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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一直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隐喻在情感的概念化过程 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文章以Lakoff的概念隐喻理论和Kt~vecses的情感隐喻理论为基础，结合汉语情感隐喻的认知特 

征和文化阐释 ，尝试建构汉语情感隐喻的认知模式。 

[关键词]概念隐喻；情感隐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7)02-0093一o4 

一

、 概念隐喻的定义及分类 

情感隐喻作为概念隐喻的重要分支之一，其定义、 

分类以及认知方式都是建立在概念隐喻的基础上的。La． 

koff和Johnson在1980年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一 书中指出，隐喻的本质早已超过语言修辞的层面，是 

人类的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他们认为，“隐喻无所 

不在，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 

为中，人类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 

喻性的”。同时，他们对隐喻的定义为 “隐喻的实质就 

是用一种事物去理解和经历另一种事物”。 

Lakoff和Johnson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种形式： 
一 是结构隐喻 (structural metaphor)，指以一种概念 

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 
一 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于是产生 
一 词多义的现象。例如，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 

钱)这一概念，一般用来谈论或形容TIME的词语，如 

spend(花费)、waste(浪费)等，都可以用来谈论 

TIME，如 “花时间”“浪费时间”等。 

二是方位隐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指参照空间 

方位而组建的一系列隐喻概念。大自然和人类的相互作 

用产生空间方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概念，如上 
一 下、前一后、深一浅、中心一边缘、内一外等。人们 

将情感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低、身体状况的强弱等抽 

象的概念投射于这类隐喻中具体的方位概念上，如 

“HAPPY IS UP(高兴是上)”“SAD IS DOWN(悲伤是 

下)”。 

三是本体隐喻 (ontological metaphor)，指人们将抽 

象和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无形 

的概念看作具体的、有形的实体，因而可以对其进行谈 

论、量化，甚至识别其特征及原因等。本体隐喻最典型 

和最具代表性的是容器隐喻。例如，“我陷入悲伤中不能 

自拔”。“悲伤”被隐喻成一种容器，人们一不小心就会 

陷进去，很难逃脱。 

以上这三种类型的隐喻，在某些方面是相互联系或 

相互交叉的，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互不干涉、 

相互独立。同时，与概念隐喻相同，情感隐喻也可以分 

为这三种类型。 

二、情感隐喻的情感范畴 

情感隐喻对各类抽象的情感范畴起到具体化和概念 

化的作用，情感隐喻使得各类情感范畴被生动形象地表 

达出来。根据Ki~vecses，情感隐喻的情感范畴主要有以 

下六类： 

1．情感的存在 

通过情感隐喻的表达，确定情感是否存在，存在的 

情感范畴包括在此处、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拥有的实 

体中或以一种功能的形式存在等。例如，“他对她还有感 

情”“他心中充满了对她的爱慕之情”等。其中，前三 

类存在的情感范畴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情感，而第四种范 

畴只适用于个别情感，如愤怒、贪婪。举例来说，“他怒 

火中烧”“他气得火冒三丈”。由于产生愤怒或贪婪的情 

绪，人的身体有了一定的生理变化。因此，有的情感在 

概念隐喻中具有一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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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感的强度 

这类情感隐喻的始源域包括容器、热度或火、生物 

体及自然的或物理的作用力。此外，情感的强度可以通 

过数量、温度、效果等方面恰当地体现，举例来说，“他 

沉浸在悲痛之中”“他的离世令他肝肠寸断”“他越想越 

难受，嫉妒得眼红冒火”。 

3．情感的控制 

情感会被外界因素影响，其始源域包括自然力、物 

理力等。情感的控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可控范围之 

内，如 “压制住心中的怒火”；二是失去控制，如 “嫉 

妒令他疯狂”。由于情感隐喻的作用，情感的强弱程度被 

适当地体现出来，这样更加有利于人们的认知和理解。 

4．情感的积极和消极评价 

人类的情感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英语中，最 

常用的表达消极情感的词语为ILLNESS(疾病)，以此产 

生的隐喻为NEGArI’IVE EMOTIONS ARE ILLNESSES(消 

极的情感是疾病)。另外，情感的积极性或消极性也可以 

通过其他词汇和方式表达，如 “功能性一非功能性” 

“上一下”“暖一冷”“明一暗”“有价值一无价值”等。 

这些积极和消极的表达方式适用于几类情感，如 “高兴 
一 悲伤”“骄傲一羞愧” “喜爱一厌恶”等，然而，如 

“愤怒”“恐惧”“贪婪”“爱情”等情感则不能直接界 

定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情感，它们可以用 “热和冷”的 

表达方式，而不是“暖和冷”，来理解其抽象的概念。 

5．情感中的困难状态 

很多情感包括 “愤怒”“恐惧”“悲伤” “羞愧” 

等，都被看作情感中比较困难的状态。在情感隐喻中， 

人类精神上的困难会被隐喻为负担、压力等，例如，“这 

次考试使我负担很重”“老师对我施加压力”。 

6．情感的需要 

这一范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 “愤怒”和 “贪 

婪”两种感情中可以发现，情感本身具有需要、渴望的 

属性，其表达形式是产生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可能是被 

什么驱使或者只是情感表达的一种结果；二是情感是被 

需要的，可以表现为想要拥有这种情感，如渴望爱情， 

但并不渴望愤怒。 

由上述理论可以得知，情感的范畴有多种多样，同 

时Ksvecses发现，情感隐喻的情感范畴并不局限于英语 

语言中，在汉语语言及其他类型的语言使用中同样适用。 

三、汉语情感隐喻的文化影响与认知特征 

1．汉语情感隐喻的文化影响 

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人体器官的各项功能及 

相互关系是我国医学的精髓，因而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 

情感可以通过生理反应折射出相应情感的变化。此外， 

由于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有其特定的言语社区，每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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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社区都有其专属的历史文化和评价标准。因此，各种 

文化在生存环境、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气候特征、思 

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观察事物的角度等方面所产生的不 

同，必然会反映到语言这一载体上。戴昭铭曾在 《文化 

语言学导论》中指出：“文化力量和文化模式是语言的 

固有特性，人们从年幼起学习了这种语言，就把语言中 

所包含的一切文化观念、文化价值、文化准则、文化习 

俗的文化符号深深地镌刻进了自己的思想行为之中。” 

人的身体感官只是我们使用隐喻和体验世界的起点， 

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最终会因不同文化而产生差异。因 

此，隐喻中蕴含丰富的文化特征，文化相对性导致不同 

民族概念隐喻之间的差异。 

2．汉语情感隐喻的认知特征 

情感隐喻的表达方式在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中存在 

共通之处，同时也由于不同民族生活的特定环境不尽相 

同，具有各自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得汉语情 

感隐喻的认知特征与英语情感隐喻有所差异。 

(1)整体性。通过对中西方认知和理解事物的不同方 

式进行分析，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人采取整体性的认知取 

向去强调事物之间的关联；相反，西方人则强调事物自身 

的特性，在处理问题时一般采取分析的方式。因此，中国 

人的思维特点是整体性、模糊性与和谐性；西方人则更偏 

重于清晰性与确定性，排除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2)直觉性。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 

佛家的宗教直觉都认为，对于宇宙本体，应只靠感觉、 

体验、意会、领悟，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 

用形象化语言思辨。而西方人则相反，他们擅长运用抽 

象与逻辑思维，从具体事实出发，进行归纳、推理及概 

括。例如 “他高兴得眉开眼笑” “孩子们兴奋得手舞足 

蹈”“他痛得龇牙咧嘴”。 

四、汉语情感隐喻的认知模式 

由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汉语情感隐喻的认知方式 

既包含与英语情感隐喻相同的理论框架，也融合了汉语 

的词语特点和文化特性。因此，我们可以将Kfivecses的 

情感隐喻理论和中国汉语的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相结合， 

以Lakoff的概念隐喻分类为出发点，总结出汉语情感隐 

喻的认知模式。 

1．结构情感隐喻 

(1)与自然现象相关的情感隐喻。大自然是人类能 

够直接感受到的物质，而且，自然现象与人类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因而有关自然现象的词汇可以作为隐喻， 

用来谈论人类的情绪和个性等情感，即 “情感状态是自 

然现象的变化”。由于KtWecses所提出英语情感范畴同 

样适用于汉语，因此，可以以此为基础，总结出自然现 

象与情感之间的映射关系 (见表1)。 



表1 天气与情感的隐喻映射关系 

始源域：自然现象 (天气) 映射 目标域：情感 

阳光明媚 心情愉悦 

阴天下雨 郁闷、忧愁、悲伤 

电闪雷鸣 暴怒 

天寒地冻、冰天雪地 悲伤、绝望 

雾 迷茫、无助 

从表1可以看出，自然现象的种类、影响程度或好 

坏可以用来表达情感的类别、强度或特性。 

(2)与颜色、温度相关的情感隐喻。人们在谈论情 

感的时候，可以通过隐喻使用许多与颜色和温度有关的 

词汇，也就产生 “情感是颜色或温度”这一类情感隐 

喻。首先，颜色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眼、脑以及生 

活经验对事物产生的一种对于光的视觉现象，由于不同 

的颜色可以刺激人类的视觉神经，产生不同的情感，因 

而，在语言学中，颜色可以用来表达和形容人类所拥有 

的许多情感。其次，温度的高低也与情感的特性和强弱 

有很大关联。表2和表3分别总结了颜色、温度与情感 

的映射关系。 

表2 颜色与情感的隐喻映射关系 

始源域：颜色 映射 目标域：情感 

暖色调 积极、正面的情感 

冷色调 消极、负面的情感 

表 3 温度与情感的隐喻映射关系 

始源域：温度 映射 目标域：情感 

高温 高兴、激动、愤怒 

低温 悲伤、失望、恐惧 

颜色的种类、明暗程度都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情感 

类别和强度，温度的高低、冷热程度也是如此。此外， 

由颜色或温度情感隐喻也可以引申出其他表达方式，如 

“愤怒是火”。 

2．方位情感隐喻 

(1)与上一下相关的情感隐喻。“方位隐喻”是指 

参照空间范围组建的一系列隐喻概念，即我们理解和表 

达事物的方式与所处的空间方位密切相关，人的心理状 

态被赋予方位性的意象特征。人们将上、下方位词的具 

体概念投射于情感、数量和地位等抽象概念 (见表4)。 

在表达人类情感这种抽象概念时，“上”或 “高”一般 

可以表示积极或正面的情感，而 “下”或 “低”则一般 

表示消极或负面的情感，如 “你似乎情绪很低落” “大 

家都兴致高涨”这两个例子中的 “低落”和 “高涨”都 

是用方位词表达了人类悲伤和高兴的抽象情感概念。 

表4“上一下”方位与情感的隐喻映射关系 

始源域：方位 映射 目标域：情感 

上 高兴、乐观、积极 

下 愤怒、悲观、消极 

(2)与前一后相关的情感隐喻。前、后方位也可以 

被映射到情感这一抽象领域上，其具体可以表现为：大 

胆、勇敢、积极在前，胆小、害怕、消极在后，即大方、 

胆大或积极的人一般冲在人群前面，害羞、胆小或消极 

的人躲在人群后面 (见表5)。例如，“勇往直前”“畏 

缩不前”等。 

表5 “前一后”方位与情感的隐喻映射关系 

始源域：方位 映射 目标域：情感 

前 勇敢、英勇、积极 

后 胆小、害怕、胆怯、消极 

3．本体情感隐喻 

(1)与生命体相关的情感隐喻。在汉语情感隐喻中， 

人们将物体隐喻成情感。其中，有生命的物体占据了绝 

大部分。除了 “人”可以作为这种隐喻的主体之外， 

“动物”和 “植物”等生命体的组成部分也可以作为情 

感隐喻的主体，隐喻的表达方式可以为 “情感是动物的 

行为或形象”“情感是植物的生长过程”。下面以动物这 

个生命体为例，总结出如表6的映射关系。 

表6 动物与情感的隐喻映射关系 

始源域：动物的特征或行为 映射 目标域：情感 

凶猛的动物 凶狠、愤怒 

温顺的动物 害羞、胆小 

美丽或丑陋的动物 愉悦、骄傲或悲伤、自卑 

活蹦乱跳 高兴、激动 

死气沉沉、无精打采 绝望、伤感 

可以看出，动物的种类、特征、行为或状态都可以 

用来表达不同的情感。 

(2)与容器相关的情感隐喻。本体隐喻中最具有代 

表性的是容器隐喻。人类将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将抽象、 

模糊的思想、情感、心理活动、状态等无形的存在看作 

具体的有形的实体，它们产生、存在于容器，也可作为 

有形的物体装入人体容器，便得以具体的事物思考、谈 

论抽象的事物。在汉语中，“容器”更着重于隐喻人的 

身体部分，而非人这个整体。例如，“他满心欢喜”“他 

眼中噙满泪水”等。容器有很多种属性，如封闭性、包 

容性、有分界面、容器中有事物存在、具有质量和重量 

等。有关容器与情感的映射如表7。 

表7 容器与情感的隐喻映射关系 

始源域 映射 目标域 

容器 人或身体部位 

容器中的事物 情感 

容器内外 情感的抑制和释放 

容器中事物的数量或体积 情感的强度 

容器情感隐喻与其他隐喻类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 

的主体是容器，但与情感相互映射的是容器中的事物， 

如 “水”“火”“气”等，在表达情感的过程中尤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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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具体。 

(3)与人的生理变化相关的情感隐喻。这类隐喻的 

基本特点是人类共同的生理构造特点。举例来说，人类 

的心脏作为重要脏器常被视为情感之所在，因为人们相 

信情绪可以为心脏所控制，如 “撕心裂肺”指的是发生 

某些事情使得人十分痛苦，仿佛心被撕裂了一般的感觉。 

“心脏的状态”与情感的映射关系可以总结为表8。 

表8 心脏的状态与情感的隐喻映射关系 

始源域：心脏状态 映射 目标域：情感 

跳动规律 轻松、愉悦 

跳动加快 激动、高兴、紧张、害怕 

疼痛 愤怒、悲伤 

心脏的健康程度、跳动频率等生理状态和感觉，也 

是人类基本的身体体验，因而可以直观形象地表达人类 

的情感。 

(4)与人的行为相关的情感隐喻。根据人的行为， 

可以推断出人类所要表现的情感，同样，人类行文的夸 

张程度也可以体现出情感的强度，例如，“他急得上蹿下 

跳”“孩子们高兴得活蹦乱跳”等。行为与情感的映射 

如表9。 

表9 行为与情感的隐喻映射关系 

始源域：行为 映射 目标域：情感 

手舞足蹈、猛地跳起 兴奋、高兴、愤怒 

怪异不自然、不受控制 紧张、激动、悲伤、慌乱 

动弹不得 害怕、紧张 

人类的行为多种多样，同一种行为在不同的语境下 

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情感，这种类型是生命体情感隐喻中 

较为复杂的表现形式，需要人们结合语境和自身经验来 

认知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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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Patter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motion M etaphor 

SHA0 Tong 

(Faculty of Westem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 50080，China) 
Abstract：Research on human emo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study of cognitive lin— 

guistics．Metaphor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motion conceptualization．This thesis manages to 

construct the cognitive patterns of Chinese emotion metaphor on the basis of Lakoff’S Conceptual Metaphor 

Th eory and Ktivecses’S Emotion Metaphor Theory，and combined with Chinese Emotion Metaphor’S cogn 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uhural interpretations． 

Key words：conceptual metaphor；emotion metaphor；structural metaphor；orientational metaphor；onto— 

logical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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