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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末，隐喻不再被视作简单的语言修饰物，我们的概念系统具有隐喻性，研究者试图去解释与论证

隐喻如何塑造思维、构建感知、影响行为，对其的研究方兴未艾。隐喻的研究不再停留于语言层面，学

者们逐渐发现手势也具备隐喻性，手势与语言、认知的关系十分紧密。然而，尽管手势在生活中极其普

遍，但其真正受到关注是在20世纪末，国内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本文探讨手势和语言的关系，以及手

势与认知的交互作用，以隐喻手势为主进行综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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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phor has been no longer simply regarded as the language ornament since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and the metaphor research has sprouted up in recent years. Our ordinary conceptual 
system is fundamentally metaphorical in nature, therefore scholars try to explain and testify that 
metaphor structures our thought, perception and action. Metaphor not only exists in language but 
also in gesture. Gesture, language and thought have intensive relationship. Although gesture is 
fundamental and pervasive in our life, it is always neglected by people and it has aroused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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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interest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The study of gesture in domestic is at the initial stage. 
This essay, which focuses on metaphoric gesture,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sture and 
languag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gesture and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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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喻渗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隐喻的研究自 Lakoff 和 Johnson 合作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于 1980 年发表以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者们的视角从修辞层面转变到认知层面。多数人认为隐喻只

是语言的特性，实则我们的概念系统具备隐喻性，隐喻充斥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之中[1]。 
普遍认为，第一个将手势视作具备隐喻性的学者是心理学家威廉·冯特，那些让概念由一个域转化

到另一个域的手势被他称为“象征手势”(symbolic gestures) [2]。Cienki 是把隐喻和手势联系起来进行系

统研究的第一人[3]。有关手势和语言的关系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引起研究者们的兴趣，而手势和隐

喻的研究在 20 世纪末开始兴起。关于手势与语言的关系目前国外研究较为丰富，观之国内却十分匮乏。 
本文探讨手势和语言以及认知之间的关系。在语言层面上详述其与手势的联系以及手势对语言理解

产生的影响；在认知层面上着重从手势对时空概念的外化表现和手势对于教学的影响进行论述，主要以

隐喻手势进行综述性分析。期以厘清现有研究的脉络，为日后手势的研究提供方向。 

2. 手势 

2.1. 手势的界定与属性 

辞海中的“手势”意为“用手做各种姿势来表示意思”，即为手部的动作，对应英文“gesture”或

者“gesticulation”。在英文中，“gesture”的广义为身体的任意动作，甚至包括面部的表情，狭义为手

部的姿态，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狭义的手势进行展开。 
手势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有学者认为手势未受广泛重视的原因在于现代语言学对于语言的研究

主要是从抽象语法、形式和组合学的角度进行——鲜有“身体产出(语言)”的空间；同样在主流的实验心

理学领域中将语言视为逐字逐句(书面或口头)的研究，重点关注词汇、语音等；再者，手势是以自发的方

式产生的，因此不易操作，也难以通过实验掌握[4]。手势往往被视为一种无足轻重的附带现象。手势真

正受到关注是在近三十年间，关于手势的研究日渐丰盈，手势通常伴随着语言出现，因此这类手势也可

称为语伴手势(co-verbal/co-speech gesture)。 
手势和手语(sign language)都能传达符号含义，但是具有本质的区别。手势不具有规约性，手势常常

协同语言产生，手语中对应的词语有固定的动作表达，手语是聋哑人进行交流的一种特殊的“语言”。

例如“树叶在摇晃”，在说话的同时，我们可以将手掌竖直摊开左右摇摆或是晃动手腕，多种方式的表

达都能使听者会意；而在中国手语中则是做出数字六的手势并摇晃手腕。Newman 等人(2015)将手势称作

“非语言符号交际系统手势”，它与手语共享视觉–运动模态，但只有手语建立了词汇并遵循语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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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美国手语使用者在观看手语和手势视频时，前者更多地激活左侧额下回[5]。即使两者具有相似

的结构，手语和手势的加工机制也可能存在差异。 
当我们让手部肢体执行一个或多个复杂的运动模式时，通常会将其抬离身体，执行完毕后回归所谓

的休息位置。手势分为三个阶段，准备(preparation)，比划(stroke)和收回(recovery/return)阶段。准备阶段

即起势，手移动至身前；比划是整个过程的重心，是手势的内容所在，可表达意义；收回是让手回归至

自然状态[6]。 

2.2. 手势的分类 

学者们对手势进行了多种分类，其中受到大众认可的是 McNeill (1992)的四种手势类型——节拍型

(beat)，指示型(deictic)，图像型(iconic)和隐喻型(metaphoric)。节拍手势用于标记对语用内容有重要意义

的词语；指示手势用来指向具体的实物或是特定的空间；图像手势用作描述实物的形状或运动状态，抑

或是描述实体之间的物理联系；隐喻手势则是用图形化的内容来展示抽象观点[7]。图像手势和隐喻手势

的区别较小，有时两者有重叠，因此不少学者将图像和隐喻手势统一归为表征型手势(representational 
gestures) [8]。 

本文主要研究隐喻手势，此处用经典的例子作以说明何为隐喻手势：在说出“我们需要对他的观点

进行衡量”时，做出将手掌摊开朝上的手势，呈现托举状，该手势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观点比作一个

有重量能测量的具象实体。此时源域是实物，目标域为观点，将对实物概念的理解映射到观点的概念上，

实物有形状和重量，把观点视作实物，使其具象化，体现了观点的价值需要通过多方的考量来进行判断，

重量的大小是观点价值的大小。隐喻手势的出现让隐喻不再停留在话语层面，隐喻可以是多模态的。 

3. 隐喻手势与语言的研究 

3.1. 隐喻手势与语言的联系 

传统观点认为：说话者和听众的距离、身体动作、音量的控制等，所有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完成了

传递信息的任务，这些信息被称作“非语言交流”，也可以被称作说话者所创设的环境，它们不属于对

话的一部分。Kendon (1980)是第一个对此观点提出质疑的人，他认为至少手势不能排除在对话之外。忽

略手势便是忽略对话。语言依靠编码的词语和语法手段离散地传达意义，而手势依靠视觉和模拟意象整

体传达思想[6]。用以模拟意象的手势通常是隐喻手势，隐喻手势能和语言配合更好地传达语义。 
手势在一般情况下是无意识产生的，它受到的控制比语言少，说话者通常根本未意识到自己在做手

势[7]。说话者在对话者未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生成手势，比如通电话或者独白时会运用手势[4]。手势是如

此普遍，但是它往往在说话时才出现。手势和语言在语义和时间方面具有一致性，它们通常同时出现并

表达相同或相关的含义，因此它们往往被视作同一个话语过程[6] [7]。口吃者也会在手势中出现中断的情

况，另外，阻碍手势的产生同样会干扰语言的生成[9]。如果让说话者规避某个特定字母开头的词或者让

其说晦涩的话题，那么其说话时在意群内停顿的次数会增加，不让说话者做手势同样会使这种类型的停

顿增加[10]。种种迹象表明，手势与语言极有可能使用同一套加工体系。Bernardis 等人(2008)让受试者观

看完表征型手势的视频后，尽快朗读所展现的词语，实验发现，在手势与词语不相符的条件下，受试者

读的时间较长，是由于手势的含义与朗读的名词的含义之间存在干扰效应[11]。隐喻手势与话语的不匹配

会影响语言的加工。 

3.2. 隐喻手势对语言理解的影响 

在言语理解的过程中，语言和手势被整合到一个共同的潜在概念表征中[7]。手势在语言教学中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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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语言理解的工具。隐喻手势能够显著提高低水平外语者的听力理解能力，对高水平

学习者的促进作用相对来说不明显[12]，隐喻手势将抽象概念或是不熟悉的事物进行实体化、图示化，使

得概念清晰。Kircher 等人(2009)通过 fMRI 研究发现语言和手势同时出现时，左颞上回的激活会减少，该

部位是听觉性语言中枢，此处的认知需求会降低。当语言伴随着隐喻手势时，语言和手势的结合可能会

降低理解的加工需求[13]。另一方面，Goldin-Meadow 和 Wagner (2005)认为如果话语很容易理解，那么

手势的作用便微不足道。他们提出手势能提高准确性，可能是通过把注意力吸引到言语上，而不是通过

自己传递信息来实现的[14]。 
图像手势相较于无意义的手势能显著提高记忆力。图像手势对学习外语新词有影响，实验中具体名

词的学习证明了该观点[15]。图像手势和隐喻手势相似，都是将概念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现，这类表征型手

势能够加快对语言的记忆与理解。 
手势信息与语言信息在隐喻理解的早期阶段便整合至一起，意义的建构需要全面综合地进行，并且

高度依赖于语境。手势信息在早期就融合于语言理解的过程，手势是隐喻完整表达的一部分[10]。 

4. 隐喻手势与认知的关系 

4.1. 隐喻手势与时空认知 

时间是人类基本的抽象经验，时间的语言表达总是基于空间，说话者也常做出关于时间的隐喻手势

表达。中文更多使用“上下”有关的时间隐喻，而英文偏向“左右”，这一点在手势中也得到了证实。

时间隐喻手势对时间概念的空间体现能够反映出不同语言间不同的时间思维[16] [17]。中国古代用竹简进

行书写记录，在我国汉字几千年的进程中，是由上至下书写，近几十年才变为从左至右书写。“上”和

“左”一般代表过去，在自然引发受试者手势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观点。手势与语言是高度一致的。二

语学习者在用二语进行表达时间隐喻的过程中，常会出现进行母语表达时所用的隐喻手势，或者会产生

混乱手势的情况[16]。隐喻手势的表达往往与说话者的认知有关，在进行外语表达时，大脑中包含母语和

外语两种思维模式，因此空间隐喻手势很可能会产生混乱。手势的出现是因为思维基于感知与动作，因

此，手势为“认知基于身体”提供了有力的证明[8]。如果限制手势的应用，那么说话者的流畅度将会受

到阻碍。尤其是在描述和空间相关的情形时，不加手势会让说话者语速变慢，而其他情况下，不加手势

则没有影响[18]。 

4.2. 隐喻手势与教学 

在数学的教学中，教师经常会在讲述知识时运用隐喻手势。Núñez (2008)在文章里提到“数学也许是

我们能想到的最抽象的概念系统，它最终是以我们的身体、语言和认知的本质为基础的。”他表明隐喻

手势极大增强了人们对抽象概念的理解[4]。同样，钟晓云和高原(2018)对外语学习者进行了听力实验，

结果表明说话者的隐喻手势让受试者的成绩显著提高，“手势的使用提供了额外的认知资源，减轻了语

义理解的认知负荷”，另一方面，说话人向听众解释复杂的抽象概念时，会比普通情况下使用更多的手

势[12]。 
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孩子们自己做手势，这样会促进学习，这很可能是手势减轻了认知负荷[14]。

Macedonia 等人(2011)发现如果受试者通过手势对口头信息进行编码，那么口头信息会被更好地识别和回

忆[15]。通过手势的视觉编码和话语的听觉编码系统相结合，使它们共同处理信息，缓解了仅有语言编码

对听觉通道造成的认知负荷过载[12]。外语学习者在用外语进行交流时，手势的幅度会明显增大。人们在

理解和产出外语时需要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手势可以帮助说话者“提取词汇，组织和梳理思路”，同

时强调重点，达到有效传递信息的交际功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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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本文讨论了手势与语言和认知的关系。手势和语言通常协同出现，它们极有可能使用同一套加工体

系。匹配的手势会对语言理解有促进作用，但是在语言容易理解的情况下或者对于语言水平高的人来说，

手势的作用不明显。认知可以影响手势的产出，不同国家的人对时间的认知会影响手势的方向，从这一

方面来说，手势是认知的外化表现。手势同样也可以影响认知，在教学的过程中，使用合适的手势可以

减轻认知负荷，提升学者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强理解力。 
Kendon (1980)认为语言的产出过程同时体现在两种活动形式中：发声器官的运动和肢体的运动。手

势不单纯是身体的运动，而是拥有着意义的符号[6]，手势与语言具有相似的交际功能，手势在时间上与

语言同步，在意义上与语言的内容相关[19]。语言和手势实际上是认知语言现实的两个方面；手势是理解

语言、概念系统的高级认知的方法[4]。即便使用不同语言，交流者通过手势也能理解两种语言的共同概

念。言语表达与手势所传达的信息有关[20]。在概念化阶段，手势可能有助于说话者制定言论中将表达的

概念；在语法编码的阶段，手势中的信息可以帮助说话者将概念映射到大脑的词库中；在语言编码的阶

段，手势可以帮助检索单词形式[10]。手势与语言、认知体系的关系密不可分。 
探索隐喻思维只聚焦于语言是不足以在隐喻这片宽广的领域里远行，隐喻是多模态的，将隐喻与手

势的结合来进行认知的研究在目前传统的学术研究里另辟蹊径，为学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当前的研究大

体分为两种模式，手势的输出以及输入。输出是研究受试者在自然条件下对话或者独白做出的手势，输

入则是让受试者观看录制带有手势的视频，往往这种情况下的手势是事先有所设计的，因此缺乏了自发

性与自然性。对手势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挑战，因为它没有特定的构成形式，对于手势的识别以及分类难

以形成统一的看法。 
手势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是一个庞杂的体系，研究较为分散，未形成清晰的系统。这是需要开发的

领域，尤其是与隐喻结合的手势是值得探究的部分，而当前的研究正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研究的范式

较少。如何将手势运用至教学中，发挥其实践效用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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