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引言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无所不在,不仅存在于语

言之中,更存在于思维和行动之中。我们的赖于思

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本质上来说是隐喻的

(Lakoff & Johnson,1980)。空间隐喻或方位隐喻渗透

在语言之中,不仅仅作为修辞手段,而是构建语义域

特别是抽象域的必须手段(Herskovits,1986)。

二 理论基础和前期研究
Lakoff (1987:276)提出了隐喻映射。认为隐喻

由始发域、目标域和始发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构成。

我们运用一些始发域的结构和相应的词汇来理解

目标域。这种映射在构建我们的概念系统中起着

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能够谈论和思考一些目标域。

这种映射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我们的身体经

验。从始发域到目标域的映射之所以成为可能，是

因为始发域和目标域之间存在经验相关性。这种

相关使得从始发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自然可能。在

经验配对中，跨域映射的相关决定着隐喻映射的细

节。束（2000：66）也谈到了隐喻的基础，认为隐喻

的基础是相似性，即“喻底”。这和Lakoff提出的“结

构相关性”和Fauconnier的“映射一致”很相似。

关于容器隐喻的分类，大概有九类：Lakoff &

Johnson (1980: 30-32) 认为人们用本体隐喻来理解

事件、行为、活动和状态，事件和行为被隐喻概念化

为物体，活动作为物质，状态作为容器；Yu（1998:

148-149)认为，“境地”等词都和困境或者不利状态

相连，这是因为人们把困境、困难当作难以摆脱的

容器，一旦陷进去则很难走出去，故而“境况是容

器”；张（2005）, 王（2001），Yu（1998)等人认为容器隐

喻可以概化人类各种感情，并将其分为两类：“人类

身体是承载情感的容器”和“情感自身是容器”；

Lakoff &Johnson（ 1980）,张（2003）, 张 & 丁（2003）,

蓝（2003）等人认为时间是容器，这是因为时间概念

是空间隐喻的结果，后者派生出前者，因此时间概

念可以通过空间概念来理解；Lakoff & Johnson

(1980)认为我们把视觉（听觉，触觉）域概念化为容

器，把我们所看到(听到,触到)的概念化为在视觉（听

觉，触觉）这一容器内；Reddy (1993) 提出了管道隐

喻,即语言表达是承载意义或者思想的容器；Lakoff

&Johnson（1980），蓝（2003），李（2004）等人认为社

会（关系）地位是容器；Lakoff & Johnson (1980:

73-75) 指出容器隐喻也可以用来描述制造、变化、

创造和因果，因而是容器。

此外，Yu (1998)运用Lakoff 的“事件结构隐喻”

分析了容器隐喻,认为汉语的名词、动词、方位词可

以共同作用来实现容器隐喻,他主要集中论述了汉

语名词、动词的容器隐喻。 而事实证明汉语大量的

方位词也和英语一样标志着容器的存在，此外，形

容词、副词等也有容器隐喻的存在。胡(2002)和李

(2004) 探讨了Reddy提出的“语言表达是承载意义

或者思想的容器”。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推动了容

器隐喻的研究，特别是Yu（1998）对容器隐喻的汉语

研究与英语进行了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实证了容器

隐喻的普遍性。但是容器隐喻作为一个概念隐喻

或者根隐喻，具有很大的生成性，这些研究都没有

能够指出容器隐喻的生成基础。而且对容器隐喻

的属性和功能认识不足。

三 容器隐喻的属性和功能
按照Lakoff & Johnson(1980)的观点，概念隐喻

（容器隐喻）可以通过隐喻表达来实现。我们认为

汉英名词、动词、空间概念介词、副词 IN（in，into，

internal）、OUT（out、out of和 outside）、里(里、内、中、

入)和外（外、出）等都可以表达容器隐喻。我们主要

用这些空间概念表达来例示容器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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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从容器隐喻的身体经验出发，把周

围的一切（空间、实体、抽象概念等）都当作了容

器。容器隐喻的特征来自人们的身体经验，通过语

言得到实现。按照Ungerer, F. & H. J. Schimi（2001：

1－59）的典型理论，容器也有典型性和非典型性.

容器有界定的范围（这点在认知语言学对容器的定

义中是最根本的一条）；容器作为一个实体，在外形

上可以是方、圆、菱形等各种形状；容器壁可以是软

的，可以是硬的，可以有漏洞；内部是空的，有容积，

可填充实物，可以量化，可装满物品，甚至装载物过

多会溢出。这些都是容器的基本物理属性。我们

认为，容器的这些基本属性都可以映射到目标域，

产生容器隐喻，相应的容器隐喻也就带有容器的这

些特性。容器又因为有用，产生容器的功能；容器

有界定的范围，则有内外之分，内部的东西不同于

外部，故容器的功能也不同；容器因为有厚度，所以

产生了容器的黑箱功能。我们通过语言表达来观

察容器隐喻的映射和实现，而下面谈论的容器隐喻

所呈现的属性和功能实则为容器的属性和功能在

目标域的映射和实现。我们发现容器隐喻有十二

种属性和功能。

1 容器是有硬度的实体

容器有硬度，可以触摸得到。这个属性可以映

射到抽象域，产生容器隐喻。容器隐喻是重要的本

体隐喻（Lakoff & Johnson 1980:29），因此有本体隐喻

的特点，即把抽象概念当作实体，如：“内心里强

硬”，“外刚内柔”“内心深处的软弱”等。

2 容器有界定的范围，有容积

无论是具体或抽象的容器，都有界定的范围，

有一定的空间或者容积，有深度和广度，如“宽广的

胸怀”，“媒介文化内涵深刻”等。

3 容器可以储藏东西

容器因为是有体积的实体，可以用来储藏东

西；容器内的东西也可以拿出或者倾倒出，如“心里

满装着吃人的意思”，“方才萌生的那种亲近感觉一

时无法消除去，就很生硬地在身体内一个角落搁

着”，“把心里话向对方倾吐出来”等，当容器充盈或

者装载过多，东西就会溢出。在表达感情时，

Kovecses (1986)认为“因为人类自身是容器，感情的

程度和容器的盈余有关。当容器满了，感情就会溢

出”(引自曹，1999)。 但当容器内什么也没有装载

时，内部即是空的，如“我再也无法抑止胸中溢满的

感情”，“我的脑子里是空的”等。

4 容器内的物质也可以量化

容器隐喻作为本体隐喻，内部的容积有可以量

化的特点(Lakoff &Johnson 1980:26-29 )，

容器本身也有大小之分，如“ 宰相肚里能撑船

（宰相肚子很大可以装下轮船，指人的胸襟开阔）”；

“小鸡肚肠（小鸡的肚子很小，容不下很多东西，指

一个人缺乏容人之量）”。

5 容器内装载的东西也有特定的功能

因为容器内装载的东西（如火、气、实体、液体

等）不同，这些东西有不同的特质，所表现出的特点

可以起到一定的功用，特别是人体器官常常被当作

容器来表达细腻的感情。容器内装载的若是液体，

液体流动的缓慢或者急速，可表达平静或者强烈的

感情，如“老战士们热血奔流的心间，波涛涌动”，

“记者在西部三省区采访时，内心也一直难以平静”

等；装载物体是火时，可以表达强烈的情感；装载物

体是实体,则有一定的轻重之分，可表达好坏心情，

如“当天，波恩联邦议会大厅内气氛凝重”。容器自

身或者内部可以加热、冷却。当加热时表达好的情

感或精神状态，如热情、喜悦、感激等;当冷却至冰凉

表达悲哀、震惊等糟糕的状态，如“他胸口热血上

涌，不能自已”，“祥子的心里已经凉到底”等。

6 容器是黑箱

从外面看，容器内部和可以触摸到的外部相比

是昏黯模糊的，在表层遮盖下的容器是黑箱 (张

（2005）提到了“心是三维的”和“心是黑箱”) ；但通

过外部光等手段可以窥探到内部，容器内的东西可

暴露出来，如“洞悉心事，女人心不再是海底针”，

“你能窥探出车厢里每一位旅客的内心世界么”等。

7 容器的标志及其功能

容器往往有口、洞、门或者窗等，这些词语是容

器的标志,它们往往起着一定的功能。通过口、洞、

门或者窗等，人可以窥探容器内部，也可以从那里

出去。不仅如此，Yu（1980：208）认为“……门有双

重作用：门开着时，其功用是通道；门关上，就成为

阻碍物。”

而且容器若关上，则处于封闭状态，容器内的

空气就不能自由流通，会给人一种憋闷、堵的感觉；

容器打开时，就会感到轻松自在，如“该公司聘请海

外信息员，打开国际市场大门”，“他一下子豁然开

朗了，心情也舒畅了好多”等。

8 在容器内意味着安全、得到保护

容器往往是密封的，因而给人安全感；但当外

壳不坚固，容器则会产生漏洞，甚至无法承载内部

东西。如“她布置得那么周密，那么滴水不漏”，“漏

洞百出”等。

9 容器内部的东西往往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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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的内部，特别是容器的核心或者中央部

分，通常是容器中最重要、本质的东西，它们决定着

容器的实质；容器外的东西通常是次要的、非基本

的，不能决定事物的本质。“核心”、“心”、“中央”等

这样的词汇都可以表达事物的重要性，如“核心内

容”,“中央政府”,“北京是中国的心脏”等。 但是汉

语常常直接用“内”、“外”这样的词语表示事物的重

要与否。如“十四大提出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国情，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

求，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10 在容器内意味着熟知和权威

容器内的人知道真相，所以我们相信他们的言

谈，称他们为权威，如“业内人士”，“内行”，“内线”

等；容器外的人不熟悉事实真相，他们没有权威，对

事物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如“这在局外人看来，也

许难以理解”，“门外汉，修炼成了半个行家”等。

11 在容器内意味着受控制

在容器内部意味着有外壳界限，被控制、掌握、

支配和影响，如“在童话般的纯粹与美好中，读者受

到净化”，“要求在日本宪法范围内行事”，“敌人逃

不出我的手心”等；从容器出去意味着脱离、摆脱束

缚、掌握、影响等从而获得自由，如“中国本来希望

从此走出冷战阴影，摆脱外部强权的威胁，以安心

从事和平的建设”等。

12 在容器内意味着事件的进行

在容器内意味着事件的进行，如“美伊关系正

处在微妙的转变中”，出了容器意味着事件的结束，

如“婴儿刚一出生，便能对声音的刺激作出反应”。

四 结论
以上我们首先谈论了容器的物理属性：容器是

有硬度的实体；容器有界定的范围，有容积，有深度

和广度；容器可以储藏东西；容器内的物质也可以量

化等。从目标域（空间）到抽象目标域的映射之所以

产生就是因为它们都具有容器的这些特点。另一方

面，这些特点也限制着从始发域到抽象目标域的映

射。例如，境况、时间、视觉域、社会地位（权力范围）

等都可以成为容器，这是因为“它们都有界定的范

围”这个特点。而“容器有界定的范围”这个特点又

使得映射成为可能。这一特点也决定着映射只生成

那些我们提到的抽象范畴（时间、社会地位等都是有

界定范围的领域）而不是其它。容器隐喻的九个范

畴都具有这些特点（如可以量化，能储藏东西等），否

则它们就不可能成为容器隐喻。除了以上提到的物

理特性，容器又具有以下特点或功能：在容器内意味

着安全、得到保护；容器内部的东西往往比较重要；

在容器内意味着熟知和权威；在容器内意味着受控

制、束缚；在容器内意味着事件的进行等。这些特点

在容器隐喻内形成了系统。如“容器内部的东西往

往比较重”要“和在容器内意味着熟知和权威”是相

关的；“在容器内意味着安全、得到保护”又与“在容

器内意味着受控制”是一致的。容器的这些属性和

功能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网络，共同制约着跨域间

的映射及容器隐喻的生成性。例如，“容器内意味着

熟知和权威”和“容器内部的东西往往比较重要”一

起限制着“社会地位是容器”的生成和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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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丰富新颖”[7] ，色彩词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无

论作为词语还是词素，它们本义构词中，绝大部分

传达给人们形象性的特征。颜色词不是平面的颜

色和他物的、堆砌，而在组合之后产生了更为丰富

的义场。深层的扩张义上构词，表现出了凝练含蓄

和新颖性，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色彩词不仅

表示色彩，还有庞大的文化象征意义，蕴含着深厚

的汉民族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故“绿”的构词不

是对物象翻版和照相式的临摹，而是物象和心象的

融合，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情感性。本文在此仅以

“绿”为代表，对其构词进行了梳理，以某一种颜色

词为代表的构词分析的文章十分少见，本文在此作

一个抛砖引玉式的初探，红、黄、黑、白文化特征及

构词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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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reen and Related Word Formation

JIA Xiao-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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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or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life, have been studied more thoroughly at present, and such efforts
show that human cognition of colors manifests itself at different levels，namely, there are original meaning cognition
and expansion level cognition, and such cognition is also reflected in word form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green’and two relevant ways of word formation.

Key words: Green； Cultural Connotation； Original Meaning Word - formation； Expansion Meaning
Word-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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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s and Metaphorical Mappings of CONTAINER Metaphor

ZHAO Xiu-jie，CAO Zhong-qi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hysical features of container. Then it discovers that CONTAINER
metaphor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 container is a black box, being inside the container means being safe and
protected, the contained part is more important, being inside the container is under control, being inside the
container is the process of activities, which form a network within container and set limits on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s from the source domains to the target domains and decide the productivity of CONTAINER metaphor.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CONTAINER Metaphor；Metaphorical Mappings （责任编辑：张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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