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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理空間理論看華語新聞標題中的

語意融合現象* 
 

 

張榮興 
國立中正大學 

 

 
新聞標題中「雙關語」的使用往往能帶給讀者另一層言外之意

的體會。本文以心理空間理論為基礎來探討華語新聞標題的語

言現象，望能深入了解其所應用的策略及背後的認知機制。研

究結果顯示，一語雙關是輸入詞彙（即「替換後的字」）與心

理詞彙（即「原有的字」）經過語意融合後所產生的結果，而

兩個字之間必須擁有相同或近似的音、可同形或不同形，並具

有對應的語意關係，如因果關係、方法和工具，事件與參與者

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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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隨著新聞媒體的開放和普及，報章雜誌、新聞報導、網際

網路成為人們每天接收新訊息的重要管道。在這個步調快速的

現代社會，為了吸引讀者的興趣，新聞媒體無不使出渾身解數

在新聞標題下功夫。因此，新聞標題成了吸引讀者決定是否進

一步閱讀新聞內容的重要關鍵。 

新聞標題置於新聞之首，是每一則新聞的縮影與代表，以

簡短扼要的語句將其內容要點表現出來（鄭貞銘 1990:286；

Reah 2002:13；彭朝承 2007:2）。一個好的新聞標題不僅能吸

引讀者的興趣，對該則報導也有畫龍點睛的效果，讀者透過標

題，即可對該報導有初步的概念，甚至可猜到媒體作者想要傳

達的言外之意。 

但由於版面的限制，新聞標題仍須遵守精簡詞句與保留精

髓的原則，所以需要採用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Conboy 

2007:13）。例如在句法方面，尹世超（2001:137）指出報導性

標題精簡的常用方法有六種：成分刪減法（刪掉原句的某個或

某些語法成分）、句式變換法（通過改變句式，使長句變成短

句）、略語簡縮法（簡縮原句詞語，用略語來代替）、同義替代

法（以較簡短的同義詞語代替原句詞語）、文白替換法（用比

較簡短的同義的文言詞語或格式替換原句詞語或格式）和標點

使用法（使用標點符號，讓長句縮短）。在用詞方面，根據謝

佳玲、李家豪（2011:97）的研究，新聞標題所使用的詞彙十分

多元、偏向口語化，例如富含地方色彩的台語詞彙常被使用，

而「雙關語」則是新聞標題最受關注的表達手法。 

基本上，不同學者對雙關語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雙關

語是利用「音」和「義」所構成之雙重意義的辭式（張弓

1993:163）；有的則認為借助字、詞、語句之同音或多義的條件，

使一個詞語或句子同時兼有字面上和字面外的兩層意思，即雙

關語（黃麗貞 2007:208）；也有人認為一語同時指涉到兩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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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修辭方式，包括字義的兼指，字音的諧聲，語意的暗示，

都可以叫作雙關語（黃慶萱 2011:432）。綜觀上述，雙關語是

一種運用同音或諧音的詞語，使讀者同時聯想到兩種意義，其

中一義顯於字面上，另一義則需透過線索聯想而來。 

舉例來說，例(1)和例(2)是兩個新聞標題。在例(1)中，「麻

煩」的「麻」被引號標記起來，有一語雙關的語意，因此除了

原本的「麻煩」的語義之外，透過報導內容的語境，我們還可

以將「麻」理解成「大麻」，並進一步詮釋成「藝人們因為大

麻而惹上麻煩」的因果關係概念。不同於例(1)，例(2)中的「暢

意人生」被修改為「唱意人生」，「暢」和「唱」同音，因此不

會影響讀者對「暢意人生」語意的理解，而將「暢」替換成「唱」，

又多出一層語意，也就是「該身障歌手因為唱歌的緣故譜出她

自己的暢意人生」。從這兩個例子可知，只要巧妙運用雙關語

的修辭技巧，就能帶給讀者另一層言外之意的體會。  

 

(1) 證人緊咬又 6 藝人惹「麻」煩1 （自由時報 2007/01/02） 

(2) 身障女歌手譜出「唱」意人生 （自由時報 2006/12/15） 

 

有關新聞標題的雙關語研究，張慧美（2003:57）指出新聞

標題傾向於借用耳熟能詳的熟語、人名、地名、政令、民俗節

慶或時事等，來做雙關語的來源，以此吸引讀者的目光。在寫

作的過程中，由於使用單音節詞會比雙音節詞容易套入這些內

容，所以單音節諧音的新聞標題（如：用肥水「皂」福鄉里）

的出現頻率往往高於雙音節諧音的新聞標題（如：中埔拓寬，

大義路說明會「吵吵」了事）。 

陳靜雯（2008:173）從語用的角度來探討雙關語。她指出

新聞標題的雙關語在短短的十幾甚至幾個字中嵌入大量訊

息，違反了量的原則（提供足夠量的訊息，但不要提供比需要

 
1 因新聞標題一般不使用標點符號，為了維持報紙上原本的呈現方式，本

文所引用的例子也不加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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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訊息）。此外，雙關語故意造成雙重甚至多重語義，違

反了避免歧義的原則。雙關語增加了讀者解讀上的難度，閱讀

者必須經過一翻的推導過程，才能領會真正的涵義，但同時也

讓標題達到精簡及驚奇的效果。  

此外，張岳山（2013:451）認為新聞標題的撰寫需要遵守

三個原則，一是蘊藉，有經得起讀者思考與分析的深意；二是

風趣，應該是一種不傷感情的嘲諷；三是鮮活，用具體的事物

去雙關較為抽象的事物。陳雅芳（2021:57）透過對真實語料的

觀察，整理歸納台灣華語電視廣告雙關語的類型：語音雙關（採

用華語中同音或近音的字形成的雙關）佔最多數，其次是語意

雙關（由一詞多義構成的雙關），最少則為語法雙關（利用詞

的兼類或是語法結構的不同所產生的雙關）。除了台灣，雙關

語也出現在其他華人地區的新聞標題中，比如香港。根據 Li and 

Costa（2009:103），從形式上看，基本上有「同音雙關」和「諧

音雙關」兩類。從功能上看，其主要是通過一些意想不到且風

趣的聯想來增強信息對觀眾的影響。 

新聞標題中的雙關語，無論是從語言的結構或是語意的融

合的角度，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本文的語料主要來自聯

合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等媒體，大部分都是在當時閱讀報

紙過程中慢慢蒐集而來的，蒐集時間主要在 2002-2008 之間。 

語言的意義並非完全附著於語言的形式上，有些意義是由

言談的上下文彼此間互動所建構而來的（Fauconnier 1994；張

榮興、黃惠華 2005，2006）。以新聞標題中的雙關語修辭技巧

為例，這些雙關語不管在形式上有無替換，其所傳達的語意並

不僅僅附著於該標題的形式上，有些意義必須透過該則報導的

內容，或者對該則報導的背景知識有所了解才能意會。本文以

心理空間理論（Mental Spaces Theory）（Fauconnier 1994， 

1997；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為基礎來探討新聞標語中的

語意融合現象，並透過形、音、義三個角度切入，進一步指出

其所應用的策略及背後的認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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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內容我們將依下面的順序進行討論：第二單元將介

紹心理空間理論的概念和基本結構，第三單元以心理空間理論

來分析「新聞標題」中的語意融合現象及其運用的策略，第四

單元為本文的結論。 

 

 

2. 理論背景 
 

隱喻一般是指用另一種事物來談論某一事物，其中包括了

不同領域之間的投射現象（Lakoff and Johnson 1980），例如時

間就是空間的隱喻（TIME IS SPACE）即運用較具體的空間概念

來表達抽象的時間概念，如華語中的「上」星期、「下」星期、

「前」天、「後」天等等。然而當一個語言形式（一個語言形

式可以是一個詞、一個詞組、一個句子，也可以是一段文章）

從某一個領域投射至另一個領域時，一般是較具體的領域（來

源域）投射到較抽象的領域（目標域）。這個語言形式所引申

出來的意義並不完全是來源域和目標域中之意義的總合，而是

一種不同語意互動融合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其中包含了許多新

的語意（Turner 2003）。心理空間理論可以用來解釋這些透過

語意融合產生出來的新語意（Fauconnier 1994，1997；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因此除了能夠用來分析隱喻，也常用來分

析幽默和雙關語的現象。本文先回顧隱喻與幽默的相關文獻，

再說明雙關語的分析。 

隱喻與幽默之間的關係早已被眾多哲學家、心理學家、語

言學家等所關注和討論。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修辭學》

（Rhetoric）探討幽默的機制，也是建立在隱喻的基礎上。他

認為幽默和隱喻都具有生動和驚喜兩個要素（ Attardo 

1994:20-21）。Krikmann（2009:1）則表示，隱喻與幽默都體

現在具有兩個意義層面的文本中。當閱讀者或聽話者第一次遇

到這樣的文本時，會遇到不一致、不兼容、模稜兩可等語意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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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問題。此時，他們需要從自己的語言心智和廣泛知識中找

出適合的語義變化選項，讓意義變得更清晰，而想要做到這一

點，必須找出兩個意義層面之間的交集，比如相似性、類比、

歧義的成分、因果關係、推理鏈等。 

Goatly（2012:185-187）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出幽默

和隱喻的七個共同點，包括：兩層意義、兩個相互衝突腳本、

兩個腳本之間的連結、表層意義必須被保留且無效、較為難

懂、陌生化（ostranenie），以及有可能造成誤解。此外，Müller

（2015:114）指出幽默建構在不一致的概念上，而這些概念是

通過類似於隱喻類比的一些認知機制聯繫在一起的。 

綜上所述，幽默文本的認知機制與隱喻的理解模式有相似

之處，雙關語作為幽默最常見的形式（Sacks 1972；Attardo 

1994），也有此特徵。 

近年來，在德國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雙語使用者逐漸增

加，而英語已慢慢成為通用語（lingua franca），即不同語言背

景的人進行交際的一種共通語言。由德英雙語組成的雙關語廣

泛地應用於報章、媒體、廣告等生活的各個面向。舉例(3)的新

聞標題為例，雙語雙關語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兩種語言代碼的

材料經過結構融合之後得出的結果，其認知機制與隱喻和轉喻

雷同（Knopse 2015:161）。Knopse（2015）以心理空間理論為

架構，解釋德英雙語雙關語（bilingual puns），他認為雙語雙關

語的材料或構成成分，乃通過兩種語言之間的同音異義

（homonymy）或近音異形（paronymy）的關係連接起來。一

個成功的解讀說明交際者已經意識到形式的巧合可能會產生

雙重涵義，即一個語言成分，取自語言 A，喚起語言 B 中的

同音異義或近音異形的元素。根據上下文所提供的信息，兩者

以類似一致的形式（quasi-congruent forms）連接，誘發它們所

指的相關概念，並推動從輸入空間到類屬空間，然後到融合的

處理過程（Knopse 201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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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 ist mehr im Bush. (Knopse 2015:175) 

 

在圖 1 中，diamorphs 指的是不同語言中幾乎或完全相同

的元素，其中包括同音異義與近音異形的詞彙，而輸入空間 I

的 Bush [bʊʃ]和輸入空間 II 的「Busch [bʊʃ]」正是同音異義的

關係。德語 Da ist mehr im Busch，翻譯成英文是 There is more 

to it（背後還隱藏更多或是事情沒那麼簡單）。融合過程先將

兩個輸入空間的概念壓縮起來，產生了新結構 Da ist mehr im 

Bush，翻譯成英文是 There is hidden more in Bush（布希總統背

後還隱藏更多），並透過「組成」把輸入空間 I 和 II 中的語意

成分一起投射到融合空間中。  

雖然 Knopse（2015）所研究的是雙語的雙關語，但其使用

的策略跟華語雙關語相同，即原本的詞彙 A 表達 a 意思，詞彙

B 與 A 同音或近音（B 的意思是 b），將 B 融入 A 的概念，拼

成 AB，而 AB 的意義是 a 和 b 融合後的結果。在此基礎上，

本文將分別從形、音、義的角度切入，來分析華語新聞標題中

的語意融合現象。2 

 
2 更多有關德英雙語雙關語的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Stefanowitsc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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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例(3)的語意融合示意圖（Knopse 2015:183） 

 

 

3. 新聞標題之語意分析 
 

在本節中，我們將以心理空間理論來探討新聞標題的雙關

語所運用的認知策略，並分析其語意的融合現象。 

過去文獻對雙關語的分類有所不同，有的將雙關語分成

「音類同」、「音、形類同」和「音、形、義類同」三類（陳

Input Space 1: 

English proper name 

BUSH 
-refers to George W. 

Bush, then US president, 

known for his anti-terror 

policy after 9/11 - the 

name also stands for 

Bush's mind. 

Generic Space 

containers 

 

Blended Space 

 

Some pieces of 

information may not 

have been revealed by 

Bush yet. 

Input Space 2: 

German proverb 

IM BUSCH SEIN 
 

Something is about to 

happen (the speaker has 

got a premonition of 

what is to come). 

Context  

(provided by the 

Spiegel article) 

Does the public 

know the full story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mb attack on 11 

Sept 2001? 

Associative links 

(diamor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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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道 1989:101），有的分成「諧音雙關」、「語義雙關」以及

「句法雙關」三類（沈謙 1991；王希杰 2005），也有的分成

「諧音」與「語義」兩類（黎運漢、張維耿 1991；王勤 1995；

倪台英 2004）。Delabastita（1996:128）則是將雙關語分成同

音同形（homonymy）、同音異形（homophony）、同形異音

（homography）、近音異形（paronymy）四類。本文主要從形、

音、義三個角度來探究華語新聞標題中的雙關語，因此在分類

上與陳望道（1989）及 Delabastita（1996:128）較相近。 

3.1 節將從「音」的角度來探討雙關語的現象；3.2 節將從

「字形」的角度進行分析；3.3 節則是討論「語意的關聯性」；

3.4 節主要討論新聞標題中雙關語的修辭技巧及其所應用的認

知策略。 

 

3.1 「音」的角度 

 

新聞標題中的雙關語通常涉及到兩個詞彙，引號中的詞彙

與原本的詞彙有著相同或相近的發音。從心理空間理論的角度

來看，一個心理空間融合的運作，輸入空間 I 和 II 要相互映

射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兩個空間必須具有彼此間的共同或相

近的特徵（類屬空間）。換言之，新聞標題中的語意融合現象，

通常會包含兩個詞彙：替換後的詞彙（輸入空間 I）以及原本

的詞彙（輸入空間 II），而這兩個詞彙具有一個共同或相近的

特徵（類屬空間），即共同或近似的發音。反之，如果沒有擁

有相同或類似的音，心理空間融合就會無法運作，該新聞標題

也會令人覺得生硬難懂，甚至無法體會其所要表達的言外之

意。 

一個新聞標題在替換相關的詞彙之後不但不會造成理解

上的困擾，反而能引發一語雙關的現象。若從認知心理學的角

度來檢視這樣的現象的話，Miller（1991:128）提出「多重詞彙」

的概念，認為人有四種心理詞彙分別是：「用來聽的語音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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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a phonetic input vocabulary for listening）、「用來說的語

音輸出詞彙」（a phonetic output vocabulary for speaking）、「用來

讀的構字規則輸入詞彙」（an orthographic input vocabulary for 

reading），以及「用來寫的構字規則輸出字彙」（an orthographic 

output vocabulary for writing）。新聞標題的呈現及理解是透過所

謂的「用來聽的語音輸入詞彙」以及「用來讀的構字規則輸入

詞彙」。如同前面提到新聞標題雙關的現象必須符合同音或近

似音的前提，這部份的所運用的心理詞彙就是所謂的「用來聽

的語音輸入詞彙」。當我們累積了很多的閱讀經驗之後，一個

詞組或句子在腦中會形成一個訊息單位來處理，而不再是一個

個獨立的詞彙來處理。換言之，是將一個熟悉的詞組或句子視

為一個訊息單位，而不再分析它的內在組織結構（Miller 

1991）。這種已經單一化的訊息單位其處理歷程是自動化的，

且提取的過程是立即的、瞬間的。雖然在新聞標題雙關的修辭

手法中會將一些字做替換，但是只要是同音或者近似音，我們

仍能將其原本的語意提取出來。而關於所替換的新詞彙，其訊

息的處理過程即是應用了「用來讀的構字規則輸入詞彙」的心

理詞彙這部分來處理。如以下的例(4)和例(5)所示。為了便於說

明雙關語的現象，本文以「輸入詞彙」來稱呼雙關語中「替換

後的字」，而以「心理詞彙」來稱呼「原有的字」。 

在例(4)中「醉過」的發音會提取出「用來聽的語音輸入詞

彙」的心理詞彙中有相同發音的「罪過」。此外，由於原本的

「罪」字被替換成「醉」，如此一來，透過視覺的訊息讀者會

提取出「用來讀的構字規則輸入詞彙」關於「醉」的語意。透

過兩個層面的心理詞彙的運作，讀者可將其詮釋成「因為喝醉

酒而犯下如此的過錯真是罪過」。而在例(5)中，「粽要」的發音

會提取出「用來聽的語音輸入詞彙」的心理詞彙中有相近發音

的「重要」，因為「粽」和「重」的差異在於一個是以無捲舌

的[ts]當聲母，另一個則是以捲舌音的[tʂ]當聲母，兩者發音相

近，所以仍然能提取出原本熟悉的心理詞彙「重要」。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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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替換的字「粽」，透過視覺的訊息，會提取出「用來讀的構

字規則輸入詞彙」關於「粽子」的語意。藉由兩類心理詞彙的

語意融合，我們即可得知，該新聞的議題是在討論粽子衛生的

重要性。新聞標題中雙關語的訊息處理方式如圖 2 所示。 

 

(4) 「醉」過撞死 2 女尼茫然不知 （自由時報 2007/01/27） 

(5) 衛生最「粽」要 （自由時報 2003/05/30） 

 

                用來聽的語音輸入詞彙 

衛生最「粽」要                              概念的理解  

               用來讀的構字規則輸入詞彙 

 
圖 2: 新聞標題中雙關語的訊息處理示意圖 

 

根據所觀察的語料，我們依新聞標題具雙關語意的字將其

音歸納出兩大類：同音和近似音，其中近似音可再進一步地區

分成兩類，分別是發音相近以及跨語言的互換。 

 

3.1.1 同音 

 

在同音這類別中，媒體工作者可能採用同樣字形的詞彙或

者是不同字形的詞彙，但都是以相同發音為前提，這樣一來可

以協助原有詞彙或詞組的提取。如以下例(6)-(9)所示。在例(6)

中，「毒害人民」的「毒」並沒有被替換掉，因此屬於同形又

同音的字。我們仍可理解「毒害」是動詞詞組，而引號中的「毒」

藉由新聞的內文得知這「毒」指的是瘦肉精所產生的毒，因此

是名詞。兩者雖然詞性不同，但具有相同的發音。在例(7)中，

「獨步日本」的「步」也是沒有被替換，所以也屬於同音又同

形。這裡的「步」由新聞的內文得知指的是日本當紅女歌手濱

崎步的舞步。例(8)中的「機師有醉」，原本的詞彙應該是「有

罪」，在此將「罪」替換成「醉」，兩個字仍屬於同音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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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可以將其詮釋「喝醉」和「有罪」兩種語意。同樣地，在

例(9)中，「音此重生」的「因」被替換成「音」。由於「因」和

「音」屬於同音字，所以我們仍可提取出「因此」和「音樂」

兩種語意。 

 

(6) 「毒」害人民衛生署農委會聯手唱雙簧（中國時報

2007/08/15） 

(7) 挑戰聽覺獨「步」日本 （自由時報 2003/07/27） 

(8) 機師有「醉」華航失查 （中國時報 2003/10/10） 

(9) 名師部落文章中的感人故事上課睡覺的女人「音」此重生

（自由時報 2006/12/09） 

 

3.1.2 近似音 

 

新聞標題中的雙關技巧，同音的情形並不佔大多數，因為

要找發音相同且能夠傳達出言外之意的情況有所侷限。在我們

分析的語料中，利用近似音的手法相當常見。採用近似音的方

式主要有兩種類別，首先是利用華語中具近似音的詞彙來做替

代，再者則是跨語言的互換，如台語、英語等等。如同前面所

提及的，人們對於熟悉的詞組或句子常會將其處理成一個訊息

單位，且透過心理詞彙中用來聽的語音輸入詞彙來處理訊息，

因此只要是音相近對於熟悉常用的詞組一樣都可以被提取出

來。 

 

3.1.2.1 發音相近 

 

根據我們的觀察，新聞標題中的雙關現象，其應用的近似

音策略精確來說大部分是屬於發音位置相近的詞彙，如以下例

(10)-(14)所示。在這些例子中，例(10)和(11)是聲母不同，例(12)

和(13)是韻尾的發音位置不一樣，而例(14)則是聲調上的差異。

具體來說，例(10)中的「醉樓」其本字是「墜」替換成「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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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從捲舌的[tʂ]變成不捲舌的[ts]，由於兩個詞彙的音相近，仍

可理解出「喝醉」和「墜樓」兩個語意。例(11)中，「北京新藏

城」其本字應是「長城」，在此替換成「藏」，從捲舌的[tʂʰ]變

成不捲舌的[tsʰ]，所以可理解成「隱藏長城」的語意。在例(12)

中，括號中的「銀」，其本字是「贏」，代表贏了。因為兩個字

的音類似，本字是[jiŋ]35，替換後是[jin]35，兩者差別只在尾音

的發音位置上，前者在軟顎，後者在齒齦，其他特性皆相等，

所以仍可詮釋成「贏了銀牌」。例(13)中的「星書」其原有的詞

組應該是「新書」，將「新」替換成「星」，尾音從不捲舌的[in]

變成捲舌的[iŋ]。由於兩者是近似音，因此還是可理解出「新

書」和「明星」兩個語意。而在例(14)中，原本的「有禮」替

換成「油禮」。在華語中當一個詞組是兩個三聲的字在一起出

現時，會有三聲變調（tone sandhi）的情況，也就是第一個三

聲的詞會轉換成二聲。在這樣的情況下，將原本聲調是三聲的

「有」替換成二聲的「油」時，對整個詞組的理解並不會影響

太大，因此讀者仍可得到「有禮」和「油」兩個語意。此外，

我們從語料中還發現到，新聞標題的雙關修辭技巧幾乎不用在

元音上差異的字。 

 

(10) 風塵女「醉」樓恩客見死不救 （中國時報 2007/08/28） 

(11) 北京新「藏」城遮醜為奧運 （中國時報 2007/08/19） 

(12) 馬術美少女「銀」了（自由時報 2006/12/13） 

(13) 田希仁出「星」書捲入八卦圈 （自由時報 2002/01/08） 

(14) 訂報「油」禮 （聯合報 1993/3/30） 

 

3.1.2.2 跨語言的互換 

 

在目前資訊流通的地球村的年代，新聞標題除了使用華語

中同音及近似音的策略外，還有透過跨語言的互換。這些跨語

言的互換包括大家所熟悉的台語以及英語，而所互換的詞彙或

詞組都是較簡單且耳熟能響的，如以下例(15)-(18)所示。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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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台語的詞彙替換成華語中具相近音的詞彙的例子。其本來

的詞彙應該是台語的「介好用」，然而為了配合前文強調日本

碗蓋的用處，將「介」替換成「蓋」，如此一來，可詮釋出「日

本碗蓋」和「介好用」的語意。在例(16)中，本來的句子應該

是台語的「有拜有保庇」，將「拜」替換成具近似音的「Buy」，

來強調買保險就像拜拜一樣，有買有保佑及保障。例(17)中的

「e 覽無遺」，本來的詞組是「一覽無遺」，原本的「一」是第

四聲，替換成不具聲調的英文「e」。在此「e」表示電子化的時

代透過網路來獲得訊息。由於兩者的發音相近，因此可以理解

成「透過網路對於報案的訊息一覽無遺」。例(18)是將英語的詞

彙替換成華語中具相近音的詞彙。原本英文的詞彙應該是「Let's 

go」，在此將「go」替換成華語中的「購」，來傳達「我們去購

物」的語意。 

 

(15) 吃飯喝湯日本碗「蓋」好用 （自由時報 2003/07/03） 

(16) 衡量手頭預算優先規劃定期醫療險  帳戶型醫療險有

「Buy」有保庇 （中國時報 2007/08/30） 

(17) 110 報案地點「e」覽無遺 （自由時報 2007/01/11） 

(18) 有本錢才能「Let’s 購」（自由電子新聞網 2002/03/11） 

 

3.1.3 小結 

 

從音的角度來檢視新聞標題中的雙關現象，我們發現要形

成一個據雙關語意的標題，必須在具同音或者近似音的前提

下。具體來說，替換後的字與原有的字或者是同音，或者是華

語中發音相近的字，或者是華語與其他語言中發音相似的字。

從心理空間理論來看，這前提剛好符合空間融合的一個必要條

件：兩個輸入空間要有共同的特徵（也就是類屬空間）。此外，

我們還引用了 Miller（1991）的四種心理詞彙的概念。具體來

說，對於熟悉的詞組或句子讀者會將其處理成一個訊息單位，

並透過「用來聽的語音輸入詞彙」來辨識該詞組或句子；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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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中的字通常會透過「用來讀的構字規則輸入詞彙」來處理訊

息，因而得到兩個層面的語意。 

 

3.2 「形」的角度 
 

本節將從「形」的角度切入來分析新聞標題中的雙關現

象。在前一節中我們提到一個新聞標題的雙關現象或語意融合

現象必須符合同音或者近似音的前提。而無論同音或不同音皆

有可能同形或不同形。換言之，當兩個輸入空間具有類似或相

同的音時，這部分屬於類屬空間的處理範圍；接下來會進入輸

入空間 I（來源域）和輸入空間 II（目標域）中的語意成份相

互映射的部分。我們認為輸入空間 I（來源域）是代表輸入詞

彙，輸入空間 II（目標域）代表心理詞彙，當「音」的條件符

合後，會進入到兩個輸入空間中的語意成份相互映射的部分，

也就是由來源域的「替換後」的字和目標域的「原有」的字互

相映射。 

在「形」的探討角度中，我們將著重在 Miller（1991）所

提的「用來讀的構字規則輸入詞彙」的心理詞彙上。由於人的

大腦會隨著大腦累積的閱讀經驗而把一些熟悉常用的詞組或

句子處理成一個訊息單位，因此對於新聞標題中的詞組或句

子，只要讀起來音相同或相近我們皆可以理解其原本的語意，

因此，「形」（所替換的字）在新聞雙關現象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這是因為該詞彙會誘發起「用來讀的構字規則輸入詞彙」

的心理詞彙，讓讀者能得到除了本來詞組語意以外的另一個概

念。根據我們的觀察，同音有可能會同形或不同形，以及近似

音不同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同不同形，兩個字都各自

具備不同的語意。以下將依同音同形、同音不同形、和近似音

不同形來分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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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同音同形 

 

當新聞標題所運用的雙關語現象是屬於同音又同形時，此

時原本的詞彙並沒有被替換成其他的詞彙，相較於替換成其他

字的情況，同音同形的策略較不易詮釋所欲傳達的概念。此時

新聞的內文及讀者的背景知識就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來協助

讀者對同樣的形式的詞彙詮釋成雙關的語意，並體會該標題的

言外之意，如以下例子(19)-(23)所示。例(19)中的「無法辦人」

的「無法」原本指的是「沒有辦法」的語意，然而前面的句子

「無罪變有罪」給與讀者一個線索表示這主題是有關法律方面

的範疇。因此，讀者在詮釋「無法」除了原本的語意外，還會

多了一個「無相關法律」的意思。在例(20)中，「洋酒銷售慘

烈」表示洋酒的銷售不好，而引號中的「烈」字，因這主題是

有關酒的範疇，所以多了一層意義，也就是「烈酒」。如此一

來，該標題傳達出洋酒，特別是烈酒，銷售相當不好。例(21)

中，「鼔動新生」的「鼓動」原本是動詞詞組。單憑標題就不

易找出這裡所表達的第二個語意。而透過內文，被引號給標記

起來的「鼓」可詮釋成「打鼓」這件事。此標題因此可以被解

讀為因打鼓而鼓動抗癌小鬥士的人生。在例(22)中，「登台」

原本指的是登上舞台或登上檯面的意思，然而因為前面的句子

提到日本這國家，讀者在詮釋「登台」時，會因為是屬於國家

的範疇而將「台」理解為「台灣」，整個標題便傳達日本的賣

座電影即將來台灣登上檯面。 

 

(19) 無罪變有罪還是「無法」辦人 （自由時報 2007/08/15） 

(20) 洋酒銷售慘「烈」未受惠股市多頭 （自由時報 2007/08/05） 

(21) 抗癌小鬥士「鼓」動新生 （自由時報 2007/08/26） 

(22) 日本五年來最賣座電影，黃泉路趁熱登「台」 （自由時

報 2003/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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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在詮釋同音同形的雙關策略的現象時，範疇的概

念顯得相當的重要，可以協助讀者去提取同一範疇中的相關概

念或詞彙。有時範疇的線索可直接透過標題的前後文來獲得，

有時則必須透過對內文的初步理解才能獲得線索。 

 

3.2.2 同音不同形 

 

同音但不同形的例子相較於其他類別，由於同時要替換合

適且能傳達確切語意的詞彙又要兼顧必須要同音，所以例子相

對較少。然而這樣的標題對讀者來講其實是較好處理的，因為

相同的音可以協助讀者迅速地提取出「用來聽的語音輸入詞

彙」，且替換後的詞彙會比同音同形的例子更能讓讀者清楚了

解標題所欲傳達的言外之意，如以下例子(23)-(27)所示。例(23)

中，「夏天囂蟑」其原本的詞彙應該是「囂張」，將原本的「張」

替換成同音不同字的「蟑」，來表示夏天的蟑螂很囂張。例(24)

中，「健康新煮張」其原本的詞彙應該是「主張」，在此將其

替換成同音不同字的「煮」來傳達另一層的語意，強調如何煮

才符合健康的新主張。在例(25)中，「罩顧全校」其原本的詞

彙應該是「照顧」，「照」字在此將其替換成同音不同形的「罩」，

使該句子多出一層關於口罩的語意，也就是用口罩來照顧全

校。例(26)中，「舌麼情況」，原本的詞組應該是「什麼情況」，

把「什」替換成同音不同形的「舌」來提供對於該主題更精確

的語意，即關於舌頭的什麼情況。而例(27)中的「貂民」，其

原本的詞彙是「刁民」，這裡把「刁」替換成同音不同形的「貂」

來表示事件的行動者。 

 

(23) 夏天囂「蟑」苦了氣喘兒 （自由時報 2002/04/30） 

(24) 健康新「煮」張 （自由時報 2003/02/22） 

(25) 「罩」顧全校，家長一起來 （自由時報 2003/05/20） 

(26) 這是「舌」麼狀況 （自由時報 200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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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偷遊客枴杖大膽「貂」民萌翻 (自由時報 2022/10/12) 

 

3.2.3 近似音不同形 

 

新聞標題中相當多的情況是運用了近似音不同形的策

略。由於音仍然相近，所以並不會影響對於心理詞彙或詞組的

訊息提取，且能透過輸入詞彙來傳達另一層語意，如以下例

(28)-(32)所示。在例(28)中的「4 如破竹」原本的詞彙應該是「勢

如破竹」，在此將「勢」替換近似音不同形的「4」，來表達

因收視率破 4 成而顯得勢如破竹。例(29)中，「人生有子望」中

的「子望」其原本的詞彙是「指望」，在此把「指」替換成近

似音不同形的「子」，來表示人生因有孩子而有指望。例(30)

中，「抓嫌患」其原本的詞彙應該是「嫌犯」，在此將「犯」替

換成近似音不同形的「患」，來表達要抓拿疑似患有 SARS 的

病患。例(31)是一個跨詞組的呈現方式，「腕美錶現」其原本的

詞組應該是「完美表現」，透過把「完美」的「完」替換成近

似音不同形的「腕」以及將「表現」的「表」替換成同音不同

形的「錶」的手法，來傳達腕錶的完美表現。 

 

(28) 「4」如破竹 （中國時報 2003/04/08） 

(29) 人生有「子」望，樂當不婚媽媽 （自由時報 93/3/18） 

(30) SARS  捉嫌「患」（中國時報2003/6/10） 

(31) 自由 「腕」美「錶」現 （自由時報 2007/02/26） 

 

3.2.4 小結 

 

在同音或近似音的前提下，從「形」的角度來檢視新聞標

題中雙關語的修辭技巧可歸納出三種類型，包括同音同形、同

音不同形、近似音不同形。此外，我們也發現標題的前後文有

時會提供線索，讓讀者知道目前議題是屬於哪個範疇，進而協

助對於該詞彙相關語意的檢索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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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義」的角度 
 

在介紹完新聞標題「音」的條件以及「形」的現象後，本

節要從「義」的角度來探討新聞標題中的雙關語現象。前面曾

提及從心理空間的角度來看，輸入空間 I（來源域）中是表示

「輸入詞彙」，輸入空間 II（目標域）代表「心理詞彙」。當

「音」的條件符合後，會進入到兩輸入空間中的語意成份相互

映射的部分，也就是由來源域的「輸入詞彙」和目標域的「心

理詞彙」互相映射。而要進行這樣跨空間的映射，前提是兩個

輸入空間內的語意項彼此之間也必須要有對應的重要連結關

係。如此一來，映射後及融合出來的語意才有意義。最後在進

行形式上壓縮（compression）的過程將兩概念壓縮成一個形

式，並融合出新的語意。本節要探討的是兩個輸入空間內的語

意項連結關係，及其融合出來的語意。我們從語料中歸納出三

大類別的關係，分別是：因果關係、方法及工具、事件參與者，

並針對每個類別進一步做探討。 

 

3.3.1 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基本上指的是一個輸入空間表示原因，而另一個

輸入空間表示結果。為了方便討論，我們將從輸入空間 I （來

源域）的角度來探討，也就是針對「輸入詞彙」所呈現的概念

為主。換言之，引號中的字有可能是指出該新聞事件的原因，

或者呈現該新聞事件中的結果。據此，我們將分為輸入空間 I 

表原因以及輸入空間 I 表結果兩種類別來做討論。 

 

3.3.1.1 原因 

 

當兩個輸入空間中的語意項是因果關係，且輸入空間 I 表

示原因，輸入空間 II 則是表達該事件的結果。藉由這樣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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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讀者僅透過新聞標題即可獲得整個新聞事件的前因後

果，即其所欲傳達的言外之意。如以下例(32)-(35)所示。在例

(32)中，輸入空間 I 的「瘦」表示原因，輸入空間 II 的「受歡

迎」表示結果，藉由「同音」的「類屬」，兩者得以連結，因

此就融合形為「瘦」，音為[ʂou]51，意義為：「普渡中的神豬，

通常是越胖越受歡迎，然而，此回非人工飼養的野豬公，反而

因為較瘦而受歡迎。其原因在於野放的豬較精壯，肥肉少瘦肉

多，所以在分供品時，較受民眾的喜愛。」以此可做出下圖： 

 

 
圖 3: 例(32)的語意融合示意圖 

同音 

音：[ʂou]51 音：[ʂou]51 

 

 形：「受」歡迎 

 

義：脂肪少 

 

形：瘦 

 

義：「瘦」的野豬公更

「受」歡迎 

形：「瘦」歡迎 

 

義：接受 

 

音：[ʂou]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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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示，輸入空間 I 的「瘦」和輸入空間 II 的「受

歡迎」的「受」是屬於同音不同形的詞彙，輸入空間 I 和輸入

空間 II 中的語意項的關係屬於因果關係。在融合過程中先將兩

個輸入空間的概念壓縮成單一形式『「瘦」歡迎』，並透過「組

成」把輸入空間 I 和 II 中的語意成分一起投射到融合空間

中，得到初步的語意是豬公因為瘦而受歡迎。接著，進一步透

過「完成」的運作，運用讀者的背景框架、認知、及文化模式

等知識將這些語意項在融合空間形成一個擁有自身邏輯的結

構系統，因而得出普渡中的神豬通常是越胖越受歡迎、且是由

人工飼養的，而野放的豬通常叫精壯結實，照理來說應該在祭

祀中較不受青睞，然而在此竟是越瘦越受歡迎。因此讀者可進

一步融合出可能是在祭祀完後，一般民眾會分食豬肉，此時大

家都偏好瘦肉，所以瘦肉較多的野豬公此時較受歡迎。 

而在例(33)中，輸入空間 I 的「薪」指的是薪水，指出該

事件的原因，輸入空間 II「一身腥」表示結果，從而融合出「因

薪水事宜而惹得一身腥」。在例(34)中，輸入空間 I 的「毒」

表示原因，輸入空間 II 的「毒害人民」表示結果，經過融合並

加入內文的訊息以及當時的時空背景，得到「因瘦肉精留下的

餘毒而造成毒害人民」。在例(35)中，輸入空間 I 的「醉」表

示原因，而輸入空間 II 的「墜樓」表示結果，融合出的語意是

「因喝醉酒而墜樓」。 

 

(32) 神豬普渡野豬公「瘦」歡迎  （自由時報 2007/01/09） 

(33) 耶魯灣，惹得一身「薪」（中國時報 2003/04/06） 

(34) 「毒」害人民衛生署農委會聯手唱雙簧 （2007/08/15/中國

時報） （同例(6)） 

(35) 風塵女「醉」樓恩客見死不救 （中國時報 200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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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結果 

 

在這組的語料中，兩個輸入空間的語意項的關係同樣是因

果關係，然而輸入空間 I 此時表示的是該事件的結果，而輸入

空間 II 有些表示原因，有些並不是，原因有時要從標題的前後

文來理解，如以下例(36)-(39)所示。在例(36)中，輸入空間 I 是

「乾」，表示結果；而輸入空間 II 是「乾著急」，表示原因。

其語意的融合及詮釋如圖 4 所示。 

在圖 4 中，輸入空間 I 的「乾」和輸入空間 II 的「乾著

急」的「乾」是屬於同音同形的詞彙，輸入空間 I 和輸入空間

II 中的語意項的關係是屬於因果關係。在融合過程中先將兩個

輸入空間的概念壓縮成單一形式『「乾」著急』，並透過「組

成」是把輸入空間 I 和 II 中的語意成分一起投射到融合空間

中，而得到初步的語意，也就是「翡翠水庫乾」和「乾著急」；

然後進一步透過「完成」的運作，運用讀者的背景知識將這些

語意項在融合空間形成一個擁有自身邏輯的結構系統，因此我

們可以從背景及文化的認知理解水庫乾枯並不是人力所能主

導，而是天候因素，且著急的也不會是水庫在著急，而是相關

的單位以及關心的民眾才會著急，但又因為無能為力，所以對

翡翠水庫乾枯的現象只能乾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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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例(36)的語意融合示意圖 

 

而在例(37)中，輸入空間 I 是「銀」，表示的是結果；輸

入空間 II 是「贏了」，也表示結果。由於前面的句子所提到的

「馬術」提供了原因（去參加馬術比賽），同時也協助讀者將

「銀」在比賽的範疇中詮釋成「銀牌」，因此經過融合後我們

得到「該名美少女參加馬術比賽最後贏得了銀牌」的語意。例

(38)中，輸入空間 I 是「瘦」，表示的是結果；輸入空間 II 是

「受訓」，表示原因；經語意融合後得到的詮釋是「女警因為

受訓而瘦了」。在例(39)中，輸入空間 I 表達的是事件的結果

同形 

音：[kan]55 音：[kan]55 

 

 形：「乾」著急 

 

義：乾涸 

 

形：乾 

 

義：翡翠水庫日漸「乾」枯，人力

幫不上忙，所以只能「乾」著急。 

形：翡翠水庫「乾」著急 

 

義：擔心 

 

音：[kan]55 

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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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輸入空間 II 是「狀況」，而該事件的原因是由前文所

給的「天雨路滑」，經過語意的融合後的得到「因天雨路滑導

致撞車的狀況不斷」。 

 

(36) 翡翠水庫「乾」著急歷來最嚴重 （自由時報 2002/03/12） 

(37) 馬術美少女「銀」了 （自由時報 2006/12/13） 

(38) 女警「瘦」訓年抓 25 通緝犯減 10 公斤 （自由時報

2007/01/07） 

(39) F1 摩納哥站天雨路滑「撞」況不斷麥拉侖漢米爾頓奪冠 

（Yahoo!奇摩新聞 2008/05/26） 

 

3.3.2 事件參與者 

 

在新聞標題的雙關修辭手法中，也有用來指出關於該事件

的參與者。在此我們依據 Van Valin and LaPolla（1997）所提的

語意角色的概念，將論元角色分為行動者（Actor）和承受者

（Undergoer）。在一事件的參與者中，最像主事者的論元是行

動者；而最像受事者的論元是承受者，請見以下的探討。 

 

3.3.2.1 行動者（Actor） 

 

在此透過雙關語的修辭手法，在輸入空間 I 指出該事件的

行動者是誰，如例(40)和(41)所示。在例(40)中，輸入空間 I 是

「警」，輸入空間 II 是「緊張」的「緊」，其心理空間的融合過

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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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例(40)的語意融合示意圖 

 

如上圖所示，輸入空間 I 是「警」，輸入空間 II 是「緊張」

的「緊」，兩者是近似音不同形，且兩空間語意項的關係是行

動者的關係，也就是輸入空間 I 點出該事件的行動者，輸入空

間 II 修飾該行動者的感受。首先透過「組成」把輸入空間 I 和 

II 中的語意成分一起投射到融合空間中，得到初步的語意「警

察很緊張」。接著，進一步透過「完成」融合過程，藉由讀者

的背景知識以及前後文給的線索，得出輸入空間 I 的「警」並

不單單表示警察而已。具體來說，由於前面句子已經點出高階

近似音 

音：[tɕiŋ]214 音：[tɕin]214 

 

 形：「緊」張 

 

義：警察 

 

形：警 

 

義：高階警官也要參與跑步檢

定，讓這些警官非常緊張。 

形：「警」張 

 

義：緊迫 

 

音：[tɕiŋ]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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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所以緊張的人主要指的是這些高階警官，而不是所有警

察。因此，經過融合後得到的語意是「高階警官也要參與跑步

的檢定，讓這些高階警官非常緊張」。 

在例(41)中，輸入空間 I 是「蟑螂」的「蟑」，輸入空間 II

是「囂張」的「張」。輸入空間 I 的「蟑」，表示該事件的行動

者，經過語意的融合後得到「蟑螂在夏天很囂張，害慘了氣喘

兒」的語意。 

 

(40) 高階警官也要跑非常「警」張 （自由時報 2002/03/15） 

(41) 夏天囂「蟑」苦了氣喘兒 （自由時報 2002/04/30）                

（同例(23)） 

  

3.3.2.2 承受者（Undergoer） 

 

在一事件的參與者中，最像受事者的論元就是承受者。事

件的承受者透過雙關語的修辭手法，在輸入空間 I 給點了出

來，如以下例(42)和(43)所示。例(42)中，輸入空間 I 是「虎」，

輸入空間 II 是「虎視眈眈」的「虎」，其心理空間的融合過程

及語意的詮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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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例(42)的語意融合示意圖 

 

如上圖所示，輸入空間 I 是「虎」，輸入空間 II 是「虎視

眈眈」的「虎」，屬於同音且同形的詞彙，兩輸入空間語意項

之間的關係是承受者的關係。透過「組成」把輸入空間 I 和 II

中的語意成分一起投射到融合空間中，並進一步地透過「完成」

將這些語意項另組成新結構。我們大都會習慣性地將「虎視眈

眈」這成語中的「虎」詮釋成行動者，然而基於讀者對於高爾

夫球比賽的認識，都了解老虎伍茲是目前高爾夫球界最優秀的

同形 

音：[xu]214 音：[xu]214 

 

 形：「虎」視眈眈 

 

義：人名翻

譯 

 

形：虎 

 

義：美國高爾夫球名人賽，許多

優秀的參賽者，都視老虎伍

茲為強敵，對其虎視眈眈。 

形：眾將「虎」視眈眈 

 

義：老虎 

 

音：[xu]214 

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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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因此在詮釋「虎」視眈眈時，並不會將其詮釋為「老虎

伍茲對其他選手虎視眈眈」，而是將伍茲詮釋成承受者。經語

意的融合後得到「美國高爾夫球名人賽，許多優秀的參賽者，

都視目前世界第一老虎伍茲為強敵，並對其虎視眈眈。」 

在例(43)中，輸入空間 I 是「萱」，輸入空間 II 是「宣洩」。

輸入空間 I 的「萱」因為前面句子提供的線索，我們可以理解

成詹仁雄的前妻陳孝萱。經過語意的融合後得到「詹仁雄出了

新書，並透過該新書將與前妻陳孝萱不愉快的婚姻經驗及往事

給宣洩出來」的語意。 

 

(42) 美國名人賽眾將「虎」視眈眈 （自由時報 2002/04/11） 

(43) 詹仁雄出新書「萱」洩往事 （自由時報 2002/03/29） 

 

3.3.3 方法及工具 

 

在方法及工具的類別中，輸入空間 I 通常指出進行該事件

的方法或工具，輸入空間 II 並不一定是被修飾的對象，如以下

例(44)-(46)所示。例(44)中，輸入空間 I 是「蓋」，輸入空間 II 

是台語的「介方便」的「介」，其語意的融合過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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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例(44)的語意融合示意圖 

 

「介」的台語發音與「蓋」的中文發音近似。輸入空間 I 的

「蓋」和輸入空間 II 的「介方便」的「介」是近似音不同形的

詞彙，兩個輸入空間的語意項的關係屬於方法及工具的關係。

在融合的過程中，透過「組成」把輸入空間 I 和 II 中的語意

成分一起投射到融合空間中，得到初步的語意「在台中市吸收

芬多精是較方便的」。接著，進一步透過「完成」融合過程，

藉由讀者的對台灣的地理知識及對該新聞的了解，我們將其詮

釋成台中市地區因為距離中部地區的各景點相當近，特別是南

近似音 

音：[kai]51 音：[kai]51 

 

 形：「介」方便 

 

義：建築 

 

形：蓋 

 

 義：台中市靠近自然景點，往來

方便，吸收芬多精也較容易 

     方便的 

形：「蓋」方便 

 
音：[kai]51 

義：介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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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地區，因此方便假日去山裡出遊吸收芬多精。此外，台中市

的房子也因往返各景點快易通和平實屋價而十分誘人。值得注

意的是，我們的背景知識並不會將其語意理解為「在台中市吸

收芬多精較為方便」，而是進一步透過「執行與擴展」進行詮

釋。此過程表示人們根據融合結構自身的邏輯，對新結構進行

獨立的認知操作。每個人對於該新聞標題會有不同的認知概

念。對想自行買地蓋房子的讀者，他們對於「蓋」字就多了一

層語意的體會，認為跟在台中蓋房子有關。 

在例(45)中，輸入空間 I 是「睫」，輸入空間 II 是「捷徑」

的「捷」。因為前文已經提到眼睛這詞彙，所以在眼睛這範疇

中我們會將「睫」詮釋成眼睫毛，經過語意的融合後得到「要

擁有會說話的眼睛，從眼睫毛下手才是捷徑」的意思。在例(46)

中，輸入空間 I 是「畫」，輸入空間 II 是「感化」的「化」。

輸入空間 I 的「畫」點出該事件使用的方法或工具，因此經過

語意的融合後得到「無臂楊恩典不但用他的畫作來感化與他處

境相同的病人，而且還透過他殘而不廢的精神鼓勵這些人重新

站起來面對自己的人生」。 

 

(44) 吸收芬多精中市「蓋」方便 （自由時報 2003/07/27） 

(45) 會說話的眼睛有「睫」徑 （自由時報 2002/03/31） 

(46) 無臂楊恩典感「畫」同病人 （自由時報 2007/08/19） 

 

3.4 小結 
 

本節以心理空間理論為基礎，分別從「音」、「形」、「義」

三個角度來探討新聞標題中的雙關語現象，並運用 Miller

（1991）提出的「用來聽的語音輸入詞彙」以及「用來讀的構

字規則輸入詞彙」來解釋讀者對於新聞標題的訊息處理過程。 

整體來說，新聞標題中的雙關語現象通常包含兩個字，分

別是「輸入詞彙」與「心理詞彙」。它們要麼是同音要麼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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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音。其滿足了心理空間理論中一個心理空間融合的運作的前

提：兩個輸入空間必須具有共同或相近的特徵。在語意融合

中，「輸入詞彙」是輸入空間 I，「心理詞彙」是輸入空間 II，

類屬空間是二者的共同或近似的特徵，包括同音、近似音（又

分成華語近似音的互換和誇語言近似音的互換）或同形（如果

二字是同音同形）。 

當音的條件符合後，輸入詞彙和心理詞彙互相映射。音對

應到音，形對應到形（在同音同形的情況下）。接著，「壓縮」

的過程將輸入詞彙的形和心理詞彙所出現的表達式壓縮成一

個形式（也就是雙關語）。而「組成」的過程把兩個空間中的

義一起投射到融合空間中。輸入詞彙和心理詞彙的語意彼此之

間有對應的語義關係（主要包括因果關係、方法及工具、事件

與參與者）。由於這些關係在生活中較為常見，讀者便能將各

個信息聯繫起來並融合出新的語意。最後，透過「完成」的運

作，讀者應用背景知識及文化模式等將這些語意項形成一個更

完整、合乎邏輯的結構系統，進而得到更全面的解讀。 

概念融合的本質是關係的融合，因為信息輸入空間與空間

之間的聯通靠的是關係（王正元 2009:23）。在雙關語中，這

些關係將輸入詞彙和心理詞彙聯通起來形成一個知識網絡。只

有這樣融合過程才能順利進行，該新聞標題也不會令人覺得生

硬難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本文已經討論的因果關係、事件參與

者、方法與工具，輸入詞彙與心理詞彙之間可能還有其他類別

的連結。比如以下例子中，輸入空間 I 表示的是地點。 

  

(47) 言承旭絲毫不「澳」惱 （自由時報 2002/03/28） 

 

例(47)中，輸入空間 I 是「澳」，輸入空間 II 是「懊惱」

的「懊」。在我們的認知中，「澳」可表示澳門或者澳洲，而

透過新聞的內文得知這裡指的是澳洲。此時，輸入空間 I 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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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項是來描述該事件發生的地點，經過語意的融合後，得到「當

事人並不因為在澳洲發生的事件而感到絲毫地懊惱」的語意。

新聞標題中的雙關語是否還能表示其他的語意（如時間、目

的、方向等）還需要更多的觀察與分析。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新聞標題例子，本文還發現了包含不同

語意關係的例子，如例(48)中輸入詞彙能表示主題： 

 

(48) 衛生最「粽」要 （自由時報 2003/05/30）（同例(5)） 

 

例(48)的輸入空間 I 是「粽」，輸入空間 II 是「重要」的

「重」，透過將「重」替換成近似音的「粽」來突顯該新聞的

議題，即粽子衛生的重要性。如果把它分析成「粽子，衛生最

重要」，應該視為「主題-評論」的結構。此語意的融合方式不

同於其他的例子。 

另外，輸入詞彙也有屬於動詞的例子，如例(49)。 

 

(49) 北京新「藏」城遮醜為奧運 （中國時報 2007/08/19）（同

例(11)） 

 

例(49)中「新藏城」的「藏」屬於動詞，心理詞彙應是「長」。

兩者發音相近，經過語意融合後可以理解成「隱藏長城」。 

最後，在例(50)中的「少男殺手創商機」原本並無手機的

語意，然而新聞標題將分開在語句中的「手」和「機」用引號

標記起來，以呈現「手機的商機」的語意。 

 

(50) 許慧欣少男殺「手」創商「機」 （自由時報 2003/07/05） 

 

類似例(48)至例(50)的例子及其語意融合現象，還有待日後

更多語料的蒐集和分析。另外，輸入詞彙與心理詞彙之間還存

在哪些其他的語意關係，未來也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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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隨著時代的步伐，新聞媒體已經成為當代台灣人連結與理

解自己圈子外人事物的主要管道。由於同業的競爭，為了吸引

讀者或觀眾的眼光，新聞報導的雙關語在目前的大眾媒體相當

常見。本文以心理空間理論為基礎，結合多重詞彙的概念，從

音、形、義三個角度來探究其使用的策略及認知機制，並解釋

讀者為何能獲得概念和理解意義。 

研究結果指出，輸入詞彙（即「替換後的字」）與心理詞

彙（即「原有的字」）必須是同音或近似音、可同形或不同形，

或具有對應的語意項連結關係（即因果關係、事件參與者、方

法及工具）。一語雙關則是二者經過語意融合後所產生的結

果。透過一語雙關的語意融合現象，我們得以更進一步了解人

類處理語言的機制，並從中探索人類認知歷程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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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BLENDING OF CHINESE NEWS 

HEADLIN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ENTAL 

SPACES THEORY  

 

 
Jung-hsing Ch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se of puns in Chinese news headlines often provides implied meanings to 

the news read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se of puns in Chinese news headlin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ental Spaces Theor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rategie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them.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ied meanings of the puns in news headlines arise from the 

blending of the two word forms; the relation of the two forms can be either 

homophonic/near-homophonic or homographic, whereas the semantic relation of 

the two forms can be cause and result, manner and instrument, or event and 

participant, etc. 

 

Keywords: news headlines, Mental Spaces Theory, meaning blending, p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