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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古往今来一贯遵循“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认知拓展路径。身体是人类最熟稔贴近的存在，也是人们
认知世界的基石和底座。迄今，已有相当数量文献分析了“手、头、脸”等外显身体隐喻，而有关内脏器官“肺”的隐喻研

究数量尚显不足。肺部功能强大，不仅是人体须臾难离的呼吸器官，五脏六腑的盛衰状况也必定以某种形式在肺脉上反

映出来。文章充分依托ＣＣＬ、ＢＮＣ和ＣＯＣＡ语料库，从跨语言视角对比剖解了汉英“肺”（ｌｕｎｇ）隐喻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并依仗体验认知及文化模型两大理源深入挖掘阐释异同背后深刻的生成理据。文章希冀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以此个案

展现汉英身体概念“肺”（ｌｕｎｇ）的隐喻延伸向度规律，以期揭示汉英民族语言、思维和文化相互之间微妙而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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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喻在语言学、文学理论、哲学和心理学等学
科中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①。在认知语言学

中，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概念域间的系统映

射。隐喻的跨域映射机制在人们日常思维与认知

操作中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②。人类从自身

出发认知世界，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

象，逐步拓展到空间、时间、抽象域、性质等③。身

体隐喻即人们通过最熟悉的身体概念认知思维、

情感、情绪等抽象概念，逐渐洞悉广袤无垠的内外

部世界。故毫不夸张地讲，身体隐喻对人们的思

维、语言及认知的发展须臾难离、意义非凡。

近 ２０载，认知语言学研究出现了社会转向
和实证转向的新趋势④。现有研究尚缺乏基于语

料库对比汉英“肺”（ｌｕｎｇ）身体隐喻的分析，并鲜有
文献深入挖掘跨语言身体隐喻异同的背后原因。

鉴于此，本文依托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

（ＣＣＬ）、英语国家语料库（ＢＮＣ）、美国当代英语语

料库（ＣＯＣＡ）以及各类权威汉英语言词典等来广
泛收集汉英语言中“肺”（ｌｕｎｇ）的隐喻语料，系统对
比分析汉英“肺”（ｌｕｎｇ）隐喻的异同，并以此为契机
通过体认语言学中的体认性阐释其共性，运用中西

方文化模型性剖析其分歧，希冀助推揭示汉英民族

语言、认知及文化三者间的紧密联动关系。本研究

有助于人类从语言学视角再认知“肺”的多样貌、

多功能，继而提升对身体的了解，降低对今后可能

发生的“肺疫情”的恐慌。

一　汉英“肺”（ｌｕｎｇ）词簇隐喻拓展
对比

所有隐喻都是以形形色色的具体表征———意

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意象是不同的社会文化效

应与各感官体验相互作用的产物。隐喻认知源自

人类经验，汉英民族根据自己对具体身体部位的理

解和体验，在各自文化范畴中拓展和延伸，最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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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各富特色的个性化意象，彰显了跨民族认知隐

喻的异质性①。“肺”（ｌｕｎｇ）是人类的呼吸器官和
重要的“五脏”之一。本文通过对比汉英“肺”

（ｌｕｎｇ）隐喻的普遍性与差异性，揭示了汉英民族
共享及独享的隐喻意象图式。身体概念“肺”

（ｌｕｎｇ）除了表达基本意向“身体器官”外，二者皆
可映射到实体、容器及情绪意象，同时在思维、情

感、品性道德和声音意象等方面又存在微妙差别。

（一）基本意象

“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高等

动物的呼吸器官。人的肺在胸腔中，左右各一，和

支气管相连。由心脏出来含有二氧化碳的血液经

肺功脉到肺泡内进行气体交换，变成含有氧气的

血液，经肺静脉流回心脏。也叫肺脏。”②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中“ｌｕｎｇ”的定义为：“ｅｉｔｈｅｒｏｆ
ｔｈｅｔｗｏｏｒｇ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ｅｓｔｔｈａｔｙｏｕｕｓｅｆｏｒ
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胸中用以呼吸的两个器官之一）③。
由此可见，汉英民族均将“肺”（ｌｕｎｇ）理解为人体
的呼吸器官，帮助人类与外界环境进行气体交换，

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肺”（ｌｕｎｇ）为呼吸的重要器官，呈海绵状，
由肺内的各级支气管、肺泡、血管及淋巴管等组

成。肺部的任一组成部位出现问题，都会诱发各

种脏器疾病。汉英此类表达比比皆是，汉民族肺

部常见疾病有：肺癌、肺炎、肺结核、肺积水、肺大

泡等。英语常见 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ｌｕ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ｗｅｔｌｕ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ｕ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ｕｌｌａｅｏｆ
ｌｕｎｇ等。此外，“肺”（ｌｕｎｇ）作为人类熟悉的身体
概念，还可映射到思维、情感、情绪等各种抽象概

念域，以此帮助人类认知世界。

（二）实体意象

实体具有温度、形状和颜色等属性，并可作为

物质进行交换。作为人体呼吸器官，“肺”（ｌｕｎｇ）
最主要的功能是推动实现气体交换，即将氧气送

入血液，将二氧化碳排出体外。基于功能相似，汉

英“肺”（ｌｕｎｇ）均可表达与气体交换相关的实体，
常见表达为铁肺（ｉｒｏｎｌｕｎｇ）、地球之肺（ｔｈｅｌｕ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作为实体，身体概念“肺”（ｌｕｎｇ）还
可被赋予颜色属性，故有绿肺（ｇｒｅｅｎｌｕｎｇ）、黑肺
病（ｂｌａｃｋｌｕｎｇ）等表达。

如例（１）所示，“铁肺”是代替人体器官功能
的机器，病人依靠机器里的气压来辅助肺部扩张，

将新鲜空气引入病人肺内，将肺内空气排出体外。

例（２）将人类的身体器官“肺”映射至地球的“热
带雨林”。热带雨林所在地区一般土壤肥沃，雨

量充沛，栖息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植物、动物

和其他生物，为其提供理想的生存环境，并通过光

合作用吸收大量二氧化碳，释放足额氧气，维持生

物圈中的碳氧平衡。基于功能相似，汉英民族常

用“地球之肺（ｔｈｅｌｕ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来代表“热
带雨林（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等环保生态区。

（１）当年北平协和医院人间第一部
铁肺，便是卡雷尔的发明。

———《读者》

（２）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ｌｕ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ｒｅｌｙｏｎｂａｔｓｔｏｈｅｌｐ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ｓｈｒｕｂｓ．（Ｓｕｐｅｒｈｅｒｏ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ｉｇｈｔ
Ｓｋｉｅｓ，２０１４）
（三）容器意象

除呼吸器官外，“肺”作为人体内脏之一，其

突出特征是位于人体内部，有助于内外部气体渗

透交换。基于此，“肺”（ｌｕｎｇ）具有容器属性，可
映射到容器域。容器具有内外等空间特征，故汉

语常有“肺里、肺内、肺外”等表达。例（３）将基于
“肺”的空间属性与“里”搭配，用来传递“肺里”

这一容器意象。英语“ｌｕｎｇ”此类表达有“ｉｎｔｈｅ
ｌｕ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ｕｎｇ”等。例（４）将“ｌｕｎｇ”看作容器，
具备可出能入的容器特征，故燃烧木头和切割器

物所产生的烟雾和粉末亦可无孔不入地钻入肺

内部。

此外，容器还具有实体属性，内部能满能空，

可开可合，“肺”（ｌｕｎｇ）也可满满当当或空空如
也，物质可进可出。汉语此类表达寻常：充满肺

部、进入肺部、滑入肺部等。英语有类似表达：ｆｉｌｌ
ｏｎｅ’ｓｌｕｎｇｓ，ｅｎｔｅｒｏｎｅ’ｓｌｕｎｇｓ等。

（３）他还贪婪地张开嘴，像要把我
说的每句话都吸进他的肺里头去。

———《残雪自选集》

（４）Ｔｈｅｐｏｌｌｅｎｏｒｓｍｏｋｅｆｒｏｍｂｕ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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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ｗｏｏｄ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ｓｃｏｕｌｄｓｌｉｐｉｎｔｏｔｈｅ
ｌｕｎｇｓ， ｓｅ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ｇｏｎｙ．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Ｄｅａｖｅｒ．ＴｈｅＫｉｌｌＲｏｏｍ：ＡＬｉｎｃｏｌｎＲｈｙｍｅ
Ｎｏｖｅｌ，２０１３）
（四）思维意象

人类缜密的思维多深藏内部，不易觉察。正

如“肺”一样，位于人体内部，仅凭肉眼无法直视。

故“肺”可隐喻拓展为“思维”，用来代指人的“心

思、想法、智谋”等。汉语此类表达俯拾皆是，可

见：别具肺肠、别有肺肠、自有肺肠、刿心刳肺、肺

肝如见、铭诸肺腑、深铭肺腑、如见肺肝、缺心少

肺、好心当作驴肝肺———不识好歹、买了肝肺不上

碗———用心。

如例（５），汉语常将身体概念“肺”和“肠”搭
配，用来表达“心思、想法”，“自有肺肠”指做事有

自己的用意，“别有肺肠”指某人动机不良，另有

其它心思。例（６）将身体概念“肺”映射到思维意
象“记忆”，“铭诸肺腑”表达铭记于心、永记不忘

的含义。

（５）郑玄笺：“自有肺肠，行其心中
之所欲。”后因以“别有肺肠”谓另有打

算或企图。

———《中国成语大辞典》

（６）“我接受了。您对我的好意，我
铭诸肺腑，终身难忘。”

———《茶花女》

（五）情感意象

人类的内脏藏于身体深处，且多居于身体的

中央部位。根据中医理论，内脏器官承载着人们

的隐匿情感，故“肺腑”常代某人心底。基于隐喻

的介入，器官的位置类似于情感的深度。汉语

“肺”常用来表达情感，如：肺腑之言、肺腑之谈

（发自内心的真话）、洞见肺腑（襟怀坦白，待人诚

恳）、感人肺肝、感人肺腑、感深肺腑（使人内心深

受感动）、掏心掏肺（情感真挚）、焦唇干肺（忧心

如焚，肺为之枯干）。

例（７）的“肺腑之言”将身体器官“肺”映射
到情感意象，代指发自内心的真话。例（８）的“感
人肺腑”则用身体内脏“肺”代指人内心的感动

之情。

（７）这段肺腑之言，正是作品的题
旨所在，反映了作者对陈奂生们的精神

世界的严肃探索和对我国农民命运的深

沉思考。

———高晓生《陈奂生上城》

（８）两首词情凄绝惨，感人肺腑，雨
翔表哥从才女手上得到诗，好比从美女

身上取得贞操，马上不留恋地走了。

———韩寒《三重门》

（六）情绪意象

在传统中医学中，肺主气，司呼吸，既是人体

气体交换的场所，又能宣发卫气和津液于全身以

温润肌腠皮肤。人类的肺主要负责呼吸系统，吸

收氧气的同时呼出废气，对我们的新陈代谢至关

重要。肺部健康的人呼吸速度均匀，气体交换顺

畅，有益于身心愉悦。爱生气者肺部易失调，肺部

失调者易抑郁。因此，肺部的症状常被用来指代

人的情绪状况。基于肺部的健康与失衡，由此引

申出的隐喻义包含积极和消极两类情绪。汉语有

关“肺”的此类表达俯拾皆是，包括沁人肺腑（芳

香凉爽的空气或饮料使人感到舒适）、沁人心肺

（感到舒适，有清新爽朗的感觉）、撕心裂肺（极度

悲伤）、肺气炸了等。

例（９）的“肺气炸了”是指肺部空气淤积不能
及时排出，导致肺功能失常，出现暂时性呼吸障

碍。因此，“肺气炸了”常用于表达“愤怒”这一情

绪意象。与“肺”丰富的情绪意象相比，“ｌｕｎｇ”拓
展到情绪域的表达则寥寥无几。如例（１０）所示，
词句用“ａｉｒｅｄｈｉｓｌｕｎｇｓ”表达怄气。

（９）我肺气炸了。
———周立波《暴风骤雨》

（１０）Ｍｙｄａｄｓｕｒｅａｉｒｅｄｈｉｓｌｕｎｇｓ
ａｆｔｅｒｈｅｆｏｕｎｄｏｕｔＩ’ｄｐｕｔａｄｅｎｔｉｎｈｉｓ
ｃａｒ．（ｈｔｔｐｓ：／／ｉｄｉｏｍｓ．ｔｈｅｆｒｅ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ｌｕｎｇ）
（七）品性、道德意象

承上可知，“肺”可与其他人体器官搭配表达

情感和情绪意象。受儒家文化的引导，汉语“肺”

还可与其他内脏器官搭配表达品性或道德意象。

此类表达常见：狗肺狼心、狼心狗肺、驴心狗肺、鼠

心狼肺（心肠阴险狠毒）、没心没肺（没良心）、脏

心烂肺（心地肮脏，不正派）等。例（１１）的“狼心
狗肺”将身体概念“肺、心”与动物“狼、狗”搭配，

代指人的心肠像狼和狗一般凶恶狠毒。例（１２）
中，“肺”与“心”搭配，将身体概念映射到道德意

象，“脏心烂肺”则强调某人心地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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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他们狼心狗肺，两面三刀，这
回一定是编算我们来了，快走！”

———孙犁《风云初记》

（１２）于：什么出言不逊，你做的事
在这呢！

郭：脏心烂肺！

———郭德纲《相声集》

（八）声音意象

肺有肺尖和肺底之分，肺尖离喉部更近，声带

撞击空气促成人类发声，基于位置相似，英语常用

ａｔ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ｏｎｅｓｌｕｎｇｓ来表达声音之大。如例
（１３）所示，某君平时少言寡语，但战前他拼命高
唱。例（１４）类似，用“ａｔ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ｈｅｒｌｕｎｇｓ”表达
她大声尖叫。

肺活量大者往往话声很大，这主要由于肺活

量足，人类吸入氧气和排出废气的能力都更强，而

人的机体需要氧气维持。在剧烈活动、体力劳动、

体育锻炼时肺膨胀量高，一次可吸入的氧气较多，

因此在运动量增大或者活动时，氧需求就会大幅

攀升。基于功能相似，英语常用“ｌｕｎｇ”表达某人
声音高，常见短语有ｈａｖｅａｇｏｏｄｐａｉｒｏｆｌｕｎｇｓ。由
于文化差异，汉语“肺”此类表达较少，汉民族常

用“喉咙、嗓子”表达声音，如：唱破喉咙、喊破喉

咙、扯着喉咙大叫、提高喉咙、扯几下嗓子、放开嗓

子大喊、喊破嗓子、拉开嗓子等。

（１３）Ｍｃｏｕｌｄｂｅａｌｍｏｓｔａｓｓｉｌｅｎｔａｓ
ｍｅ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ｎｔｅｄ，ｂｕｔｔｈｉｓｗａｓｊｕｓｔｂｅ
ｆｏｒｅｔｈｅｗａｒ，ａｎｄｈｅｓａｎｇａｔ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ｈｉｓ
ｌｕｎｇ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２０１９）

（１４）Ｓｈｅｗａｓｙｅｌｌ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ｈｅｒ
ｌｕｎｇｓ，“Ｉｍｎｏｔｙｏｕｒｍ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Ｌｉｔ
ｅｒａ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
综上所述，汉英本族语者对于身体概念“肺”

（ｌｕｎｇ）的认知兼具普遍性与差异性，并游弋于语
言表征中（详见表１）。基于相似的身体结构和具
身体验，汉英“肺”（ｌｕｎｇ）隐喻存普遍性，均可沿
着“实体、容器、情绪”等路径进行拓展。基于哲

学思想、思维方式、语言类型等文化模式的差别，

汉英“肺”（ｌｕｎｇ）身体隐喻又存差异性。汉语
“肺”可隐喻拓展为“思维、情感、品性、道德”等意

象，而英语“ｌｕｎｇ”可投射为“声音”意象。以下将
分别从体验认知和文化模型的双向维度，探究汉

英“肺”（ｌｕｎｇ）词群隐喻表述的跨语言异同理据。
表１　汉英肺／ｌｕｎｇ隐喻意象汇总图

隐喻类型
用法案例

用法汉例 用法英例

基本意象 肺部 ｌｕｎｇ

实体意象 铁肺 ｉｒｏｎｌｕｎｇ

容器意象 充满肺部 ｆｉｌｌｏｎｅｓｌｕｎｇ

思维意象 别有肺肠 鲜见

情感意象 感人肺腑 鲜见

情绪意象 撕心裂肺 ｌｕｎｇｓｂｕｒｓｔｉｎｔｏ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ｇｏｎｙ

品性、道德意象 狼心狗肺 鲜见

声音意象 汉语较少使用 ａｔ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ｈｉｓｌｕｎｇｓ

二　汉英“肺”（ｌｕｎｇ）隐喻的体验认知
共性阐释

王寅在认知语言学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开创

出中国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并将其核心原则

表述为“现实—认知—语言”①。这三大要素休戚

相关，现实决定认知，即人类能从外部世界的种种

表象中抽象出事件模型和关系模型，通过直接感

知或语言存入人们的认知结构；认知决定语言，认

知方式的不同导致了认知结构的差异，所形成的

范畴、原型、意象、图式、心理模型等也存在分歧，

这决定了林林总总的语言表达形式；语言影响认

知，不同的语言结构，不同的语义系统，都会对人

们的认知施加不同的影响；认知影响现实，人类认

识了科学规律后就会产生改造世界的功力②。实

际上，汉英民族的身体结构至为相近，因此对身体

概念的认知存在相似性并体现于语言表征上。基

于“肺”（ｌｕｎｇ）的功能相似，汉英语言皆可构建实
体和情绪意象，可见“铁肺、ｉｒｏｎｌｕｎｇ、沁人肺腑、
ｌｕｎｇｓｂｕｒｓｔｉｎｔｏ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ｇｏｎｙ”等；基于“肺”
（ｌｕｎｇ）的位置相似，汉英双语均可构建容器意象，
如“肺里、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ｌｕｎｇｓ”。

除生理结构外，汉英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体验

也极相似。人们最初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感悟源

于自身体验，隐喻概念同样植根于身体体验，人类

基于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是概念系统的来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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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寅：《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９２页。
王寅：《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版，第８４—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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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身体经验本身是直接的表义结构①。一般而

言，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身体部位的外观、位置和

功能，而后通过身体体验将身体概念映射到其他

概念域。体验是人类认知的主要来源。所有经验

都是彻头彻尾的文化，人类以这样一种方式体验

周遭世界，我们的文化已经幻化于经验本身，每种

经验都是在文化预设的巨大背景下发生的②。对

于汉英民族而言，呼吸是肺的基本功能，我们通过

肺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继而开展一系列认知活动。

肺不仅能实现人类重要的呼吸功能，还具有一定

的防御、免疫、代谢、贮血功能。因此，基于对身体

器官“肺”（ｌｕｎｇ）相似的体验，汉英民族共享若干
隐喻类型。

基于外观、位置和功能上的对等性，汉英民族

对身体部位“肺”（ｌｕｎｇ）有着共同体验，因此汉英
“肺”（ｌｕｎｇ）身体概念可沿着实体、容器、情绪等
相同路径展开隐喻拓展。“肺”（ｌｕｎｇ）在外观形
貌上大致呈圆锥状，有一尖、一底、两面和三缘。

肺的表面有覆脏胸膜，光滑湿润，透过脏胸膜可见

许多呈多边形的肺小叶轮廓。因此，二者基本意

向一致，均表示人体的内脏器官。在位置上，

“肺”和“ｌｕｎｇ”均位于胸腔之内、纵隔两端。故二
者可映射到容器域，具有实体特性，内部或满或

空，可承载液体，如：在呼吸过程中，液体充盈肺

部，再依次填塞各个脏器；可充满气体，如“ｆｉｌｌｈｉｓ
ｌｕｎｇｓｗｉｔｈｈｅｒｐｅｒｆｕｍｅ”；也可装载抽象话语，如：
他还贪婪地张开嘴，像要把我说的每句话都吸进

他的肺里头去（《残雪自选集》）。在功能上，汉英

“肺”（ｌｕｎｇ）均具备呼吸、防御、代谢、免疫、贮血
等功能。根据肺部的健康情况，“肺”（ｌｕｎｇ）可用
来表达积极和消极情绪。若肺部健康，其各项功

能正常运转，“肺”（ｌｕｎｇ）则用来表达积极情绪，
如：沁人肺腑。若肺部有恙，各项功能无法正常运

转，人们将会患肺结核、肺痨、肺炎等，故“肺”

（ｌｕｎｇ）又可表达消极情绪，如：我肺气炸了。（周
立波《暴风骤雨》）。

概言之，隐喻源于我们的身体及其体验。汉

英民族拥有相同对等的身体结构，当作用于相同

的生理底座时，就会产生相似的心理效应，从而获

得一致的身体体验。故反映在语言表征上，就会

派生相同或相似的隐喻。因此，尽管汉英民族存

在着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但相同的生理结构

和身体体验使汉英“肺”（ｌｕｎｇ）在表达抽象概念
时存在普遍性，甚至是惊人的吻合匹配。

三　汉英“肺”（ｌｕｎｇ）隐喻的文化模型
性阐释

身体和文化共同作用于隐喻的建构过程③。

在首个阶段，概念隐喻的选择基于身体体验，有助

于理解和激发两个不同概念域间的隐喻映射。由

于人类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故第一阶段所有民

族对隐喻的认知皆体现出普遍性。在第二阶段，

基于身体经验的隐喻被特殊的文化背景过滤、调

整和修改，隐喻不再毫无例外是普遍大同的，而具

有文化特定性。从本质上讲，文化限制了身体经

验的选择，身体经验塑造了隐喻映射，而隐喻映射

产生了不同的语言表征。“不同文化下的群体对

身体及身体体验的概念化存在差异，将不同的价

值和意义赋予身体部位、器官及其功能。”④具有

相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上是

相同的，而文化决定了不同群体对身体隐喻的精

确择选。受英民族特有文化的影响，英语“ｌｕｎｇ”
可映射至声音意象，用来表达嗓门之大，例如：Ｈｅ
ｓａｎｇａｔ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ｈｉｓｌｕｎｇ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２０１９）。而汉
民族惯于用“喉咙、嗓子”进行此类表达，例如：梁

家辉不时会扯几下嗓子，绝对会让观众掉下一地

的鸡皮疙瘩（《鲁豫有约》）。

人类的价值观并非独立系统，而是与我们生

活中的隐喻概念形成的一个连贯系统⑤。但由于

认知的差异，价值观之间常发生冲突，故与之相关

的隐喻类型各有千秋。受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影

响，汉语者通过认识“仁、义、忠、信”等道德概念

的本质规定性来完善品德⑥。受儒家和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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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孙毅，崔慈行：《汉英“足／脚”隐喻词群的体认—文化双维度考辨》，《外国语言与文化》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ＬａｋｏｆｆＧ，ＪｏｈｎｓｏｎＭ．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ＷｅＬｉｖｅＢ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５７．
ＩｂａｒｒｅｔｘｅＡｎｔｕａｎｏＩ．“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１０（２）：３１５－３３９．
ＹｕＮ．“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Ｓｈａｒｉｆｉａｎ（Ｅｄ．）．Ｔｈ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ｐｐ．２２７－２３９．
ＬａｋｏｆｆＧ，ＪｏｈｎｓｏｎＭ．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ＷｅＬｉｖｅＢ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ｐ．２３－２４．
李申申，常顺利：《儒家道德教育具身性的当代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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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熏陶，道德价值观受到汉族的高度重视。

故汉语内脏器官“肺”可表达品性、道德意象。汉

语常用“狼心狗肺、没心没肺”斥责某人没有良

心。倘若失去了“心”和“肺”，人也丢掉了情感与

良知，待人冷酷残忍、心狠手辣。此外，在汉文化

中“心”内统脏腑，外制五官①。汉民族将人体看

作一个整体，注重身体器官之间的密切联系，《黄

帝内经》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解释为人体

五脏之间的关系，以说明内脏器官之间密不可分

的联系②。故汉语“肺”常与其他内脏器官“心、

肠、肝”等搭配进行隐喻拓展，此类表达比比皆

是，可见“别具肺肠、别有肺肠、自有肺肠、肺肝如

见、如见肺肝、缺心少肺、掏心掏肺、沁人心肺、撕

心裂肺、狗肺狼心、狼心狗肺、驴心狗肺、鼠心狼

肺、没心没肺、脏心烂肺”等。

基于文化的天冠地屦，汉英民族的思维也难

免云泥有别。思维和语言紧密相连、休戚相关。

语言的差异导致了思维的千差万别，思维模式的

差异缔造了成千上万的语言表征。汉英民族生活

于不同文化环境，拥有不同文字，具有不同隐喻思

维，故汉英“肺”（ｌｕｎｇ）隐喻有所差异。隐喻负责
意识活动中意义的生成、传递及处理，语言是思维

的介质，人的思维活动就在隐喻的语言世界中铺

展开来③。汉字源自象形文字，通过“形”来表达

意思，而西方的字母则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④。象形汉字在表意中，为了克服“画

成其物”的局限，早已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物象

展开分析，进行高度抽象，根据物象特点和意义要

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这种高度抽象有利于

塑造汉语使用者的悟性思维和想象力。单词由字

母组成，缺乏立体感和象形，无法诱导其认知主体

的形象思维，故人们只能依据纯粹化的符号系统

进行高度抽象的逻辑化思维和理性思维⑤。因

此，汉字和英文的区别促成了两个民族在思维上

的差异。此外，思维模式也受哲学思想的影响。

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下，汉民族思维模式多表

现为具象思维，其特点是形象性、全面性、直观性

和具体性。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受“一分为二”哲

学思想的影响，思维模式倾向抽象思维，注重逻

辑，强调先结论后描述，并在最后还原事实⑥。在

具体思维的影响下，汉语拥有庞大的词类范畴。

故汉语身体“肺”隐喻的表达更普遍，映射域类型

更加丰富多样。汉语“肺”存在独特隐喻，并多以

四字成语、歇后语、谚语、俗语甚至是詈骂语等呈

现，用来表达“想法、思想”等思维意象。例如：好

话当作耳旁风，好心看为驴肝肺（陆步轩《屠夫看

世界》）。

根据中医学，人有五脏，分别为心、肺、肝、脾、

肾，五脏共同协作以维持身体健康，若五脏任一运

行失常，疾病也随之踏来。作为“五脏”之一，肺

部的健康与否体现五脏六腑的盛衰情况，继而折

射人类的情感状况。汉语“肺”多与其他内脏器

官搭配表示情感含义。例如：这段肺腑之言，正是

作品的题旨所在，反映了作者对陈奂生们的精神

世界的严肃探索和对我国农民命运的深沉思考

（高晓生《陈奂生上城》）；她不想将家庭关系搞得

跟电视里的婆媳那样做作，铁得恨不能掏心掏肺

喊闺女娘亲（六六《双面胶》）。中医文化是中国

特有的本土化文化模型，难怪英语“ｌｕｎｇ”空缺相
关隐喻拓展类型。

综上所述，由于汉英民族在哲学思想、思维方

式、语言类型等文化模式上的分野，身体概念

“肺”（ｌｕｎｇ）隐喻天壤有别。在“天人合一”中国
哲学的指引下，汉民族思维模式为具象思维，象形

汉字是具象思维最直接的体现方式，故汉语“肺”

具有庞大的词类范畴，隐喻分布更广泛，隐喻拓展

更绵延，可沿着“实体、容器、思维、情感、情绪、品

性、道德”等七条路径进行隐喻拓展。而在“物我

两分”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思维模式倾

向抽象思维，英文字母是这种思维的体现方式之

一，故英语“ｌｕｎｇ”隐喻拓展类型不如汉语“肺”隽
永庞杂，基本沿着“实体、容器、情绪、声音”等四

条路径进行扩宽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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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卷 孙毅，等：汉英“肺”（ｌｕｎｇ）隐喻的体认—文化模型对比研究

结语

本研究借助 ＣＣＬ、ＢＮＣ、ＣＯＣＡ等权威语料
库，以意象概念为底座和切割标准，对比分析了汉

英“肺”（ｌｕｎｇ）隐喻，并得到以下重要发现。首
先，隐喻普遍存在于汉英民族的身体概念用法中，

且汉语“肺”隐喻的使用更频繁。其次，汉英“肺”

（ｌｕｎｇ）隐喻并存普遍性与差异性，大同小异，同中
有异。其普遍性体现在汉英“肺”（ｌｕｎｇ）均可沿
着“实体、容器、情绪”向路进行隐喻拓展。其差

异性体现于汉英“肺”（ｌｕｎｇ）皆存在独特的隐喻
拓展类型。汉语“肺”可用来构建“思维、情感、品

性道德”意象，而英语“ｌｕｎｇ”可构建“声音”意象。
最后，本文从体验认知和文化模型双维度阐释了

汉英“肺”（ｌｕｎｇ）异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基于
相似的身体结构和具身经验，汉英民族对身体器

官“肺”（ｌｕｎｇ）的认知和体验存在共性。而鉴于
汉英民族在哲学思想、语言类型及思维模式等文

化模型上或多或少的差异，“肺”（ｌｕｎｇ）隐喻也表
现出迥然有别的一面。

综上所述，借助上文勾勒出的体验认知之

“同”和文化模型之“异”双翼，本研究有助于揭示

汉英民族语言、思维及文化的异同，并从认知视角

缓解人们对“肺疫情”的焦虑，但仍留少许遗憾。

一方面，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有限，仅选取“肺”

（ｌｕｎｇ）单个身体词进行分析，后续研究可适当增
大涉猎范围。另一方面，本文未能对比除汉英外

其他语言的身体隐喻异同，希冀在后续研究中尽

可能扩充对比对象，揭示不同语种身体隐喻的全

局拓展路径和整体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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