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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喻说理具有语言的美感性、形象的可塑性等本质特征，在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中具

有先天的优势。思想政治教育形象中的比喻说理，是比喻方法之中的有效说理，也是据事说理情

境中的简练比喻。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需要破解思想政治教育本真形象与大众感知思想政

治教育形象的壁障。比喻说理的内在语言魅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具象化、感染性与审美

性发展。创新比喻说理的话语解读、注重比喻说理的内容建设、激活比喻说理的主体自觉以及形

成比喻说理的审美表达是运用比喻说理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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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说理以隐喻为核心，重在诠释事实之理

的基础之上，将抽象的事物化虚为实。习近平曾

用“总开关”“总钥匙”“钙”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部分要素，起到了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象

塑造的效果，这为我们如何运用比喻说理提供了

良好的典范。“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是人们在感

知、接受、体验思想政治教育时对思想政治教育

的存在状态、表现样态和运行状况的总体印象与

综合评价”。 [1]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由思想政治教

育者塑造，在形象的感知者依据自己的体会进行

综合评价基础之上建立的。在思想政治教育形

象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感知与评估的过程

中，基于形象本身的复杂性、抽象性，思想政治教

育形象的感知者所产生的映像并不一定符合思想

政治教育的真正形象，不可避免地存在实际形象、

感知形象与评估形象三者之间的谬误。比喻说理

作为一种在现实中诠释语言的修辞方式，将事理、

法理、情理通过比喻这一现实性较强的修辞手法，

以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形象、实践形象、过程形

象与话语形象为契机，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制

胜的目的。

一、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塑造中的比喻说理要义

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生

成，具有多维的动态结构。比喻说理作为一种具有

工具性特色的话语修辞手段，在塑造思想政治教育

形象中，能合理有效地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所具

有的本质界定与外部特征，具有解释、辩说与调节

话语风格的功能。

1. 比喻修辞方法中的有效说理。思想政治教

育形象塑造中的比喻说理，意在借用比喻的手法，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说理，展现了整体化与动

态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比喻是“根据联想，抓

住本质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点，用一事物来描写所

要表现的另一事物的修辞方式”[2]（P121）。比喻利用

语言的深入浅出，将自然、社会、生活中的具有可喻

性、相似性的事物进行比喻式论证，使得思想政治

教育形象感知者具有丰富联想与移情的基础。感

知者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形象进行感知的过程中，由

于感知者自身的遮蔽性，无法跳出历史的局限性，

导致无法正确感知思想政治教育形象。说理的最

终目的“与其说是在此一事上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看

比喻说理：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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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如说是一种心智培育”[3]（P217）。思想政治教育

者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整体整合，把比喻作为

一种媒介，发挥比喻的想象力，将“以理服人”作为

核心目标。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勾画过程中，比

喻说理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方法，意在通过说理这一

具有深刻的道理、哲理与学理的表达，发掘出思想

政治教育形象更深的魅力。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比

喻说理中的核心要素，表明了比喻说理所阐释的核

心内容，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特征。

2. 据事说理情境中的简练比喻。据事说理指

从客观的事实出发，由叙事主体根据叙事目标，采

用的一种具有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辩证统一特征

的说理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传播需要通过

创设具有辨识度的形象，依托一定的说理载体，在

一定的说理情境中，运用亲和近人、通俗易懂的比

喻形式去感染受众。一方面，比喻作为语言的更深

层次表达，能够在据事说理的情境中去塑造良好的

思想政治教育形象。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

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

自然而然吸收。”[4]习近平针对如何做好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生动形象地运用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盐”作为喻体，意在表明开展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所秉持的潜移默化原则。另一方面，比喻所具有

的多维功能结构，需要对本体具有一定的见解，利

用形成的喻体生产出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情况

的形象解读。对于被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囊括其中

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与诉求，比喻说理的主

体也容易成为被解读对象。本体与思想政治教育

形象的诞生、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喻体则需要从

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着手，以简单明了、善于

理解的方式完成对喻体的整体构建。阐明思想政

治教育的大道理，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理具

有一定的了解，利用比喻化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深

奥性，化繁为简。

二、比喻说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塑造的内

在关联

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生成来源于思想政治教

育的现代化解读，作为历史运动中的有机体存在。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时常处于

“污名化”的状态。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破解形

象本身与外界感知之间的壁障，需要采用比喻说理

的办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具象化、感染性

和审美性。

1. 比喻说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具象

化。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本身是抽象的，需要具体的

词句去进行有针对性的描述。比喻说理在塑造思

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具体运用中，以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词语为抓手，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塑造者与

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感知者进行话语交流与情感

沟通。第一，比喻说理用抽象的具象化，化解思想

政治教育形象的抽象化。比喻说理是将抽象的事

物变成具体化的表达方式，化解思想政治教育形象

的“高”与“大”。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感知者，经历

由听觉抽象化转化为感知具体化的过程，有利于掌

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形态，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

特殊文本。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塑造的过程中，

社会公众感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魅力，将可感的

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变为具象化，提升了形象在日常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有现实效应的可感性。第

二，将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抽象性内容进行具体化

呈现。形象本身的可感知性较弱，需要特定的呈现

方式去加以呈现。话语作为感受形象的交流方式，

突破了现实社会所带来的空间制约与时间消弭。

比喻说理是具象化的思维表达方式，促进思想政治

教育各方面的生活化进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性，需要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关键

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具体呈现方式与内容表

达。对于思政课应该取得何种教育效果，习近平认

为思政课：“既要有惊涛拍岸的声势，也要有润物无

声的效果。”[5]（P23）“惊涛拍岸”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真

理的实践价值，“润物无声”则是思政课教师言传身

教的体现。这两个比喻通过具象化的方式传递了

思政课的价值与意义。

2. 比喻说理增添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感染

性。比喻说理由思想政治教育者进行，作为一种修

辞方法，旨在描绘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形象与具体

形象，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象展现。比喻说理具

有“身体在场”与“想象在场”的双重感染力，以对

话、咨询来达到维护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目的。一

是“身体在场”的沉浸式体验所带来的感染力。身

体在场是大众获得器官感知，实现身体传播的有效

途径。经过全方位的深入式体验，感知者不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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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间接经验。这一间接经

验来自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比喻说理对思想政治教

育形象的诠释，也来自感知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形

象的自我感知。在受到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引

导后，经过身体接触、身体感受，萌发出具有个性特

色的直接经验。这一经验的存在，打通了思想政治

教育形象与感知者的障碍。感知者成功获得了关

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美好形象，从而改变以往的片面

倾向与错误认知。二是“想象在场”所带来的感染

力。比喻说理的运用本身就带有想象的色彩，比喻

说理所描绘的事物本质给予感知者更加广阔的想

象空间。情感化说理、生活化说理、事实化说理等

说理方式，利用感知者的“想象在场”将复杂的东西

便捷化、清晰化。想象本身具有一定抽象性的思维

特点，促使感知者将心理要素与外在规定性相统

一。比喻说理所描绘的具体思想政治教育形象，为

感知者的不合理想象祛魅。

3. 比喻说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审美

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时代发展，思想政治教

育形象的本身也需要美的展现与意境美的塑造。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忽视大众对于美这一事

物的美好憧憬。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审美素养的不断提升，迈入现

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断破除这一禁锢。思

想政治教育形象的独特性激发大众思维的创造性，

大众思维的创造性又丰富着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

意境美感，这个相互勾连、相互催生的过程，是思想

政治教育形象美与意境美得以发生发展的过程。

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美的形象，获得主体审美情趣，

需要实现语言范式的转化。话语作为传播思想政

治教育形象的语言，亟须重视话语的美感。比喻说

理独特的话语表达形式，提升话语的接受度，避免

了叙事的呆板直平，将乏味的话语转变为有趣的话

语，加深了感知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认可

度，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艺术品”。比喻最大

限度地展现了语言的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说

理展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核心的永恒美蕴，凸

显美的价值。比喻说理的美是用词造句的严谨、修

辞风格的独特，这些自然而然加深了思想政治教育

形象的美。文学语言非确定的情境美，抒情语言非

具体的移情美，叙事语言非抽象的具体美，描绘了

比喻说理美的体会，诠释了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美的

本质，恢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美誉度。

三、运用比喻说理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

实践路径

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

形象本身的合理构建，也需要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形

象内在的合理要求。运用比喻说理破解思想政治

教育塑造的障碍与困境，意在利用好比喻说理这一

有效手段，从比喻说理的话语融合、内容建设、主体

自觉以及审美表达重塑思想政治教育形象。

1. 创新比喻说理的话语解读。思想政治教育

形象的重构，需要找到最佳的言说方式，把握话语

利用的最佳原则。创新比喻说理的话语解读，要从

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生

活话语三个方面探讨，使其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

之有情。一是政治话语中的比喻说理。思想政治

教育形象的政治话语是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形象

起主导作用的话语，既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灌

输，也传播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政治话语中的比喻

说理要注重话语的严谨性，坚持正确价值观的引

导，语言表达娴熟，思想融通透彻，掌握主流话语

权。二是学术话语中的比喻说理。创新塑造思想

政治教育形象中的学术话语，需要精准把握学术话

语的崇高性，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描述深奥的道理，

在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形象之下，塑造思想政治

教育的话语形象。三是生活话语中的比喻说理。

生活话语意指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思想话

语与日常行为话语。从生活中的各类事件与现象

中去进行话语的补充，所采用语言朴实达意，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大众化解读，令受众见之愿

听、听之能懂、懂之愿行、行之能成。

2. 注重比喻说理的内容建设。毛泽东指出：

“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

会有效力的。”[6]（P833）好好地说理，需要注重比喻说

理的整体内容呈现，紧扣比喻说理的内容建设。在

喻体的选取中，注重喻体所反映的时代内容，重视

喻体选择的主观感觉以及运用的幽默风趣化。既

要符合大众的整体思维水平，更要贴近大众的生活

化心理依赖。喻意需要深刻反映事物的本质，内涵

深远，健康向上。在喻体与喻意的双向互动过程

中，推动喻体与喻意的深层次转换，实现喻体与喻

意的整体连接。由于说理由假设、理由、结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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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必须依据事物的属性，符合科学思维的逻辑，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前提，说理才能确切。因此，假

设的假定秉持科学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指

引，讲明思想政治教育形象之中的大道理与小道

理，在与现实的呼应上，阐明哲理、学理与真理。比

喻说理的内容建设不是比喻与说理内容的相加，而

是将比喻说理作为一个整体，实现比喻与说理的有

机统一。既要注重比喻的说理性，也要注重说理蕴

涵的比喻修辞，把握比喻说理更深层次的内涵特

征，揭示分析道理。思想政治教育文本所选取的比

喻说理要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形象与内容的统一，推

动官方的宣传、政治文本转变为可信赖、具有亲和

力的文本。

3. 激活比喻说理的主体自觉。思想政治教育

者运用比喻说理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前提，为

思想政治教育者了解比喻说理的特性，具有运用比

喻说理的主观意愿以及合理运用比喻说理的实施

能力。比喻说理是比喻与说理的组成词。思想政

治教育者需要在话语诠释中灵活运用比喻，同时在

比喻中进行有效说理。一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

运用比喻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辨别与运

用比喻，丰富自身的词汇，强化文学修养，汲取民间

文学营养，掌握关联性思维。熟悉比喻的基本形

式，抓住相似点，避免用同样的事物设喻。注重比

喻的目标指向，避免表意不清、指代不明的比喻导

向。明确比喻的价值属性，阐明比喻蕴涵的意识形

态特征，增强比喻的灵活度。二是注重思想政治教

育者说理的“逻辑”“信誉”和“情绪”。亚里士多德

认为说理具有“逻辑”“信誉”和“情绪”三个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者具有的逻辑思维，影响着思想政治

教育者是否具有说服他人的手段和力量。思想政

治教育者要具有良好的理性思维逻辑，掌握类比推

理与演绎推理。良好的信誉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形

象的组成部分，以良好的品质为烘托，具体表现为

诚实、客观、公正。思想政治教育者说理需要实现

主观意愿愿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所进行的说

理具有可信度与说服力。说理不仅要晓之以理，还

要动之以情。在说理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要

注意沟通的情绪，保持冷静、缓和的情绪，不宜采用

过于极端化的情绪，利用话语的强制性来达到说理

的目的。

4. 形成比喻说理的审美表达。随着图像时代

的到来，丰富的图像资源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解读期待获得更加

有效的方式。比喻说理作为语言的有效利用方式，

需要重视审美移情与审美想象。创设特定的审美

环境，推动比喻说理的意象之美。借助美辞、意像、

意境，发挥比喻说理的审美功能。一是构建比喻说

理的审美情境。审美情境是指产生审美趣味的有

效环境。用美好的事物进行比喻，用深刻的道理进

行说理，彰显比喻说理的美感功能，营造情景还原

与审美共感。创设良好的审美情境，实现以情感人

与以理服人的双轨并行。二是丰富比喻说理的审

美要素。在比喻中说理，要遵循审美产生的内在统

一性规律，使比喻选取、表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说

理，呈现一定的审美乐趣。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塑

造者、感知者以及作为中介的比喻说理，都需要美

的想象与美的抒发。描绘思想政治教育形象之美，

畅想思想政治教育形象之美，进而留存思想政治教

育美的感悟。三是实现比喻说理的审美期待。这

种外在美的合理呈现方式，需要抓住一些具有意境

的审美期待，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更大的审美体

验。在感知者的期待视野及时代的审美品位之下，

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形象的美的呈现，激发更大的审

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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