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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整合理论对
`

歇后语的阐释

刘 洪静
(枣庄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

,

山东 枣庄 2 7 7 1 60)

[摘 要 ]歇后语是汉语 中较常见也很独特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
。

在 日常生活对话和文学作品 中
,

这种表达方式屡见不

鲜
。

概念整合理论是近些年才兴起的认知语言学理论
,

此文试图通过概念整合理论来分析歇后语的表达
。

运用概念整合理

论
,

歇后语的文字这一输入空间和人类认知常识的认知空间相结合和相互作用能更好的被人们 所认知
。

而且这种分析可以清

楚地再现人类 的认知机构是如何理解语言现象的
,

也有助 于我们 更好地认识人类对语言理解的认知心理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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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后语这种特殊语言形式
,

是我 国人民在生活

实践中创造的
。

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
,

一半是生动

的比喻
,

一半是解释和说明
。

在生活中
,

为了调动

人的胃口和兴趣
,

人们通常只说前半截
, “

歇
”

去后

半截
。

通过前半截的词面
,

人们就可以领会和猜想

出它的本意
。

其生活气息浓厚
、

比喻幽默风趣
,

拥

有强大的生命力
,

是我 国民间流传最广的传统语言

文化之一
。

随着认知科学在各个领域中的影响力愈来愈

大
,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

认知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

的语言学科在欧洲发展起来
。

该学科为语言研究

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

把语言视为一种认知活动
,

以

认知为基础
,

研究语言的形式
、

意义及其规律
。

长

期以来
,

学者大多把歇后语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去研

究
,

或对其进行翻译方面的研究
。

但很少有语言学

家提及歇后语的意义构建问题
。

因此
,

运用认知理

论探究歇后语的意义构建过程尤为必要
。

本文运

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整合理论来探讨歇后语的

意义构建过程
。

二 歇后语和概念整合理论

(一 ) 歇后语

歇后语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
,

前半截是形象的

比喻或者说 出一个事物
,

像谜语里的
“

谜面
” ;后半

截是解释
、

说明
,

是整句话真正的意思
,

像谜语里的
“

谜底
” 。

歇后语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

第一种类型

是喻意歇后语
,

第二中类型是谐音歇后语
。

对喻意

歇后语而言
,

前一部分是比喻
,

而后半部分则是对

前部分的解释和说明
。

有鞋歇后语仅从字面我们

就可 以得出其意义
,

例如
:
大海里捞针一无处寻

。

有的则需要解释为其隐含的意义或者转义
,

例如
:

大路上 的 电杆— 靠边站 (失去权力 ) (蒋 向勇
,

2 0 0 9 )
。

有的解释方法是拆词
,

就是把语底的某个

双音节词拆成两个单音节词
,

这样每个音节就可 以

与词面的词义分别照应形成词义关联
。

例如
:
屎壳

郎搬家一滚蛋
。

谐音歇后语的后一部分借助发音

相同或发音相似现象来表达意思
,

是一种
“

言在此

而意在彼
” ,

妙语双关的现象
。

例如
:
孔夫子搬家一

尽是书 (输 )
。

(二 ) 概念整合理论

1
.

概念整合理论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认知语言学理论
,

概念整合理论或合

成空 间理论是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起

来的
。

该理论将概念整合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基本

的
、

普遍的认知方式
。

主要代表人物有 Fau
c o n n ie r 、

T u r n e r 、

c o u l s o n 、

s w e e * s e r 、

o a k l e y 等
。

“

整合并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附

加的东西
,

相反
,

它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工

具
,

也 就 是 说
,

我 们 生 活 在合 成 空 间 之 中
”

( F
a u e o n n i e : & T u r n e r ,

2 0 0 2 : 3 0 )
。

概念整合是人类

具有的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
,

是人们进行思维和活

动
,

这种认知过程在人们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活动时

尤为重要
,

是人类创造力 的源泉
。

F au
c o n n i e r &

T u m e r
认为

,

我们所没有意识到的人类思维方式才

是最重要的
,

但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

揭示人

类表层的思维能力背后所隐藏的的东西是概念整

合理论的研究 目标所在 ( F
a u e o n n i e r & T u r n e r ,

2 0 0 2 :

3 4 )
。

.2 概念整合理论的认知依据

概念整合中最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式是由

四个空间构成的
,

分别是两个输人空 间
、

一个合成

空 间以及一个类空间
。 “

两个输人空 间中共同存在

的结构及其共同拥有的抽象信息被投射到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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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即类空间里 ; 与此同时
,

在这个基础上
,

通过跨

空间地实现部分映现
、

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

个空间
,

也就是合成空间
。

合成空间从两个输人空

间中提取部分结构
,

形成层创结构
。

这样
,

这四个

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
,

就构成了一个概念

整合网络
”

(房红梅
,

严世清
: 2 0 0 8 : 一4 3 )

。

当然
,

输人空 间的数量可 以多于两个
。

概念整

合网络也不是在建立之后就一成不变的
,

人们既可

以构建复合空间也可以对其进行解构
、

重构
。

Fau co n n i e r
和 T u m e r

认为合成空 间中的层创结

构主要进行三种整合运作
,

即
“

组合
” 、 “

完善
”

以及
“

扩展
” 。 “ `

组合
’

是三个过程中最简单的
。

每个输

人空间的一些成分会投射到整合空间里去
,

这个过

程就叫做组合
。

有时
,

来 自输人空间各成分的融合

也会出现在这一过程中
。 `

完善
’

是指将输人空间投

射的结构与长期记忆中的信息模式和背景知识相

互融合并互相完善
。

通常来说
,

整合空间中新概念

的来源发展过程是在完善过程中实现的
,

是在整合

空间中对事件进行的心理模拟
。

或者说
,

当合成空

间中的结构与人的长期记忆中的信息相匹配时
,

一

些隐性信息就会自动地被激活
。 `

扩展
’

是指合成空

间中的结构可 以扩展 ( F
a u e o n n i e : & T u

m
e r ,

2 0 0 2 :

5 3 )
。

也就是说
,

运用人的想象力可 以根据层创结

构对细节进行无限的扩展
,

这样人脑中对输人空间

知识的理解就会朝各个方向无限地发展下去
。

三 概念整合理论对歇后语的阐释

(一 ) 歇后语的阐释与文化
、

语境的联系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
,

概念整合的能力是人类经

过一定时间的神经组织进化后才获得的
。

除此之

外
,

文化差异也会影响人类的概念整合能力
。

除了

语面和语底之间的相互关联
,

语面的各个成分之间

也隐含着内在的关联性
。

认识到各个层次的关联

之外
,

还要掌握歇后语语面中出现的人或事物的相

关文化背景知识
,

否则也是难以解读其中的意思
。

因此在分析歇后语的认知结构及意义时
,

我们还需

要注重不同文化或情景语境下歇后语所表达的不

同意义
。

有时人类脑海中存在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的不

同也会造成输人空间中语义特征的不同
,

很多种言

之有理的意义解读也会发生
。

例如
,

在歇后语
“

张

飞穿针
”

的理解过程中
,

如果输人空间中不同的语

义特征被凸显
,

就会得到不同的语底
。

但如果没有

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就会完全不了解
。 “

张飞穿针
”

这

个语面为人脑中意义 的识解提供 了两个输人空

间
。

第一个输人空 间是
“

张飞
” ,

其信息是
“

高大
”

“

力大无穷
” “

莽撞
” “

凶狠
” “

眼睛大
” “

性格粗犷
” 。

第二个输人空间是
“

穿针
” ,

其提供的信息是
“

针眼

小
” “

女红
” “

不需要太用力
” “

心细的人才能做
” 。

在

这样的情况下
,

输人空间还有一个
,

就是语境
。

第一种情况是
,

如果遇到一位性格很大大拉拉

的人做 了一件很替别人着想的事
,

我们就可 以说
“

你真是张飞穿针— 粗中有细啊
” 。

在这种认知

识解的情况中
,

由于上文提到的语境的影响
,

我们

在概念整合的过程中就会在两个输人空间中提取

符合该语境的信息
。

在第一个输人空间里提取了
“

性格粗旷
”

这个
“

张飞
”

的一个典型特质
。

在第二

个输人空间里提取 了
“

心细 的人才能做
”

这个
“

穿

针
”

的特质
。

这两个特质在人脑中经过
“

组合
” 、 “

完

善
”

和
“

扩展
”

这三种整合运作
,

才使得
“

你真是张飞

穿针

—
粗中有细啊

”

这句话符合我们上文中提

到的语境
。

第二种情况是
,

如果遇到了一件难题
,

所有的

人都不会解决
,

我们就可以说
“

大家都是张飞穿针

— 大眼瞪小眼
,

谁也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
。 ”

在这

种语境下
,

我们脑海中的概念整合能力就会在两个

输人空 间里提取不同于第一种情况的信息
。

在第

一个输人空 间里提取
“

眼睛大
”

这个
“

张飞
”

的特

质
。

在第二个输人空 间里提取
“

针眼小
”

这样特

质
。

我们通过
“

组合
”

这种整合运作把两中信息汇

总到脑海中
,

再通过
“

完善
”

和
“

扩张
”

把组合到的信

息加工到大家都理解的语言和意义
。 “

大眼瞪小眼
”

这种说法在不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眼里就是表面

意义
,

丝毫没有内涵意义
。

但在中国人的认知结构

中
,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表示无奈的说法
,

两个人

眼对眼却没有说话
,

表示谁也没有想法
。

因此
,

可

以看出语境不仅在输人空间信息的选择提取上有

影响
,

在话语理解反面
,

文化还有一定的影响
。

所

以说
,

文化
、

语境对概念整合的影响不容忽视
。

第三种情况是
,

如果碰到一位家长在打孩子
,

旁人就会说
“

你这个人真是张飞穿针— 有劲无处

使啊
,

干吗打孩子
,

有时间的话去干点别的事
。 ”

在

这种情况下
,

存在于脑中的概念整合能力就会从两

个输人空 间中提取不同于前两种情况的信息
。

在

第一个输人空 间中提取
“

力大无穷
”

这个特质
。

在

第二个输人空 间中提取
“

不需要太用力
”

这个特

质
。

通过
“

组合
”

把这两个信息折射到整合空间
。

在
“

完善
”

这个整合运作过程中
,

大家就会觉得
“

力

大无穷
”

好像和
“

不需要太大的力气
”

的事情不是特

别搭
。

为什么
“

不需要太大的力气
”

事情需要
“

力大

无穷
”

的人去做呢 ? 但通过
“

扩展
”

这个整合运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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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把这疑问逐渐解答
。

这句歇后语并不是真的要

说
“

力大无穷
”

的人做一些
“

不需要太大力气
”

的事
,

而是一种埋怨的口吻
。

就是说
,

本来不是这个人要

做的事情
,

他非得做
。

(二 ) 不同类型歇后语意义的认知识解

根据汉语的语义特征
,

歇后语意义的构建过程

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来实现的
。

歇后语可以分

为两大类
:
喻意歇后语和谐音歇后语

。

这两大类根

据所实现的不同的语言形式还可 以具体分为以下

三种小类的歇后语
。

1
.

基本义和转义的并用

此类型的歇后语中
,

语底中某些词的基本意义

和词面的某些词义相互照应
,

而该词的转义却为歇

后语的真实意义
。

例如
:

( l) 胖子伪军一边扑打着脖领里的锯末
,

一边

嚷着
: “

梁头上卖肉
,

你架子不小
,

甭磨蹭
,

耽误了开

船再找你算账
。 ”

( 2 )你看看你的报告
,

真是竹篮打稀饭
,

漏洞百

出啊
。

( 3 )你还是好好努力吧
,

就你现在的成绩还想

赶上第一名
,

真是坐上飞机钓鱼
,

差远了
。

在例 ( l) 中的歇后语是
“

梁头上卖肉— 架子

不小
” 。

该歇后语的语面一共有两个输人空间
。

第

一个输人空 间是
“

梁头
” ,

第二个输人空 间是
“

卖

肉
” 。

通过
“

组合
” ,

把输人空 间 1 中的
“

木头架子
”

“

巨大
”

这些信息和输人空间 2 中
“

卖肉是小事情
”

这

个信息整合到合成空间里
。

而在
“

梁头上卖肉
”

这

样的心理空间里
,

梁头的体积和肉的体积形成鲜明

的对比这样这一新的组合连同大家的背景知识一

起投射到合成空间里
,

这就完成了认知整合运作的

第二步— 完善
。

至此
,

大家还是对于
“

梁头卖肉
”

这个新组合感到奇怪
。

为了解答这一疑惑
,

人类脑

海中的
“

扩展
”

运作将此组合与现实的语境结合起

来
。

在例子中的语境中
, “

架子
”

从梁头的体积引申

为现实生活中人的身架
。

有的人 自认为身段很高
,

不愿做一些委曲求全的事情
。

这样的三个步骤的

结果就构建了一个合成空间
:
人们通过

“

梁头卖肉
”

这一生动而形象的语言表达了
“

架子真大
”

这样的

概念
。

例 2中
“

竹篮打稀饭
一
漏洞百出

”

和例 3 中
“

坐上

飞机钓鱼— 差远了
”

的意义也是经过同样的三个

步骤识解的
。

只不过在 2中
“

漏洞
”

从真正竹篮上的

洞引申为报告中的缺点
。

例 3 中的
“

差远了
”

从实际

上的飞机到湖面的距离引申为自己与第一名的抽

象上 的差距
。

2
.

析词

析词指的是把语底的某个双音节词拆成两个

单音节词与语面 的词义分别照应
。

实际上是用双

音节的词义表示歇后语的意义
。

例如
:

( 4 )大家都在七嘴八舌
,

真是瞎子抚琴
,

瞎扯
。

( 5 )那个人真是孝弟忠信礼义廉— 无耻啊

( 6 )一那些人怎么 了?

一屎壳郎搬家— 都滚蛋啦
。

例 ( 4 )中的歇后语
“

瞎子抚琴— 瞎扯
”

正是采

用了这种析词的方式
。

语底的
“

瞎
”

字照应了语面

的
“

瞎子
”

一词
,

而
“

扯
”

字也照应了语面的
“

抚琴
”

的动作
。

这个歇后语的语面有两个输人空间
。

第

一个输人空间是
“

瞎子
” ,

里面包含的信息是
“

看不

见
” “

摸索着做事情
”

等
。

第二个输人空 间是
“

抚

琴
” ,

包含的信息有
“

琴
” “

抚琴的动作
”

等
。

在
“

组

合
”

过程中
,

输人空 间 1的信息和输人空间 2 的
“

抚

琴的动作
”

组合到一个新的合成空 间里
。

这就形

成了一个新的心理空间
,

在这个空间里一位盲人摸

索着抚琴的动作跃人眼帘
。

通过
“

完善
”

和
“

扩展
”

的整合运作
,

人们联系到
“

扯
”

和
“

抚
”

有异曲同工

之处
,

结合语境知道用这句歇后语所表达的意义是

消极的
,

所以
“

扯
”

这个词在解释意义时更加贴切语

境
。

而
“

瞎
”

字通过
“

扩展
”

已不再是
“

摸索干某事
”

的意思
,

而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乱说话
。

因此
, “

瞎

子抚琴— 瞎扯
”

这个歇后语的意义就这样被识解

出来
。

例 5和例 6 的识解过程与例 4相同
。

值得注意

的是
,

例 5 中
, “

孝弟忠信礼义廉耻
”

原本是一体的
,

但形容所说之人时没有提到
“

耻
” ,

所以语底说
“

无

耻
” ,

这也是与语面的照应
。

例 6 中
,

歇后语的语底

是
“

滚蛋
” ,

拆开来看
, “

滚
”

照应了搬家的动作
,

而
“

蛋
”

照应了所需搬的东西
。

3
.

谐音

在有谐音的歇后语里
,

单用语底的某些词的一

个义项与语面的词义相照应
,

但这个词还可以通过

谐音理解为另一个词
。

例如
:

( 7 )那小子又闯祸了
,

真是和尚打伞
,

无发 (法 )

无天了
。

( 8 )您的建议真是坐飞机抱暖瓶
,

高水瓶 (平 )

啊
。

( 9 )咱们院的院长被任命为副校长了
,

真是公

鸡戴帽子
,

冠 (官 )上加冠 (官 )啊
。

例 ( 7 )中的语底中
“

发
”

谐音为
“

法
” 。

在
“

和尚

打伞

—
无法无天

”

这个歇后语 中
,

语面与两个

输人空间
。

第一个输人空间是
“

和尚
” ,

包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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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没有头发
” “

穿着裂装
” “

不能结婚
”

等
。

第二个

输人空间是
“

打伞
” ,

包含
“

伞
” “

伞的作用
” “

打伞的

动作
”

等信息
。 “

组合
”

这一整合运作过程把输人空

间 1的信息
“

没有头发
”

和输人空间 2 中的信息
“

伞

的作用
”

整合到合成空 间里
。

通过
“

完善
” “

扩展
”

这两个运作过程
,

使脑中的认知与被引发出的背景

知识结合起来
。

人们就会联想到伞除了可以遮雨

外
,

还能遮挡头顶上的一片天
。

这样
“

没发没天
”

就

出现人们的认知中
。

在通过谐音的影响
,

把
“

发
”

变

成
“

法
” ,

这样形容人不过别人的劝解
,

自以为是的

词语
“

无法无天
”

就这样通过语面一步一步地被识

解
。

例 8和例 9也是经过这样的识解过程的
。

例 8

中的
“

瓶
”

被谐音为
“

平
” ,

例 9 中的
“

冠
”

被谐音为
“

官
” 。

四 结语

本文对歇后语和概念整合理论都做出了详细

的解释
,

使读者对这两大概念有了初步的了解
。

歇

后语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形式被一代代的流传下

来
,

并在新时代有不断的补充
。

它一共分为两大

类
:
喻意歇后语和谐音歇后语

。

在本文中
,

笔者已

对这几种歇后语做了详细的解释和从概念合成理

论的角度对其分别做了认知的识解
,

从而简单介绍

人类认知能力对歇后语的识解过程
。

在概念整合理论方面
,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概念

整合的能力是人类经过长期的进化才具备的
。

除

了生理的因素外
,

周围文化环境和语境等因素也会

影响人类概念合成能力的发展
。

概念合成是通过
“

组合
” , “

完善
”

和
“

扩展
”

这三种整合运作方式完成

的
。

在输人空间信息的提取过程中
,

不仅事物本身

具有的特质影响人们的选择
,

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

和语境在选择和理解上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

本文运用概念合成理论对歇后语的不 同种类

都做了简单的解释
。

通过语面提供的输人空间整

合理解者所需的信息
,

结合文化和语境的因素
,

利

用概念整合理论识解出所需要的语底意义
。

这样

会使大家进一步了解人类认知对歇后语意义的识

解步骤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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