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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偏正短语中的方位隐喻探微

提要　

关键词　 　 　 　

引　言

１９８０年，美国生成语义学家 Ｌａｋｏｆｆ与哲学家 Ｊｏｈｎｓｏｎ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
中提出概念隐喻理论，把隐喻看作是人们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的方式。

Ｌａｋｏｆｆ＆Ｊｏｈｎｓｏｎ把概念隐喻分为实体隐喻、方位隐喻和结构隐喻三种。方位隐喻是本文研
究的对象。

方位隐喻（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又称为空间隐喻（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ｐｈｏｒ），是指参照
方位而形成的一系列隐喻概念。空间方位来源于人们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是人们赖以

生存的最基本的概念：上下，内外、前后，深浅，中心、边缘等，人们将这些具体的概念映射

到情绪、身体状况、数量、社会地位等抽象的概念上，形成了方位词语表达抽象概念的词

语。在这种隐喻中，喻体常用表示方位的词来体现不同的实践经验和文化经验。例如，情

绪好是向上的，这里本体“情绪好”具有了喻体“上”这一方位性语义特征。这种把本来不

具有方位性语义特征的本体描绘成具有方位性的隐喻即为方位隐喻。

偏正短语是汉语的五大基本句法结构之一，在语言中占有重要的比例。笔者在搜集

语料时发现，汉语偏正短语中很多是方位隐喻，本文通过电子语料库检索方位词构成的偏

正短语，旨在通过对真实语料的分析，挖掘偏正短语中方位隐喻的隐喻义、隐喻拓展方向

及其认知基础。

一　上下范畴隐喻式偏正短语

在汉语中，“上———下”范畴往往和“高———低”范畴相对应，因此我们在分析时不再

把这两对范畴分开来讲。汉语偏正短语中的“上———下”范畴所表达的隐喻概念在我们

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它的拓展的隐喻意义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种：

（一）好的是上，不好（坏）的是下

汉语偏正短语中“上———下”域表达这类意义的隐喻最多，也最复杂，但总的价值取

向是一致的，即以好的为上，不好（坏）的为下。我们把这类方位隐喻按照目标域分为以

下常见的几种。

１．目标域为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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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就是情绪好是上，情绪不好（坏）是下。也可概括为快乐是上，悲伤是下。

这样的隐喻概念及其相应的语言表达是有其物质和文化的经验为基础的：人，不分男女老

幼，均直立行走，身体直立的姿势往往与愉快和活力同现，向下的姿态又经常与悲伤或沮

丧相连，反映到汉语中就有了类似上面的偏正短语方位隐喻。

２．目标域为品德风格

其价值取向概括起来是：品德好是上（高），品德坏是下（低）。

“高”和“低”本来也是空间的具体可感的概念，但在这里用来指称抽象概念“品位”

和“质量”的程度。其物理基础为：好的总是向上，令人尊敬仰慕；而差的总是向下，让人

瞧不起。

３．目标域为等级

上面的偏正短语中蕴含着的方位隐喻是：等级高是上，等级低是下。在语言中社会地

位、权力与空间上下结构相匹配，社会地位高、权力大为上，反之为下。其经验基础为：力

量或能力与空间上下相匹配。对于事物来说，表现为质量好为上，质量差为下，例如：上等

面料、上、中、下等生活水平。

在社会生活中，由人的价值取向所决定，人们往往追求的是等级高的事物，或者是生

活质量，或者是社会地位等等，所以以“等级高”为好，以“等级低”为不好，这类方位隐喻

可以概括为一类。

（二）量多是上，量少是下

人类语言用空间概念映射数量概念也具有普遍性，因为数量的多少跟现实中的

“上———下”位置有直接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都体会到客观事物之间有高低、上下之

分，一些东西，添则增高，去则降低。生活中的各种图式也是数量多就表现为“上”，数量

少就表现为下，例如温度计、股价走势图等等。这些相似的物质实践产生了极为相似的隐

喻方式，表现在偏正短语中出现了如上的一些习以为常的隐喻。

（三）时间早是上，时间迟是下

语言中大量表示时间的词语都来自空间概念。空间知觉是人类生活早期最早发展起

来的能力。为了生存需要，人类不得不四处移动，正是这种向四周的移动，提供了空间方

位感，形成了空间的表征，换言之，人类的时间意识产生于穿越空间的运动。因此许多学

者认为空间知觉是先于时间发展起来的。

时间的空间隐喻的一种典型形式便是用“上———下”这一纵向空间概念来喻指时间，

即时间较早为上，时间较迟为下，例如：

　 　 　 　 　
　　 　
　 　 　 　 　

　　 　
蓝纯（１９９９）曾通过互联网收集到７５０个“上”的语句和４３４个“下”的语句，发现其中

喻指时间的语句分别占１０．４％和３２．２７％。她认为这一隐喻的产生可能与太阳的运行有
关系。太阳在早晨从地平线上升起，中午时达到最高点，因此有“上午”一词，而“上”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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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前一段时间或早些的时间；午后太阳逐渐下降，直到傍晚低于地平线，因而有了“下

午”一词，“下”即为较迟的或后一段时间。上午先于下午为早，下午晚于上午为迟，故而

有了“时间较早为上，时间较迟为下”这一对方位隐喻。我们认为这种解释颇有道理。

二　深浅范畴隐喻式偏正短语

（一）感情好是深，感情不好是浅

“深———浅”域经常被映射到感情这一抽象域，于是所有的感情范畴似乎都可以被丈

量，有了深浅之分，其价值取向为：感情好是深，感情不好是浅。

（二）不容易理解是深， 容）解释 。

。与 研 深 往 难四 秘 容 以 知 时 之 午深 这 被 我深 是 理程 这午 是深 乎 的售位 售感问 质 ， 之 瑛 从 —好词 问



例如： 。这里凸显的不再是“边缘”的重要程度与否，而是其所处

的特殊的多边位置。

四　前后范畴隐喻式偏正短语

（一）以隐喻对象为标准分类

首先，从隐喻的对象来说，我们把将前后范畴隐喻式偏正短语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１．时空隐喻
在许多情况下，表示空间概念的词语可以用来表达时间概念。汉语偏正短语有很多

时间隐喻。除了用“上———下”这一纵向空间概念来喻指时间外，对时间的空间隐喻还有

许多其它形式，另一典型形式便是用“前———后”这一横向空间隐喻来表示时间。空间时

间隐喻主要基于两个隐喻系统，即“自我在动”隐喻系统和“时间在动”隐喻系统。周榕

（２００１）通过对基于这两类隐喻系统的时间语句的实时在线加工的考察，发现人们在对时
间关系作推断时，的确出现了从空间向时间的范畴映现，从而表明了时间的空间操作的心

理真实性，为隐喻认知基础的心理现实性提供了证据。

“自我在动”和“时间在动”两个隐喻系统表示“前”、“后”的顺序是不同的。“自我在

动”隐喻系统，把未来事件视为前，从身边过去的已在身后的为后。即盼望未来在前，回

顾往事在后。“自我在动”的偏正短语隐喻，例如：

市场前景、澳门的前途、被扔在身后的过去

“自我在动”隐喻系统从自身的运动中体会到时间先后的感觉，对于一个步行者，落

在身后的情景是既往的，出现在面前的事物是将到的。但我们不常在前行中感受时间顺

序，而更像是静处一旁去观察事件序列的先后次第，这就是“时间在动”隐喻系统。

“时间在动”隐喻系统，把过去的事件作为前，把未来的事件作为后。“时间在动”的

偏正短语隐喻，例如：

这种隐喻系统的特点是“前———后”的使用具有对称性，这种对称有时在同一个词语

中体现，例如“承前启后”中的“前”和“后”，有时是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使用特点，例如

“今后”和“从前”（或“以前”）等等。

２．事件隐喻

以事件为基点，可以划分为进行前、进行中和进行后三个阶段。这种隐喻中的

“前———后”有时是对称的，例如“前期工作”，与之对应，可以说“后期工作”，“改编前的

电影”和“改编后的电影”；有时是不对称的，例如“售后服务”，没有“售前服务”与之对

应，“岗前培训”，没有“岗后培训”的说法。造成这种不对称的原因是认知，具体来说，是

由于语言中的事实对应现实事件发生的顺序，体现的时间象似性原则。例如，商品的保修

等服务一般在销售出去之后才得以实现，“售”是“服务”得以存在的前提，所以也就没有

“售前服务”的说法。“培训”一般是在“上岗”前实施，目的是为了使之更好适应岗位需

要，所以没有“岗后培训”一说。等等。

３．人物隐喻

在“前———后”域隐喻人物时，往往具有对称性，例如“身前的经历”和“身后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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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前任总理”和“后任村长”，“革命先烈”和“革命后代”等等。

（二）以隐喻意义为标准分类

从隐喻意义来说，我们将前后范畴隐喻式偏正短语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１．前后方位与进步与否对应的偏正短语隐喻

前后方位与进步与否的对应表现为，进步是前，落后是后；积极在前，消极在后。其经

验基础是：身体强壮或表现积极的一般走在前面。

２．前后方位与实力地位对应的偏正短语隐喻

由于现实中有排名这种实际行为的存在，对应于语言中就有了相应的表达。一般来

说地位高、实力强为前，地位低、实力弱为后，上面所举的偏正短语即对应这种隐喻意义。

有时则恰好相反，即实力弱、地位低在前，实力强、地位高在后，例如：

总之，前后方位与实力地位的对应关系取决于排名的依据。

３．前后方位与重要程度对应的偏正短语隐喻

现实生活中通常会按时间表的顺序，将事件逐一排列。通常情况下，重要在前，次要

在后；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