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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通感隐喻的类型及其建构条件

胡　俊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２４６０００）

　　摘　要：对触觉感官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进行了简要分析。结果表明，触觉作为人类认

知活动中的最基本感官，为触觉感官的特征映射到其它感官的隐喻性通感表达提供了基础。
以文学作品中触觉通感的使用为例，论述了“一对多”的触觉通感的表现形式，即触味相通、触

嗅相通、触听相通和触视相通。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触觉通感隐喻进行分析，探究其背后的两

个认知建构条件：一是人类五大感官域之间的认知相似性；二是认知突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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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１年美国出版的《世纪词典》（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
ｒｙ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中最早提出Ｓｙ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一 词，钱

钟书先生将其译为通感并将之定义为：“视觉、听

觉、触觉、嗅觉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
耳、鼻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

乎有温度，声音似乎有形象，冷暖似乎有重量，气

味似乎会有锋芒。”［１］此后，国内各 学 科 领 域 开 始

了对通感的探索研究。从修辞学角度来说，通感

作为修辞手法之一，在写、说上当表现属于甲感觉

范围的事物印象时，就超越它的范围而描写成领

会到的乙感官范围的印象，以造成新奇，精警的表

达效果［２］。现代生理学、心理学实 验 研 究 结 果 表

明，通感是一种感官刺激同时引起其它感官反应

的生理和心理现象［３］。此外，随着 认 知 语 言 学 的

发展，Ｌａｋｏｆｆ　＆Ｊｏｈｎｓｏｎ在《我 们 赖 以 生 存 的 隐

喻》一书中首次提出概念隐喻理论，指出通感作为

一种特殊的隐喻，将源域（某个感官域）的有关特

点投射到目标域中（另一个感官域），使目标域具

有了源域的某些特点［４］。
从本质上来说，通感也是概念隐喻的一种，因

此它遵循 从 低 级 感 官 映 射 到 高 级 感 官 的 一 般 规

律，依次如下：触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５］。触

觉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感官，在语言表达上，通常可

以修饰嗅觉、味觉、听觉和视觉词，比如汉语表达

中“冷 言 冷 语、暖 色、刺 鼻、重 口 味”，英 语 中 亦 有

“ｈｏ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热 烈 的 讨 论），ｓｈａｒｐ　ｂｉｔｔｅｒ（苦

味十足），ｈｏｔ　ｐｅｐｐｅｒｓ（辛 辣 的 胡 椒 粉），ａ　ｓｈａｒｐ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ｍａｇｅ（清 晰 的 影 象）”等。在 对 通

感隐喻一般内在规律的众多研究中，对触觉通感

隐喻背后动因的研究甚少。通过阐述触觉感官独

特的生理心理特点，以文学作品中触觉通感表达

为文本，试图寻求其背后的认知建构条件，以帮助

人类更好地认识触觉通感现象。

　　一、触觉通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通感是人类共有的生理现象，也是极 为 常 见

的心理 现 象。因 为 人 的 心 理 和 生 理 是 密 不 可 分

的，当人类的感觉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时，刺激某一

感官会引起其它感官的不同感知，从而在大脑中

各区域的神经细胞之间引起共鸣［６］。触觉通感的

形成以个体生理和心理特征为基础。在分析触觉

通感的隐喻性构建之前，必须要了解其特殊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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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心理特征。
触觉的中枢机制为大脑顶叶的顶额 联 合 区，

该区域响应疼痛、触摸、温度、压力的感 觉。触 觉

区的神经元，不仅能接接受来自皮肤、关节、肌肉

等输送来的触觉信号，也能对听觉和视觉信号起

反应，从而使触觉具有修饰其他感觉的特性。触

觉是人类发展最早、最基本的感觉，也是人体分布

最广、最复杂的感觉系统。一般来说，胎儿发育到

七周大左右时，就开始对外来的的触觉刺激有所

反应。触觉作为人类的第五感官，它的发展和成

熟自婴幼儿时期由来已久，因而人类经常借助触

觉来表达其他不易被人类深层感知到的感觉。触

觉区别于其他感官，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需要主

体认知者与客观对象之间的机械接触，因为触觉

是人类五大感官中唯一的零距离接触感官。其他

的感觉因为实际距离的限制无法更加直接具体地

形成自己的感官反应，而触觉作为人类认知活动

中的最基本感觉，为帮助理解其他感觉提供了基

础。此外，现代科学实验研究也发现，声音可以提

高触觉的敏感度，如蚊子的嗡嗡声让人们觉得皮

肤更痒。触觉也能对视觉刺激起反应，典型的例

子就是“橡胶手感觉”，即当人们感到自己的手被

触摸，同时又看到一只假手被触摸时，他会感觉这

只假手是自己的。
由于触觉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在日 常 语 言

中，人类常常借助具体的触觉感受来表达抽象的

其他感官感觉，由此产生大量的触觉通感隐喻。

　　二、触觉通感的主要类型

Ｌａｋｏｆｆ＆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０）提 出 概 念 隐 喻 理

论，这一理论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模

式，并作为一种概念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之中。隐

喻是以一个独立的域（源域）来映射另一个域（目

标域），这种映射将源域的部分特点、结构映现到

目标域中，从而使两者建立起 关 联［４］。通 感 隐 喻

中，来源域感官挪移到目标域感官的路线呈单向

性，且不可逆的。触觉通感中，人类的触觉感觉通

向了其他多种感官中，使得这些感官获得了“可触

摸”的感受。此类触觉通感的主要类型分别是触

味相通、触嗅相通、触听相通、触视相通。

　　（一）触味相通

品味味觉，即将触觉感官特点投射到 味 觉 感

官之上。词源学研究结果表明，表达强烈味道的

词源自于描述触觉的词，表达味觉中“酸”之意时，
英语词ａｃｉｄ，拉丁语ａｃｉｄｕｓ，西班牙语áｃｉｄｏ，意大

利语Ａｃｉｄｏ，都来源于印欧语词根“ａｋ－”，其意为

“ｓｈａｒｐ（锋利的）”。在下面的例句中，施喻者通过

直接接触物体，感受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１）一股冷冷的蜜汁，瞬间变成了无数双手，

撩拨着林求安的每一根神经，林求安才真正醒了。
（黄咏梅《暖死亡》）

　　 （二）触嗅相通

品闻嗅觉，即把触觉感官特点映射到 嗅 觉 感

官中。中国古代诗词里“寂寞沙洲冷”，诗人直接

把官能打通，互相置换，将嗅觉兑换成温度。又如

“艳静如拢月，香寒未逐风”，人的感觉是可以相通

的，作者将无形的香气，转化成有形的颜色来形容

飘渺轻柔的感觉，将香气诉诸于触觉。在下面例

句中，英国诗人济慈的代 表 作《夜 莺 颂》中 用ｓｏｆｔ
来形容香气，同中国的成语“软香温玉”的表达手

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２）Ｉ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ｅｅ　ｗｈａｔ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ｔ　ｍｙ　ｆｅｅｔ

我看不出是哪种花在脚下

Ｎｏｒ　ｗｈａｔ　ｓｏｆｔ　ｉｎｃｅｎｓｅ　ｈａｎｇ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ｇｈｓ什么软香挂在枝头

（Ｊｏｈｎ　Ｋｅａｔｓ，Ｏｄｅ　ｔｏ　ａ　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

　　（三）触听相通

聆听听觉，即把触觉感官特征映射到 听 觉 感

官域中。例如：
（３）突然有钟声缓缓飘上来，很重，很古老，很

悠久。（陈丹燕《玻璃做的夏天》）
（４）海在我们脚下沉吟着，低低的，轻轻的，像

微风拂过琴弦，像落花飘在水上。（鲁彦《听潮》）
（５）细雨刚停，细雨刚停，雨水打湿了墓地的

钟声。（李瑛《谒托马斯·曼墓》）
抽象的听觉对象被转化成具体的触 觉 感 触，

“虚无缥缈”的钟声也能“顺势而飘扬”，“沉吟”的

大海声也 能“拂 动”琴 面，“钟 声”也 能 被 雨 水“打

湿”。此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
“ａｃｕｔｅ（尖锐的）”与“ｓｈａｒｐ（锋利的）”之间，“ｇｒａｖｅ
（沉闷的）”与“ｂｌｕｎｔ（钝 的）”之 间 存 在 关 联，声 音

也有“尖 锐（ｓｈａｒｐ）”和“钝 重（ｈｅａｖｙ）”之 分，因 为

听觉和触觉有类似之处。

　　（四）触视相通

体验视觉，即把触觉感官特征挪移至 视 觉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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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域中，远距离看到的客观事物似乎也能被直接

感触到。例如：
（６）那一刻，风睡浪眠，四周是那样安静，鸟的

声音 传 过 来，是 那 样 的 清 晰 可 闻，那 样 的 清 丽 动

听，就像是被环保着他们的水洗涤过一样，此刻，
我的注视，全部是嫩绿的。（司舜《注视》）

（７）每 条 胡 同 都 伸 开 温 暖 的 臂 膀。（刘 湛 秋

《我穿过淡蓝色的夜晚》）
（８）当我闯了祸回头看望，爷爷天鹅绒般的目

光。（梁小彬《爷爷的手杖》）
视觉看到的景色、胡同、目光 等 事 物，在 认 知

主体 的 内 心 渲 染 下，都 变 得 柔 嫩，有 了 冷 暖 的 温

觉，亦或是有了滑腻腻的肤觉。通过以上触觉通

感表达的例子，通感语言的搭配形式多表现为以

下三种：用触觉感官词搭配主语或宾语中心词，如
用触觉“嫩绿”表达视觉“目光注视”；谓语动词使

用触觉感官词，如用动词“伸开臂膀”来描写对胡

同的亲切之情；触觉形容词和视觉名词的搭配，如
“天鹅绒般的目光”，相似表达还有“轻柔的目光，
一道暖阳”和“ｑｕｉｅｔ　ｃｏｌｏｒ，ａ　ｈａｒｄ　ｌｏｏｋ”等。

　　 三、触觉通感隐喻的认知建构条件

如上所述，触觉通感有着诸多的通感 语 言 表

现形式，形成这种语言形式的理据动因又是什么？

触觉通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概念隐喻，其背后同样

包含着隐喻性的思维和感知过程。认知语言学认

为，源域和目标域这两个相应概念之间的距离越

接近，他们就越相似，因此相似性是隐喻的认知基

础。同时，在来源域向目标域概念映射的过程中，
源域概念得到突显，目标域概念被遮掩，所以突显

是隐喻产生得以确认的前提。下面从这两个角度

来分析触觉通感的认知构建条件。

　　（一）触觉通感隐喻的认知相似性

两个并未有关联的事物被隐喻这一机制联系

起来，其原因缘于施喻者能够发现来源域和目标

域之间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而通感隐喻作为特

殊的概念隐喻，“它是来源感官域和目标感官域之

间特点的相似性心理联想。”［７］通感隐喻的构成主

要在于认知主体能够发现两个不同的感官域之间

的相似性，感官域之间的相似性是客观事物在施

喻者的认知范畴内的心理联想。如例（５）中，听觉

“钟声”是无法真正地有被“打湿”的触觉感觉，认

知主体在感知客观对象的过程中，听觉感受转向

为触觉感受。此时，听觉与触觉之所以能被打通，
是因为施喻者心中充满着悲痛之情并随之产生了

一种想象性的串联。认知主体听到来自于墓地轻

柔的钟声，心中的泪水宛如那连绵的雨水，心里联

想到了蒙蒙细雨，再加上眼前一片润湿的景象，连
钟声似乎也被细雨浸湿了，在细雨之中叙说着哀

情。“打湿”了的“钟声”这一触觉与听觉相通的产

生，正来源于触觉和听觉心理空间的相似性。又

如例（７）中，现实中的胡同并非有温暖的臂膀，而

是看到家乡的胡同激发了作者心中的亲切之情，
踏进了胡同，便似乎感受到了来自于那里熟悉的

感觉，如同家人的臂膀一般温暖。通感隐喻虽有

其自身特殊性，但其从本质上来说同概念隐喻相

同。感官范畴相似性的心理联想是以认知主体的

身体体验性为基础，且多由较易理解范畴映射到

较难理解概念，由具体向抽象概念进行投射。
在触觉通感中，人类作为认知主体与 大 自 然

中的客观事物的接触不断刺激到人的各种感官，
在这种刺激下使人联想到以前相似性身体经验。
由于皮肤是接触性感官，更富有质感，因此获得的

身体体验更加形象具体，经常被用来描述其他感

官的特征。当新信息刺激了其他感觉感官，此时

认知主体的过往触觉经验里的类似感觉也受到了

刺激，进而产生了相似性心理联想。如例（８）中，
认知主体看到了慈祥的爷爷的目光，联想到了与

目光一样具有柔软特性的天鹅绒，刺激了天鹅绒

这种特殊面料在施喻者身体经验中已存在的触觉

感官体验，从而“目光”变成了“天鹅绒”。
通感隐喻，是基于认知主体个人身体 经 验 基

础之上的，心理联想进而帮助个人建立起不同感

官域之间的相似性关联。它的构建会由于生活环

境、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个性化特征。

　　（二）触觉通感隐喻的认知突显性

两个不同感官域之间的认知相似是通感隐喻

产生的基础，而突显是施喻者的认知相似性得以

确定的前提。“突显即对隐喻所关涉的始源域和

目标域两者之间某一相似面或相似点的心理视点

聚焦，使之显目或引人注意，即认知上的前景化，
侧面化或强光化”。［８］触觉通感隐喻的产生在于认

知突显，因为突显推动了触觉感官特征映射到其

他感官域。触觉是零距离感官，而认知主体的五

种感官都处在同一个意境中，其他感官为触觉提

供背景，在这种背景化下，各种感官感觉才能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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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当人将注意力从其他感觉挪移至触觉时，
将其他感官感觉背景化了，而将触觉突出化或者

前景化了。
在触觉通感中，施喻者通过不同感官 感 受 到

客观对象后，基于自身的过去身体经验依靠心理

联想形成相似性，同时突显出他们与触觉感官类

似的 特 征，注 意 力 逐 渐 集 中 于 触 觉，将 触 觉 清 晰

化，同时 将 其 他 背 景 模 糊 化。如 诗 句“夕 阳 依 旧

垒，寒磬满空林”（刘长卿），诗人用触觉上的“寒”
来描摹听觉上的磬声，诗人触摸到冰寒的磬，便联

想到无人的林中飘来清远的磬声，触觉被转化成

了听觉。突出化“寒”的感觉之后，认知突显过程

是触觉（寒）—视觉（空荡山林）—听觉（磬声）—听

觉（磬声也清寒了），认知主体将磬的触觉感觉特

点投射到磬发出的声音听觉上，触觉与听觉这两

种官能便能相通。

　　四、结语

对触觉通感的主要类型的分类探讨有利于人

们在语言研究中更加深入地剖析触觉通感语言现

象，而认知语言学是研究诸多触觉通感隐喻形成

的重要视角。如果研究者能以认知的方式将这些

语言形成的认知构建条件反映在触觉通感隐喻的

分类中，就能帮助人类揭开触觉通感背后更多的

奥秘。然而，本研究中采用的认知语言学中的概

念隐喻理论是解释性的，它以认知和思维的方式

分析了触觉通感语言产生的建构条件，关注的是

已确定的概念关系，并基于此作出阐释，较少关心

即时语境下的自然语言的构建条件。如何从跨学

科的角度对隐藏于隐喻背后的认知机制作出分析

将是本研究需进一步探讨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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