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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对立”的认同:战争隐喻中的社会治理逻辑

黄　 芸　 胡　 阳

摘要:新闻报道通过修辞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 2020 年初中国国内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 以 2020 年初国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的新闻文本话语为研究对象,运用话语

分析的方法,研究相关新闻语篇中战争隐喻修辞与认同修辞的使用。 研究发现:因为战争

隐喻所形成的“敌我对立” 语境,“对立认同” 成为最为凸显的认同修辞策略,人与病毒的

“对立”衬托了引导同情认同的话语,也成为误同的基础;这样的修辞框架下,疫情防控的一

线人员被塑造成战时精神领袖、战时“冲锋军”等形象,疫情防控过程被建构成“战时同盟”
的抵抗过程,发挥了疏导社会焦虑、缓和社会矛盾的治理功能。 战争隐喻的治理逻辑来自

二元对立语境中“他者”与“我们”的塑造,通过割裂的手段制造与唤醒认同,形成内部团结

从而实现社会的相对稳定。 当然,战争隐喻仅仅使受众聚焦符合战争叙事的概念系统,但
容易忽略疫情中不符合战争概念的其他面向。 此外,新种族主义、人类沙文主义、社会认知

失衡等问题也与战争隐喻的泛用有一定程度的勾连。 因而,警惕战争隐喻在族群间与族群

内的弥散,提防新种族主义、关心人与自然的共生尤为重要;另外,隐喻本身是一种强调某

一面、遮蔽另一面的修辞手法,因而也须警惕过度的战争隐喻带来的社会认知失衡与社会

问题的忽视。 总之,战争隐喻为认同提供了具象与有指向性的认知环境,而认同成为战争

隐喻发挥社会功能的内在机制,在“修辞服务于意图”这一基础上,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

得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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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自 2019 年末暴发至 2020 年初呈现紧急态势,需要相关的应急信息传

播。 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进行协同治理义不容辞。 疫情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也是新闻建构

的“故事” 。 除去一线的工作者与志愿者,大部分人浸泡在新闻报道的拟态环境中,感知到的是被建

构的疫情,而疫情的建构有赖于新闻语篇的表达,修辞正是建构策略之一。 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

的古典修辞学中,修辞是关于“规劝” ( persuasion)的艺术与学问,而在以肯尼斯·伯克为代表的新修

辞学中,修辞是关乎“认同”的策略,事实上,“规劝”与“认同”虽有偏向但并无冲突,譬如本次疫情的

报道中,古典修辞学的战争隐喻与新修辞学的对立认同便作为重要修辞策略互为补充。 在疫情报道

的新闻语篇中,二者兼具社会治理的逻辑。
以“社会治理”为修辞研究的切口,并非宣扬一种“控制论” ,这里对“社会治理” 采取宽泛的定

义,即本研究有这样一个论证前提:若新闻话语能够在阐释与再阐释、建构与再建构中赋予集体、家
国、民族以凝聚力的感召与意义,“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和统治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 [1] ,成为社会认

同塑造与社会矛盾缓和的重要力量,便认为其具有社会治理的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回顾: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的勾连

(一)战争隐喻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古典修辞学中的隐喻批评是修辞批评与批判传播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2] 亚里士多德将“隐喻

( metaphor) ”定义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 [3] ,因而“隐喻”可以理解为一种认识理解事物

的方式,即对一种事物的认知向另一种事物的迁移,通过已熟知的彼物来了解并不完全熟知的此物,
在意义的转移与投射之间实现古典修辞学的说服与规劝功能。 战争隐喻便是一种以战争话语来描

述社会生活的修辞类型。 如 Lako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一书中抛出的第一个隐喻

“ ARGUMENT
 

IS
 

WAR” [4] 便是将 WAR(战争)的概念投射转移至 ARGUMENT(争执) 的理解之中。
战争话语能够投射的社会领域是多重的,部分国内学者在对我国主要媒体的新闻文本研究中发现其

涵盖了政治类、经济类、体育类、社会类及其他各领域。[5]

既有的战争隐喻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媒体报道的新闻语篇研究,相关主题包括体育赛事报

道[6] 、医患关系报道[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7] 、重大灾难纪念报道[8] 等。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使

用战争隐喻分析体育赛事报道语篇居多。 对战争隐喻优点的解读多集中于该隐喻对修辞本身的意

义,譬如提供对隐喻对象系统化的认知图式、凸显等。 但既然新闻报道有建构拟态环境的功能,战争

隐喻构筑的媒介环境对人们心理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此外,古典修辞学认为隐喻作为一种修

辞策略暗含劝服功能,其中必然隐含的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也并不深入;而结合新闻报道的社会功

能来看,战争隐喻所具有的劝服功能应当与新闻报道的社会功能具有调和性,这一主题在既有研究

中也未见深入挖掘。 总之,现有研究中战争隐喻的功能与新闻报道的功能没有实现较好的结合。 而

提到战争隐喻的弊端时,相关研究提到隐喻的片面性,但对作为隐喻原形的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和政

治性剖析得不够充分。 笔者结合认同修辞来阐述战争隐喻对社会心理的作用,将两种修辞方互为补

充,来观照该类修辞的社会治理功能。
(二)认同修辞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伯克新修辞学中的认同修辞将“认同”作为话语的主要功能。 肯尼斯·伯克并非否认古典修辞

学宣称的“劝服”功能,而是把修辞所具有的规劝的目的性弱化了,事实上,“认同”也是指向“劝服”
的,只不过是一种作用于无意识的机制。 新修辞学弱化了语言和修辞进行信息传递的工具性,强调

其在交流中的社会性。 认同修辞包括三种策略,即“同情认同” ( 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 、“对立认

同” ( 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与“误同” ( 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 其中“对立认同”指的是双方

由于有共同反对的事物而结成同盟,认同的来源是共同的对立面;同情认同则是通过某种共鸣产生

的认同,认同的来源是共同的情感经历、价值判断等;误同指的是意识中一种幻觉式的投射,将两个

实体的属性不自觉地等同起来。[9]

国内外相关研究均涉及伯克新修辞理论在话语分析中的运用,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薄弱,
且以演讲的认同修辞策略分析居多。 演讲具有极强的说服色彩,国内的伯克新修辞学研究侧重演讲

语篇,表明大多文献仍将修辞作为“劝服”的手段去研究,违背了伯克修辞认同理论提出的初衷与偏

向。 此外,国内相关研究几乎没有应用于新闻语篇的分析,事实上,伯克认为修辞是无所不在的社会

符号,是语言的本质属性[10] ,更何况新闻报道在发挥社会功能时,语言符号的第二序列意义已无法

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在社会功能方面(尤其对主旋律的弘扬上)是有隐藏的“同一”指向的。 由此

我们可以发现,古典修辞学中的战争隐喻和新修辞学中的对立认同在“制造对立面”的方式上达成了

修辞策略的内在一致性,只不过前者通常使用显性的文字符号直接标志出原始域,是显然的比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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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是通过叙事过程中的对立逻辑来达到“同一”的目的,是隐藏的话术;另外,两种修辞都是通过分

裂来达到一定程度的联合。 无论手段与目的,二者都有一定的可调和性。
本研究认为认同修辞可以一定程度辅助与深化战争隐喻的内涵。 基于此,拟将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中战争隐喻的具体呈现作为修辞分析的切入点与落脚点,通过认同修辞辅助战争隐喻,分析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媒体新闻话语的修辞策略。 本研究的问题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如何经由新

闻报道语篇的战争隐喻修辞建构与呈现的? 此种呈现策略对现代化治理有什么意义? 使用战争隐

喻来实现特定事件的协同治理,其中的治理逻辑是什么? 在凸显治理功能的同时是否有所遮蔽与

隐藏?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2020 年初国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的新闻文本话语

笔者从新华社、澎湃新闻、新京报微信公众号中选取 2020 年初国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

的新闻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新闻文本的话语中隐喻修辞与认同修辞在建构疫情中的作用与

影响。 首先,选择新闻报道作为研究语料,是因为疫情隔离期间,新闻报道成为民众了解疫情的重要

渠道,而且新闻语篇中的大量修辞运用为修辞分析提供了相对便捷的语料。 其次,之所以选取上述

三家媒体,是因为新华社是我国的国家通讯社,是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党媒之一;澎湃新闻作为全媒体

新闻资讯平台,呈现时政财经文化类等严肃新闻内容,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主流媒体;《新京报》是

影响力较大的都市报,虽属于地方媒体,却具有全国性的专业声誉。 三家媒体分别代表了从中央到

地方的主流宣传舆论阵地,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影响力较大,相关报道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

新闻报道的导向性。 而微信是全民性的社会化媒体代表之一,微信公众平台是媒体融合中各媒体不

可缺少的新媒体矩阵之一,涵盖的使用对象年龄段覆盖范围也相对较广,故选取上述三家媒体的微

信矩阵作为报道语篇的来源。
(二)研究方法及语料搜集

本研究采用话语研究的方法,以隐喻修辞中的战争隐喻为主,伯克新修辞学中的认同修辞为辅

分析相关新闻语篇。 战争的概念关乎生死存亡用以比喻新冠肺炎病毒的致命性有一定合理性,同时

暗示解决疫情过程中人与疾病的对抗性、解决问题的巨大代价等;而在表现人与疫情对抗的话语中,
隐含有“对立”的概念,因此也涉及认同修辞的理论概念。 因此使用两种修辞理论分析相关语篇有一

定理据。
以新华社、澎湃新闻、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作为报道来源。 将报道的时间节点设定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官方报道新冠肺炎有人传人的可能)到 2020 年 4 月 8 日(武汉解封) ;人工遴选

文本,将含有“战争”相关表述的词句视为使用了战争隐喻,将含有战争隐喻词句的新闻视为涉及战

争隐喻的报道;通过人工统计相关报道数量,得到的相关报道与占比情况如下:

表 1　 三家媒体微信公众号相关报道及占比情况

和“新冠肺炎”有关的报道(篇) 涉及“战争隐喻”的报道(篇) “战争隐喻”报道占比( %)

新华社 1188 272 22. 90

澎湃新闻 2215 404 18. 24

新京报 1817 431 2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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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涉及“战争隐喻”的报道占本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语篇的比重较高。 分析思路如下:
第一,选择语料进行战争隐喻分析,解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报道中的隐喻修辞;第二,对所选语

料进行修辞认同分析,并结合语篇论述两种修辞之间的补充关系;第三,分析疫情中战争隐喻的社会

治理功能,从该隐喻的实质着眼着重分析战争隐喻的凸显与遮蔽;最后,对战争隐喻的优点与值得商

榷之处进行总结与反思。

三、战争隐喻:一种隐含社会治理可能性的认同建构策略

(一)作为语篇环境的战争隐喻

新闻报道的语篇环境作为“新冠”期间公众感知疫情风险等的重要媒介环境,相关报道中隐含的

社会治理功能便尤为关键,战争隐喻便是具有社会治理可能性的报道手法之一。 将战争隐喻作为疫

情期间新闻语篇的修辞手法,是基于战争与疫情之间在结构、过程、各部分关系、相关概念等方面所

具有的相似性。 下面从相关语料中摘取较为典型的“战争隐喻”例子作为解读认同建构策略的语篇

环境:
1. 抗击非典那年钟南山 67 岁,今年 84 岁,17 年的岁月在他青丝上留痕,秋霜似的白发笼在

他的额头。 想不到耄耋之年他还要与病毒交战! ( 《特稿 | 中国有个钟南山》 ,2020-03-01,澎湃

新闻)
2. 场馆关闭的消息不断传来之时,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战鼓捶

响。 ( 《除夕至初六,上海战“疫”争分夺秒全纪录》 ,2020-01-31,澎湃新闻)
3. 直到晚上八点多,他才回家给儿子做了一顿简单的年夜饭。 那天,他的妻子冯海艳一直

坚守在协和京山医院抗击疫情的一线,没有回家。 ( 《这对穿着“情侣装”的夫妻,双双奔赴战疫

一线》 ,2020-02-03,澎湃新闻)
4. 一场“火神”驱赶瘟神的角斗战事正酣,2 月 2 日,一座名为火神山的医院正式落成,战疫

魔增添了新的利器,开辟出新的战场。 ( 《 “火神” 战瘟神———火神山医院 10 天落成记》 ,2020-
02-03,新华社)

5. 悬壶入荆楚,白衣做战袍。 面对未知的病毒,冲锋是义不容辞的选择。 ( 《火线上的中流

砥柱———献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2020-02-16,新华社)
一个完整的隐喻构成通常由“始源域” 和“目标域” 两个部分组成,在相关报道的战争隐喻中,

“源域”是人们熟知的同“战争”有关的概念范畴[11] ,“目标域”是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概念范畴。
Lakoff 和 Johnson 将始源域对目标域的概念投射划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始源域中项目的投射,各部

分之间的关系的投射,各个部分的性质或者特征的投射,以及始源域的相关知识对目标域的

投射。[12]

表 2　 战争隐喻中的概念投射

投射类别 始源域 目标域

项目 战争 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与病毒的治疗

关系
作战双方 敌方:新冠肺炎病毒;我方:全人类

作战过程 控制疫情的扩散,对新冠肺炎病毒形成高效普遍的治疗

性质(功能) 战场 以武汉为代表的疫情区

相关知识 牺牲,凯旋等 工作人员的付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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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隐喻的方式为疫情构建起一套与战争共用的概念系统,利用人们对战争话语的熟悉来解释当

下的突发灾难,使人们在理解疫情时获得一种捷思。 如生死攸关的激烈矛盾的爆发、发展与结束,二
元对立的“他方”与“我方” ,在一定场域中的对抗与冲突,都涉及死亡与幸存、少数人为了多数人的

付出、全民投入,等等。 相关报道的战争隐喻将大众置于虚拟的战时环境中,所谓“敌人” (新冠肺炎

病毒)的对立面———易感的每个人就被赋予了战时联盟式的凝聚的力量。
“战争”式的对立要求民众团结一致,暂时放下内部矛盾,听从一个或少数中心的指挥,最大限度

地集合和动员社会力量对抗某个目标,才能在与病毒的对抗中成为赢家存活下来。 由此一来,战争

隐喻对“万众一心”的团结有着引导与暗示作用,这恰与社会治理中有利于维稳的诉求与逻辑不谋而

合。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报道中,战争隐喻为公众认同“我方的努力”提供了

语境。 上文提到的“人与病毒的对立”是类比战时的敌我对立,对立面作为认知语境,是话语传播者

所设置的。 事实上,是新闻语篇为所谓的“对立面”提供了一种可能作为认知环境的假设,这种具有

象征性的假设即为隐喻[13] ,这样的隐喻既积极作用于公众对疫情风险环节的快速认知,又引导了迎

合社会治理诉求之一的情感倾向与可能的行为———团结一致。 而对于本次疫情中社会应对的微观

呈现而言,是衬托更是前提。
(二)战争隐喻中社会治理的认同基础

战争隐喻作为相关报道的修辞框架,是所谓“战时认同”的基础。 伯克新修辞学中提到的三种认

同策略分别是对立认同、同情认同和误同。 由于“对立认同” 是基于共同的对立面而结成的“ 同

盟” [9] ,其修辞环境与战争隐喻不谋而合;同情认同是通过某种共鸣产生的认同。 在战争隐喻中,认
同的来源往往是共同经历的“战事”所带来的悲痛、惺惺相惜等情感与价值判断。 误同指的是意识中

幻觉式的投射[9] ,将战争隐喻中的某些本体和喻体的属性不自觉地等同起来。 在战争隐喻构筑的语

篇环境中,涉及几个隐喻要素的相关报道对三种认同策略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1. 对立认同修辞:暗含社会信任的可能性

在涉及“作战双方”和“作战过程”的相关描述中,战争隐喻营造的“战时”环境,是含有“死亡”的

暗示的。 新冠肺炎病毒广泛的感染范围意味迅速而大面积扩散的死亡威胁,却尚无疫苗问世,如此

一来,疫情蔓延的现实环境就与暗示“死亡”的战时语篇环境相契合。 涉及医疗权威钟南山的相关新

闻报道表示“耄耋之年他(钟南山)还要与病毒交战” [14] ,除此之外,“面对任何一场战役,心理防线

不能垮,而提振士气,他(钟南山)更身体力行” [15] 。 这些新闻语篇中,疫情险峻如战役,病毒险恶如

敌人,而钟南山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而提及一线医护人员时,说他们“悬壶入荆楚,白衣做战袍” [16] ,
病毒已如敌军压境,悬壶济世的医护人员变身舍生忘死的白袍战士,何等悲壮;此外,用“战鼓锤

响” [17] 来描述地方当局防控疫情的开始,事实上在公众潜意识中植入了一种希望,那就是对“敌方必

败我方必胜”的信念。 病毒虽是全民的“敌人” ,但不同报道中将“钟南山” “医护人员” “地方当局”
等对象与“病毒”进行符号并置,并以“交战” “战役”等表示环境的词语连接二者,分别凸显两者的对

立性与对抗性,也凸显疫情中不同的参与角色举足轻重的“抗疫”作用与地位。
通过这些话语,新闻报道给了受众这样的暗示:病毒如战时敌人夺走生命,国内不同的社会角色

无差别地反对疫情,并以专家与权威等身份和力量与之对抗。 这便奠定了“对立认同”的基础,即在

与病毒的斗争中,不同岗位的人与普通大众同属“战时联盟” ;不仅如此,许多人身先士卒,国士般的

经世致用与奉献精神得以凸显。 如此,一个个医疗权威、英勇作战的“战士”形象便脱胎于新闻语篇

之中,而与“认同”相勾连的恰恰是公众的信任———在隐喻修辞中,对喻体的认同将投射到对本体的

认同中;在认同修辞中,对修辞对象的认同便容易转化为对其的信任,而对专家、医疗人员、军警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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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信任有助于民心的安定与稳定,这也是实现隐形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之一。
2. 误同修辞:情绪的安抚剂

战争隐喻所构建的对立认同进一步激发大众的想象。 如果说对立认同是基于对疫情与病毒给

予战时敌人般的痛恨与厌恶,那么,当带有“权威”光环的钟南山形象、舍己为人的医护人员与军警等

形象与战争中的“冲锋军”角色相叠合时,误同便产生了。 疫情期间,大众渴望病毒被早日制服,渴望

恢复安全而有序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渴望得到一种确定感与安抚。 在战争隐喻构筑的“战场” “前

线”等战争场所、“战斗” “交战”等战争行为、“战士” “战神”等战争身份之中,医疗权威对疫情的每

一个判断都引导地方工作的开展(病毒潜伏期为 14 天,戴口罩能预防病毒等) ,每一次“辟谣”行为

都使其更加有公信力,医护、军警人员的每一份付出都助力疫情向好。 这极易让大众将对“真正的战

争时期”统帅与战时冲锋军的崇敬与依赖感投射到“虚拟战争”中的各一线人员身上,把对战时主帅

等的希望寄托延伸到他们身上,形成伯克所谓的误同。
而“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的建立,使关于“火神” “雷神” 战胜“瘟神” 的神话被投射到疫情之

中,当误同产生时,两座医院便是寄托民众祈福安康的“神灵” 。 诚然,民众之有所寄托未必能达到

“心有所安”的效果,但误同所产生的“幻象”是民众情绪的安抚剂,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公众对战胜疾

病的积极期待的情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3. 同情认同修辞:战争隐喻本体的祛魅

除此之外,新闻报道在对疫情的呈现中,不仅在对立认同中诉诸对战斗者的肯定与信赖,还同时

交织对其“普通人”身份的认同修辞。 如许多报道中特意强调一线工作人员的年龄,对他们年事已高

的叙述不仅是对其奋战疫情一线之敬业与担当的反衬,同时还传递着“一线工作人员也是普通人”的

信息,被拔高的“战神”形象在同情认同的修辞策略中被拉回到平民角色中。 另外,新闻报道中还描

写“年夜饭” “家中”等场景[18] ,以及“妻子” “丈夫” “儿女”等身份,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与亲缘角色

激起了大众的共鸣与恻隐,使大众产生了同情认同。 若“冲锋者”不但能够指挥大局、陷阵杀敌,还能

与百姓形成“共振” ,那么来自民间的认同与爱戴便不言而喻。
(三)被建构的公共卫生事件

正是因为战争隐喻所形成的“敌我对立”语境,“对立认同”成为最为凸显的认同修辞策略,人与

病毒的“对立”衬托了引导同情认同的话语,也成为误同的基础。 可以说,疫情期间,网络上暂时达成

的对一线工作人员、地方当局乃至社会整体治理的认同的共识是被媒体的修辞框架促成的。 有了

“战争”作为语境,才有了战无不胜、身先士卒、场上英勇场下亲民的有血有肉的“领袖” “英雄” “冲锋

军”形象。 此外,除了认知环境的构建,战争的残酷性还对上文中通过认同修辞构筑起来的各种人群

形象和治理措施形成了重要的反衬效果。
通过战争隐喻的修辞框架,新闻语篇再现清晰而完整的新冠肺炎疫情图景,凸显疫情的残酷、破

坏性乃至毁灭性,强调一线工作者们的牺牲与付出,也宣称疫情中精神领袖强大的引导作用。 除了

整体的“战争”环境所要求的“战时同盟”语境外,认同建构策略勾连的社会信任、情绪的安抚、对战

争隐喻本体的祛魅等作用中均暗含着社会治理的可能性。 当然,战争隐喻仅仅使受众聚焦于符合战

争叙事的概念系统,相应地便不可避免地忽略疫情中不符合战争概念的其他面向。 因此,战争隐喻

建构了疫情,但准确说疫情是多种话语策略共同建构的结果,战争隐喻不具有唯一性,只不过它是其

中较为突出的修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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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他者”与“我们”关系的政治化:战争隐喻功能的两个面向

(一)修辞功能分析:作为社会治理策略的“战时同盟”建构

隐喻修辞兼具凸显与遮蔽的效果,虽有报道语篇上的偏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呈现出社会治

理的逻辑。
1. 在“认同”中缓和的民间焦虑

新闻语篇中传递出的潜在认同树立了一个个人民信任爱戴的、能担当、敢冲锋的“战时冲锋军”
形象,也“英雄化”整个疫情防控过程。 伯克新修辞学规避了“劝服”的直接手段,转而进行认同感触

发与引导的话术研究。 新闻报道对一线工作人员正面形象、防控疫情的正面的报道是一种对高效社

会治理的宣称,语篇并未对大众进行规劝,而是引导大众在认同中实现对“战时统帅” “冲锋军”等形

象的肯定与追随。 以钟南山的形象呈现为例,正是基于这样的“追随” ,战争隐喻除了凸显钟南山在

医疗领域的地位与抗击疫情的作用,还起到了战争时期作为精神领袖缓解民间焦虑的作用。 民间的

焦虑主要来自对病毒大范围扩散及致死情况的恐惧,归根结底是一种死亡焦虑,此种负面的情绪不

利于社会稳定与社会健康,钟南山的领袖形象在精神上把全国人民(至少是大部分人民) 团结在一

起,树立一致的目标,且增强了人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2. 在“他者化”中弱化的内部矛盾

上述“战时同盟”的建构基于“他者化”疫情与病毒所形成的敌我对立阵营,而这恰恰能够起到

弱化族群内部矛盾的作用,具体到本研究涉及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而言,则是转移官民二元对立的

认识。 官民关系是一种历史性的关系,在以私有制为基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形态中

具有阶级的对抗性,[19] 即便今天我国不再有阶级之别,处于社会历史中官民二元对立的认知依旧存

在一定程度的残留。 今天,所谓官民二元对立的矛盾折射出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二者力量的此消彼

长。[20] 部分学者将今天的官民矛盾类型概括为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部分地方政府“与民争利” ,迁
怒型的社会矛盾问题[21] ,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出现在疫情期间,不仅会影响到疫情中公众对官方的

认同,进而还影响治理效果。
“他者” ( 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的哲学概念,指的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且形成于二元对立

的关系之中。[22] 在战争隐喻提供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新冠肺炎病毒无疑成为了之于人的“他者” ,在
此基础上,共同体得以建立。 在官民二元对立的集体记忆与社会现实下,面对共同的“他者” ,或许能

一定程度上化族群间的内部矛盾为“病毒与人”的外部矛盾。 战争隐喻他者化病毒遵从的是认同建

构的逻辑。 首先,通过敌我阵营的对立将普通大众划分至“我们” 的认知框架下,将病毒作为之于

“我们”共同的异者;其次,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让处于“我们”阵营中的人们彼此深化认同,结为至

少是战时联盟的共同体;最后,将“敌我”之间的差异与“我方”内的一致性逐渐放大,慢慢形成集体

无意识。 这是战争隐喻对“病毒”这一“他者”的制造与利用,基于“人”的认同被建构与强化,从而一

定程度上起到缓和族群间矛盾的效果。 当疫情的防控情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信任,官方通过民间

的信任来稳定社会,作为一种社会认知烙印的官民二元对立便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但值得注意的是,战争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其形成的语篇报道框架影响着社会大众,相应的

治理逻辑却并不一定被完全准确地解码与使用。 在全球视野中族群间、组群内的污名化与种族主义

蔓延之时,国际上的“黄祸”论,与国内少部分存在的对疫情时期武汉人的“歧视”现象,就是错误地

将“病毒”及“他者即恶”的意识形态[23] 迁移至族群间与族群内部,形成了群体污名化与种族主义。
虽如此,战争隐喻在国内的报道中,其社会治理逻辑与指向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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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治理之外:被“认同”遮蔽的社会问题

1. “认同”的矫枉过正:“胜利”话语遮蔽“悲剧”实质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突发性疾病灾难,无论如何脱离不了灾难的“悲剧”属性。 但战争隐喻引

导人们以战争思维和战争框架去理解疫情,容易使人们错误地认为疫情的结局非胜即败。 但对于胜

败之外的其他事件结果呢,这个隐喻框架没有提供相应的认知选项。 疫情平稳后,战争隐喻提供的

认知框架便会放大恢复社会秩序之后的喜悦,但却遮蔽了疫情中经济生产的停摆、局部激化的社会

矛盾、平凡大众的苦难。 事实上,疫情只有结束,没有“胜败”可言,逐渐恢复的社会生产生活、痊愈的

患者、未来被研发出来的病毒疫苗或许可以简单地归为“胜利” ;但亏损甚至破产的企业及其领导和

员工,被污名化的疫区人民,死去的一线工作者、志愿者以及普通因病致死者等,便被战争话语所排

除在外了。
如果说战争隐喻的片面性导致社会问题的遮蔽是隐喻修辞共同的弊病,那么战争话语所凸显的

方面也多少呈现出一些“认同”的矫枉过正。
2. “认同”的极端化:人类沙文主义再现

战争隐喻将病毒视为“敌方” ,因而在对疫情及病毒的描述中使用“入侵-歼灭”的话语。 但事实

上病毒最后是通过人体直接或间接免疫的方式和人类达成“共存”的。 这里并非否认病毒被消灭与

扼杀的应然性,而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战争话语极易夸大“我方”的优越性,在作为“我方”的人们以一

种生存之战的佼佼者的姿态被建构和传播后,在同其他物种的相处上就很容易陷入人类中心之中,
使得自然伦理失衡。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在人与自然关系议题中的一个概念,笔者认为在与病毒

的关系上同样适用。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价值观,由金炳华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阐释:其一,

“人是宇宙的中心”的地球中心论;其二,“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目的”的目的论;其三,“按照人类

的价值观解释或评价宇宙间的所有事物”的价值论。[24] 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置于世界中心的地位,相
应地将其他物置于从属地位,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人对自然的控制关系合理化,宣称且认同了人

的地位,而遮蔽了物的本质(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阈限) 。 而人类沙文主义则对非人物种的差别对待

态度更甚,强式人类沙文主义甚至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价值和道德最终只与人有关,非人类存在

物只有在能为人类的利益或目的服务时才拥有价值或成为限制人的行为的因素” [25] 。 这无疑是一

种歧视的态度。 事实上,追求与维护人的利益无可厚非,对人类社会的认同甚至有利于导向跨越民

族与种族主义的团结,今天,面对病毒人们可以同仇敌忾,宣扬人类中心主义,维护人的生命与价值;
但当与自然环境及自然环境中其他物发生利益冲突时,这种极端化的价值观导向的必然是生态的失

衡。 即便在面对病毒,与死亡对抗的时期,我们仍旧需要“一种好的信念和一种具有同情心的道德心

理倾向” [26] 。 而战争隐喻恰恰遮蔽了这样一种“平衡”观念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三)战争隐喻指向一种政治化的思维架构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报道中,战争隐喻为认同修辞提供了特殊的语境,也为受众提供了类似

战时的拟态环境。 媒介形象呈现作为常规的新闻报道内容,成为笔者探究修辞作用的切口。 在将新

冠肺炎病毒“他者化”的敌我二元划分中,一线工作人员英勇、有担当、亲民的“战时领袖” “冲锋军”
等形象经由战争隐喻的烘托,发挥了稳定社会的治理作用;除此之外,其中“认同”的治理逻辑也能够

迁移至族群矛盾的缓和逻辑中。 但新种族主义、社会认知失衡、人类沙文主义等问题也与战争隐喻

的泛用有一定程度的勾连。
用战争相关的概念系统去理解社会生活,理解疫情中病毒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基于战争集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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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的政治化思维。 战争不曾缺席人类历史,就我国而言,以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第二次世界大

战为代表的战争形成的对入侵者及战争本身的仇恨与恐惧,使得“敌人即恶魔” “战争即苦难”的认

知成为集体无意识,既作用于受众,又作用于新闻工作者。 如此,战争隐喻的报道结构为受众所广泛

熟知与接受。 同时,从修辞手法本身看,战争话语对事物的简单区分使简单的敌我二元对立框架形

成一种捷思性。 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现代文学意识的影响研究中将其称作“现代的敌对习

惯” ( modem
 

versus
 

habit) [27] ,这种迅速区隔敌我阵营以获得己方的政治性认同的单一理解模式也更

适合空间中的大众传播。 这样就形成了语篇和受众思维习惯的互构:报道方式一定程度上形塑受众

思维习惯,而思维习惯同样影响新闻语篇的表达。

五、总结与反思:关于战争隐喻的肯定与商榷

根据开篇关于“社会治理”意涵的规定,战争隐喻的治理逻辑来自二元对立语境中“他者”与“我

们”的塑造。 换言之,当社会需要前所未有的共同体认同与团结时,战争话语便可通过割裂的手段制

造与唤醒认同,放大“他者”与“我们”的不可调和性,强调“我们”的利益一致性。 战争隐喻通过“他

者化”来实现病毒的政治化,唤醒社会大众对战争文化的集体记忆从而产生对疫情的快速认知。 疾

病中的战争隐喻有“疫情时期的特殊性” ,作为治理话语发挥了缓解民间焦虑、社会矛盾以及通过

“战时团结”与“战时联盟”暗示一定程度缓解种族矛盾的功能,应得到肯定。
但战争隐喻不是没有负面影响的,战争隐喻的实质就是将处于对立面的一方“他者化” ,具体到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特定的国家、人群和“疾病” “病毒” 等承载隐喻的本体都可能成为“他

者” ,所以战争隐喻在族群内与族群间弥散,有可能造成新种族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的后果。 斯图亚

特·霍尔将解码方式划分为“优先阅读” “协商性解读”和“对抗性解读” ,同一种修辞可能因为不同

的解码方式而被无意误解或有意曲解,而相同的隐喻用来服务不同的修辞意图也未可知———譬如,
战争隐喻构筑虚拟、临时的“战时联盟”来源于战争话语的敌我二元对立,即他者化某一方,从而实现

“我方”的共识,而西方媒体上的“黄祸”论却是将病毒概念与新冠疫情最早的大规模暴发地中国进

行“他者化” ,从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制造新种族主义。[28] 另一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思恰恰让人

们认识到,病毒和人类一样都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人类并不能消灭病毒,反倒是必须学

会和病毒共处;而战争隐喻把病毒他者化,有可能鼓动人类沙文主义,不利于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
另外,隐喻本身是一种强调某一面、遮蔽另一面的修辞手法,而即便是在凸显事件某一特性的时候也

带有一定程度的夸大成分,因而也须警惕过度的战争隐喻带来的社会认知失衡与社会问题的忽视。
作为拥有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受众,须谨记事件是建构出来的,对新闻语篇的修辞保持敏感,关注“他

者”与“我们”的共同遭遇,我们的认知空间便不会沦为他人观念的跑马场。
无法否认的是,在我国,战争隐喻并非重大公共事件所独有,官方文件、日常报道中也常有运用;

此外,我国社会普遍使用的战争隐喻,可能更多是一种无意识的惯性使然。 它并不完全是媒体主动

性、系统性的建构与社会治理手段。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思维惯性不但造成媒体报道的偏向,而
且造成受众理解的偏向;而媒体对战争隐喻的惯性、无意识的使用并不妨碍媒体报道中的战争隐喻

修辞在特定的事件中发挥社会治理功能或导致一定的负面影响。 只要战争隐喻对于重大公共事件

有特定的影响,作为“喉舌”的媒体就能够也应当下意识去运用好它。
伯克认为修辞具有符号性而非工具性,通过上文分析可发现,战争隐喻的基本功能是塑造语境,

在这种对立的语境中诉诸认同,这一过程本身不具有态度倾向性。 在国内的新闻语篇中,战争隐喻

发挥的是社会治理的功效,但倘若服务于其他的修辞意图(如新种族主义) ,它的“制造认同”功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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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会发挥作用。 但无论如何,这一修辞发挥作用的过程本身是有价值导向的———无论是亚里士多德

所谓基于“劝服”的工具性,还是伯克所谓“认同”的符号性。 笔者旨在发掘、分析并肯定这一隐喻在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治理效用,分析过程中发现战争隐喻为认同提供了具象与有指向性的认知环境,
而认同成为战争隐喻发挥社会功能的内在机制,因而,修辞服务于意图,在这一基础上,古典修辞学

与新修辞学得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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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ws
 

reports
 

have
 

constructed
 

a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
 

in
 

China
 

in
 

early
 

2020
 

through
 

a
 

rhetorical
 

framework.
 

Taking
 

the
 

news
 

texts
 

and
 

discourses
 

related
 

to
 

major
 

domestic
 

public
 

health
 

events
 

in
 

early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s,
 

the
 

use
 

of
 

war
 

metaphoric
 

rhetoric
 

and
 

identity
 

rhetoric
 

in
 

relevant
 

news
 

discourses
 

is
 

studied.
 

The
 

study
 

found
 

that
 

because
 

of
 

the
 

" enemy-antago-
nism"

 

context
 

formed
 

by
 

war
 

metaphors," 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
 

became
 

the
 

most
 

prominent
 

rhetoric
 

strategy
 

for
 

identity.
 

The
 

" antagonism"
 

between
 

human
 

and
 

virus
 

set
 

off
 

the
 

words
 

that
 

guide
 

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and
 

also
 

became
 

the
 

basis
 

for
 

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Under
 

such
 

a
 

rhetorical
 

framework,
 

the
 

front
 

line
 

personnel
 

with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re
 

portrayed
 

as
 

wartime
 

spiritual
 

leaders
 

( such
 

as
 

Zhong
 

Nanshan)
 

,
 

wartime
 

" rushing
 

troops"
 

( such
 

as
 

medical
 

personnel,
 

military
 

and
 

police)
 

,
 

an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cess
 

was
 

constructed
 

to
 

constitute" .
 

The
 

resistance
 

process
 

of
 

the
 

" Wartime
 

Alliance"
 

has
 

played
 

a
 

governance
 

role
 

in
 

easing
 

social
 

anxiety
 

and
 

alleviating
 

social
 

conflicts.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war
 

metaphor
 

comes
 

from
 

the
 

shaping
 

of
 

" others"
 

and
 

" we"
 

in
 

the
 

context
 

of
 

binary
 

opposition,
 

creating
 

and
 

awakening
 

identities
 

by
 

means
 

of
 

fragmentation,
 

and
 

forming
 

internal
 

solidarity
 

to
 

a-
chieve

 

relative
 

stability
 

in
 

society.
 

Of
 

course,the
 

war
 

metaphors
 

only
 

draw
 

the
 

audience
 

attention
 

to
 

a
 

con-
ceptual

 

system
 

that
 

conforms
 

to
 

the
 

war
 

narrative,
 

and
 

accordingly
 

ignore
 

other
 

aspects
 

of
 

the
 

epidemic
 

that
 

do
 

not
 

conform
 

to
 

the
 

concept
 

of
 

war.
 

In
 

addition,
 

issues
 

such
 

as
 

new
 

racism,
 

social
 

cognition
 

imbalances,
 

and
 

human
 

chauvinism
 

are
 

also
 

linked
 

to
 

the
 

universal
 

use
 

of
 

war
 

metaphor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be
 

wary
 

of
 

the
 

dispersion
 

of
 

war
 

metaphors
 

among
 

and
 

within
 

ethnic
 

groups,
 

and
 

to
 

beware
 

of
 

new
 

racism
 

and
 

caring
 

for
 

the
 

symbiosis
 

of
 

man
 

and
 

nature.
 

In
 

addition,
 

metaphor
 

itself
 

is
 

a
 

rhetorical
 

technique
 

that
 

emphasizes
 

one
 

side
 

and
 

obscures
 

the
 

other,
 

so
 

there
 

must
 

also
 

be
 

vigilant
 

social
 

cognition
 

imbalance
 

brought
 

by
 

excessive
 

war
 

metaphors
 

and
 

neglect
 

of
 

social
 

problems.
 

In
 

short,
 

war
 

meta-
phors

 

provide
 

a
 

figurative
 

and
 

directional
 

cognitive
 

environment
 

for
 

identity,
 

and
 

identity
 

becomes
 

the
 

inter-
nal

 

mechanism
 

by
 

which
 

war
 

metaphors
 

play
 

a
 

social
 

role.
 

On
 

the
 

basis
 

of
 

" rhetoric
 

serves
 

intent"
 

,
 

classi-
cal

 

rhetoric
 

and
 

new
 

rhetoric
 

are
 

able
 

to
 

dialogue.
Key

 

words:war
 

metaphor;identification
 

rhetoric;soci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20-06-30
■作者单位:黄　 芸,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　 410006

胡　 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刘金波

·601· 　 2021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