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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认知视角下的汉英“山／ｍｏｕｎｔａｉｎ”概念隐喻对比 

邱银香，方　伟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现代认知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工具，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隐喻同人类的身体体验紧密相关，同时隐
喻体验的背后具有文化特殊性。通过概念隐喻理论，从体验认知的视角，归纳比较出汉英语中“山”和“ｍｏｕｎｔａｉｎ”的隐喻映
射的异同，并讨论了其异同的认知和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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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喻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
统语言学的隐喻研究认为隐喻是语言中可有可无

的非正常现象，因为如果说话人想要表达什么，他

总可以选取不用隐喻、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而隐

喻的使用只是为了制造特殊的修辞或交际效果。［１］

Ｌａｋｏｆｆ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Ｋ概念隐喻（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ｅｔａ
ｐｈｏｒ）理论的提出，开创了一条新的从认知视角来
研究隐喻的途径，隐喻更是明确地被认为是人类用

来组织其概念系统的不可缺少的认知工具，本质上

是认知现象。“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但

在语言中，而且在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的概念系统

从本质上说就是隐喻的。”［２］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

考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它是人类正常认知世界的

方式，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隐喻

被定义为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段，

是概念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映射的过程，

也被认为是人类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力工

具（Ｕｎｇｅｒ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１９９４）。［３］

整个世界多元文化共存。每一种文化中都有

一些文化关键词是隐喻的，它们为我们开启了认识

不同文化的窗口，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下

面的包括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等等该文化整个概念

系统（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Ｓｙｓｔｅｍ）。束定芳、汤本庆指出：对
这些不同文化中隐喻性的关键词的对比和分析是

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同时，对素未熟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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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系统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研究，是检验概念隐

喻的普遍性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的试金石，因为隐喻

映射的普遍性有所不同，一些似乎是共性（ｕｎｉｖｅｒ
ｓａｌ）的，还有一些似乎是文化特有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４］

地理环境是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石。作为人类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和

发展存在着深远影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

们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词汇也会成为直接认知事

物手段，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民族也将形成各

自的文化和语言现象。自然地理环境中与人类生

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往往是语义形成过程中

的隐喻理据来源。尽管汉英民族分别属于“大陆型

地理环境”和“海洋型地理环境”，但山脉在两种地

理环境中都是共同存在的。本文依据概念隐喻理

论，尝试对比分析英汉语言在“山”隐喻方面存在的

共性和差异，并从体验认知的视角分析其共性和差

异的理据。研究所用的汉英语料分别来自于汉语

语料库 ＣＣＬ和英语语料库 ＢＮＣ（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ｕｓ）及ＣＯＣＡ（Ｃｏｒｐ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根据 Ｌａｋｏｆｆ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的观点，体验哲学是认
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认为人类概念的

形成依靠人的身体和心智的体验，语言的意义源

自人的身体体验。在其合著的《体验哲学—体验的

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ｈｅ
ＦｌｅｓｈＴｈｅ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Ｍｉｎ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Ｗｅｓｔ
ｅｒｎＴｈｏｕｇｈｔ）中系统地阐述了“体验哲学”，将体验
哲学的思想概括成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

思维的无意识性和抽象思维的隐喻性。其中，心智

的体验性是体验哲学最重要的原则，构成了整个体

验哲学的核心。心智的体验观认为概念、范畴、推

理和心智都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形成。Ｌａｋｏｆｆ
＆Ｊｏｈｎｓｏｎ指出：“概念是通过身体、人脑和对外界
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５］

由此可见，人类语言都依赖具体的体验感知，人类

对于世界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结构

和意义，语言的形成是基于经验感知和主体和客体

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从人类的经验和认知角

度入手来研究语言才是可行的途径。Ｌａｋｏｆｆ＆
Ｊｏｈｎｓｏｎ也指出：隐喻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我们日

常经验中的相关性将引导我们获得基本隐喻，它们

是我们身体、经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而这些隐喻

也只能通过人类体验获得意义，这样就把主观判断

与感觉运动经验连接起来。我们能自动和无意识

地获得这些思维隐喻模式，而且一定要利用隐喻进

行思维。

　　一　汉英“山”隐喻的共性

概念隐喻是指基于相似性的不同域之间的映

射，隐喻性语言则是概念隐喻的表层表现。“人类

不会有相同的文字，也不会有相同的发音，但是这

些文字和声音所代表的心理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所

反映的事物，对大家都是共通的。”［６］对所收集语料

进行分析，发现汉英“山／ｍｏｕｎｔａｉｎ”的概念隐喻主
要有以下三类：

１．数量大是山
地理环境中的山具有高耸、体积庞大的物理特

征。基于此特征的共同体验，汉英中都有［数量大

是山］的概念隐喻表达。汉语中如“山响”“山呼万

岁”“人山人海”“恩重如山”“文山会海”等，都是比

喻数量众多。

（１）从清晨到夜幕降临，通向白宫和国会的宾
夕法尼亚大街一带，人山人海，呈现一派热闹非凡

的景象。

（２）过去常听说，做父母的如何为子女受苦、
奉献、牺牲，似乎恩重如山。

英语中也有类似的隐喻表达，如 ｌａｒｇｅｓｕｒｐｌｕｓ
ｏｆｓｔｏｃｋ，Ｔｈｅｂｕｔｔｅ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ｉ．ｅ．ｌａｒｇｅｕｎｓｏｌｄａ
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ｕ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ＥＥＣ指欧共体中大量的积压
未售完的黄油。

（３）Ｄｏｐ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ｂａｎｎｅｄｈｉｍｆｏｒｌｉｆｅｌａｓｔｙｅａｒ
ａｎｄｓｔｒｉｐｐｅｄｈｉｍｏｆａｌｌｈｉｓｒａｃｅｗｉｎｓ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ｗｏｒｎｗｉｔｎｅｓｓ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ｔｈａｔｈｅｃｈｅａｔｅｄｈｉｓｗａｙｔｏｖｉｃｔｏｒｙ．

（４）Ｉｎｄｅｅｄ，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ｆｏｒ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ｃｏｍｅｓａｓ
Ｏｂａｍａ＇ｓ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ｂｕｉｌｄｓ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ｆ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ｃａｓｈ
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ｋｅｙｓｔａｔｅｓ．
２．困难是山
山高陡峭，很难征服，人们生活中的困难也是

如此。基于此相似性的体验，山和困难在汉英语中

都存在隐喻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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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她会很爽快地回答道：“毛主席领导我们
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穷人翻了身得了

解放。

（５）她原不是什么悲壮人物，竟也想到，这一
脚迈出去，前面纵是有刀山火海，地也不能回头。

（“刀山火海”意指极其困难的地方。）

英语中也有类似的隐喻表达。例如，ｒｅｍｏｖ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移山倒海，创造奇迹（来自《圣经》）英文
中有句形象的俗语：ｍａｋｅ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ｔｏｆａｍｏｌｅ
ｈｉｌｌ，意思就是“小题大做”，其中 ｍｏｌｅｈｉｌｌ：（由鼹鼠
打洞扒出的泥土堆成的）鼹鼠丘，可喻指“无意义的

小事，小困难（或障碍）”。英语谚语Ｉｆ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ｗｉｌｌｎｏｔｃｏｍｅｔｏＭａｈｏｍｅｔ，Ｍａｈｏｍｅｔｍｕｓｔｇｏｔｏ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大山不肯向穆罕默德走来，穆罕默德只好
向大山走去。其隐喻意义为事不迁就人，人就迁就

事。更多例句如下：

（６）Ａｐｅｒｓｏｎｈａｓａ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ｉｄｅａ，ａｎｄ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ａｎｂｅｍｏｖｅｄ，ａｂａｒ
ｒｉｅｒ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７）Ｅｖｅｎｉｆｔｈｏｓ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ｒ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ｗｏ
ｍｉｌｌｉｏｎｅａｃｈｙｅａｒｔｈａｔｌｅａｖｅｓａｖｅｒｙｌａｒｇ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ｏｃｌｉｍｂ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ａｈｅａｄａｎｄＩａｐｏｌｏｇｉｓｅ
ｆｏｒ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ｇｌｏｏｍｙ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ｂｕｔｉｔｄｏｅｓｇｅｔ
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ｋｓｔｏｏｕｒ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ｓｈｉｓ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

上句中 “英语”和“高山”形成映射的基点是：

人们要越过高山，就必须费劲艰辛。高山上没有坦

途，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到达顶峰；英语学习也不是

一蹴而就的，其过程也充满艰辛。

３．力量是山
巨大的力量是一个难以描述的抽象概念，但人

们对于高山的威力总是能够体会和理解的。汉语

中的相关隐喻表达如“排山倒海”“力可拔山”“山

呼海啸”等表达了这一概念隐喻。更多例句有：

（８）跟在你们身边，波罗莫这时正好赶上来：
“不是我自夸，我们还是力可拔山的角色；不过，如

果是一群普通人拿著铲子，可能成绩会好多了。”

（９）一个团的集体歌唱，气势磅礴，排山倒海。
英语中有一谚语：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ｈａｄｂｒｏｕｇｈｔ

ｆｏｒｔｈａｍｏｕｓｅ．（亦作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ｉｎｌａｂｏｒ）隐喻
意义为费力大，收效小；相当于雷声大，雨点小。

（１０）Ｈｅｒｂｅｒｔ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ｓａｌａｂｏｒｏｆ
ｌｏｖｅｕｎｔｉｌ，ｔｉ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ａｙ－ｔｏｄａ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ｗａｎｔ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ｈｉｓ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ａｎｎｅｓ，Ｊｒ．，ｗｈｏｗａｓｊｕｓｔ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ｓｋｉ，ｈｅｓｏｌｄ
Ｃｒａｎｍｏｒｅｉｎ１９９６ｔｏＢｏｏｔｈＣｒｅｅｋ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二　“山”概念隐喻在汉语中特有隐喻投射

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有关“山’的隐喻表达，通

过收集整理，总结如下：

１．学术、技艺是山
山和学术、技艺属于不同的概念域，在汉语“开

山祖师”中，“山”用来隐喻“学术和技艺”。但是由

于动词“开”的使用，使得“山”和“学术、技艺”具有

相似性，因为 开山和创立一门学派需要勇气，需要

付出艰辛的劳动。相关汉语表达有“开山鼻祖”

“开山老祖”“开山始祖”“开山祖师”。

（１１）目前介绍的接受美学概貌发出一点小小
的质疑，即：接受美学的真正开山鼻祖究竟是谁？

（１２）共事的三年中，他是搞摄影美术的，我是
刚出校门的理论编辑，隔行如隔山，缺少共同语言，

无从交往。

２．重要人物是山
山和人属于不同的认知域，但是二者之间存在

相似性，在 汉语“泰山北斗”中，“山”用来隐喻“重

要人物”。因为泰山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在所有

的山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重要人物通常在某一个领

域里也拥有重要地位，因此，在山和人之间便自然

地形成了隐喻关系。

（１３）这些人自然更具有名望，在武林中已具有
泰山北斗的声望。

（１４）蜜糖笑起来：“那天看见祖师爷，都把他
拒绝门外，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有眼不识泰山”通常指由于浅陋无知，认不出

有地位有能耐的人，其英语意义为 ｂｅｕｎａｂｌｅｔｏｉ
ｄｅｎｔｉｆｙａｐｅｒｓｏｎｏｆｇｒ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主题是山
山和主题属于不同的域，二者之间具有相似

性。山是凸起来的，通常是一个地方比较显眼的部

分，同样主题也是一篇文章最凸显的地方。因此，

人们用山来隐喻主题。

（１５）找他汇报工作，开门见山，说完就走，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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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客气话也不说。

４．稳固、长久是山
高山具有坚固、很长时间难以改变的物理特

征，基于此特性，在“坚固”这个物质域和长久这个

时间域之间形成了隐喻。如“寿比南山”“执法如

山”“铁证如山”“山盟海誓”。

（１６）９４岁寿辰之际，我在此向她老人家表示
祝贺，并祝老人健康长寿，寿比南山。

（１７）《悲惨世界》里有一个检察长的形象给我
的印象很深，他忠于职务，执法如山，不畏危难劳

苦，对于他认定了的捕获物锲而不舍，绝不放

松……

５．政权、地位是山
山是一个国家疆土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拥有

了江山就赢得了政权和地位。汉语中通常用“江”

和“山”一起来指代一个国家的领土，这也是由转喻

而来的隐喻。相关汉语隐喻表达有“江山如故”、

“铁桶江山”“打江山”“半壁江山”。

（１８）一时间，股份合作制林场，异军突起，占据
了半壁江山。

（１９）．这几年来，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调换了几
个，而他两个却好像铁桶江山。

６．得以依靠的人或物是山
这一隐喻用法，来源于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

生活。由于人们常常在山中寻找野菜或狩猎或者

采摘药物来治病，山用来指山中人们可以用于维持

生活的来源，也用来隐喻人们可以赖以依靠的事

物。在这一经验基础之上，形成了“靠山吃山”“坐

吃山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的隐喻表

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比喻只要还有生

命，就有将来和希望，英语中对应的隐喻表达是

Ｔｈｅｒｅ’ｓａｓｇｏｏｄ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ｓｅａａｓｅｖｅｒｃｏｍｅｓｏｕｔ
ｏｆｉｔ。

（２０）一些行业不正之风泛滥，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２１）们有靠智慧和汗水起家的，也有靠背景和
靠山起家的，还有靠投机和诈骗起家。

７．品德高尚是山
高山具有坚硬、刚毅等特征，人的高尚的品质

也包括这些特征。汉语中的表达如下：

（２２）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此时刻，格外地引

起我对他的怀念之情和敬仰之意。

８．具体情况是山
由于地理环境中山脉众多，各座山上的艰难险

阻也各有不同，需要人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

山上的具体情况便映射到了日常生活中事件的不

同情形。如“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生活在山区的中

国劳动人民经常喜欢唱山歌来得以休闲和表达自

己的情感，后比喻按实际情况办事。该谚语翻译成

英语为 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ｉｓｇｒｅｅｎｅｒ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
ｈｉｌｌ。英语环境中，汉语中的“歌”被译为“ｇｒａｓｓ”，因
为西方海洋性气候适宜于绿草生长，从而也使得西

方国家畜牧业相当发达。类似的隐喻表达举例

如下：

（２３）我还是那句话，好合好散。山不转水转，
今后不定因为什么事儿，咱们还在一块儿共事

儿呢。

　　三　分析和讨论

本文中，笔者共总结出了汉英语中１１个“山”
的概念隐喻，其中 ３个“山”隐喻是汉英共有的，８
个“山”隐喻是在汉语中特有而在英语中是空缺的，

而且英语中没有“山”的特有隐喻。很显然，汉英语

中山的隐喻投射分布表现出 “同异并存，异大于

同”的特征。汉英语中为什么会共享“山”的隐喻

投射呢？根据体验哲学的观点，隐喻映射的基础是

人体的体验。也就是说，映射不是任意的，它根植

于人体、人的日常经验及知识。李福印指出：这一

点也是 Ｌａｋｏｆｆ等人将概念隐喻理论置于认知语言
学领域的重要原因。［７］人类认知经验的共性和他们

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本身的相似能够为来自不同

文化的人们理解隐喻现象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

具有相似的身体构造和感知器官，所以，隐喻映射

能够超越主体之间的界限，使人们达到异中存同的

认知共识。因此，尽管不同民族使用的语言系统大

不相同，但基于共同的认知结构和体验，扎根于不

同文化中的隐喻便出现重合。在汉英“山”隐喻认

知过程中，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思维过程及某些

共享的地理环境中的知识和经验是相同的，因此，

汉语中和英语中都会有相似的“山”的隐喻表达。

然而为什么“山”的概念隐喻在汉英语中又会

呈现出异大于同的趋势，而英语中也没独特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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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隐喻呢？山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祟高而沉

重的角色。中国地域辽阔，各种地形皆十分丰富，

高山在中西部多见，东南部亦有不少丘陵，构成一

种气度非凡而又深刻隽永的高山耸立、千峰竞秀的

山水环境。独特的地理环境也使中国人获得深刻

的人生启迪，因而在汉语中也出现了大量与山有关

的隐喻表达。

另外，中西方人们如何理解天人关系，即人们

如何认识宇宙、自然以及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等也是造成隐喻表达不同的原因。中国人认为天

人合一，即人与外界之间没有绝对明显的界限。中

国古代哲学家认为，整个世界是由相互依存的各

个部分构成的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人对自然的认

识旨在发现其运转的规律即道，以达到顺其自然

的目的，由于主体和客体相混融，人和自然达到合

而为一。因此，在中国古代，诸多文人因不满当时

封建王朝等级制度，为远离功名而遁入深山，脱离

世俗，追求悠然自得之态，崇尚人与自然的一体境

界，过着“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人与自然和

谐的生活。汉语中也出现了如“山谷臣”“山谷之

士”和“山巾”等表达。

英国是个岛国，位于欧洲西部大西洋中的不列

颠岛上，东边濒临北海，西边靠近大西洋，南部隔着

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如此的地理环境，有

利其形成发达的海洋渔业文明，使得渔业、造船业、

航海业曾经在英国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些行业的

发展，表现在语言上便使英语中出现了丰富的与航

海或捕鱼有关的隐喻习语表达，它们是人们与海洋

奋勇斗争的过程中悟出的一些人生道理，语言简洁

却意义深远，反映了浓厚的海洋文化特征，如“ｋｎｏｗ
ｔｈｅｒｏｐｅｓ（懂行，在行）”“ｈａｖｅａｎｏａｒｉｎ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ｓ
ｂｏａｔ（多管闲事）”“ｇｅｔｉｎｔｏ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陷入困
境）”“ｍｉｓｓｔｈｅｂｏａｔ（错过机会）”“ｈａｖｅｏｔｈｅｒｆｉｓｈｔｏ
ｆｒｙ（有其它重要的事要做）”等等。这种海洋或蓝
色文化中，山很多时候即是山，仅为一种自然景观，

人们没有赋予其很多的隐喻意义。可见，自然地理

环境的不同，使得不同民族在同一事物的认识上存

在差异，山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丰

富的隐喻表达，而在英语文化中却显得平淡无奇，

隐喻意义远没有在汉语中丰富。

汉英中有关“山”的概念隐喻的投射，不管共有

还是汉语中特有的，都是建立在人们对山的显著特

征的体验认知的基础之上。不同民族的概念系统

之所以有共性是因为相同事物的基本特征和功能

会让不同民族产生基本相同的体验认知，所以都

会用对这一事物的感觉经验来理解或构建基本相

同的抽象概念。英汉民族在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

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认知过程中发挥的主体能动

性会存在差异。具体到“山”这一概念上，英汉民

族必定会反映出较大的认知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

隐喻投射，通过折射出各自不同的文化色彩，特别

是汉民族所处的大陆型的地理环境使得汉语中国

拥有更多的关于“山”的隐喻表达。认识到这些，我

们更能深刻地认识这两种语言以及各自蕴含的文

化内涵，从而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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