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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隐喻和转喻是传统语言学上的修辞手段$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在色系和源域

上体现出的一致性$也说明了隐喻.转喻是人类共有的基本认知方式# 人类通过源域到颜色域

的映射$来获得颜色认知$同时精准地描摹颜色$细分颜色间的差异# 在颜色认知的过程中$英

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也承载着民族的某些特性$通过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源域与色系的

对比来帮助了解语言背后的民族共性和个性$有助于我们顺利进行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和英

汉互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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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喻%转喻理论与颜色词

传统认知语言学将隐喻看做是一种语言现象

和修辞手段!用来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效果$ 现

代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只是一种语言现象和修

辞手段!也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

U/\,11和 +,3.<,. "#G%"#在 3[7?/O3,-<Z7U5>7

]94一书中指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和

语言的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和隐喻概

念体系!是人们用一种事物来认识%理解%思考和

表达另一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之一$'

)#*概念隐

喻的运作机理是利用源域"<,(-87:,P/5.#和目标

域"?/-)7?:,P/5.#特征上存在的某种相似性!通过

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使两个事物间建立联系!在

人的认知体系中建构基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认

知$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也是人们认知事物的

方式!转喻利用事物之间的相邻性!即两个事物之

间所存有的某种现实关系!在相近或相关联的不

同认知域中!一个凸显代替另一个事物$ 隐喻和

转喻都是基于人的基本经验!本质上都是概念性

的%自发的和无意识的过程!都可以理解为投射过

程$

)!*颜色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人类认知对象!

人类通过语言形式来对其进行描摹和表述!由此

产生了语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颜色词$ ;7-L

05.和X/9在对世界上一百多种语言中的颜色词

进行研究后确定人类语言中共有的 ## 个基本颜

色词范畴,c35?7% ]0/8\%-7:%)-77.%9700,c% ]0(7%

]-,c.%O(-O07%O5.\%,-/.)7和)-/9!即中文颜色词,

白%黑%红%绿%黄%蓝%褐%紫%粉%橙和灰等色$ 与

基本颜色词相对应的就是数量众多的非基本颜色

词!大部分英汉非基本颜色词是通过隐喻和转喻

衍生获得!如转喻类颜色词&J/:7' "翡翠色#和隐

喻类&米色'就分别是&珠宝域'和&食物域'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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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域映射而获得的颜色认知!在意义上都可以理

解为&像******样的颜色'$ 隐喻%转喻颜色词就

是由相对于颜色域而言更为具体的实物域映射到

颜色域!借助于源域的色彩!在人类的思维系统中

所建立起来的色彩认知$

)$*隐喻%转喻颜色词借

用其他域的已有词汇能更为细腻%形象%精准的表

达颜色!体现颜色间的细微差异$ 根据 U/.)/8\7-

的原型范畴理论!原型"O-,?,?9O7#是人们对世界

范畴化的认知参照点!隐喻%转喻类颜色词的认知

都是以人类生存所需环境中的某种原型为基础而

获得!隐喻%转喻类颜色词的来源域往往可以在日

常生活中找到$ 转喻颜色词&J/:7'"翡翠色#的源

域是自然界中的珠宝&翡翠'+隐喻颜色词&米色'

的源域是人类食物&大米'$

隐喻%转喻是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的人类的基

本认知活动!认知过程植根于人类的语言%思维%

文化和概念体系中$ 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显

示了人类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具有共性!认知过程

受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显示出不同的个

性!这些共性和个性通过人类的语言(((英汉隐

喻%转喻类颜色词得以体现$ 本文选取3牛津高

级英汉双解词典4与3现代汉英词典4中所收录的

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对比其认知方式%源域

和色系!分析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认知过程中

的异同!揭示民族的共性和个性$

二%英语隐喻%转喻类颜色词

英语隐喻类颜色词构词方式有以下几种,一

是在具有典型色彩的事物名后加上词缀&7.%7:%

9%L8,0,-7:'!如 &10/d7.' &</.:7:' &<,,?9' &107<3L

8,0,-7:'+二是在具有典型色彩的事物名后加上基

本颜色词!形成复合词!如&]0,,:L-7:'$ 英语转喻

类颜色词构词方式则有以下几种,一是直接由具

有典型色彩的事物名直接活用做颜色词!如

&J/:7'+二是由两个具有典型色彩的事物名并列

合成!如&07P,.L83511,.'+三是由两个普通事物名

合成!且前一个普通事物名起修饰限定的作用!如

&c5.?7-L<\9'$ 3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4中所收

录的英语隐喻%转喻类颜色词分别有 !H 个和 $%

个!对词典里英语隐喻%转喻类颜色词的源域和色

系整理分类!归纳如下,

"一$源域分类

植物类源域"!# 个#,8/--,?9%837--9%,-/.)7%

O7/83% O0(P%-,<7%<?-/c]7--9LO5.\%)5.)7-%/O-58,?%

</11-,.%<?-/cL8,0,-7:%05P7%P,<<9L)-77.%O7/%,05>7L

)-77.% 837<?.(?% 85../P,.% 050/8% P/3,)/.9% .(?L

]-,c.%10/d7.

珠宝%矿物类源域"#" 个#,J/:7L)-77.%7P7-L

/0:%J/:7%-(]9%/4(/P/-5.7%,83-7%?(-4(,5<7% ]7-90%

/P]7-%8,/0L]0/8\

金属类源域"% 个#,),0:%),0:7.%O0/?5.(P%<50L

>7-%-(<?%5-,.L)-79%8,OO7-%]-/<<9

动物类源域"K 个#,8,835.7/0%</0P,.%</0P,.L

O5.\%8/./-9L9700,c%O7/8,8\L]0(7%</]07% 8,-/0

食物类源域"K 个#,80/-7?%83/PO/).7%8-7/PL

8,0,-7:%107<3L8,0,-7:%83,8,0/?7%8,1177% 3,.79L8,0L

,-7:

自然现象源域"H 个#,?7--/8,??/%/<3L]0,.:7%

<7/L)-77.%<\9L]0(7%<,,?9%(P]7-

用品类源域"& 个#,O5?83L]0/8\%8/-],.L]0/8\%

?/.%](11

人体类源域"# 个#,]0,,:L-7:

"二$色系分类

红色系 " #H 个#, ]0,,:L-7:% 8/--,?9% 837--9%

80/-7?%8,835.7/0%107<3L8,0,-7:%8,-/0%,-/.)7%O7/83%

O0(P%-,<7% -(]9% </0P,.LO5.\% </0P,.% <?-/c]7--9L

O5.\% ?7--/8,??/

黄色系 "#& 个#,/O-58,?%/<3L]0,.:7% ]-/<<9%

](11%8/./-9L9700,c%83/PO/).7% 8-7/PL8,0,-7:%10/dL

7.%)5.)7-%),0:%),0:7.%</11-,.%<?-/cL8,0,-7:% ,837-

绿色系"#" 个#,J/:7%05P7%P,<<9L)-77.%O7/L

)-77.%<7/L)-77.%?(-4(,5<7%7P7-/0:%J/:7L)-77.%,0L

5>7L)-77.%]7-90

褐色系"% 个#,/P]7-%837<?.(?%83,8,0/?7%85.L

./P,.%8,1177%P/3,)/.9%-(<?%?/.

黑色系"M 个#,O5?83L]0/8\%8/-],.L]0/8\%8,/0L

]0/8\%<,,?9%</]07

蓝色系 " $ 个 #, /4(/P/-5.7% O7/8,8\L]0(7%

<\9L]0(7

棕色系"$ 个#,8,OO7-%(P]7-%.(?L]-,c.

白色系"! 个#,O0/?5.(P%<50>7-

紫色系"# 个#,050/8

灰色系"# 个#,5-,.L)-/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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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色系"# 个#,3,.79L8,0,-7:

三%汉语隐喻%转喻类颜色词

汉语隐喻类颜色词构词方式有以下几种,一

是由具有典型色彩的事物名加上词缀&色'!如

&茶色'+二是由具有典型色彩的事物名加上基本

颜色词形成复合词或再在复合词基础上加上词缀

&色'!如&铅白' &茶褐色'$ 汉语转喻类颜色词

往往由具有典型色彩的事物名直接转化得来!如

&金' &银'$ 3现代汉英词典4所收录的汉语隐

喻%转喻类颜色词分别有 MK 个和 ! 个!对词典里

汉语隐喻%转喻类颜色词的域源和色系整理分类!

归纳如下,

"一$源域分类

植物类源域"!# 个#,桃红%杏红%梅红色%枣

红%橙黄%藤黄%橙色%柠檬色%杏黄%草绿%葱绿%橄

榄绿%苹果绿%花白%葱白%花青%菜青%紫罗兰色%

茶色%茶褐色%藕色

金属类源域"G 个#,金%银%银白%银色%银灰

色%金色的%古铜色%铅白%铅灰色

自然现象源域"% 个#,火红%水红%昏黑%灰

白%雪白%天蓝%昏黑%土色

食物类源域"K 个#,米黄%油绿%酱紫%酱色%

乳金%乳白%肉色

用品类源域"H 个#,蜡黄%靛蓝色%墨黑%碳

黑%靛青%胭脂红

动物类源域"& 个#,鹅黄%鹦哥绿%蟹青%驼色

珠宝%矿物类源域"! 个#,翡翠绿%象牙白

人体类源域"! 个#,血红%妃色

"二$色系分类

红色系"#" 个#,胭脂红%妃色%火红%梅红色%

肉色%水红%桃红%杏红%血红%枣红

黄色系"#! 个#,橙黄%藤黄%橙色%柠檬色%杏

黄%鹅黄%昏黄%米黄%蜡黄%金%乳金%金色的

白色系"#" 个#,花白%葱白%象牙白%银%银

白%银色%铅白%灰白%雪白%乳白

绿色系"K 个#,草绿%葱绿%橄榄绿%苹果绿%

油绿%鹦哥绿%翡翠绿

青色系"& 个#,花青%菜青%靛青%蟹青

黑色系"$ 个#,墨黑%碳黑%昏黑

蓝色系"! 个#,靛蓝色%天蓝

紫色系"! 个#,酱紫%紫罗兰色

褐色系"! 个#,茶色%茶褐色

灰色系"! 个#,铅灰色%银灰色

棕色系"# 个#,古铜色

其他色系"& 个#,酱色%藕色%土色%驼色

四%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源域与色

系对比分析

"一$认知方式对比

据统计!3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4中所收录

有 !H 个英语隐喻颜色词!其中以词缀派生生成的

隐喻颜色词有 #" 个!以复合法生成的隐喻颜色词

有 #H 个+英语转喻类颜色词 $% 个$ 3现代汉英词

典4所收录的 MK 个汉语隐喻颜色词中!其中以词

缀派生法生成的隐喻类颜色词有 #% 个!以复合法

生成的隐喻类颜色词有 $G 个+汉语转喻类颜色词

! 个$

表 #

DDDDDDD 比例

语言DDDDDDD

隐喻类颜色词占

隐喻%转喻类颜色词

转喻类颜色词占

隐喻%转喻类颜色词

英语 &"*H` MG*&`

汉语 GH*H` "*$&`

表 !

DDDDDDD 比例

语言DDDDDDDDD

词缀派生占隐喻

类颜色词

复合法占隐喻

类颜色词

英语 $%*M` H#*M`

汉语 $#*H`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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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英汉隐喻类颜色词中!复合法在构词过

程中大量使用!分别占 H#*M`和 H%*&`$ 具有典

型色彩的事物名与基本颜色词结合!给人以想象

空间$ &O7/83%-,<7'和& 桃红%枣红'!虽都属红

色系!但颜色深浅颇有差异!隐喻认知利用原型与

颜色间的相似性!实现从源域到目的域的映射!更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颜色!更细致入微地划分了基

本颜色词!体现同色系颜色之间的细微差异$ 英

汉隐喻类颜色词中复合词的数量居多也突出了英

汉两民族在认知方式上的趋同性$

"!#英语词缀派生类隐喻颜色词比例要高于

汉语词缀派生类隐喻颜色词!这与英汉语分属不

同的语言种类有关$ 英语属于形合语言!词缀类

型%数量较多!词语形态变化多样!词缀代表不同

的词性$ 在词缀构词上面!英语比之汉语略占优

势+汉语属于意合语言!构词多以双语素复合为

主!在复合法构词上面!汉语较之英语又略占

优势$

"$#英汉转喻类颜色词比例差距较为悬殊!

分别为 MG*&`和 "*$&`$ 从语法的角度分析!英

语名词能够直接用作前置定语来修饰另一名词!

称作名词定语!如!&)-/<<)-77.'!这为英语转喻

类颜色词的生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相比较而言!

汉语名词直接修饰名词的用法较少见!即使直接

用作前置定语修饰某个名词!也需要满足一定的

前提条件即修饰词与被修饰词都必须是单字语

素!如&银鬓'&雪肌'&金漆'!这就限制了汉语转

喻类颜色词的发展!汉语转喻类颜色词数量有限!

仅占 "*$&`!而隐喻类颜色词比例高达 GH*H`$

"二$源域对比

表 $

DDD来源

语言DDD

植物类

源域

金属类

源域

自然现象类

源域

食物类

源域

用品类

源域

动物类

源域

珠宝%矿物

类源域

人体类

源域

英语

"比例#

$!*%` #!*M` G*&` #"*G` H*$` #"*G` #M*H` #*H`

汉语

"比例#

$M*H` #M*$` #$*H` ##*G` #"*!` H*%` $*&` $*&`

DD"##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多生成于下列

源域,植物类%金属类%自然现象类和食物类$ 人

类的颜色认知途径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多&借物

呈色'!且所借之物都存在于人类所需的生存环

境中!与人类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 人类在生产

劳作与生活过程中!会挑选环境中多数人所熟悉

的原型!在无沟通障碍的前提下!通过隐喻%转喻

的认知方式更加准确的划分颜色!使颜色之间的

差异更为清晰$ 这类词使用范围逐渐扩大!慢慢

被人们接受!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固化!便形

成了语言集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英两个民族

所存在的环境中有着互通之处!日常生活中有很

多共同之物!两个民族会不约而同的使用某个事

物来作为源域映射到目标域即颜色域!来形成颜

色认知$ 因此!英汉一些颜色词可相互对译!如!

&<.,cLc35?7'和&雪白'+&]0,,:L-7:'和&血红'+&

<\9L]0(7'和&天蓝'等!这也体现了隐喻%转喻认

知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普遍性和共性$

"!#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源域比例最大

部分皆出现在植物源域!最小部分都出现在人体

源域$ 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之一!是人类

最为熟悉的对象!人类的生产劳作与自然界中的

植物关系最为紧密$ 植物类域源的色彩丰富!使

之成为人类进行色彩描摹的一个必然的%首选的

领域$ 将植物域的色彩映射到颜色域!人脑再进

行认知加工!就形成了众多的植物类源域的颜色

词$ 与植物类源域相较而言!人体类源域的隐喻%

转喻颜色词屈指可数!主要是人体域能映射到颜色

域的原型有限!英汉民族具有相同的生理结构!因

此在两个民族的语言中!这类颜色词都寥寥无几$

"$#英汉在用品类源域以及动物类源域获得

的颜色词数量也很少!只来自于一些与人类衣食

住行相关的基本日用品类!如!&O5?83"油漆#%8/-L

],."碳#%?/.u](11"皮革#' &蜡%靛%墨%碳%胭脂'

等+动物类源域也只限于家禽家畜类和常见动物!

如!&8,835.7/0"胭脂虫#%</0P,. "大马哈鱼#%

8/./-9"金丝雀#% O7/8,8\ "孔雀#%</]07"紫貂#%

8,-/0"珊瑚#'+鹅%鹦哥%蟹%骆驼$ 另一方面!从环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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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对人类认知产生的影响上以及动物类源域里的

物种!反过来可推断出各民族的生活环境$ 英语隐

喻%转喻类颜色词有部分是海洋生物源域在颜色域

的映射!可知英民族与海洋联系紧密!形成了独特

的海洋文化!而汉语隐喻%转喻类颜色词大多来源

于陆上生物!可知汉民族的居住环境多为内陆$

"&#环境的相似性让英汉民族在颜色词认知

上体现出一定的共性!但民族习俗的差异性也让

人们在选择事物作为源域时体现出一定个性!英

汉民族的部分颜色词反映着各自的民族特色!导

致了英汉颜色词不对译的现象出现$ &8-7/PL8,0L

,-7:'"奶黄色#是英民族特有的颜色词!&8-7/P

"奶油#'在英民族饮食里占据着一席之地!为人

熟悉!成为认知参照点是民族个性使然$ 对于汉

民族而言!奶油不在传统食材之列!是比较陌生的

事物!在中文颜色词里也找不到与之对应的颜色

词+汉民族多以大米为主食!中文里有&米黄'之

色!而英语里同样也没有相应颜色词!这些词都体

现出了各自民族的文化特色$

"M#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在珠宝%矿物类

源域的比例差异明显$ 欧洲历史上开展对外贸易

较早!珠宝类物品也大量涌入西方国家!珠宝的色

泽明亮%鲜艳%独特%引人注目!具有成为颜色词源

域的先决条件!各色珠宝的涌入也给西欧带去大

量的外来珠宝名词!后经过大脑认知加工!成为代

表某种色彩的颜色词$ 汉民族经历了较长的封闭

时期!对外贸易开始较晚!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其在认知域上较英语衍生出较少的珠宝域颜

色词$

"三$色系对比

表 &

DDD色系

语言DDD

红

色系

黄

色系

白

色系

绿

色系

黑

色系

蓝

色系

紫

色系

褐

色系

灰

色系

棕

色系

英语 !M*&` !!*!` $*!` #M*G` K*G` &*%` #*H` #!*K` #*H` &*%`

汉语 #G*H` !$*M` #G*H` #$*K` M*G` $*G` $*G` $*G` $*G` !*"`

DD通过图表分析!我们发现在英汉隐喻%转喻类

颜色词色系归类中居前几位的分别是红色系%黄

色系和绿色系+英语多褐色系颜色词!汉语多白色

系颜色词+英语中没有汉语里的青色系$

"##从物理学和光学的角度分析!人类视觉

对色彩的反映是有顺序可循的$ 色彩视觉正常的

人在光亮条件下能看见光谱的各种色彩!它们从

长波一端向短波一端的顺序是,红色"K"" .P#!

橙色"H!" .P#!黄色"M%" .P#!绿色"M#" .P#!蓝

色"&K" .P#!紫色"&!" .P#$

)&*由此可见!红色是

自然界中最先获得认知和区分的颜色!英汉民族

相同的视觉生理结构造就了英汉颜色词中红色系

居多的现象$ 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分析!汉民族

对红色的依恋来自于对太阳的崇拜$ 太阳的光与

热赐予了人类温暖与生机!来源于太阳光的红色

火焰也给予了人类生存的希望与健康!汉民族对

红色多崇尚和偏爱由远古延续至今$ 英民族对红

色的文化联想源于对血液的直观感受!血液是

&生命之液'!灌溉着&生命之花'!一旦血液淌尽!

生命也不复存在!红色对英民族意义重大$ 红色

在英汉民族里都具有着广泛的引申%联想意义!与

风俗%政治%经济都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传统习俗

里!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

喜庆的日子有关!象征着喜庆%吉祥%顺利和成

功+

)M*政治革命中!英汉民族的红色都意味着暴

力%恐怖和流血+在经济上!红色都被用来记录经

济上的赤字%亏损和负债$

"!#黄色波长决定了黄色系也是人们较易感

知的颜色$ 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分析黄色词居多

的因素有以下几个,#*黄色是多数农作物成熟后

所展现的颜色!象征着丰收与富贵!与人类生活密

切相关+!*在中国文化里!黄色是帝王色!我们是

&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人们对

黄色多崇敬之情+$*在英民族里!黄色是忠诚%智

慧之色!人们多尊崇黄色$ 黄色在英汉民族还有

着许多不同的联想意义!使用范畴较宽泛!这也是

黄色词偏多的原因$ 黄色在英文里可用来表示人

的情感和性格特征!意为胆小%多疑%阴沉之人+黄

色在中文里还用来描述某些淫秽%下流的事物$

在现代社会!人们也多用黄色来作为警告之色!来

引人注意!如!黄牌$

"$#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中绿色系颜色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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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从绿色的波长可以知道绿

色系也易为人眼感知$ 绿色位于光谱的中间!是

平衡色!预示和平%友爱+绿色是农耕之色!预示着

冬去春来!是希望和生命的象征+绿色是作物蓬勃

生长之色!是五谷丰登的前奏!汉民族自古以农耕

为生!对绿色充满着喜爱之情$ 英民族文化里!绿

色代表着正义和欢乐!绿色还被赋予了一定的宗

教色彩!代表着上帝的恩泽$ 绿色系颜色词的数

量证明了其在英汉民族文化中的地位$ 在历史的

发展中!绿色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代表着清新%

健康%自然%快捷等!如!绿色食品%绿色通道$ 绿

色在英汉语言里还带有一定贬义!指缺乏经验或

者无知%善妒%与人私通等$

"&#英汉隐喻%转喻类颜色词中!英语多褐色

系颜色词!汉语多白色系颜色词$ 褐色在英民族

中是土地之色!对以畜牧业为生的英民族而言!土

地有着重要的意义!英语中褐色颜色词比汉语颜

色词多是必然$ 白色在英汉文化中都代表着纯

洁!同时都可以隐喻为&虚无或无价值'!但在汉

语中!白色的含义与使用范畴更为广泛!汉语白色

词也明显多于英语$ 在汉民族文化中!白色还代

表着&哀悼和悲伤'!如&白事'+在政治革命中!白

色还表示&反动'!如&白区'+白色还代表着&奸

诈'!京剧脸谱中&白脸'代表着奸诈角色+白色还

代表着&文化水平'!如&白丁'!英语中的白色没

有这些引申义$

"M#汉语里有一类隐喻%转喻类颜色词是英

语里不存在的!青色系是汉语颜色词里独有的颜

色系$ 青色在汉民族里是一个模糊的颜色!依据

不同的语境!可以代表不同的颜色!如!&青丝'中

为黑色+&青天'中为蓝色+&青山'为绿色+&脸发

青'为白色$ 这与中国哲学文化讲究&虚'!思维

方式注重形似有关+而西方文化更讲究科学%精

确!这种思维方式在追求颜色描述的准确性中体

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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