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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隐喻通过建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 规定、 塑造了人的意识形态， 甚至通过改 联想

视角达到重塑现实的作用。 本文对建国以来工厂生产动员的标语口号进行了语料库的整理与分
析， 认 中发生了战争隐喻向建筑隐喻和金钱隐喻、 机器和工 隐喻向家庭隐喻的转 ， 表明
工业劳动生产经历了从政治泛 到回归劳动价值， 从苏联式的集体 义到中国传统语境下的集体

义， 从阶级文 到企业文 的转 。 在隐喻建构的过程中， 有生产劳动被凸显的特征， 也有被
遮蔽的面向。 隐喻的替换与 迁， 迎 了从阶级斗争 纲到经济发展 纲的时代 迁， 施喻者和
喻者在这一过程中启动了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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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 号是 传鼓动作 的简 而 殊的文 。 建 初期的经济建设中， 生了大量富

时 性的经济生 动员标语、 号。 “宁 少活 十 ， 要拼 拿 大油 ”、 “把贫油的帽子 到

洋 去”、 “ 条 要 ， 没 条 创 条 要 ” 等标语 号 一 业工人难 磨灭的

文 记 。 着改革开 的深入， 中 被 入全球 体系中， 无论是经济 业构 是社会 值

念都发生了 ， 种 样表 在工厂标语、 号中。
乔治·莱考 和马克· 翰 （Ｌａｋｏｆｆ ＆ Ｊｏｈｎｓｏｎ） 认 ， 语言中的 喻无处 在， 但 喻 仅

仅是语言问题， “而是构建 们概念系统和 们各种日常活动的 要手段”。① 换言之， 语言文 中的

喻背 都 藏着独 的文 础 意识形 ， “ 一个 喻被创 来 ， 如果它能够被接 ，
那说明人们 该 喻所呈 的相似 系的赞 ， 创 者建构权的认 。 在接 并使 该 喻的时

候， 人们 自觉地将自 入 喻背 的意识形 和社会权力 配体系”②。 标语、 号中 藏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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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喻， 通过大范围的 复 告， 植入 喻者的思想， 形 了 连贯性的 喻概念系统。
时期的工厂标语、 号 仅体 了时 的 迁， 体 背 的意识形 迁。 种独 的 喻

性话语塑 了 业工人乃 通群体 经济生 和 动的时 认知。
建 的工厂标语、 号中包 了哪些 体的 喻和 迁？ 些 喻和 迁的 、 社会来源是

什 ？ 喻 迁中包 着怎样的意识形 迁？ 些 喻又如何影响和塑 了 喻者 的认知？
文搜集建 来 诸 《人民日报》 等媒体 及 《工业学大庆纪 》 等各类文献中的工厂生 动员

类标语、 号共 ３８２条， 构 研究所需语料 ， 并在 础 述问题做 析。①

一、 从政治泛化到回归劳动价值

（一） 战 喻 治泛

从部落时 开始， 大大小小的战 就贯穿人类发展 。 学者 鼎 提 ， 无论中西， 都 某

个时期依靠 “ 发展的战 驱动”， “ …… 明显的胜败标准， 标准促 了工 理性的发展。
而 ， 了 胜利， 每一方都需要生 更多更好的 器 品， 果无意中带来了社会在 、 生
和组 能力方面的 累性发展”②。 战 在驱动 发展的 时， 又是人类 延 断的伤痕和一种

集体无意识， “ 日之钟” 便包 着全人类 毁灭性战 的深层恐惧。
“从战 到社会意识形 ， 再从社会意识形 到语言， 战 语言 根 性的影响。”③ 除了

Ｌａｋｏｆｆ 析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ｓ Ｗａｒ”， 战 喻广泛 在于体育比赛、 商业竞 、 治 抗、 治病救灾
等目标域的语言表述中。 原因在于， 述目标域都 备 抗性 ， 战 的 抗性相类似。 于
是， 们在 战 来表述 述目标域的时候， 是在 一种战 的潜意识去理解 些 域中经常

的竞 突。
在论及中 标语、 号的 源时， 黄 认 ， “ 话文的发展方向偏离了 （ 文 动） 早期所

设定的理论方案， ‘摇身一 ’ 日 治色彩浓厚的标语、 号等富 定情感、 行动指向性的
话语…… 种带 强烈 攻性的语词改 了文言文的 柔气 ， 使之从混沌、 笼统走向清 的敌

立， 从而改 了汉 、 汉文 的感知形式。”④ ， 标语、 号在文言文中 ， “王侯将
相， 宁 种乎？”、 “苍 死， 黄 立； 岁在 子， 大 ”、 “莫道石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
反” 等都是中 一 、 气的 “革 ” 号。 但毫无疑问， 的标语 号的确是

在 ２０世纪 ２０ 的各类 治 动中被广泛制 并传播的。 工人 作 时城市社会 动的 体，
时 大量战斗性、 革 性标语 号的传播 体和传播 象。 从 中 看到， 一方面标语
号 身就脱胎于带 强烈 攻性的 斗 和 治 动， 一方面它 作 动 体的工人

着较早较深的渊源。
战 喻被使 在工业经济生 域的标语 号中， 滥觞于建 初期。 面临工业生 薄弱的局

面， 中共中央 的愿望十 迫 ， 提 了一批 战 喻的动员性标语 号， 如 “ 提

高 量、 降 、 减少废品率而斗 ” （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６ ２１日） 等。
１９５９ ９ ， 松 盆地 相沉 岩中发 工业性油流， 时 值 庆十周 ， 块油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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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大庆”。① １９６０ １ ， 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准备 快油 开发。 ２ ２０ 日， 中共
中央批准石油部提交的报告， 石油会战 开始。 ４ ２９ 日， 大庆油 开展了 人誓师大会， 式

拉开了石油大会战的序幕， 王 喜在誓师大会 喊 了 “宁肯少活 十 ， 要拿 大油 ” 的
号。② 中， “会战” 和 “拿 （ 地） ” 使 的就是战 喻。 外， 工业生 中的 标语、
号中战 喻 处 。 例如， “采油工岗 在地 ， 斗 象是油层” （大庆油 ， １９６０）、 “工
地好比 甘岭， 们好像志愿 ， 了钢帅早升帐， 宁死战场 甘心” （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８ １１
１６日）、 “车间是课堂、 机器炉前是战场” （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８ １２ ２４日）、 “在战斗中 高

纪录， 算是英雄中的英雄” （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９ ４ ２９日） 等均采 了战 术语。
着 “工业学大庆” 的展开， 战 喻在工厂标语、 号中纷纷涌 。 各地工厂自创的标语

号中 大量采 战 喻。 “革 拼 ， 拿 气塔” （哈尔滨锅炉厂， １９６４）； “活一 钟战斗

十 ” （大连机车车辆厂， １９６４）； “大 快 学大庆， 获全胜 收 ” （ 海工业玻璃五厂，
１９６４）； “战 沟、 斗地鼓， 虎 拔牙夺高 ” （七 河 风煤矿， １９６４）。 如果只体味标语、 号中

所传 的生 气氛， 时全 各地的工厂 谓一 “硝烟弥漫”。
石油开采或 工业生 业 来是一场并无 手的经济建设， 一系列 体 喻 将 框定

战 或 突， 作 始源域的 “战 ” 的诸种 性被 射到目标域 “经济建设” 之 。 战 喻在

人们的认知中建构 一个 “ 手”， 经济建设因 了输赢胜负， 激发了人们的紧迫感， 号召人们鼓
足 投入经济建设中去， 强调个人要做 牲。 ， 通过战 喻， 经济生 被泛 治 ，
治生活的 要组 部 。
（ ） 建筑 喻和金钱 喻 回 动

１９７８ ， 中 共 党十一届 中全会召开。 会议做 了把全党工作的着 点从 “ 斗

” 转移到 “ 建设 中心” 的战略 策。 ， 在工厂 号、 标语中， 战 喻的

数量大大减少， 继之而 的则是建筑 喻和金钱 喻。
１． 建筑 喻

“持续 效发展， 创建 油 ”、 “建设精品工程， 塑 精彩人生”、 “建一项工程， 铸一 丰

碑， 赢一方信誉” （大庆油 ， ２００４） 等都是建筑 喻。 类 喻 概括 “ 动生 就是建设大

厦”， 在大厦的建 中， 每一个工人都是建 者， 按照蓝 计划 条 紊地 动， 目标就是 大厦的

最 建 添砖 瓦。 建筑 喻中 极完 前目标的 喻 ， 包 着 动最 果的肯定，
通过 最 果的期待和向 ， 调动工人的 动 极性。 建筑 喻中 包 着一层意 ： 建 大厦的

键是打好地 ， 类似地， 经济生 最 要的是踏踏 、 地做好自 岗 的工作。③
２． 金钱 喻

改革开 最著 的经济生 动员 号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 ” 是 １９８０ 提 的。 时
任蛇 管委会 任的袁庚 了鼓 快推 蛇 工业区的建设提 该 号。 号提 ， 因 中强

调的金钱导向， 到部 人的强烈反 ， 人给它 了资 的标签。 来 于得到邓小 的

肯定和赞誉， 一 号传遍全 ， 被誉 “ 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 ”。 “时间就是金钱” 中所使
的是金钱 喻， 一 喻的 和广泛传播是 “ 经济建设 中心” 全面 “ 斗 ”

的一个 型象 。
英 治经济学的奠 人威廉·配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ｔｔｙ） 最 提 了 动 值论的一些

点。 配第认 ， 值 （ 之 自然 格） 是 生 商品时所耗费的 动时间 定的， 动是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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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泉。① 马克思在 治经济学的 础 扬 地发展 了 学的 动 值论， 但依然肯定了 “
动 值” 一 础逻辑， 确认活 动 创 值的唯一源泉。 衡量 值的标准就是 格，
金钱。

要 喻向建筑和金钱的转换， 淡 了经济生 治生活的 系。 作 动 果的 “大厦”
和作 动 值的 “金钱” 样物 性 喻使 动和时间得 量 ， 动的意 得 体 感并

被测量。 的 喻表 了经济生 回 动 身的社会导向， 反 施喻者 定的认知心路

程。

二、 从苏联舶来式回归中国传统式的集体观

西方 ， 中 自 缺少酝酿个人 、 自 的传统土壤。 集体 念原 就是中 人固

的一种 念， 只 过在传统社会中， 种集体 念更多 族、 家庭相联， 是一种 于血缘、 着明

确边界的集体 。 建 初的集体 时期， 在苏联的示范 ， 社会集体 中 的一种 要意识

形 ； 而在改革开 之 ， 大集体 念又 遇了极大挑战， 工业生 域发生了一定程 向传统

集体 念的回 。
（一） 机器 （工 ） 喻： 集体 时期 私的 立

苏联的工业集体 通过集体大生 、 集体大食堂、 集体托儿所等集体 践将集体 贯 到工人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集体 作 苏联舶来品， 在 中 立 被复制到 ， 工人

生 、 生活的 导生活方式， 并形 了 “一 来源于集体， 一 了集体” 的意识形 。 学

者考据， １８７７ ， 恩格 在给意大利社会 者的信中， 首 将英 业工人 土地集体所 的

斗 “ 村的集体 动”； 苏联时期， 列宁明确提 “集体 ”， 但 “集体 ” 做
定 的第一人是苏联马克思 者卢那察尔 ， 提 “集体 ” 原则是无 道德的 础，
是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学说， 个人 是 立的。②

在 时的工厂标语、 号中， 私的 立通过机器 （工 ） 喻体 来。 比如， “螺
松动， 就是思想松动； 生锈， 就是思想生锈； 闸门 ， 就是思想 ” （大庆油 ， １９６０），
“ 甘愿 党 人民， 一 子老黄牛” （王 喜， １９６０）。 机器和工 的共 首 是 许多

组 ， 精准而 规律的 转； ， 它们是一种物 性的 体， 使是 生 的老黄牛， 在 作时

被看作 缺人类情感的耕作工 。 外， “铁人精神” 中 “铁” 的使 从属于机器 （工 ）
喻系统， 属于机器 （工 ） 喻系统的 喻系统。 汉民族常借物来 喻人的各种人格和人品，
或借物言志， 或托物言情。 “铁人精神” 中的 “铁” 喻了王 喜的钢铁意志， 血 肉的身体形

照， 是一种去身体 的机器 （工 ） 喻。
通过 动者的物 喻， 人 在私人情感、 知疲惫的老黄牛或机器 的 部 ， 到

经济生 的目标是唯一的 在意 。 “宁愿 活 ， 私活到老”、 “宁肯把心血熬 ， 要

让油 高 再稳 ”、 “宁肯少活 ２０ ， 拼 要拿 大油 ” （大庆油 ， １９６０—１９６８） 等 舍

式的标语、 号更是将 私的 立直接诉诸 面， 并将 的无条 服从视 然。 通过 号

标语中的一系列机器 （工 ） 喻， 在 业工人的头脑中， 集体 个人 之间建立 明确的

立 系。
１９５８ 之 ， 苏联在中 、 工业等 作 域， 单方面撕毁 议、 撤退 家， 中苏 盟从蜜

期 渐走向破裂。 但苏联式的集体 模式 留了 来， 并连 苏联式集体 念一 延续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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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时期。
（ ） 家庭 喻： 回 内 中 文 传统的家庭集体

改革开 ， 着西方企业文 理念的传入， 在 私的 系层面表 ， 工厂的 号、 标语发
生了 的 喻转向， 了大量的 “家庭 喻”。 比如， “爱岗敬业， 团 作”， “让 们的家园每

的 ”， “心系服 、 钟情 ”， “全员的能力 、 全过程的能力 养、 全方 的能力

展示”， “队 人 ， 人 队 家”， “员工的伤， 企业的痛”， “激 在职职工， 体 岗 志， 照
顾离退休人员， 心退养家属， 帮扶 困家庭”， “安全工作 亲人的哭声， 保工作

人的骂声”， “思想 交心， 工作 心， 生活 心”， 等等 （大庆油 ， １９９０—）。
于纯粹的个人 ， 家庭是一个小型的依靠血缘 感情 系的集体。 家庭又 于单纯的经

济生 集体， 它 仅需要每个个体的奉献和经营， 会 家庭 员给 情感的支持、 温 和 。 王
文斌认 ， “ 喻的构建 时 制于社会文 因素。 喻是人类的创 ， 是社会文 象。 于风

土、 俗、 地域和民情的 而形 的社会文 差 ， 然会导 的民族 一个 物

的感 。”① 在 些 喻中， 的是一种 于中 家庭 构的独 的集体 念。
中 人认知中的家庭 于西方人认知中的家庭。 费孝通认 ， 中 的家庭中包 着一种差序格

局， 中 的家庭 “ 是 于血缘 系形 的大家族， 们的家庭格局就好像石头丢在水面 所发

生的一圈圈推 去的波纹， 一圈圈波纹意味着 的亲疏 。”② 中 传统家庭、 社会 着 格的

尊卑等 制 ， 无论是在 治生活或人伦 系中， 都 在 “长者 尊， 尊者 尊” 的传统， 父母在
传统人伦 系的准则 指挥、 儿女并 儿女规划 来； 身居高 者被 “父母 ”， 就

治 的 拥 构性的责任和权力。 述 号、 标语中的家庭 喻把差序格局的传统家庭 念

到 企业管理中， 如 “思想 交心， 工作 心， 生活 心” 一标语， 除了企业要 人

、 爱职工外， 要求 职工做到 集体的无限信任， 中的 “差序格局” 了企业中的福

制层 管理 ， 管理者 职工的管理 和权力。
从苏联集体 时期到改革开 ， 工厂 了企业， 工人文 被 换 了企业文 。 体 生 机构

工人之间 系的 类标语 号 之发生了一系列 。 一系列 都内 集体 的意识形

， 但是 文 来源截然 。 从建 初期 私的 立， 到改革开 内 中 文 传统的家

庭式集体 ， 是从苏联舶来式到中 传统式的集体 念的意涵 迁。

三、 劳动生产———贯穿新中国历史的一种动力隐喻

在中 的传统文 认知中， 读书 、 忧是个人和社会向 的动力， 动者被认 是地

较 贱的社会 层。 《管子·小 》 曰， “士 工商四民者， 之石 （柱石） 民 ”。 “士 工商”
的论说是 中 社会各 层高 贱的一般排序和 认识， 尽管 “士 工商” 之 “工”
手工 人， 而非 工人 。 《孟子·滕文 章 》 又 “ 心者治人， 力者治于人”， 直接
从 一线 动生 的工人 属于 “ 力者” 则是毫无疑问的。 除了 “悯 ” 诗中被 情的

象， 动 身很少被掌握话语权的士人讴歌和赞美。
入 ２０世纪， １９１９ ２ ， 李大钊撰写了 《青 村》 一文， 认 “要想把 的 文

明， 从根 输入到社会 面， 非把知识 工 打 一气 ”③。 毛泽 别在 １９３９ 和

１９４２ 提 了 “知识 子 须 工 群众相 ”④， “文艺 工 服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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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斌： 《 喻的认知建构 解读》， 海外语教育 社， ２００７ ， 第 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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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毛泽 集》 第 ２卷， 人民 社， １９９１ 。



工厂标语、口号中的隐喻变迁与现实构建 文化广角

到了 中 ， 中 共 党依靠广大 “ 力者” 的力量， 得了社会 的最 胜利。 工人
作 中 的 导 被写入党章和宪法， 获得 治和法律 “ 力者治人” 的 法 导权地 。
工人 相 的意象、 场 和文 都 的象 ， 动生 最 荣的 。
Ｌａｋｏｆｆ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认 ， 人在能够使 语言之前， 世界最直接的体认就来自人的身体 及它们

在物理 境中所发挥的作 ， 生空间、 方向等概念， 比如， － 、 －外、 大－小、 前－ 、
深－浅、 中央－外围等。 跟空间方 的 喻在 们日常生活中 许 经察觉 到， 但它是最
的概念 喻系统。 而在 们察觉 到的语言使 惯中， 挺直、 向 、 高等概念 表示 极的情感

状 ， 相反， 垂、 向 、 等概念 表示 极的情感状 。① 例如， “情 高涨”、 “情 落”；
“行 高尚”、 “堕落的深渊”； “ 心”、 “ 落 ”； “思考深入”、 “想法肤浅” 等惯 语言都遵

循了 一 原则。
建 工厂的经济动员标语、 号中， 空间 喻 的 很多， 比如 “ 条 要 ， 没 条

创 条 要 ” （大庆油 ， １９６０）、 “高 ， 高水 ， 拿 大油 ” （大庆油 ， １９６０）、 “高
觉悟， 风” （大庆油 ， １９６４）、 “思想高一 ， 量高一 ； 思想 一 ， 量降 尺” （大庆
油 ， １９６４）。 些 号、 标语都将品 、 思想、 生 、 动等 喻 “高、 大、 ” 的 极空间

喻。 改革开 直到今 的工厂标语、 号， 如 “安全工作无小 ， 安全责任大如 ”、 “高水 、
高效益， 持续发展” 等， 依然 从中看到通过 极的方 和空间 喻营 的生 动的昂扬

感， 将生 动和一种 极向 的 值 向联系在一 。
马克思·韦伯 做 论断， 资 精神 文 的 构 ， 是 “ 职 念 础

的理性的生活 ”， 教的 “入世禁欲 ” 精神。② 那 社会 精神 文 的 构 ，
就是 工人 职 念 础的 践性的生 动 。 被向 的 喻构建 的 动生 贯穿

中 整个 时期建设社会 的 值动力。

四、 隐喻构建现实： 被突出的与被遮蔽的

喻通过建立 个 物的相似性使人们通过 概念来理解 概念， 但概念 概念之间除了相似

性， 更 在相 性， “ 们能通过 概念来理解 概念的一个方面， 但 然会 藏 概念的 方

面……例如， 时间并 是真 的金钱， 如果你花时间尽力做一 情 毫无 果， 那 你要 回你所

花费的时间”， 但金钱 是一种 自 给 或收回的物 性 在。③ 因 ， 体被突 的是 喻体

相似的 ， 然 在被 蔽的 面向。
在 喻理论中， 词 （ ｒｅｌｅｘ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指的是 “ 整个语言或语言的某一显著 域创 一

套 的术语。 它 说话者提供了一个 的视角， 反 了说话者 物的 的理解。”④ 例如， 在将生
动投射到战 域的 喻过程中， 构建了 动生 的 “竞 性” 和 “ 抗性”， 而 一 甚 是

生 动原 并 备的 。 在 战 喻 生 动 词 的时候， 就要 原 并无 手的

生 动 到假想的 手。
假想的 手 类。 一类是直接体 在标语 号中的、 明确而 体的指 象的竞

手， 中包括了英美发 资 、 民族 家内部的 “ 敌人” 及 了增强 动生 效率发

的 行竞赛中的 工人弟 。 “ 们工厂英雄多， 钢铁转眼超英 ” （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９ ５ ６
日） 等一类标语 号的指 象就是英美发 资 家； “拿增 节 的 煌战果反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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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７ ８ １日） 的指 象是民族 家内部的 能 在的 敌人； “工业
学大庆” 全 各地掀 的工业生 竞赛高潮中， 各地自创的一些标语、 号中所指 的 象则是

工人弟 的竞赛 手， 如 “鼓 ， 游， 日日高 ； 溪， 超石钢， 再夺红旗”、 “苦
恶战， 石钢， 超 汉” 等。

一类 藏在 体的指 象背 ， 是更 根 的 抗 象———社会 建设中那些看 的艰

难险阻。 建 初期， 中共中央面临的是一个 废待 的工业局面， 经 过一系列战 的中 ， 面临的
是通 膨胀 的经济状况， 拥 的是大量破损 堪的工厂设备 础设施。 了恢复经济， 首要的
任 就是快 （ ） 工业 ， 是第一个五 计划期间的 点任 所在。① 在 酷的 和紧

迫的任 中， 大量使 战 喻的标语 号， 一种 乎民族 家 “生死 亡” 的危机感调动 工

人的生 热情， 是 时战 斗地、 攻坚克难精神的体 。
但是， 们需要看到经济生 革 和战 的 ， 者 根 差 。 战 喻在突 物

矛盾面的 时忽视了生 动的 性， 影响了人们 生 动的 确认识和判断。 在 “生
动是战 ” 一概念 喻中， 战 域 射到生 动域中突显的是激烈的 抗性、 竞 性和只 一

个赢者的排 性， 而忽视了生 动 身的 值 意 。
前文所述， 在改革开 最著 的生 动 号是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 ”， 一 喻

摒 了之前一个时期惯 的战 喻， 生 动 行了再 “ 词 ”。 在 一 喻中 样 在

蔽。 Ｌａｋｏｆｆ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论述过， “ 动是金钱” 一 喻表明了 “ 们 量 的激情和 目的的痴

迷。 些 喻强调了 们文 中极 要的时间和 动的某些方面的性 。 时， 它们 淡 或 藏了

时间和 动的 方面”②。 们理解语言中的 喻表 时， 尤 要注意 喻 的 蔽性、 强
性和无意识性。

从 文 看到， 一方面， ２０世纪 的工厂标语、 号中 在一系列的 喻转换， 生 动行

经 了从 治泛 到回 动 值的转换； 生 动 值 经 了从苏联式工业集体 到中 传

统语境 的集体 转换； 生 动文 经 了从 文 到企业文 的转换。 一方面， 生 动

在各个时期都作 一种 极行动通过向 的空间 喻被建构、 被歌颂， 建设社会 的 值动

力。 几个 要 喻的 换 迁， 迎 了从 斗 到 经济发展 的时 迁， 施喻者和
喻者在 一过程中通过 喻互动启动了社会转型中的意识形 商。

如 Ｌａｋｏｆｆ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所言， “ 们的许多活动在 是 喻。 刻画 们日常活动的 喻概念

建构了 们眼前的 。 喻 创 一个 的力量。 们按照 喻开始理解 们的经验时，
种力量开始 作 ； 们按照它开始活动时， 它就会 更深刻的 。 如果 喻 入 们赖

活动的概念系统， 它将改 个系统所 生的概念系统、 知觉、 活动。”③ “因 ， 喻

来行动的指南。 然， 样的行动会符 一 喻。 反过来， 会使 喻增强， 而使经验连贯。
从 个意 来看， 喻 是自 验的预言。”④

（责任编辑： 邝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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