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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代和借喻

二 . 借代和借喻之分別

•  借代與借喻兩者雖然相似，但不盡相同。判斷比喻的條件為：

	 	兩種不同性質的事物，且彼此有相似點。因此借代者，借體跟本體相關

但不相似；借喻者，喻體跟本體相似但不相關。

•借喻者可變成明喻，但借代者不能變成明喻。

 例如：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翡冷翠山居閒話》

	 你不妨搖曳著像蓬草般凌亂的頭髮。

 例如：一隊藍帽子在球場外戒備。

	 一隊戴著藍帽子的警察在球場外戒備。

一 . 借代之種類

1) 用事物的部分或部分特徵代替本體。

例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a)	事物的部分： ；本體：

(b)	事物的部分： ；本體：

2) 用具體的事物取代抽象的本體。

例子：化干戈為玉帛。

(a)	具體的事物： ；本體：

(b)	具體的事物： ；本體：

3) 用專有名詞或人名或專稱取代泛稱：

例子：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雜說四》

(a)	專有名詞： ；泛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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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歸學博教育 -Issac Lo & His Team 及
   TOPick 所有。

* 答案請掃描
QR code。

試分辨以下句子運用了借喻還是借代手法，把正確答案填在空格上。

句子 ﹙   / X﹚ 手法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

2.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3. 手心、手背都是肉。

4. 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5. 好馬不吃回頭草。

6. 我們班上來了一位漂亮的小紅帽。

7.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8. 太陽在跟我微笑著。

9. 大耳朵來了，趕快跑了。

10. 凡是願意留下的，再不許拿人家一草一木。

11.   科學家在人的大腦中發現了一個和學習、記
憶功能有關的新區域，人腦「新大陸」的發
現，提供了研究某些學習記憶障礙疾病發病
機理的新途徑，並將促進老年性癡呆、帕金
森氏病等疾病的研究。

12. 這本書就像磚頭般重！

13. 船頭橋頭自然直。

14. 燕雀安知鴻鵠志？

15. 那河畔的楊柳，是夕陽中的新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