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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秀平 著

基督教《聖經》和佛教《法華經》的概念隱喻對比研究



提    要

本研究以認知語言學的概念隱喻理論為框架，分析基督教《聖經》和佛教《法華經》中

圍繞〔空間〕、〔時間〕、〔生命〕、〔生命理想〕和〔崇拜對象〕五個概念的比喻表達和概念隱喻，

構建並對比兩個宗教的隱喻體系。

研究發現，兩部經典共享以下概念隱喻：〔世界〕都被理解為〔上下層級系統〕和〔容器〕；

〔時間〕都借助〔空間〕理解，共享〔時間流逝是移動〕、〔時間持續是長度〕、〔早晚是前後〕

和〔時間是點線〕等隱喻；〔生命〕都被理解為〔上下層級系統〕和〔旅程〕；〔天國〕和〔涅槃〕

作為宗教理想都被理解為〔容器〕和〔房屋〕；〔上帝〕和〔佛陀〕作為崇拜對象都借助〔上下〕

維度和〔人〕等存在形式來理解。兩部經典的概念隱喻都可歸入三大體系：基於意象圖式的隱

喻、存在鏈隱喻和事件結構隱喻。

兩部經典在隱喻上也表現出較大的差異。《聖經》中的〔世界〕被理解為〔創造物〕且有

始有終，《法華經》中的〔世界〕則是〔無始無終的循環〕；《聖經》強調〔世界〕作為〔容器〕

和〔房屋〕是人的歸宿，《法華經》則強調〔世界〕作為〔容器〕和〔房屋〕是對生命的束縛。

《聖經》中的〔時間〕主要表現為〔點線〕，《法華經》中的〔時間〕局部表現為〔點線〕，整體具

有〔循環〕特徵。《聖經》將〔生命〕理解為〔上帝的創造物〕，《法華經》中的〔生命〕則沒有

創造者，處於無始無終的〔循環〕。〔天國〕理想被理解為時間上的〔到來〕，強調善惡之分；〔涅

槃〕理想則被理解為空間上的〔離去〕，強調普度一切眾生。〔上帝〕對世界的核心角色是〔創造

者〕，對生命的核心角色是〔創造者〕和〔審判者〕；〔佛陀〕對世界的核心角色是〔自覺者〕，對

生命的核心角色是〔覺他者〕和〔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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