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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歇后语中的隐喻映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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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物歇后语可由单个动物意象构成，也可由两个动物意象构成。当由两个动物意象构成时，这两个动物意

象的表现形式、位置关系和意义关系都是不同的。根据认知语言学有关隐喻映射的理论，我们将动物歇后语中

的隐喻映射分为动物特性映射和文化背景映射两大类，并且发现这些隐喻映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形成了一

个纵横交错的系统。基本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在动物歇后语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印证了这个层次是最容易被人

们感知和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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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动物与人类结下了
不解之缘，有些甚至成为了人类最亲密的朋友。逐

渐的，人们开始使用一些动物本身或者人类赋予它

们的特性来喻指人类，产生了一些动物歇后语。长

期以来，对动物歇后语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它们的

起源、命名、分类和修辞等，对其存在的隐喻现象研

究得不多，有的也往往只是从修辞角度入手进行描

述和阐释。１９８０年 Ｌａｋｏｆｆ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出版了《我们
赖以生存的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ＷｅＬｉｖｅＢｙ）一书，开辟
了一条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途径。Ｌａｋｏｆｆ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认为，隐喻在本质上是认知的，不是修辞格，
不是简单的语言的产物，而是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

来的思维方式。这打破了传统语言学一贯的主张，

即隐喻作为语言中的非正常现象是可有可无的，说

话人选择使用隐喻仅是为了制造特殊的修辞或交际

效果。正是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关照下，人们对于

“隐喻”这一现象才逐渐加深了认识和理解。

目前，学界对动物歇后语的隐喻研究还不够深

入，对于这类歇后语的特点仅点到为止，不能充分地

解释汉语中这种特殊的现象。因此，本文对专书中

有关动物的歇后语进行了收集和整理，研究它们的

构成方式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认知语言学中

有关隐喻映射的理论进行分析，以期加深人们对汉

语此类歇后语的理解和认识。

一、动物歇后语的构成方式

基于认知语言学对于隐喻普遍性的认识，我们

认为隐喻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与之息息相关，

且很好地体现在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歇后语这一民间

口头创作之中。为考察隐喻机制在其中的体现，本

文选择了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歇后语进行研究。

为此，笔者选取了《民族民间歇后语》一书［１］，对其

中涉及到动物的歇后语进行了具体归纳，发现其有

以下两种构成方式。

（一）由单个动物意象构成

在我们考察的动物歇后语中只包含一个动物意

象的有 ３４２条。其中，最多的是有关“鸡”的歇后
语，有３３条，其次是关于“狗”的２９条，关于“鸟”的
２６条，关于“猪”的 ２５条；较少的是“狐狸”、“虱



子”、“蚕”等，均只出现了２次，而“虾”、“蚌”、“鲸
鱼”等仅出现了１次。我们不难发现，出现频率高
的动物都是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紧密的，这也就

无怪乎人们会以此为联想基础，发展出一系列歇后

语来指称较复杂的现象。

（二）由两个动物意象构成

这类歇后语中包含了两个动物意象，而这些动

物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在句子中也表现出不同

的形式。

１．两种动物的表现形式
两种动物意象在句法层面上的表现并不相

同。有的均为显性，即表现为两个动物词语；有的

为一显一隐，即一个用动物词语来表示，而另一个

用隐含了该动物意象的其他非动物词语来表示。

如：

例１三个老鼠咬个猫———没有哪个敢上前。
例２买骆驼不配鞍———现成的。

例１中的“老鼠”和“猫”这两个动物意象都是以词
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例２中动物意象“骆驼”是
直接用词语表现出来的，但还隐含了可以由“鞍”这

个词语推知而得的“马”的意象。

２．两个动物词语的位置关系
在大部分动物歇后语中，两个动物词语同时出

现在前段谜面部分，如：

例３猫披虎皮———抖威风。
而有的则分布在破折号的两边，第二个动物词语在

歇后语的后段谜底部分出现，人们只有猜出谜底，才

能恍然大悟两种动物意象之间的关系，如：

例４耗子上吊———是猫逼的。
３．两种动物的意义关系
两种动物意象在意义上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

系，最常见的有以下四种关系。

（１）敌对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两种动物一般位于食物链的上

下级，一种以另一种为食。如：

例５耗子陪着猫睡觉———练胆子。
“猫”是“老鼠”的天敌，而以这两种动物创作的歇后

语最多，总共出现了１３条。可见，这种敌对关系是
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观察到的。

（２）对比关系
通过对比突出说话人想要强调的意象。在这一类

中可以分为大小对比、高矮对比和美丑对比三种。如：

例６黄牛背上的跳蚤———自高自大。
这两种动物意象的大小对比十分突出，小的选取了

“跳蚤”，大的则选择了“黄牛”。

高矮对比的歇后语在我们考察的语料中较少，

这可能反映了人类思维认识动物的一个特点，即在

动物的形体上最容易把握和认知的是个体的大小，

高矮的认知显得不那么重要。高矮比较的例子如：

例７白鹤站在鸡群里———高出一头。
对“白鹤”和“鸡”两者来说，在形体大小上没有显示出

可比性，相反“白鹤”个高这一特点在人类认知中就突

显出来了，成为其与“鸡”进行对比的一个显著特征。

同样，美丑的对立也相对较少，如：

例８山鸡娶凤凰———不般配。
例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

“凤凰”作为美的象征多次出现，而“癞蛤蟆”和“天

鹅”也是一美一丑的两个极端。

（３）同质关系
在这一类关系中，两种动物虽然属于不同类，但

他们在本质上有相同之处，因此语言的使用者将它

们同等看待，或都是美好的，或都是丑陋的。例如：

例１０苍蝇找屎壳郎做亲———臭味相投。
例１１青蛙和癞蛤蟆相亲———合并同类项。

“苍蝇”和“屎壳郎”在生活习性上有共通之处，“青

蛙”和“癞蛤蟆”则是在体形外貌上甚为相似。

（４）模仿关系
在模仿关系中，两种动物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

相似性，处于劣势的模仿比之具有优势的动物。如：

例１２哈巴狗蹲墙头———假装地老虎。
例１３苍蝇飞进花园里———装疯（蜂）。

例１２中的“狗”模仿的是“老虎”的动作和姿态，例
１３则是以“苍蝇”进入到被模仿动物“蜂”的生存环
境来达到同化的目的。

二、动物歇后语中隐喻映射的类型

隐喻的认知力量就在于将始源域的部分结构特

征投射到目标域之上。人类在与动物频繁接触的过

程中，逐渐发现了动物身上的一些特性与人或其他

事物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于是语言使用者通过隐喻

思维将其投射到人或其他事物的特性上，实现了两

个不同概念域之间的意义转移。就动物歇后语而

言，大多数都是借动物的特性来喻指人类的。Ｌａｋｏｆｆ
在研究谚语时就发现，它们虽然表面上是在说动物、

植物等，但一般都涉及到人，我们其实是试图通过其

他事物来理解人类复杂的本质。他指出，人类的这

一隐喻的能力依赖于“存在大连环”①［２］，即一种文

化模式，其中不同种类的存在及其特征体现出一种

层级关系：高一级的存在高于低一级的存在，高一级

存在拥有低一级存在的所有特征。人类是高于动物

的存在，自然可以拥有动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特性。

在动物歇后语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映射，即动物特

性映射和文化背景映射。

５９第４期　　　　　　　　　　　　　　　　　赵思思：动物歇后语中的隐喻映射研究

①见赵倩的硕士论文《人 动物 隐喻———从英汉动物成语来看“人是动物”的隐喻》第５６页。



（一）动物特性映射

所谓动物特性映射，指的是人们的联想是基于

动物本身的固有特性而展开的，并不存在文化或人

们附加的色彩意义等外在因素。

１．外形动作特征
始源域都是动物本身所具备的外形动作特征，

通过隐喻映射将这些特征投射到关于人的性格、品

质、行为等方面。比如，表现人的某种品质、态度的：

例１４鸭子死了———嘴嘴硬。
例１４将鸭子死后嘴硬的状态投射到目标域上，形容
人自知理亏而口头上不肯认错或服输。

表现人的动作行为特征的：

例１５螃蟹过河———七脚八手。
例１５始源域中是一幅螃蟹过河时的动态图景，投射
到目标域后借以形容动作忙乱、许多人一起动手。

表现人的某些优势的：

例１６白鹤站在鸡群里———高出一头。
始源域中白鹤与鸡形成鲜明的高矮对比，投射到目

标域之后，用来形容人在群体中出类拔萃。

２．性格特征
始源域都是动物本身所具有的性格特征，通过

隐喻映射投射到目标域，表现人的性格行为等各方

面的特点。比如，表现人的性格特征的有：

例１７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例１７中鹦鹉有学舌的本领，而推及到人，指的就是
那类没有主见只会随声附和的人。

表现人的动作行为的有：

例１８毒蛇吐液———出口伤人。
例１８投射的是始源域中“毒蛇吐液”后“伤人”的后
果，形容人说出话来污辱或损伤他人的尊严。

表示某种情理的有：

例１９扭着牛头喝水———勉强不得。
例１９始源域中牛倔强的个性投射到目标域后形容
不能强迫别人做人家不情愿的事情。

３．生活习性特征
动物的生活习性包括生存的环境和食物。我们

先看看与生存环境有关的歇后语：

例２０蚯蚓的后代———土生土长。
例２０的投射关系要放在蚯蚓“土里出生，土里成
长”这一生存环境中来理解。

食物也是动物生活习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

例２１黄鼠狼听见鸡叫———垂涎三尺。
黄鼠狼以鸡为食，例２１中投射的是黄鼠狼听见鸡叫
后的神态特征。

（二）文化背景映射

在考察的动物歇后语语料中，我们发现有些隐喻

映射投射的始源域特征并不是动物本身所固有的，而

是浸染了文化背景的色彩，有着浓重的人文痕迹。

１．神话故事的影响
有些动物意象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古代民

众想象的产物，来源于神话传说。最常见的要数

“龙”和“凤”，如：

例２２龙王爷做法———风调雨顺。
例２３凤凰脱毛———不如鸡。

在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龙”、“凤”是两种神异的动

物，尤其是“龙”。我们的先祖炎帝、皇帝都与“龙”有着

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更是自称“龙的传人”。基于对

“龙”的这种认识，歇后语中大多投射了褒义意象，如

“龙”的高贵、“龙”能保佑万民等。例２２投射的是龙王
爷做法保佑人类的结果。“凤凰”在传说中是一种有着

美丽羽毛和美妙歌喉的不死鸟，人们在创造关于“凤

凰”的歇后语时，多是采用了其美丽这一意象，通过与

其他动物的对比来强调突出。例２３投射的则是凤凰
脱掉了自己羽毛与鸡比较的窘态。

还有一种情况，人们在创造动物歇后语时采用

的并不是生活中普通的动物意象，而是经过加工的

文学形象。最常见的是来源于《西游记》的“孙悟

空”和“猪八戒”，如：

例２４猪八戒扮新娘———其貌不扬。
例２５孙悟空翻跟斗———十万八千里。

例２４投射的是猪八戒假扮新娘时的丑态，例２５投
射的则是孙悟空翻跟斗的距离。我们发现，与猪八

戒有关的歇后语多是贬义的，而和孙悟空有关的则

恰恰相反。这与两个动物形象在小说中的塑造有很

大关系。在《西游记》中，猪八戒被塑造成一个好吃

懒做、胆小怕事又好色成性的形象，而孙悟空则是一

个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民众在创造歇后语时也不

自觉地被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所影响，将更多好的

性格特征附加在孙悟空身上。

２．民众想象力的发挥
在许多包含两个动物意象的歇后语中，我们发

现这两种动物在本质上并无相似性，也不存在敌对

关系，在生活中甚至很难看到这两种动物同时出现

的场景，但它们却能在一句歇后语中同时出现。这

里，民众的想象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

例２６牛吃鱼钩爱惹祸———勾心斗角。
例２７蚂蚁拖耗子———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二例中，“牛”和“鱼”，“蚂蚁”和“老鼠”彼此之间都

没什么关联，但说话人或者通过谐音的方式即“钩”与

“勾”同音，或用对比的方式即“老鼠”和“蚂蚁”的大小

对比，将始源域中的读音或者大小对比后产生的意义

投射到了目标域中去，以此产生预期的效果。

３．褒贬色彩与传统文化心理
在动物特性映射中也存在着褒贬色彩，但这多

与动物本身的特性有关，如狐狸的狡猾、鹦鹉爱学舌

等。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褒贬色彩指的是不依赖于

客观实际的人类主观偏好。

语言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映，在动物歇后语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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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着褒贬不同的感情色彩，折射出了汉民族对这些动

物特有的情感和思考，这正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

心理。这在单个动物意象的歇后语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比如，在东西方语言中，“狗”被赋予了丰富的文

化内涵，成为最典型的动物文化意象之一。在汉语

中，包含了“狗”这一意象的歇后语多是贬义色彩的。

在我们统计的２９条“狗”意象歇后语中，除了６条外，
其余都是贬义的。这６条当中，有中性的，如：

例２８见狗扔骨头———投其所好。
有褒义的，如：

例２９金窝银窝离不开自己的狗窝———穷家难
舍。

但占大多数的还是贬义色彩歇后语，如：

例３０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例３１狗眼看人———嫌贫爱富。

这其实是和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有着密切联系

的。自从我们的祖先从狩猎时代进入到农耕时代以

后，人对“狗”的依赖就越来越小了，“狗”失去了它

在狩猎时代的神圣地位，成为了一种寻常的动物。

三、动物歇后语中隐喻映射的特点

（一）隐喻中系统性的体现

隐喻不是孤立个别的现象，而是在特定的文化

中形成系统化的体系，即隐喻概念体系。这是从始

源域概念系统向目标域概念系统的一系列映射，是

在两个领域中呈现出的类似函数性质的对应关系。

在动物歇后语中，我们也发现了隐喻的这种系统性，

具体表现为“纵向和横向的两个系统”［３］①。

１．纵向系统：始源域相同，目标域不同
我们这里指的始源域相同并不是单纯指的是歇后

语中有相同的动物意象，而是指始源域中的某一动物

意象的特征或某两个动物意象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

而在字面上的表达也相同或者相近、只具有相同动物

意象的歇后语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从纵向的角度

看，人们对相同的始源域选择投射的结构不同，产生的

目标域也就不同，从而形成了一个纵向的系统。如：

例３２蛇进钢管———直路一条。
例３３蛇钻竹筒———曲性还在。

两例投射的角度不同，目标域自然也就产生了差异。

例３２着眼于直的通道，引申为道路笔直或目标简
单，很容易达到。例３３的关注点则是通道中蛇的身
体姿态，进而投射到目标域表示人懂得变通。

以上是单个动物意象的例子，同样存在着两个

动物意象的情况，譬如：

例３４贵州骡子学马叫———阴阳怪气。
例３５贵州骡子学马叫———南腔北调。

例３４和３５的始源域都是骡子学马叫发出的声音，
但是说话人的感情色彩不同，投射就不相同。前者

带有贬义的色彩，而后者则是中性的叙述。

２．横向系统：始源域不同，目标域相同
由于一些动物意象出现的场景或者动物之间的

关系存在着相似性，于是人们也倾向于用不同的始

源域来表达相同的意义，这样就形成了隐喻的横向

系统。相对于纵向系统，横向系统显得更发达。如：

例３６麻雀开会———叽叽喳喳。
例３７麻雀嫁女———叽叽喳喳。

麻雀无论何时总是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例 ３６和
３７各选择了一个有关麻雀的场景，投射到人的目标
域就是形容语音杂乱吵闹。这样的例子还有：

例３８牛鼻子穿环———让人牵着走。
例３９牛鼻子戴笼头———让人牵着走。

牛鼻子无论是穿了环还是带上戴上笼头的目的都是

要让人牵着它们的鼻子走，而让人牵着走又引申为

没有主见的意思。

例４０虎口拔牙———胆大包天。
例４１老鼠强奸猫———胆子大。

无论是在老虎嘴里拔牙，还是老鼠强奸猫，听上去都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投射到目标域上同样用来

表示人胆子大的意思。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动物歇后语中的隐

喻确实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

的系统。横向系统增添了歇后语的趣味性，纵向系

统则为我们的表达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性。

（二）隐喻中基本层次范畴的体现

范畴化会导致等级结构的产生，从最具概括性的

范畴到最具特例的范畴形成一个类似金字塔的机构。

人类学家Ｂｅｒｌｉｎ对民俗分类法的研究表明：“不同层
次的范畴享有不同的认知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范畴是处于中间位置的所谓基本层次”［４］。这个基本

层次范畴相对于较高层次和较低层次，更容易被人感

知、认识、命名、习得和记忆。Ｒｏｓｃｈ将基本层次范畴
的研究从认知人类学推广到了认知心理学。我们对

应所考察的动物歇后语中的动物范畴，发现这一理论

也是同样适用的，且呈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１．基本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占大多数
我们考察了含有单个动物意象的歇后语５０类，

含有两个动物意象的歇后语８３类，发现其中大多数
动物意象都是基本层次范畴的动物，如“狗”、“马”、

“牛”、“老鼠”、“老虎”等。这说明，基本范畴的动

物意象是人类最容易感知的，因此在创造新的语言

作品时倾向于选择基本层次范畴的动物词汇。

（下转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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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纵向系统”、“横向系统的说法”可参考文后参考文献［３］。



志》、《滇略》及《滇考》等书亦“引据有征”，则司马

相如对滇文士的经学及辞赋沾溉是可以确信的。由

此，《滇略》所云“相如至若水，?人张叔、盛览等皆

往受学，文献于是乎始”，《云南通志》所曰“览与张

叔开迤西文章之始”亦大体可信，则司马相如对汉

文化之沾溉滇云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盛览为名士，其对当地的文化影响作如何

观呢？《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勉诸侯，聘名

士，礼贤者。郑玄注：名士，不仕者。孔颖达疏：名士

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

在位者也。”［１８］名士为德行贞绝，道术通明而又隐居

不在位之人，其在民间的影响力应是不可低估的。

又《吕氏春秋·尊师》云：“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

终其寿。”［１９］“名士”与“显人”并提，说明名士的影

响力是很大的。《盐铁论·褒贤》云：“万乘之主，莫

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此所留天下名士也。”［２０］由

此亦可见名士声名之重，影响之大。盛览既为

名士，其在当地的文化影响当为不小。张叔因思变

其乡不知书之俗而前往若水从司马相如受经，且归

以教乡人，确有移风易俗之功。故，说他们“皆著名

于益州”，“文献于是乎始”应是不为过的。同时，我

们也可以看到司马相如在汉文化对滇云地区浸染过

程中所献的桥接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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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７页）
　　２．较低级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同样出现，但所
占比例较小

我们同样发现，在动物歇后语中，也出现了一些

非基本层次范畴的词语，即较低级层次范畴的动物

词语。例如：在“鸟”这一大类下还有乌鸦、麻雀、大

鹏等，但是包含这些低层次范畴动物词语的歇后语

数量比较少，如“大鹏”只占了１条，而包含“鸟”这
一基本层次范畴动物词汇的歇后语有 ７条之多；
“牛”的下位有“水牛”、“黄牛”，但有关“水牛”的有

２条，有关“黄牛”的只有１条，而关于“牛”这一大
类的歇后语则有２０条。可见，在数量上，还是基本
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占优势。

我们关于基本层次范畴和较低层次范畴的分析

揭示了范畴的另一个重要的侧面，即人类对于范畴

的认识及头脑中最终形成的范畴体系是根植于人类

的生活经验的。人类关于一些特殊的鸟类产生了许

多歇后语，这正说明了人类对于鸟的认识比较透彻

和全面，从而反映到了语言运用的层面。但同时，基

本层次范畴在我们的认知中仍是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是其他的较高和较低层次范畴所不能替代的。

四、结语

以上，我们对动物歇后语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

认知语言学关于隐喻映射理论的烛照下具体讨论了

这些动物歇后语的始源域、目标域，发现了在动物歇

后语中同样存在着隐喻的系统性，并对纵向和横向

的系统作了描写，指出了这些动物隐喻大部分是基

于基本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当然，本文还存在着

不足之处，如只分析了一些具有共性的动物歇后语，

对于有些比较特殊的现象并没有给出解释和说明。

这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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