焦虑认知”，再以清静修为描绘“理想路径”，最终以道合

天人映现“圆满目标”，实现了道教文本中典型的“由俗入道–由象达理–由理导行”的语言逻辑。 

5. 结论 

本文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对《劝道文》中所蕴含的隐喻表达进行了识别与分析，并结合文化认

知图式、具身图式结构及语篇功能，系统揭示了其宗教认知逻辑与语言建构机制。研究表明，《劝道文》

通过“蝉饮露”“龙养珠”“无根树”等意象构建了修道路径、精神升华与道法合一的图式化认知模型。

隐喻在文本中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承担着教化功能，体现了道教文本“象寓理，理导行”的话语特

征。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使用认知语言学方法研究道教语篇进行了补充，拓展了概念隐喻理论在本土

宗教文本中的应用范围。然而，本文研究仍局限于对单篇文本，乃至单个道教宗派的分析，未来可考虑

引入多文本对比研究或借助语料库工具进行量化处理，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系统性与外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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