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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语扎根于文化之中，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运用概念隐喻和概念

转喻理论，分析和比较了中文和英文中一些表示“喜悦”情感的习语，以及习语产生异同的原因。结果

显示，在认知机制和语义表征方面，表达“喜悦”的汉语和英语习语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区别。英汉习语

的相似之处是基于相似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相似的生理基础，而不同之处则反映了中西方的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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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ioms are deeply rooted in cultures, reflecti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ays of thinking.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some idioms expressing “happines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 well a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idio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certai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dioms expressing “happiness” in terms of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semantic repr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636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6367
https://www.hanspub.org/


殷美达 
 

 

DOI: 10.12677/ml.2023.116367 2713 现代语言学 
 

sentations. The similarities are based on the similar physical world and the similar physiological 
basis of human beings, while the differences reflect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China and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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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语是语言中的精华，是人们智慧的结晶，习语的形式短小精悍，但却蕴含着深厚的历史知识背景

和丰富的文化积淀。传统的语义学观点认为，习语具有整体性和固定性的特点[1]。习语在结构上具有固

定性，即习语的组成成分和位置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改或替换；习语语义上具有整体性，也就是说习

语的含义无法通过各组成部分的意义推断出来，它无法拆分，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为人们所理解和习得。 
国内外学者对习语的研究多集中于习语的结构与功能，关注习语的句法、语义和修辞研究，如李晓

莉(2022) [2]、陈满华(2011) [3]、余秋平(2009) [4]、Strassler (1982) [5]、Moon (1998) [6]，等。认知语言

学的发展为习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认为语言是在体验和认知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而习语作为一

种隐喻性语言，其形成和发展更是离不开人们的生活体验和隐喻性思维。 
本文以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论为主要理论工具，从认知角度对表达“喜悦”的汉语和英语习语进

行对比研究，探究汉语和英语习语语义表征的异同和影响表征的因素。本文中英文语料分别来自汉文学

网站和英语网络词典 The Free Dictionary1。通过比较表示“喜悦”的中文和英文习语，我们可以更好地

理解习语表达背后的认知、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 

2. 理论基础 

2.1. 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隐喻是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基于相似性而开展的单向映射，这一理论由乔治–莱可夫和马克–约

翰逊率先提出，他们在《我们赖以生存隐喻》一书中写道，“我们普通的概念系统，我们的思考和行为，

本质上是隐喻的”[7]。他们把隐喻大致分为三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结构隐喻即借助一

种事物的结构去理解和认识另一种事物，一般是借助具体的、简单的、有形的事物去认识抽象的、复杂

的、无形的事物，那么形容一种概念的词就可以用来形容另一概念，比如用“金钱”这一概念去理解和

形容“时间”。方位隐喻指的是以空间方位为源域去理解一些抽象的概念，如情感，比如常见的“高兴

为上(HAPPINESS IS UP)”就是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则以具体、有形的实体为源域来理解抽象的概念，“容

器隐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抽象的事物可以被看作是容器或容器里的物体，比如“人体”可看

作是“容器”，人所产生的情感可被看做为“容器中的液体”。 

2.2. 概念转喻理论 

在认知语言学中，转喻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即载体，在同一领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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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文学网站网址为 https://cy.hwxnet.com。  
The Free Dictionary 的网址为 http://idioms.thefreediction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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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化的认知模型中为另一个概念实体，即目标，提供心理上的访问通道[8]。载体(源语)和目标(目标语)
的映射基于相邻或相关性，它们之间的联系源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和我们的知识。转喻通过在一个概念的

领域矩阵中突出另一个领域而发挥作用，实现对目标语言的理解。常见的转喻模式有“部分代表整体”、

“整体代表部分”、“地方代表机构”、“地方代表事件”、“产品代表生产者”等等[9]。 

3. 汉语和英语“喜悦”习语的比较研究 

“喜悦”，作为人类最常见的情感之一，是较为抽象的概念，反映在我们的语言中通常会借助我们

的隐喻性思维，以更为具体的概念来表示。本文从汉文学网站中收集到表“喜悦”的习语 54 个，从英语

网络词典 The Free Dictionary 收集习语共 45 个。这些习语的认知表征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 

3.1. 认知表征的相似性 

喜悦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它还可以在生理上表现出来，在语言上传递出来[10]。中英习语在表征上

的相似性在于人类有相同或相似的身体经验以及认知共性，如相似的空间感知、因喜悦而产生的相似的

肢体动作和表情等等。源域相似，目标域相同，二者之间的映射也对等，自然会生成相似的隐喻表达。 

3.1.1. 喜悦是向上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乔治–莱可夫和马克–约翰逊表明喜悦与向上的方向有关。“喜悦

是向上的(HAPPINESS IS UP)”这一概念是有生理基础的：下垂的姿势通常伴随着悲伤和抑郁，直立的姿

势伴随着积极的情绪状态[7] (p. 15)。这一概念在汉语和英语习语中都有反映。 
在中文中，相关的习语表达有“兴高采烈”、“蹦蹦跳跳”、“兴致勃勃”、“神采飞扬”等。 
在英语中，有诸如“kick up your heels”，“have one’s chin up”，“with your tail up”，“whoop it up”，

“cheer up”，“walk on air”，“over the moon”，“in seventh heaven”，“on cloud nine”，“on top of 
the world”等表达。 

在英汉民族中，喜悦等积极情绪都与向上的方向有关，反映到语言中，则有“up”、“over”、“on”
“高”、“勃勃”、“飞”等表达。 

3.1.2. 喜悦是容器中的液体 
在理解情感这一抽象概念时，我们常常将自身比作一个容器，而将情感具象为容器中的液体。我们

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当我们往容器中倒水时，在有限的空间里水的高度会不断上升，直到填满容器，

若继续往里面灌水，水便因过满而溢出。而我们对情绪的感知跟这一体验很相似，当我们感到喜悦时，

血液循环加速，随着程度的加深会逐渐填满人体这个“容器”，情绪过多，超出人体能承受的范围，情

绪便会溢出。我们基于日常经验将情绪这一复杂而抽象的概念用具体而简单的事物表达出来，也就是将

其隐喻化。“喜悦是容器中的液体”这一概念隐喻在中英文习语中都有反映。 
中文中有“喜出望外”、“满怀欣喜”、“满心欢喜”等，英文中有“burst with joy”、“full of joys 

of spring”等表达 

3.1.3. 食物饮料等代表喜悦 
食品和饮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又饿又渴的时候，我们很容

易就会烦躁不安，因为我们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没有食物和饮料的营养，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不

能很好地运作。相反，当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料时，我们会感到快乐和满足，前者为因，后者为果。

在中英文语言表达中常以食物饮料等满足人们感官需求的事物代表喜悦，即原因代结果。 
在中文中，相关的习语有“酒足饭饱”、“美味佳肴”、“津津有味”、“大快朵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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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有诸如“beer and skittles”，“bread and circuses”，“cakes and ale”，“a bowl of cherries”，
“the cherry on the cake”，“forbidden fruit”等表达。 

3.1.4. 面部表情和身体运动代表着喜悦 
喜悦是表示愉悦的身体感觉或状态，它在语义上总是由行为、生理或表达反应来表示，这些都是喜

悦的具体概念转喻[10]。我们脸上的某些肌肉运动会显示出我们的真实感受和情绪。根据 Paul Ekman 和

Wallace Friesen 的“面部动作编码系统(FACS)”的研究，“喜悦”或“快乐”的典型特征是“脸颊上扬

和唇角拉动”2。除此以外，我们面部的其他部分，如眼睛和眉毛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当我们用语言来表

达喜悦的情绪时，往往会通过描述面部表情的变化来描述情感，即面部表情变化代表喜悦。 
在汉语中，相关的习语有“容光焕发”、“红光满面”、“满面春风”、“眉飞色舞”、“喜眉笑

眼”、“和颜悦色”、“眉开眼笑”、“开眉展眼”。 
在英语中，有“be tickled pink”，“grin from ear to ear”，“grin like a Cheshire cat”等表达。 
当我们感到喜悦时，除了有面部表情的变化，还会有相应的肢体运动，比如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跳跃、

拍手、唱歌或跳舞。在语言中往往通过凸显有形而具体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情感，因此，中英文中有许多

习语表达用身体动作来代表喜悦。 
中文有“手舞足蹈”、“欢欣鼓舞”、“拍手称快”、“抚掌大笑”、“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等习语表达。 
在英语中，有“jump with joy”，“dance for joy”，“push the boat out”，“paint the wall red”，

“weep for joy”、“leap for joy”、“kick up your heels”等等。 

3.2. 认知表征的差异性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由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经验与认知共同决定的，语言反映一个民族和

地区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由于各民族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中文和英文中表达“喜悦”的习语

之间也有差异。 

3.2.1. 英语中喜悦是上升到高处 
尽管中文和英文的“喜悦”习语都将情感状态与向上的方向联系起来，但它们之间还是有细微的差

别。古代东方稳固保守的农业文明和西方自由开放的工商业文明分别造就了英汉民族含蓄稳重和自由开

放的民族性格，并对英汉的语言表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英语中，喜悦不仅是向上，而且是离开地面，上升到非常高的地方，如“over the moon”，“in seventh 

heaven”，“in cloud nine”，“on top of the world”等。西方人崇尚自由，性格开放，敢于且善于表露

自己的情感，所以他们的情绪表达往往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而中国人比较含蓄内敛，不擅长也不被鼓

励过于表露自己的情感，且因汉民族崇尚谦虚的品格，即使中文不断地借用英文的表达方式来丰富自身

语言，但如果以“九霄云外”，“世界之巅”这样的表达来形容喜悦的心情，会给人一种骄傲自满，得

意忘形的贬义含义。 

3.2.2. 英语中动物的反应隐喻喜悦 
在表达喜悦的习语中，英汉语言中都有一些动物隐喻。在英语中，人被类比为“狗”、“猫”、“鸟

类”、“跳蚤”等动物，而人的快乐往往被映射为动物做它们喜欢的事情或它们对快乐的反应，如“a dog 
with two tails”, “a cat that got the cream”，“happy as a pig in mud”，“happy as a clam”，“merry as a 

 

 

2FASC 网址为 https://imotions.com/blog/learning/research-fundamentals/facial-action-coding-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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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g”，“be a box of bird”，“happy as a flea in a doghouse”。但在中文中，这样的表达很少见，因为

在汉民族的文化中，狗和猪是卑鄙、混乱和懒惰的象征，这在中文习语中体现为“狗仗人势”、“猪狗

不如”、“狗眼看人低”等带有强烈贬义的习语。在汉民族的文化价值观里，人是比动物优越的，以动

物喻人的习语往往带有贬义，所以在汉语中，以动物的反应隐喻“喜悦”的习语并不多见。 

3.2.3. 中文中眉毛的变化代表喜悦 
尽管当人们真正感到高兴时，面部表情的变化是普遍且相似的，但不同的语言关注的细节不同。在

中文中，眉毛的变化是焦点，常有像“眉飞色舞”、“喜眉笑眼”、“眉开眼笑”、“横眉吐气”、“喜

上眉梢”这样的表达方式。当人感到开心和放松时，眉头会得到舒展，而当人感到紧张和难过时，眉头

会紧蹙。汉民族重视对眉毛变化的捕捉，而英语民族则很少将眉毛的变化与情绪的改变联系起来。 

4. 习语表达异同的认知分析 

物质世界和人类生理上的相似是中英文习语表达相似的基础，也是英汉母语者相互理解和沟通的保

障，而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则是习语表达产生差异的原因，是语言多样性的根本。 

4.1. 习语相似性的背后 

人类有着相似的身体结构和基本感官，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物质世界中。从解剖学和生物化学的角

度来看，外界事物刺激神经系统产生多巴胺等化学物质，从而帮助人类产生快乐和悲伤等情绪。像通过

考试、得到工作或吃到美味的食物这样的刺激在人类中很普遍，且可以使人感到快乐。身体和精神上的

相似经历成为情绪习语表达中相似性的基础。 
根据 Lakoff 和 Johnson 的说法，直立的姿势与积极的情绪相对应，这种生理上的共性说明了喜悦的

方向性隐喻是向上的。当我们感到快乐时，我们的身体似乎更轻盈，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要跳跃或跳舞，

这就产生了一种联想，即快乐与向上的方向有关。另外，当我们看到或享用食物和饮料时，这种感官上

的刺激会激发我们积极的情绪，我们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满足了我们的基本需求，使我们保持活力。

因此，“喜悦”这一情感与食物和饮料之间的某些关联，通过概念隐喻和转喻反映在语言中。 
此外，当我们感到喜悦时，我们相同的生理特征决定了我们会产生类似的面部表情，如脸颊和唇角

上扬，以及相似的肢体动作，如拍手和跳跃。这些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代表着情绪状态，而在语言中人

们往往用这些比较具象的动作用来代指喜悦的情绪。 

4.2. 习语差异性的背后 

语言深植于文化之中，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对语言表达产

生了重要影响。在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更加矜持和含蓄，而西方国家的人也在自己文化

的滋润下更加外向和直接。这一性格特征直接作用于语言表达上，即西方人更善于表露情感，中国人则

更为含蓄内敛。这一点在概念隐喻“喜悦是向上”中的中英文习语表达中可以体现出来。 
不同的事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中国的文明起源于农业，所以中国人更喜欢

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动物，如水牛和马，而不是吃得多、对农业发展毫无用处的狗。此外，当中国人想到

狗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狗在有权势的人的保护下，扬眉吐气、吠叫甚至攻击人的形象。所以狗经常

被用于贬义，用以形容某人卑鄙、可鄙和势利。然而，起源于游牧文明的西方人发现，狗敏捷灵活，嗅

觉敏锐，有助于追踪猎物。他们认为，狗是忠诚的，会一直陪伴着主人。渐渐地，狗被视为家庭成员，

在西方文化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动物的不同内涵是由地理因素和文化演变造成的，这反映在语言，特别

是习语中。在英语中，狗和猪等动物并不是比人类劣等的生物，没有贬义的文化内涵，因此他们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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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将人类比作猪狗，但在中国文化中，人比其他动物更优越，而狗和猪更是卑鄙、混乱和懒惰的象征，

因此在表达积极情绪的中文习语中很少有动物隐喻。 
中国人喜欢用眉毛和眼睛形状的变化来表达快乐，因为在中国，眉毛的运动是面部表情变化的另一

个重要指标[10]。许多涉及眉毛的表达方式被用来表达情感，如“眉飞色舞”、“喜上眉梢”、“眉目传

情”、“眉来眼去”、“愁眉苦脸”。对眉毛的特别关注来自于古代中国人对外表的独特审美观念。早

在两千年前，中国的祖先就认为，眉毛是评价美的最重要标准。画眉的习俗始于战国时期，在清朝和汉

朝开始流行，到隋唐时期发展到最高峰。塑造眉毛在任何时候都是潮流的引领者，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

诗词和文章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在中国的诗歌和文章中，有许多描述女性美丽眉毛的词语，如“春黛”、

“翠黛”、“蝶黛”、“蛾翠”、“家黛”、“柳黛”、“修蛾”、“烟娥”等等，中国人对眉毛的关

注也让眉毛成为了重要的情绪表达器官。 

5. 结语 

本文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以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为基本认知机制对汉语和英语表达喜悦的习语进

行了比较。文章发现相似的习语表达来自于物质世界的相似性和生理上的共性，而不同的习语表达则主

要源于文化的多样性。“喜悦是向上的”、“喜悦是容器中的液体”、“喜悦是食物和饮料”等是中英

文共存的概念隐喻，而“面部表情代表喜悦”和“身体动作代表喜悦”是两个民族共有的概念转喻。受

到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喜悦是上升到高处”和“喜悦是动物的反应”则更多地出现在英语中，

而中国人更注重眼睛和眉毛的变化，以传递“喜悦”的情感。对喜悦的习语表达进行认知比较，有助于

揭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化方式，帮助人们理解习语产生的底层逻辑，从而促进对语言文化的理解和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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