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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和隐喻批评分析法,本文选取中国媒体《China Daily》和英国媒体《The 

Times》有关2021年7月23日(开幕)-8月8日(闭幕)东京奥运会的新闻报道作为样本建立语料库,发现两个

语料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隐喻依次为战争隐喻、容器隐喻、方位隐喻、戏剧隐喻和物质实体隐喻。在

两个自建的语料库中,中英两国使用了大量的战争隐喻和容器隐喻,但是从中英体育新闻报道中的概念

隐喻关键词词频可以发现两国对体育竞争态度有些许不同。英国媒体大量使用战争隐喻,不仅反映了他

们对体育竞技的激烈追求,也体现出他们更倾向于在事务中分出胜负。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则运用大量的

容器隐喻,展示了我们在保持竞争的同时,也不忘“同住地球村”的友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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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and metaphor criticism, this paper selects the 

news reports of the Chinese media “China Dai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media “The Times” about the 

Tokyo Olympics from July 23 (opening) to August 8 (closing) as samples to establish a corpus, and finds that the 

metaphors with high frequency in the two corpora are war metaphors, container metaphors, orientation 

metaphors, drama metaphors and material entity metaphors. In the two self-built corpora, China and Britain use 

a large number of war metaphors and container metaphors, but from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keyword 

frequency in Chinese and British sports news repor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lightly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sports competition, and United Kingdom uses a large number of war metaphors, in 

addition to reflecting the due competitive spirit, it also reflects that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compete for 

victory or defeat in something; China's use of a lot of container metaphors shows that we are not only 

competitive, but also friendly in our “we live in the global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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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和思考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沟

通场景之中。当我们要传达更深奥、更为复杂的信息时,我们往

往会依赖隐喻来加以阐述。它常常出现在新闻报道里,尤其是在

英文新闻报道中,大量运用了隐喻式的表述,这种写作风格既

独特又引人入胜。如何使写作者和读者在新闻报道中准确运

用和识别隐喻,便成为众多研究者和学者研究所聚焦的内容。

近年来语言学界对新闻报道中隐喻的研究越来越多,学者们

运用大量的理论,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分析各类新闻报道,但

是针对中英体育类新闻报道中的隐喻对比研究并不多。基于此,

本文收集自2021年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开幕至8月8日奥运会闭

幕期间,《China Daily》和《The Times》中有关东京奥运会的

新闻报道,自建语料库,对其中出现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研究。

根据Lakoff和Johnson(1980)概念隐喻理论,对比分析中英体育

类新闻报道中概念隐喻使用的异同及原因,为后续研究者探讨

体育类新闻报道中的概念隐喻研究提供参考,为读者加深对新

闻报道的理解提供帮助。 

1 研究方法与问题 

本研究首先在《China Daily》官网搜索关键词Games of the 

Tokyo Olympic,再确定时间2021年7月23日(开幕)--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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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闭幕),得到有效新闻报道样本170篇。在《泰晤士报》电子

版报刊Games of Tokyo Olympic 板块中收集新闻报道语篇样本,

一共得到有效样本215篇,对收集到的新闻报道进行筛选,整理,

剔除后均选择60篇新闻报道自建语料库,分别为中国东京奥运

会新闻报道语料库(以下简称中国语料库)和英国东京奥运会新

闻报道语料库(以下简称英国语料库)。其次对语料库进行细致

的阅读,然后根据Antconc3.2.4软件所提供的词频表,通过工具

加人工的方法来识别概念隐喻,确定两个语料库中概念隐喻的

类型以及频率,最后通过对比分析两个语料库中的概念隐喻异

同,得出结论。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中英媒体在东京奥运会新闻报道中的概念隐喻类型频

率及分布如何？ 

(2)中英媒体在东京奥运会新闻报道中的概念隐喻使用异

同及原因？ 

2 数据对比分析与探讨 

2.1概念隐喻分布异同分析 

此项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及隐喻批评分析方法,进行了

数量化与质量化的分析,构建了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的

《China Daily》和《The Times》关于东京奥运会的体育类文

章的数据库,利用Antconc3.2.4词汇频率分析软件,对语料中的

概念隐喻进行人工标注,并对各类概念隐喻的出现情况进行了

统计。经过对词意的辨析和梳理,可以发现在语料中存在大量的

概念隐喻。具体内容参见表1。 

 

通过表1发现,中国东京奥运会新闻报道语料库中,一共出

现了10种概念隐喻类型(不包含其他隐喻),一共有866个隐喻数,

其中战争隐喻个数最多,一共有340个。英国东京奥运会新闻报

道语料库中一共出现了11种概念隐喻类型(不包含其他隐喻),

一共有概念隐喻个数1034个,出现个数最多的隐喻也是战争隐

喻,一共有331个。两个语料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隐喻均为：容

器隐喻,战争隐喻,“上”方位隐喻,戏剧隐喻和物质实体隐喻。

其中在中国语料库中,战争隐喻38.37%明显多于英国语料库中

的战争隐喻30.08%,而英国语料库中的容器隐喻28.63%则多于

中国语料库中的容器隐喻25.17%,“上”方位隐喻10.95%,戏剧

隐喻8.01%,物质实体隐喻3.27%。其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在

《泰晤士报》中出现了自然隐喻,而在《中国日报》中的出现次

数为0。此外,在中国语料库中,还发现了旅程隐喻、建筑隐喻、

“下”隐喻、教育隐喻、以及拟人隐喻和其他隐喻。在英国语

料库中识别出,战争隐喻30.08%,容器隐喻28.63%,“上”隐喻

12.38%,物质实体隐喻8.61%,戏剧隐喻5.13%,在英国语料库中,

也有自然隐喻、旅程隐喻、建筑隐喻、教育隐喻、“下”隐喻、

以及拟人隐喻和其他隐喻等等。在这两个语料库中战争隐喻最

为明显,可见中国和英国对体育竞争的态度和精神。下面将对两

个语料库中占比最高的“战争隐喻”逐一进行阐释。 

2.2战争隐喻分布异同与分析 

2.2.1战争隐喻 

战争隐喻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它是以战争术语描写各类非

战争范畴,并且赋予其他范畴以强烈的对抗性、紧迫性和修辞认

知张力。本研究将从战前准备,战中对抗,战后打扫三个阶段来

分析两个语料库中战争隐喻的异同。在《中国日报》和《泰晤

士报》中战争隐喻的认知投射及关键词分布如表2。 

表2  战争隐喻的认知投射及关键词分布 

 

①体育比赛是战争。《中国日报》和《泰晤士报》中含有“体

育比赛是战争”的隐喻关键词例句如下。 

在《中国日报》中： 

(1)Despite the crisis and war, Zaza believes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and athletes should train and have 

a dream always”. 

在《泰晤士报》中： 

(2)They thought the battle for gold was on.在“体育

比赛是战争”的映射中,中英两国新闻记者都使用Battle、

Struggle、Fight作为隐喻关键词,且隐喻数量都差不多。但在

《中国日报》中用了War关键词,如例句1。从两国的概念隐喻数

量和关键词类型可以看出,中英两国在比赛前的斗志准备充分,

作战精神旗鼓相当。 

②赛前准备为战前准备。《中国日报》和《泰晤士报》中含

有“赛前准备为战前准备”的概念隐喻关键词例句如下。 

在《中国日报》中： 

(1)Athletes should train and have a dream always.

在《泰晤士报》中： 

(2)He struggled to execute the same tactics against 

Rashitov. 

在赛前准备中,中英两国记者都使用了同样的赛前隐喻关

键词Train、Tactic、Strategy。但是在《中国日报》中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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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量明显多于《泰晤士报》中Train关键词数量,从这里

可以看出中国运动员依靠坚持不懈的训练来提升竞技状态,体

现出了中国作为体育强国“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的精神。 

③赛中喻为战中。战争中,不仅有指挥军队的将领,还有在

战场上战斗的士兵。在体育比赛中为团队制定策略的教练和在

赛场上竞争的运动员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日报》和《泰晤士

报》中“赛中喻为战中”的隐喻关键词例句如下。 

在《中国日报》中： 

(1)But today is a very tough match because she had a 

good defence strategy. 

在《泰晤士报》中：  

(2)She has warned Olympics chiefs against punishing 

competitors for taking the knee on the podium. 

在赛中的隐喻关键词使用上,中英语料库中的关键词类型、

数量都有所不同。中英两国新闻记者都使用了Attack、Hit、Camp

作为战中隐喻的关键词,且数量也差不多。但在《中国日报》中

还使用了Defence一词作为战中隐喻关键词,在《泰晤士报》中

使用了Against作为战中隐喻关键词,Against的隐喻数量明显

多于Defence的隐喻数量,从这数据可以看出英国运动员在比赛

时的竞争精神,也从侧面烘托出他们更加倾向于在某事中争出

胜负。 

④赛后喻为战后。战争的结局是多样的,可能一方失败另一

方则取得胜利。《中国日报》和《泰晤士报》中“赛后喻为战后”

的概念隐喻关键词例句如下。 

在《中国日报》中： 

(1).We were psyched up to go for a bigger victory in 

the men's all-around.  

在《泰晤士报》中： 

(2).Mike, won gold in the Star class at the Seoul 

Olympics in 1988, 

比赛结束后,中英两国新闻记者均使用了Retire、Victory、

Lose、Failed、Win、Tie作为赛后隐喻关键词,且隐喻数量差不

多。从数据可以看出,中英两国作为体育强国在赛后有着共同的

面对挫折精神,除了能够享受胜利的喜悦以外,两国运动员也都

能坦然接受失败。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国日报》(英文版)和《泰晤士报》

两个自建语料库中出现的概念隐喻,发现在两个语料库中出现

频率较高的概念隐喻依次战争隐喻、容器隐喻、方位隐喻、戏

剧隐喻和物质实体隐喻。这五类概念隐喻都突显了中英两国作

为体育强国对体育竞争的积极态度。但是从中英体育新闻报道

中的概念隐喻关键词词频可以发现两国对体育竞争态度有些许

不同,英国运用了大量的战争隐喻,除了体现出应有的竞争精神

以外还体现出了他们更加倾向于在某事中争出胜负；而中国体

育新闻报道中运用了大量的容器隐喻,这展现出我们在保持竞

争的同时也不忘“我们同住地球村”的友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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