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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dong dialect is the branch of Xiang dialect being one of seven Chinese dialects. Previous re-
searches of scholars only emphasized to analyze the dialect from the aspects of speech sound, few 
scholars analyzed the specific Chinese dialect corpus by the their cognitive theory, this article se-
lected 50 words with the metaphors of Qidong dialect as corpus, starting from the part of speech of 
the source domain, and checked out the distribution of body, space, structure by the Chinese soft-
ware named My TxtSegTag. In this study, it is obvious that three kinds of metaphors distribution 
in Qidong dialect distribute unequally, adjective words tend to appear in the ontology metaphors, 
and adverb words are more likely in the spatial metaphors, onomatopoeia centers around the 
structural metaphor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etaphors, structural metaphors are excess than 
ontology metaphors. So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taphors distribution in Qidong dialect, it 
demonstrates that when people learn to speak dialect, they need to know the geographical cha-
racteristics and people’s cultural concept and way of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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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祁东话，属于中国七大方言之一的湘方言。以往学者的研究只重在从语音层面来对方言进行分析，鲜有

运用认知隐喻理论来研究特定汉语方言语料，本文将选取50个带有隐喻色彩的祁东方言词条作为语料，

从源域的词性出发，利用汉语分词与词性标注软件MyTxtSegTag进行标注，查看本体、空间、结构等概

念隐喻的分布特点。研究发现，祁东方言词汇中三大隐喻数目差异明显。祁东方言中的概念隐喻中分布

特点：在词性分布中，动词在各大隐喻的分布比较平均，名词在结构隐喻中比重高于本体隐喻，形容词

倾向分布在本体隐喻中，副词较集中在空间隐喻中，象声词集中在结构隐喻。从各大词性概念隐喻的分

类中，结构隐喻略多于本体隐喻，日常生活和劳动活动是各类隐喻的源头，带着湖湘特色的农耕文明，

彰显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祁东方言显示出来的隐喻特点表明人们在了解方言的本质上，还需了解该

地域的事物特征和人们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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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祁东方言调查简介 

祁东县位于湖南偏西南部，属于衡阳市的一个县，地处衡阳西南部、湘江中游北岸，祁东人民把县

内的方言自称祁东话，祁东方言属于老湘语分区衡阳片区。祁东在历史上和祁阳同属一个县，1952 年祁

阳奉政务院令析出第 5~10 区置祁东县，祁东县从祁阳县划分出去后，祁东话主要流传于衡阳市祁东县、

永州市祁阳县、金洞管理区；永州市冷水滩区东部的部分乡镇；云南省临仓地区部分人群；德宏自治州

部分人群，使用人口两百余万[1]。 
祁东方言内部比较统一，除了县境内的边缘地带，说的话与祁东县城官话没有很大差别，本文选择

以县城 6 公里的白鹤铺镇的话作为祁东方言的代表点。笔者的家乡就是祁东县白鹤铺镇。本文所用的语

料主要通过 1992 年版的《祁东县志》，网络百度贴吧对于祁东话的相关网页，街头和集市场合随记随听，

向父母收集的语料，笔者的父亲是祁东白鹤镇人，母亲是祁东官家嘴镇人，他们都具备“活语料”身份。 
关于祁东方言的调查少之又少，在目前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祁东方言的调查研究总共 23 篇，如湖南

大学谭丁凤硕士学位论文《祁东方言语音比较研究》，贵州大学李文君硕士学位论文《祁东语法研究》，

但是前人研究都集中在语音和语法上，鲜有从认知角度对祁东方言进行相关解释和分析，本论文有助于

对祁东方言中的概念隐喻特点进行梳理。 

2. 概念隐喻与汉语方言研究 

自 1980 年，Lackaff 和 Johna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隐喻不仅属于语言更属

于思想和活动，我们日常思考和活动所依赖的概念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隐喻性的” (Lackaff, 1997)。
近年来，隐喻研究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隐喻研究被推倒空前的地位，“隐喻至上”日益成为当

今语言研究的一大特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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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际上认知隐喻研究主要面临两大课题。首先应该对英语以外的语言的隐喻系统做大量的研究，

以求证明不仅在英语中，而且在其他语言中，抽象思维都是部分通过隐喻来实现的。其次是有关隐喻概

念系统的普遍性或相对性。一方面人类的认知活动植根于日常的身体体验，而不同民族的身体体验却是

相同的，因此有理由假设普遍性的隐喻概念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身体体验不能独立于特定的文化和社

会之外，我们也有理由推论在不同文化的隐喻概念系统中应该存在差异。然而，不同的语言、文化究竟

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隐喻概念系统的同和异，却是亟待扎扎实实的对比研究来回答的问题[3] [4]。 
概念隐喻无处不在，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更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成为我们认识世

界、表述世界的重要手段。因此，对方言话语中的概念隐喻进行系统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 
笔者发现，虽然我国学者在隐喻理论分析和完善上有所成就，但是通过大量语言材料来验证隐喻理

论略显薄弱，且主要语料集中在汉语与外语，其切入点局限于中西对比隐喻差别。 
而方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彼此可以交流，但又存在系统性的差异[3]。职业、阶级、年龄、性别、

教育程度等地域性和社会性差异都会在方言中有所呈现。因此，将方言作为一种语料来研究隐喻，将有

效修正上述缺陷。而目前，国内认知隐喻研究尚未将方言列为语料，结合网络贴吧的祁东方言以及县志

中的相关语料，组成 50 个词条，充分考虑到语料采集中的普遍特征，语料获取过程中的有限性和合理性，

以此扩大样本的普遍性和现实性。 
关于祁东方言的调查少之又少，在目前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祁东方言的调查研究总共 23 篇，如湖南

大学谭丁凤硕士学位论文《祁东方言语音比较研究》，贵州大学李文君硕士学位论文《祁东语法研究》，

2017 年国家语保工程湖南点立项，本人作为祁东人参与由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主持的“中国语言资源保

护工程”项目“祁东”点的工作，但是前人研究都集中在语音和语法上，鲜有从认知角度分析祁东方言

的进行相关解释和分析，事实上祁东方言语料语料丰富多样，对其进行归纳整理，本论文理论上有助于

对从隐喻认知角度，理解其生发机制与形成原因，通过对祁东表征与隐喻的剖析，解读祁东方言背后的

社会心理、价值认同等问题。 
本文将从不同词性切入，利用汉语分词与词性标注软件 MyTxtSegTag 进行标注，分别考察祁东方言

在 L & J 概念隐喻中的空间，实体，结构隐喻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从施喻域中主体地位出发，研究隐喻

的基础——相似性，包括客观经验相似性和主观经验相似性，在祁东方言隐喻认知机制中所起的作用，

最终得出认知视角下祁东方言中概念隐喻的特点。 

3. 祁东方言词汇中的概念隐喻 

3.1. 从词性角度研究隐喻的概念系统 

我们首先从 Lakoff & Johnson 影响最大的隐喻三分法来入手，即结构、空间、本体隐喻，剖析祁东

隐喻在概念系统领域中的隐喻特点。要彻底理解 L & J 的结构、本体和空间隐喻分类，我们必须区分两

个基本术语：原始概念和隐喻概念。原始概念，顾名思义，就是最初的、未经开发加工的一些概念，是

其他所有概念的定义基础。也有学者从内容上将其定义为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和直接参与或与物质世界

相互作用，直接从经验萌生的概念。 
隐喻概念则包括时间维度，空间定位，理论辨论等等。建立在这些隐喻概念上的隐喻往往随着生活

经验的反复锤炼而常规化。因此，从字面上无法轻易判断是否存在隐喻思维的常常就是概念隐喻。隐喻

的三分法指的就是概念隐喻的三大分类。按 Lakoff & Johnson (2004)的观点，就是“把隐喻作为隐喻概念

来理解” [4] [5]。 
首先笔者针对收集的 50 个隐喻词条作一个简单的词性分析：从源域的词性出发，利用汉语分词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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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注软件 MyTxtSegTag 进行标注，得到祁东方言词性分布特点，如表 1 所示。 
我们再将这 50 个隐喻词条按照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象声词三大类进行分析，查看本体、空

间、结构等概念隐喻的分布特点，制成祁东方言词性下概念隐喻分布表，得到如下结果，如表 2 所示。 
结合表 1 和表 2，我们可以看到名词所含隐喻中范围最广，动词和形容词紧随其后，副词和象声词

随后，副词多集中在空间隐喻，动词在结构隐喻，空间隐喻和本体隐喻分布比较平均，形容词在本体隐

喻中分布最广，也就是说祁东地区方言隐喻人们倾向用本体隐喻阐述形容性抽象的概念。 
下面结合具体实例进行分析。 

3.1.1. 结构性隐喻 
结构隐喻就是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用两种概念叠加，将讨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

的词语用于讨论另一概念[6]，以概念喻指称概念的结构隐喻现象在祁东方言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称谓语，在祁东方言中称谓语是最有趣最好玩的。 
例一：骚鸡公——那个奶积是个骚鸡公[7]。 
人们将鸡作喻体，来形容各种各样的人或事物，骚鸡公指称风流的男子，在过去的祁东，几乎家家

户户都养鸡，人们依靠养鸡生蛋来赚钱补贴家用，公鸡因为不用生蛋，经常早起打鸣，走路非常神奇，

人们将公鸡的特性来形容风流潇洒的男性再贴切不过啦。祁东方言中的结构性隐喻不仅风趣幽默，常常

跟地方的民情民俗结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通俗易懂。 
例三：我等到黄花菜都凉了[8]。 
当听到黄花菜都凉了，就是说过的时间太久了，等的时候太长了，太晚了的意思，用黄花菜的变凉

的过程，指代时间的长短，时间的长短是物理上的概念，祁东是全国有名的黄花菜之乡，在祁东，每逢

佳节，喝酒庆祝过后，来一道清炖黄花菜是必不可少的醒酒佳品。主客人畅饮过后，有时候倒忘记那最

后一道醒酒美味了，于是就会有客人埋怨为什么还没上那道黄花菜的菜，说话者既是对迟到的人的批评，

又是调侃，不伤人面子。体现了祁东人风趣幽默地方特色。 
例四：你蠢起按名不出[8]。 
“按名”，“取名”的意思，形容一个人极度愚蠢，连名字都不能取，祁东人把自己的名字看的很

重，“取名”跟“智商”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名字代表着他的形象和生存的意义，一个人连名字都没

有的话，说明一个人是极其不受人重视，反过来祁东人的逻辑思维里认为此人智力极差。 
例五：寒酸——寒酸很好吃。 

 
Table 1. The table of distribution of part of speech in Qidong dialect 
表 1. 祁东方言词性分布表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象声词 

例子数目 21 6 15 7 1 

所占比例 44% 10% 30% 14% 2% 

 
Table 2. The table of distribu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 in Qidong dialect based on part of speech 
表 2. 祁东方言词性下概念隐喻分布表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象声词 

结构隐喻 43% 33% 26% 0% 100% 

空间隐喻 2% 33% 15% 100% 0% 

本体隐喻 55% 34% 5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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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这个词指的是一个人生活上过的寒酸，这是祁东人对于酸菜榨菜的总称，因为祁东人喜欢

把“咸”读成“寒”，像这样的酸菜榨菜吃起来都是又咸又酸，又酸又咸，所以祁东人日常生活中无论

是买酸豆角和腌制的榨菜都喜欢用“寒酸”来指代。 
例六：你再也不要掉耗子尿。 
耗子，学名老鼠，不要单纯认为这是耗子拉出来的尿，这是形容一个不争气，窝朗，流眼泪挖苦别

人的话，将人的眼泪指代耗子尿，祁东人喜欢将“耗子尿”比喻成“眼泪” [9]。 
例七：菜——你称了几斤菜？ 
“菜”在现代汉语中意义非常广，但是在祁东话中，“菜”是“肉”的意思，祁东人的认知世界里，

“菜”通常专指“猪肉”，跟祁东人喜欢养猪密不可分，喜欢猪肉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在上个世纪，

祁东人民生活非常艰苦，吃一次猪肉，都是算一次比较好的享受。 
例八：开门响——明天早上你要记得放开门响。 
农历正月初一，祁东人就开门起来放鞭炮，这就是“开门响”由来。“开门响”指代“放鞭炮”这

件事。 
第二，在祁东方言中，象声词跟汉语言中的象声词差不多，具有祁东话特色的方言象声词使得语境

更加带着乡野泥土的芳香[10]。 
例一：打啵——接吻[11] 
可能祁东年轻男女在接吻时，动作比较用力，难免发出“啵啵”的声音，于是祁东人就用这个亲吻

时发出的声音指代接吻。 
例二：唐僧骑马咚呐给咚[11]。 
“咚呐给咚”象声词，形容骑马的样子。 

3.1.2. 空间隐喻 
空间隐喻是指“整个概念系统是参照空间方位的概念而组建起来的”，更形象地说，即“借助于隐

喻性的思维，我们得以用空间经验命名非空间经验，把颜色、光、形状、数量、角度、质地、运动等空

间经验注入声音、嗅觉、味觉、情感和思想等非空间意识”。 
空间方位本身属于原始概念，但当上与下、前与后等表示方位的概念被映射到情绪、身体状况、社

会地位等抽象概念时，就构成了一类独特的概念隐喻。有学者研究表明，空间隐喻概念往往建立在人们

的思维定势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形成了颠扑不破的隐喻表达式。 
祁东方言里基本遵循汉语的倾向“上”通常与好的事物相连，“下”通常与不好的事物相连[8]。 
汉语中的方位关系完整的表达形式是“介词 + 名词 + 方位词”，如“在地上”。在使用过程中，

人们常常省略介词，只说“地上”。在祁东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表达结构，此类隐喻众多但大致可以分为

四类。 
第一，表示时间，自然现象为时间和空间域之间的映射提供了经验基础，汉语常见的有“前”，“后”，

“上”，“下”，“远”，“近”来等等，祁东方言中，时间较早的为上，时间较迟的为下，状态较好

位于其前，状态较差的位于其后。 
例一：你们这些后生乃几[12]。 
说话者口中的“后生”指的是比自己年轻的人，以自己出生为原点，按照这样的隐喻系统角度来理

解，后生就表示比我们出生迟，晚的人。 
例二：过年越来越近了。 
说话者我们可以通过时间在动的隐喻系统来理解。以现在的时间为原点，过年，即传统的春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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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第二，表示范围，一些无形的概念本身没有任何空间感而言，但是出现譬如“社会上”或者“单位

上”这类词我们也不觉得突兀，这当中就是我们经验主义的隐喻系统在起作用了。 
例一：有些话，你要放在心上，咽到肚里。 
这里，放在心上，心指“主观思想意识”，说话者要求听话者注意，“咽到肚子里”，是将肚子看

成一个容器，话语看成一个实体的东西，警示听话者要铭记于心，祁东人把“肚子”等同于跟心一样，

当一些话跟食物一样消化在肚子里，祁东人认为更加保险了。 
例二：以前打渔鼓，我们风里来雨里克。 
说话者是祁东特有的渔鼓艺人，重在强调以前学艺的辛苦，风里雨里自然天气看成一个空间实体，

表示在外奔波赚钱生活特别不容易。 
第二，表示数量。表示数量的隐喻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直观地看，现实生活中的数量的多少

与上下位置关系密不可分， 
例一：还没得米丝大。 
“丝”在汉语言中占有很大程度的比例，当表达一抽象概念极细的时候，祁东人也很喜欢用丝来形

容，“丝”的极小极细特征被映射到抽象概念上，使描述的物体具有像丝般细小的特征。 
第三，表示社会等级 
例一：你怕是上的天。 
“上的天”，这里指一个人的能力很大，神同广大的，当形容好，积极的方面，祁东人的认知思维

总是跟天，高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怕”讽刺的意思，祁东人对一个的能力揶揄。 
空间隐喻最为常见，词语形式和搭配方式也较为固定。从上述四类空间隐喻中可以看出，所有的隐

喻词项多来自“上、下、远、近”等等方位词。从现实的空间体验出发，通过联想，建立起抽象的方位

维度，从而理解其在新词中的意思。这类词本身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它大多扮演着副词的角色。 

3.1.3. 本体隐喻 
本体隐喻是指将无形抽象的状态、事件、情绪、思想等有形化，客观化。简单地说，本体隐喻借助

物质实体来理解日常生活的无形经验，从而使我们能够对这些经验进行指称、量化与归类。 
本体性隐喻用关于物体的概念或概念结构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经验。如可将抽象的概念喻说成具体

的物体，可使后者的有关特征映合到前者上去；总的来说，本体性隐喻，以无形化有形。本体性隐喻，

其中可分为三小类： 
1) 实体和物质隐喻： 
把经验视作实体或物质，通过后者来理解前者，就可对经验做出相应的物质性描写，如指称、量化、

分类、使其带上某类物质的特征，加以引申，进行推理，分析其相应的原因等。笔者按源域的类型，将

相应的词条分为三大块：身体部位，日常饮食，农业器具等等。 
我们首先来看生理机能。 
例一：还冒得泡尿久！雨就停啦！ 
用人的拉尿时间的长短来使下雨的时间量化，说明下雨持续的时间很短，有的地方喜欢用一盏茶或

一炷香的时间来说明，祁东人反而喜欢用生理机能方面的隐喻系统。 
例二：某人打个屁，你就要唱三天戏。 
打个屁，这里的打屁不是生理意义上放出臭气，打个屁指代说了某句话，下达了什么指示，说话者

用“打个屁”向听话者传达的意思，目的在于讽刺某人极度揶揄奉承别人的话。 

https://doi.org/10.12677/ml.2018.65080


王肖 
 

 

DOI: 10.12677/ml.2018.65080 699 现代语言学 
 

其次是日常饮食。 
例一：这块布看起来煤卡子量黑。 
形容黑像煤一样，祁东人民接触最黑的东西就算煤啦，究竟怎么样黑，因此在祁东人的认知世界里，

煤算最黑的物质，那就证明这个东西已经很黑啦。 
例二：他站得笔杆子样直。 
形容一个站得很直，怎么样的直，笔是祁东人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用日常生活中的笔杆子来指代

直的抽象概念，不仅简单，而且便于记忆。 
例三：过火——在我县，流传着凌晨“过火”搬家的习俗 
现代汉语中“过火”是说话、办事超过适当的分寸或限度，在祁东“过火”就是“搬新居”的意思，

祁东的风俗，凡是乔迁新居，户主抬着烧得旺旺的火盆，挑着行李，从旧居搬到新居，祁东人还要把这

个火盆放在门口，就入新居，跨过这个火盆[12]。因此，“过火”，在祁东人看来，火不仅象征以后的生

活是否能蒸蒸日上，有了火，可以做饭，可以烧水，同时也体现了祁东人们在日常生活把“火”看得非

常重要。对于火种的珍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祁东人们的一种精神特质。这是祁东人们对发明火的先

祖的敬重和崇拜，因为敬重先祖而尊重火，因为尊重火而保留火种不让熄灭，体现了祁东人们对于“火”

古老农耕文化的原始崇拜，我们不能不敬佩我们先祖的勤劳与智慧。 
农业生产这一方面的概念隐喻就多啦，祁东属于湖南，湖南自古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祁东方言

中无时无刻传达出农业生产性的影子。祁东方言中处处体现了湖湘农耕文化的传统。 
例一：脑壳摸一摸，主意两箩筐。 
箩筐是指在湖南地区用竹篾或柳枝编制的筐式盛器。这里形容想出来的办法比较多，办法、主意本

身是抽象的东西，没有量度，要用两个箩筐来装，把“主意”物化了，更加形容具体了。 
例二：洋索——我到市场上买点洋索。 
洋索，即毛线，因为毛线看起来像一根根绳索，改革开放初期，祁东深居内陆，在祁东人看来，毛

线是比较时尚的外来物品，来自国外，所以用“洋”来指代“比较时髦的东西”。祁东人看来，毛线则

像绳索一样的东西不过，现在的祁东人不那么叫啦。    
2) 容器隐喻 
将本体(不是容器的事物、大地、视野、事件、行为、活动、状态、心境等)视为一种容器，使其有变

界，可量化、能进、可出(王寅，2006)。容器概念主要由空间概念体现，在容器隐喻中，我们把本体视为

容器，在容器里面的东西，行为，事物视为实体。 
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把没有任何界线的物理空间赋予界限，把视力范围，听力范围，触摸范

围等都当成是容器，在范围之内就是在容器里面，在范围之外就是在容器外面。例一：春天不带伞，擂

钵大的胆。 
“擂钵”是在以前是祁东家中必备的容器。呈倒锥体，一般 30~40 公分高，钵口约 40 公分经。旧时，

祁东人以擂棍捣磨芝麻、豆子、茶叶等。在祁东眼中，属于大型的家居器皿，因此用擂钵大形容一个人

的胆略，胆量，很大，但带有讽刺的意味，祁东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阳春三月，经常下雨，这里

提醒人们春天在祁东要带伞外出，以防伤风感冒。 
例三：我死在你手里[13]。 
事实上，一个人是不可能死在手里，将手里看成一个容器，一个状态，说话者死于这个容器内，这

样就有界限,这里的手里代表手头做的事情活动，说话者正在抱怨对方办不成事情。 
通过以上的实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祁东方言中的概念隐喻中分布特点：在词性分布中，名词在各

大隐喻分布的比较平均，形容词倾向分布在本体隐喻中，副词较集中在空间隐喻中，象声词集中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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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从各大词性概念隐喻的分类中，结构隐喻略多与本体隐喻，日常生活和劳动活动是各类隐喻的源

头，带着湖湘文化特色的农耕文明，彰显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4. 结论 

祁东方言承载着人们群众集体生活的结晶[13]。透过对祁东方言中的概念隐喻研究，祁东方言的隐喻

特点主要表现在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认知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在所有隐喻中空间隐喻对人类的概念形

成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多数抽象概念都是通过空间隐喻理解和表达。 
祁东人的传统思维特征比较注重形象，习惯从直觉出发，运用类比，联想，形象等方式去观察和思

考问题，祁东方言中大量运用了形象思维构造出来的词语，这样的词语具有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直观

性，能产生形象性的艺术效果。 
隐喻的认知思维，可以为了解祁东地区传统民俗文化提供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俚语背后的

语音内涵，让语言更有感染力，通过学习一种方言表面下的隐喻意义，可以理解该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

和事物的地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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