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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隐喻习语的文化内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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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是文化的信息载体，更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媒介。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相互依存。 作为

民族语言的精华，习语既以丰富的民族文化为表达内容，又以文化为造词理据和重要的社会背景。 习语是人们对

客观外界认知体验和加工的产物，具有隐喻性。 汉英语言中都有大量的隐喻习语，它们蕴藏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

涵，既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体现了重要的民族文化差异，包括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寓言神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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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就其本质而

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

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①。 语言具有明显的文化

特征，既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奥义与内涵，同时又反过来受到

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因此，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相
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 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直接了解

文献所记录的民族文化，这是研究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 另

一方面，民族文化又对语言产生不容忽略的深远影响，最直

接、明显的影响就表现于词语的运用。 词汇中体现的是某一

民族的人们对客观外界的认知体验，记录了民族的历史发展

进程。 许国璋认为词语具有 “文化负荷”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ｌｏａｄ⁃
ｅｄ）②；张彦昌和张而立则建议将文化负荷与语言学的标记

理论统一，并提出“文化标记”（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ｍａｒｋｅｄ）的概念③。
由此可见，词语的意义显然具有民族和文化的双重特质。 不

同民族语言中的词语承载着相应的民族文化内涵。
汉语和英语都是词汇丰富的语言。 这两种语言中都存

在数量繁多的习语，它们源远流长、形态各异、意义精辟，并
且应用广泛。 习语是民族语言的精华，是历经长期沉淀由人

们沿用和提炼而来的短语或短句，是语言中的特殊成员和重

要组成部分。 人们在劳动中创造了习语，因此习语与人及其

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是多维民族特征在语言上的体现，可以

反射出民族文化的特色。 本文将从探寻汉英隐喻习语的差

异出发，探讨这种语言差异背后深层的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内

涵的差别。

一、汉英隐喻习语对比

习语本身具有隐喻性，因为它们是人们对客观外界认知

体验和加工的产物。④习语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

化内涵，是多种比喻手段的集中体现。⑤同时，习语是人们从

劳动中创造而来，其产生离不开人生活的环境，因此习语具

有民族性，可以反映出某一民族的相关文化。 世界各族人们

虽然语言和文化不同，但仍同处于一个地球，自然拥有某些

相同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意识。 这种同质性在语言层面的表

征就是不同语言中的习语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喻体、相同或相

似喻义的情况。 下文中，我们将根据喻体和喻义的异同，辅
以实际汉英语料来探讨两种语言中隐喻习语的异同。

１．喻体相同，喻义相同

如上文所言，不同民族的人们尽管语言不同，但毕竟共

享一个客观大自然，因此对于事物的理解还是有很多不谋而

合之处，再加上语言本身存在的共性，汉英习语中也有很多

喻体相同、喻义也相同的例子。 比如，汉语中的“打退堂鼓”，
对应的英文表达为 ｂｅａｔ ａ ｒｅｔｒｅａｔ；汉语中的“脚踏实地”，对应

的英文表达为 ｂｅ ｄｏｗｎ－ ｔｏ － ｅａｒｔｈ；汉语中的“活到老，学到

老”，对应的英文表达为 Ｏｎｅ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ｔｏｏ ｏｌ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２．喻体相同，喻义不同

不同民族的人们因所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往
往会产生不同的思维定式和社会形态，即便是对同一事物，
也会有不同的视角和心态。 比如： 汉语中有“骨鲠在喉”，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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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使用同一喻体的用法 ｈａｖｅ ａ ｂｏｎｅ ｉｎ ｏｎｅ̓ｓ ｔｈｒｏａｔ 则表示

“难以启齿”；汉语中有“拉后腿”，英语中使用同一喻体的用

法 ｐｕｌｌ ｏｎｅ̓ｓ ｌｅｇ 则表示“开玩笑”；汉语中有“放烟幕弹”，英
语中使用同一喻体的用法 ｂｌｏｗ ｓｍｏｋｅ 则表示“虚张声势”。

从认知的角度而言，汉英习语中相同的喻体之所以会产

生不同喻义，其原因还是在于两个民族将源自相同源域的经

验映射到不同的靶域中。 汉语习语“骨鲠在喉”主要是强调

没说出心里话而堵得难受，重点在“堵得难受、不吐不快”；英
语习语“ｈａｖｅ ａ ｂｏｎｅ ｉｎ ｏｎｅ’ｓ ｔｈｒｏａｔ”则是强调心里有话说不

出口、难以启齿之意。 此外，不同民族中人们对于同一事体

或事件采用不同的识解方式，如视角、突显、背景等的不同选

择，也是产生不同喻义的原因。
３．喻体不同，喻义相同

虽然在思维形式和看待事物的视角方面有很多差异，但
汉英民族在意义的表达上也经常异曲同工。 比如：“拦路虎”
（ａ ｌ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黔驴技穷” （ ｔｏ ｂ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ｏｎｅｓ
ｒｏｐｅ），“鱼米之乡” （ ｌａｎｄ ｏｆ ｍｉｌｋ ａｎｄ ｈｏｎｅｙ），“挂羊头卖狗

肉”（ｃｒｙ ｕｐ ｗ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ｌ ｖｉｎｅｇａｒ）。 显而易见，源自不同源域

的经验信息基于相同的隐喻映射途径投射到相同的靶域中，
便产生了相同的喻义。 由此可知，不同民族语言中，源域与

靶域的来源并非一对一的简单对应，而可能是更加复杂、多
元的联系。

４．同一喻体的不同喻义

汉英习语中都存在同一喻体可对应不同喻义的现象，比
如，汉语中存在大量与“心”相关的习语。 在“雄心壮志、推
心置腹、心不在焉”等成语中，“心”的意义所指各不相同。
同样，英语中也存在这一现象，如 ｆｌｏｇ ａ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ｈｏｒｓｅ 和 ｆｌｏｇ ａ
ｄｅａｄ ｈｏｒｓｅ 中的“ｈｏｒｓｅ”就分别喻人和喻事。

当然，这一现象还与认知主体的不同认知能力或识解方

式密切相关。 同一个喻体可激活一系列的认知域，其中包含

关于该喻体不同方面的信息或成分，认知主体通过突显不同

的信息或成分，或者通过选择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喻体，
自然就产生不同的认知加工结果，产生出不同的喻义。

基于前述讨论，汉英隐喻习语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相

异性。 不同民族的人们因共享一个客观的大自然，必然有些

共同的生活经历及对事物共同的感受，加上语言本身也具备

的共性，在习语尤其是习语中的隐喻表达方面自然有重合之

处，用相同的源域来隐喻靶域，即出现喻体相同、喻义相同的

情况。 然而，习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民族文化的烙印。 汉英

习语中隐喻的不同，主要还是归因于汉英民族文化和思维方

式的不同。 汉民族习惯于形象思维，英民族则习惯于抽象思

维。 汉民族注重平衡与和谐；英民族则“明确区分主体与客

体，排除主观因素，‘物是物，我是我’，物我二分”⑥。 此外，
汉英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还表现为，汉语习语对称偶化明

显，通常设双象而喻；英语习语则不拘长短，通常以单象而

喻。 比如汉语成语“狼吞虎咽”以狼、虎为喻；英语里有 ｗｏｌｆ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ｄｏｗｎ，单以狼为喻。

二、汉英隐喻习语蕴含的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语

言的丰富和完善。”⑦语言中受文化影响最大的当属词汇。
文化词汇学就是通过研究某个语言中的词汇来探寻该语言

文化主体看待客观事体的视角和方式。 习语伴随着社会的

进步与发展而来，并非一成不变，社会文化是习语形成与发

展的重要背景与理据。 文化与人休戚相关，因为它始终由人

所创造、为人类社会所独有。 汉英民族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上，因此很多事体和现象都是共有的，如春去秋来、日升月落

等，但也有很多是不同民族文化所特有的。 这种情况下，不
同的文化就对人们交际过程中的语义所指具有很大的影响。
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语言使用者，对于词汇语义的理解

当然也是不同的。 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为什么汉英隐喻

习语具有前述异质性的原因所在。
就习语来说，文化对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

方面，文化是习语表达的内容。 通过理解某个习语，可以帮

助我们了解相应文化，比如宗教、风俗、节日等。 另一方面，
文化为习语的形成提供重要的社会背景。 习语承载了大量

的文化信息，其整体意义不能简单地由其组成成分推断出

来，常常含有言外之意。 下文我们将讨论汉英隐喻习语中体

现的几种重要的民族文化差异，包括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宗
教信仰以及寓言神话等。

１．生活环境

根据文化生态学的观点，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首先会造

成文化的差异。 这里提及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气候、地理、
人口和生物环境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类对自

然环境的改造能力也随之提高，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发展的

制约也在逐步减少。 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为人们提供

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汉英两族所处地理环境差异巨大，
必然会造成文化的千差万别。 当然，这种差别也在两种语言

的习语中得以体现。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地形多样，其地形分布

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条件。 汉文化就发祥于黄河流

域辽阔的大地上。 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重农轻商，因
此汉语中有许多与农耕和土地有关的习语，比如“五谷丰登”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斩草除根”等。 另外，汉语中还有很

多习语的描述对象或构词来源是特殊地理位置或气候特点，
如“黄河九曲十八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得陇望

蜀”“合浦珠还”等。
英国则是一个位于西欧的岛国，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虽气候温和，但天气多变。 受自然环境影响，英语中有大量

与航海业、渔业相关的习语。 比如，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ｂｌｕｅ ｓｅａ 意为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在 １７ 世纪的英国，船只

两边常附有木板，船员时常需要站于其上进行修缮工作。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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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之外就是大海，因此船员有落水溺毙之险，所以这个木板

就被称为 ｄｅｖｉｌ（魔鬼）。 又如，ｆｒｏｍ ｓｔｅｍ ｔｏ ｓｔｅｒｎ（从头到尾、
完全）、ａｌｌ ａｔ ｓｅａ（茫然不知所措）、ｂａｔｔｅｎ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ｈａｔｃｈｅｓ（订
上板条以封牢舱口，喻指防备困难局面）等，其中的 ｓｔｅｍ（船
首）、ｓｔｅｒｎ（船尾）与 ｈａｔｃｈ（舱口）都与船只有关。 此外，英国

渔业发达，也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语言使用。 在一些英语习语

中，ｆｉｓｈ 常用来指某种人，比如 ｓｍａｌｌ ／ ｂｉｇ ｆｉｓｈ、ｓｔｒａｎｇｅ ｆｉｓｈ、 ｃｏｏｌ
ｆｉｓｈ 和 ｓｈｙ ｆｉｓｈ 等，多为贬义。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在隐喻习语中也能

窥见一斑。 中国各大江河湖泊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淡水鱼

资源，因此，汉语习语中的“鱼”多指淡水鱼，相应语义内涵往

往偏向于贬义，比如“鱼目混珠”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城
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条鱼满锅腥”等。

２．风俗习惯

索绪尔认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会在它的语言中有

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

言”⑧。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或

民俗事象逐渐烙印在各种民俗语言表达中，形成了风格各

异、形态多样的习（俗）语。 习（俗）语也是民族风俗文化的

外在表征和重要载体，为我们了解风俗文化打通了一条

捷径。
汉语和英语中都有大量表达民俗民风的习语，其中一些

习语因人类共通的认知和思维方式而体现出一定的共性。
比如，两族人民对“家”的概念具有相似的体验认知。 从物质

上说，家是一个为个人、家庭或部落成员提供栖身之所的居

住空间，也是一个可供个人或家庭在其中饮食、睡眠以及存

储财产之处，更是人们精神、情感寄托的中心。 汉语和英语

中都有许多关于“家”或“家庭”概念的习语。 比如，汉语中

的“家和万事兴” “破家值万贯”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

窝”；英语中有 Ｅａｓｔ ｏｒ ｗｅｓｔ， ｈｏｍｅ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 Ｈｏｍｅ ｓｗｅｅｔ
ｈｏｍｅ． ／ Ｔｈｅｒｅ̓ｓ ｎｏ ｐｌａｃｅ ｌｉｋｅ ｈｏｍｅ 等。

汉英两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其风俗习惯等

必然也会有所不同。 以饮食为例，中华美食多种多样、声名

远扬，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东汉班固《汉书·
郦食其传》中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中国以稻

谷为主要农作物，米饭一直是汉民族的主食。 汉语中有许多

与“米”“饭”等相关的习语，如“粗茶淡饭”“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卖米不带升———居心不良（量）”等。 另外，汉语中还常

以饮食比喻贫富，如“缺衣少食、钟鸣鼎食、金齑玉鲙”等；或
以饮食比喻德行，如“食言而肥、不为五斗米折腰、水米无交”
等；或以饮食比喻道理，如“众口难调、瓜熟蒂落、贪多嚼不

烂”等。 当然还有许多习语反映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

和哲学，如“生姜老的辣”“七月菱角八月藕”“立冬白菜赛羊

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等，不胜枚举。
英民族生活地区纬度较高、平原较少，不适合种植稻谷，

面包是其主食，黄油、芝士、牛奶等也是主要食物。 这种饮食

习惯和文化也体现在英语习语中。 比如，人们用面包、黄油

喻指具体生活所需，如 ｅａｒｎ ｏｎｅ̓ｓ ｂ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 意为赚钱养

家。 又如，ｂａｋｅｒ̓ｓ ｄｏｚｅｎ（１３ 个）、ａｓ ｅａｓｙ ａｓ ｐｉｅ（小事一桩）、ｂｅ
（ｌｉｋｅ） ｃｈａｌｋ ａｎｄ ｃｈｅｅｓｅ（截然不同）等。 汉英两族的饮食风

俗与习惯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并创造了

大量与饮食相关的习语。 这些习语言简意赅，内蕴深厚，为
饮食文化添砖加瓦，使其更加绚烂多彩。

除饮食文化外，不同民族还有风格各异、具有特殊社会

文化意义的年节时令。 汉民族历史悠久，在五千多年的发展

进程中留下一系列的年时节令文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年俗

节日传统活动。 这些节日传统和经验也折射在语言中，形成

了各式各样、生动形象的习语。 比如“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

年，有钱没钱、团聚过年，初一饺子初二面”等，体现的是过年

的风俗。 还有反映其他重要节日的习语，如端午节是汉民族

三大重要节日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节日活动丰富多样。
该节日的各种主题也在习语表达中有所反映。 比如，“家有

三千艾，郎中不用来”“五月五，雄黄烧酒过端午”“惟有儿时

不能忘，持艾簪蒲额头王”等。 其他还有诸如“八月十五月正

圆”“八月十五云遮月，来年十五雪打灯”“清明不戴柳，红颜

变皓首”等。
英民族文化中，传统节日以宗教为主，如万圣节、感恩

节、圣诞节、复活节等。 英语中也有不少与节日文化有关的

习语，如 ｆｏｏｌ̓ｓ ｅｒｒａｎｄｓ ／ ｔｒｉｃｋ ｏｒ ｔｒｅａｔ ／ ｔｈｕｍｂ－ｔｈｅ－ｄｏｏｒ ｎｉｇｈｔ ／
Ｍａｒｒｙ ｉｎ 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ｙｏｕ ̓ ｌｌ ｌｉｖｅ ｔｏ ｒｅｐｅｎｔ． ／ ｔｏ 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 等。

３．宗教信仰

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成员。 宗教也

可以是文化的表征，不同的宗教折射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特

色，从而体现不同的文化传统。 汉语和英语中都有大量与宗

教有关的习语，反映出宗教对语言的深远影响。 从这些习语

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两个民族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 汉族

人民受佛教、道教和儒学影响较多。 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
自东汉时西域僧人将佛经带到洛阳后，佛教开始在我国逐渐

兴盛，最兴盛的时期当属南朝和北魏。 杜牧《江南春》有云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法兴盛，可见一斑。
千百年来，佛教文化如同涓涓细流，渗透在传统民族文化中，
也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汉语里有大量与佛教有关的习语。 这些习语，部分来自

佛经并保持意义不变，比如“不可言传、得未曾有、波罗蜜多”
等；还有部分来自佛经，但意义发生了改变。 这部分习语中，
有一些词义得到扩大。 如“大千世界”原是三千大千世界的

略称，代表了佛教的宇宙观，《大智度论》有云：“百亿须弥

山，百亿日月，名为三千大千世界。 如是十方恒河沙三千大

千世界，是名为一佛世界，是中更无余佛，实一释迦牟尼佛。”
这一习语如今泛指广大无边、纷纭复杂的世界。 还有一些习

语的语义发生明显转移，如“渡河香象”原指悟道精深，后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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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文字精辟透彻。 此外，更有一些习语的语义色彩发生明显

改变，如“吹大法螺”原比喻佛之说法广被大众，后用来讽刺

吹牛皮、说大话。 当然，还有很多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习语，
如“借花献佛、临时抱佛脚、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等不

胜枚举。
不同于佛教由异域传入，道教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

教，内容包罗万象，至今已有 １７００ 多年的历史。 道教以“道”
为最根本信仰，一切教理教义都是由此衍化而来。 道教因其

宗教影响力对汉语习语产生的作用亦可谓深远。 汉语中有

许多与道教有关的习语，比如“参星拜斗” “一人得道，鸡犬

升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张果老倒骑驴子———见勿得

人面”等。
英语中也有不可胜计的宗教词汇或起源于宗教的词汇。

对英语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基督教。 “基督教是崇奉耶稣

基督为救世主的各种教派的统称……起源于公元 １ 世纪的

巴勒斯坦……在罗马帝国后期流传于帝国全境，并于 ４ 世纪

被定为帝国国教，从而奠定了它成为西方世界之主要宗教的

地位。”⑨自欧洲封建社会起，基督教在英语文化中就发挥着

特别重要的作用，在罗马帝国后期被传播至世界各地，其经

典是《圣经》。 《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巨著，也是一部文学

巨著，对英民族的文化与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语中

有许多与基督教有关的习语，其中一部分源自《圣经》，比如

Ａｄａｍ̓ｓ ａｐｐｌｅ（喉结）、ｏｎ ａｌｌ ｆｏｕｒｓ（匍匐而行）、ｂａｐｔｉｓｍ ｏｆ ｆｉｒｅ
（严峻考验）、ａｎ ｅｙｅ ｆｏｒ ａｎ ｅｙｅ， ａｎｄ ａ ｔｏｏｔｈ ｆｏｒ ａ ｔｏｏｔｈ（以眼还

眼，以牙还牙）等。 还有一部分习语来源于基督教故事或其

宗教思想，比如 ｔｈｅ ｓａｌｔ ｏｆ ｅａｒｔｈ（社会中坚）、ｅ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ｏｆ ｏｎｅ
̓ｓ ｏｗｎ ｄｏｉｎｇｓ（自食其果）等。 此外，《圣经》中的典故还丰富

了汉语习语，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披着羊皮的狼”等。
４．寓言神话

从古至今，人们始终为天地和万物从哪里来、宇宙和我

们所处的世界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模样等问题所困扰。 中国

先民从神话的角度，认为自盘古开天辟地后才有了人类历

史。 什么是神话呢？ 马克思认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

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⑩。
鲁迅先生将神话定义为：“昔之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
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之所能以上，则自然众说以解释之：凡
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中，可
以造就一个民族的品质。 卡西尔认为“神话和语言受着相同

的，至少是相似的演化规律的制约……不论语言和神话在内

容上有多么大的差异，同样一种心智概念的形式却在两者中

相同地作用着”。 这种心智概念就是卡西尔所谓的隐喻式

思维（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神话的隐喻思维被认为是一种

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体现了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

思维方式。
汉民族的寓言神话反映了中国先人对自然现象、社会生

活等的天真想象或解释，体现了古代人类的精神文明，显示

了原始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体验，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

维活动。 无论哪个民族，神话与民间寓言都是该民族的精神

瑰宝，带有强烈、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寓言神话讲述的动

人故事往往在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凝练为一个个命词遣意、曲
尽其妙的习语。 汉语中，此类习语往往以成语的形式出现，
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郑人买履、
揠苗助长”等。

在英语文化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神话传说则主要源自古

希腊、古罗马神话和伊索寓言。 古希腊神话是欧洲最早的文

学形式，也是氏族社会的精神文明产物，对西方文化艺术、语
言文学等都有显著、深刻的影响。 随着希腊人开始移居意大

利，希腊文化艺术也随之传入罗马，希腊神话也很快被移接

至罗马神话，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沉淀出寓意深远、栩栩如

生的习语表达，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有 Ｐａｎｄｏｒａ̓ｓ ｂｏｘ（潘多拉

的盒子，喻指灾难的根源）、Ａｃｈｉｌｌｅｓ̓ ｈｅｅｌ（阿喀琉斯之踵，喻
指致命弱点）、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 ｏｆ Ｄａｍｏｃｌｅｓ（达摩克利斯之剑，喻指

时刻存在的危险）等。 还有许多英语习语与神话故事中出现

的人或事有关，比如海伦（Ｈｅｌｅｎ）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美人。
特洛伊王子出使希腊，趁其夫外出之际诱走海伦，为此引发

了战争，导致特洛伊城沦陷。 据此，Ｈｅｌｅｎ ｏｆ Ｔｒｏｙ 就喻指红颜

祸水或倾国尤物，ａｓ ｆａｉｒ ａｓ Ｈｅｌｅｎ 意为绝世美人。
当然，汉英隐喻习语中反映的文化内涵远非上文讨论的

四种可以概括，还体现了两个民族历史发展、文学艺术、体育

娱乐等多维元素的影响。 汉语隐喻习语中还反映了古代科

举文化、古代军事文化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等，因本文篇幅所

限不做阐述。

三、重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提出，东西方文

化的根本不同在于“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 东方

文化以社会为基础，注重精神；西方文化则以个人为基础，注
重物质。 中华（东方）文化和英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
还在于其信奉的哲学理念有所不同。 前者追寻天人合一、以
和为贵；后者则持天人两分的观念。 文化上的差异最终在民

族语言表达，尤其是多姿多态的隐喻习语中得以生动地体

现。 这些习语以文化为表达内容，同时又依赖于文化给予的

造词理据，呈现了语言和文化有机体相辅相成、互相依赖的

辩证能动关系。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直接、最具有特色的代表元素。 民族

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处世哲学，甚至不同民族

文化的特质等，都能在语言中得以体现。 语言并不是独立于

文化之外的、封闭的符号系统。 认知语言学家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也

认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工具和组成部分，文化在语言结构

中的反映无处不在，且意义重大。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

差异自然会带来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困难。 一方面，我们可

以通过语言表象，即在语言层面理解汉英隐喻习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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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透视更深层的文化差异。 只有真正了解不同民族文化间

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学习和使用语言。 另一方面，语言不仅

承载了文化信息，更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在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如何促进异质文化的融合创

新，如何为世界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和交流提供更广阔

的平台，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比汉英隐喻习语的差异，我们可以管窥不同语言

表达背后的文化深意，了解不同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欣赏

世界上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并能够对这些差异进行知其然

亦知其所以然的理解与阐释。 这不仅是语言学研究的问题，
也是跨文化交际的议题，更是中华文化有效输出的一种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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