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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喻体的民族审美取向

盛 跃 东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系，浙江 杭州!,##"-）

［摘 要］喻体是比喻的基本要素之一。对喻体所作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共同本

性、特征和知识决定了人们在使用喻体时具有共同理念和审美取向。因此，尽管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

同的语言，但英汉喻体在语义类型和遣字用词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同或相似。然而，由于受到不同民

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英汉各民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审美

意识和价值观，从而使喻体蕴涵了典型的民族特征。跨文化分析和研究还进一步表明：英汉喻体的共

性和异性是不同民族的审美取向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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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7+%89）是一种表达思维、行为和情感的修辞手段。它通过描述人们感知过程中的联想来

唤起一种栩栩如生的意象，使语言形象生动，且蕴涵深厚，充满活力，从而大大提高了语言的表达力

度，增强了语言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古今中外，比喻历来倍受人们的青睐。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

比喻是借助于喻体（:9;<=&9）和本体（79>?%+）之间的共同或相似之处或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来达到

喻义目的的。所以，选用什么样的喻体，便决定了比喻所要表达的喻义。然而，喻体的取向并不是

人们随心所欲和信手拈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审美价值观所决定的。

一、英汉喻体审美的共性

从广义上说，比喻是用一个概念去表达另一个概念，从而加强语言形象性的一种修辞手段。在

相互作用理论（<>79+*=7<%>7;9%+@）看来，比喻不仅仅只是语言的一种装饰，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折射

了人们感受世界、认识世界和进行思维的方式以及特征［,］（8’!,4）。语言学家A9%+B9C*D%EE和哲学

家)*+D.%;>?%>甚至把比喻视作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因素［"］（8’,）。可见，比喻对于我们来说是何

等的重要。我们知道，比喻的价值是借助于喻体来实现的。人是自然界里有思想、有理智和有才能

的高级动物。虽然生来种族不同或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环境中，但人在很多方面却有着共同的

本性（;FG*>>*7F+9）和共同的特征（=%GG%>=;*+*=79+）。面对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人通过观察、分

析、判断、思考、归纳和总结发现：世界上很多事物和现象之间或这些事物和现象同人所具有的特

性，在一定范围内甚至较大程度上同构契合，它们或多或少存在着内在联系，而且其共同点或相似

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B9>9+*&<H*7<%>）。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普遍性逐步被人们共知、认可和广泛

流传，并逐渐使人们对它们产生了共同的理念（=%GG%>>%7<%>）。于是，这种共同的理念导致了人

们在审美时作出了相同的取向。正是这种相同的审美取向，使得人们在使用比喻时，超越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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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种种限制而选择相同的喻体来表示相同的本体，从而达到对应的比喻目

的。如：

英语喻体 汉语喻体 喻 义

!"#$%&#’( 黑马 出乎一般人意料而获胜者［)］（*+,,）

-"!(.. 坏蛋 做坏事的人［)］（*+/0）

!"1!#("2 白日梦 异想天开，不可能实现的事［3］（*+4)）

%"5(".&&!’6&2"7% 胃口好 能吃能喝，贪食［8］（*+)38）

不同民族语言中使用同一个喻体表达同一种喻义的现象，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自

然属性及特征所具有的共同认识和理解，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民族审美价值观的共同特点

和丰富的文化蕴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共同审美价值观成了人们交际过程中的共知原则（6%(
*#9:79*;(&<7&22&:$:&=;(!.(），并不断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对喻体的选择。

通过对英语和汉语中的喻体所作的语义和语用分析，我们发现：英语和汉语中的喻体还具有另

一显著的特征，即在不同语言中，喻体可以千变万化，但喻体的语义类型（’(2":6977"6(.&#1）却有着

惊人的相同或相似。笔者暂将这种相同或相似的语义类型归为以下几种：

/+外部形象：事物外部之间的共同之处为喻体的取向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用这些喻体来写人

绘景和表达思想，其喻义逼真可信而又活脱醒目。如，2&:$(1（猴子）：行动敏捷的人；"=&;<9:
’%((*’’7;&6%9:.（披着羊皮的狼）：面似温柔慈善但实际上却心狠手辣的人；.;"’’（玻璃）：光滑；7#1’>
6";（水晶）：非常清澈，等等。

0+本质特征：某些事物的本质特征折射出某些特定的内涵，用它们作为喻体可增强喻义的客

观性和直观性。如，":(29"（贫血）：软弱无力；<&?（狐狸）：狡猾；*9.（猪）：懒惰；:"9;（铁钉）：刚强，等等。

)+功能属性：事物的功能属性负载着一定的信息意义。当它们作为喻体时，其信息意义和喻

义间的相似点很容易触发联想。如，";;(1（死胡同）：没有出路或必败之路；-9.2&@6%（大嘴巴）：多

嘴多舌的人或叽叽呱呱说个不停的人；7&7$（公鸡）：好斗；.(6#@’61（生锈）：技术生疏或头脑变

笨，等等。

3+行为动作：行为动作能给人带来直观意识，其喻义往往栩栩如生。如，*&@#&9;&:<9#(（火上

浇油）：增加别人的愤怒或助长事态的发展；;9$("!"..(#6%#@’69:.6%#&@.%&:(’’%("#6（好似利剑穿

心）：令人极其伤心和痛苦，等等。

8+结果：事态的结果喻指着特定的意义，同时也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情感。如，.9;!6%(;9;1（给百

合花涂金）：多此一举；29’’6%(-@’（误了汽车）：坐失良机；!#&*6%(-";;（失去了球的控制权）：犯错

误；#&-A(6(#6&*"1A"@;（抢A(6(#的钱去还A"@;的账）：拆东墙补西墙，等等。

,+自然现象：大自然中的种种现象给人们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效应，使人们积淀起相应的意

识，并逐渐演变成了某些特定的意义。用这些现象作喻体可触发人们的联想。如，’@:’(6（落日）：垂

暮之年或衰落；"7;&@!&<.;&&2（阴云）：一阵发愁；’:&=（雪）：洁白无瑕，等等。

4+自然哲理：用自然哲理做喻体使人们对喻义一目了然，它的准确性和明彻性加深了人们对

喻义的理解，同时还能给人带来某种启迪。如，&;!%":!（老手）：内行；-"-1（孩子）：天真而缺乏经验

的人或不懂世故易受骗者；=";$&:6%($:9<(’’(!.(（走在陡峭的刃岭上）：如履薄冰；7&:’6":6!#&*>
*9:.=("#’6%(’6&:(（水滴石穿）：不断努力，事情就一定能成功；6&<9’%9:6#&@-;(!="6(#’（混水摸

鱼）：乘机占便宜，等等。

B+色彩：不同的色彩象征着不同的意义，它们不仅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而且还触发人的不同

情感。如，#(!（红）：害羞的或充满活力的；-;@(（蓝）：沮丧的；1(;;&=（黄）：陈旧的或低级下流的；

.#((:（绿）：新鲜的或精力旺盛的；.#"1（灰）：阴暗的或老的；#&’(>7&;&#(!（玫瑰色的）：乐观的或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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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等。

!"人物：借助人物的个体特征来喻义，可以使喻义更丰满、更形象和更易于被人们所认可，如：

#$%&’(%’)*+,-（唐璜式的生活）：唐璜是西班牙传奇式人物，是一个专门玩弄女性的荒淫贵族。人

们用唐璜式的生活喻指那种爱玩弄女性或风流浪子式的生活；.(/*-0’)12(3(10-3+)0+1)（哈姆莱特的

特点）：莎士比亚名著中的主人翁哈姆莱特是一个过分深思且优柔寡断的王子，用哈姆莱特的特点

来喻指过分深思且优柔寡断是非常妥贴的。汉语中也有类似的喻体，如：牛郎织女喻指分居的夫

妻；雷锋喻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等等。

45"历史事件：4647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遭到惨重的失败。于是，/--0$%-’)8(0-3*$$
（见到滑铁卢）可用来喻指惨遭失败；9’3%$%-’)9$(0（或93+:;-)）（烧船或烧桥）来源于典故：古代战

斗中，将军在战士到达彼岸后烧掉战船，以此表明已没有后路可以退却。因此，这个短语可喻义为

破釜沉舟和别无选择。汉语中类似的喻体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神通广大；包公断案：铁面无私；范

进中举：快活疯了，等等。

44"地理环境和种族：地理和种族特征蕴涵着某些特定的意义，它们被用作喻体来表示这些特

定意义的同时，还代表着人们对它们所持的观点、态度和情感，如：纽卡斯尔附近产煤，所以1(33<
1$(*)0$=->1()0*-（给纽卡斯尔送煤）便喻指多此一举；()3+12()(&->（富得像个犹太人）：富得流

油；0(?-(@3-%12*-(A-（法国式的离开）：不辞而别；香港：富有、阔气或赶时髦的人；日本鬼子：凶残

恶毒的人，等等。

这些喻体的喻义共同点，是英语和汉语审美取向共同特征的反映，也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

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共性所在。

二、英汉喻体审美的差异

修辞是交际者对语言的一种社会需求。社会的诸多因素深深地影响了修辞，并对修辞的产生、

使用和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英语和汉语虽然在比喻方面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

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历史、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使人

们有了不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价值观，它们对喻体的取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相同的喻体

往往会因语言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喻义。如：“钟”在汉语中往往是用来比喻准时无误或能准时报

点，而英语中，1*$1?（钟）却用来比喻事情进展顺利或良好，如：;$()>-**()(1*$1?（进展顺利）；英

语中有(),+0()(,+::*-（非常健康）的比喻，这里的,+::*-（小提琴）成了健康的象征，而汉语中“小提

琴”与健康之间一般情况下无任何内在的关系，只有在特定的背景中，“小提琴”才能表示“美妙动

听”的意思；汉语中用“肉中刺”比喻“令人深恶痛绝的人”，而英语中同样的(02$3%+%)9"’),*-)2（肉

中刺）却表示“不断使人生气或苦恼的人或事”，它只使人感到不舒服，还远远达不到令人深恶痛绝

的程度。“宠儿”在汉语中表示“被人特别是被父母喜欢的孩子”，而英语中的,(A$3+0-)$%（宠儿）却

喻指“被自己州所拥护的政治候选人”，等等。

这些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中的喻体形似义异，它们是民族文化所产生的民族审美价值观在喻体

中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审美观的差异，有些英汉喻体虽然不同，但比喻的结构和喻义

几乎相同或极其相似，如：汉语中有“傻笑”一说，但英语中表达此意时却是“;3+%*+?-(B2-)2+3-
1(0”（像柴郡猫一样咯咯地笑），这是因为柴郡猫是英国柴郡特产的一种看上去傻乎乎但却很可爱

的猫，用它作为喻体可以使喻义栩栩如生，并且避免了以人、特别是残疾人作为抨击对象而使人感

到不快的可能。类似的还有汉语中的“像个哑巴不说话”，英语却是“():’/9（/’0-）()(,+)2”（像

鱼一样沉默）。汉语中用“旱鸭子”来比喻不会游泳的人，而英语中用的是“)>+/*+?-()0$%-”（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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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像块落水的石头）。比起旱鸭子来，石头落水后会径直下沉。所以，用它来比喻不会游泳的人真

可谓是入木三分，而且能唤起人们的直觉印象。汉语中的“冷若冰霜”用冰霜来表示人的无情无义，

确实能使人产生透心凉的感觉，英语中表达此意时用的是“!"#$$%!"!#&#&’()*”（冷若黄瓜）。黄

瓜虽然冷而无情，但它还不至于像冰霜那样能致人于死地，用它来表示残酷无情会使人有一种意犹

未尽的感觉，但黄瓜是有生命的，这是它和人的共性。汉语中有“肥胖如猪”，而英语中却是“!"
+%&’+!"!+!*,*-./)”（胖如鹧鸪）。由于人种、遗传、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原因，英美国家有很多

胖子，人们不愿把这些胖子比作笨拙难看的猪，而用胖而可爱的鹧鸪来比喻他们。.$/0)!,0.$/（狗

咬狗）在英语中喻指：你死我活地竞争［1］（+2345），而汉语中则喻指坏人之间的争斗。这些句法结构

和喻义相同或相似但喻体却不同的比喻，实际上蕴涵了不同民族的不同好恶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审美的民族性。英语和汉语中喻体不同但结构相似且喻义相同的比喻还有很多，如：

!.*$67).*!,（落水耗子） 落汤鸡

(%)).%-8)!+-/（血流如猪） 血流如注

"+)7.’$7)9%-8)6!,)*（挥金如水） 挥金如土

!"+$$*!"!#:&*#:’$&")（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 一贫如洗

!:)7$7!:$,/-*.%)（被绳子拴牢的母鸡） 热锅上的蚂蚁

6$*8%-8)!()!;)*（像海狸一样勤劳） 像蜜蜂一样勤劳［<］（++23=4）

这些比喻的喻体虽然不同，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或者外形相像，或者具有相似的本质特征、

功能或作用。因此，这些比喻往往能获得异曲同工的修辞效果。

有时，英汉喻义相同或相近时，所选用的喻体根据语言不同而不同，但它们属于相同的语义类

型。如：汉语中的“拦路虎”，英语中用!%-$7-7,:)6!9（拦路狮）表示；汉语中有“害群之马”，而英语

中却是!(%!#8":))+（黑色的羊），这是因为在英国黑羊没有白羊的价值高，牧民不喜欢黑羊。当

然，更多的用动物词语来作喻体的比喻是汉语和英语所特有的，比如汉语中的井底之蛙（没见过世

面、知识面狭窄的人）、秋后的蚂蚱（快完蛋了）和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是英语中所没有的。

同样，英语中的,:*$6!"+*!,,$#!,#:!6:!%)（扔小鲱鱼捉大鲸鱼，喻义相当于汉语的“抛砖引玉”）

和>;)*9.$/:!"-,".!9（直译：每条狗都有其假日。这条英语谚语喻指凡人皆有得意时）以及?$%%$6
%-8)":))+（直译：像羊一样紧随在后，其喻义为盲从）在汉语中也没有相似的比喻。

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英语中的某些喻体在汉语中没有与它们相同或相似的喻体，同样，汉语

中的某些喻体在英语中也找不到与它们相同或相似的喻体。这就形成了英汉喻体的民族差异

（7!,-$7!%.-??)*)7#)）。这些喻体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是从行为、形象、功能、作用或结果等入手，利用

喻体的字面意义与喻体和喻义之间的相似点（"-’-%!*-,9）来达到喻义的目的，如：

英语喻体 喻 义

:$%.$7)’":$*")（勒住马的缰绳） 忍耐

%!",",*!6（最后的稻草） 忍无可忍

:!*.0($-%).)//（煮得老的蛋） 难以相处或对付的人

/),!7)*;)（得到了一根神经） 有胆量

!7,"-7$7)’"+!7,"（裤子里的蚂蚁） 因焦虑或气愤而坐立不安

.*$+,:)(!%%（失去了球的控制权） 犯错误

汉语喻体 喻 义

鸽子 假装嫁给男人或玩弄男人感情、在得到钱财或达到特定目的后便逃之夭夭的女人

蛇头 组织偷渡的头目

开后门 通过人事关系办理通过正常渠道或方法办不到的事

南霸天 某一区域欺人霸道的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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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论

上述不同语言中的不同喻体折射了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和语言使用者审美的诸多因素，也代表

了民族语言的特点，揭示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

与人之间的日益交往，语言和语言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并出现了相互同化（!""#$#%!&#’(）的现

象。喻体的发展亦是如此。比如：英美人已经知道汉语中“蓝眼睛”（&)*+%,**-*）和“纸老虎”

（.!.*/&#0*/）的喻指；汉语中的“骑虎难下”（/#1*!&#0*/）和“开后门”（’.*(&)*+!231’’/）等也已进入

了英语，并且成了英语词汇中来自汉语的外来语（+’//’4*14’/1）。同样，汉语中也常常使用英语

外来语“鳄鱼的眼泪”（&)*2/’2’1#%*’"&*!/"）来喻指有些人假惺惺的悲伤。显而易见，不同语言修辞

中喻体的相互同化大大丰富了人类的不同语言，使语言“锦上添花”，更加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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