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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喻是具身认知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其中容器隐喻是隐喻概念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通过梳理

内外向人格特质与容器隐喻的相关研究，发现仅局限于道德、亲属关系等概念上探讨容器隐喻是如何表

征抽象概念的，而内外向人格特质概念在语义上便是通过容器内与外的形式进行表征的，但尚未有相关

研究对其进行探讨。因此，在认知视角下探讨容器隐喻与内外向人格特质之间是否存在隐喻联结，且是

否存在映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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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pho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embodied cognition, among which 
container metapho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areas in the concept of metaphor. By re-
viewing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overted and extroverte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ontainer metaphors, it was found that the exploration of container metaphors is limi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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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such as morality and kinship relationships, while the concept of introverted and extro-
verted personality traits is semantically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containers both inside and out-
side. However, no relevant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is topic.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is a metaphorical connection and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ainer 
metaphor and introverted and extroverted personality trait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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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传统上，隐喻通常被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王丛兴等，2021)。而 Lakoff 和 Johnson 等认知语言学家认

为隐喻是无处不在的，从根本上来说，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Lakoff & Johnson, 1980)。 
随着具身认知理论的发展，人们对抽象概念的理解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在理解抽象概念时，

需要将抽象无形的、形而上学的事物安放在自身经验的图式中，以使人们根据自身经验去理解不在经验

之内的事物
，
此外，有学者认为，通过身体和容器的结合所形成的容器概念，是个体能够理解抽象概念的

主要因素之一(Lakoff & Johnson, 1980; 叶浩生，2010)。 
近年来，心理学家对空间隐喻、道德隐喻等方面的研究尤为凸显，还有学者在容器隐喻领域中，对

亲属关系、道德概念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且均对隐喻联结和映射关系做了进一步探讨，但针对内外向

人格特质与容器隐喻关系的研究尚未涉及，在内外向人格特质的研究仅局限于内隐方面。 
综上所述，心理学家们针对人们如何借以隐喻概念来理解和表征抽象概念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并围

绕隐喻概念从众多角度进行了多方面、多维度的研究。同时，众多学者也从内隐的角度针对内外向人格

特质概念做出了一系列论证和结果，间接论证了内隐态度也属于隐喻概念范畴，以上一系列的研究都为

内外向人格特质与容器隐喻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 隐喻概述 

2.1. 隐喻概念 

隐喻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存在，语言是隐喻的重要证据来源。在传统语言学、修辞学领域中，隐喻是

一种词汇语法现象和修辞手法，采用词汇语法偏离的方法来增强语言表达效果，并实现其修辞功能(王丛

兴等，2021)。在本质上，隐喻是通过对一种事物的结构进行编码分析以达到理解另一种事物的过程。 
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隐喻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认知现象、思

维模式、行为方式，甚至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Lakoff & Johnson, 1980)。在根本上，隐喻其实就是使用

已知的、具体有形的事物来表达未知的、模糊无形的事物，进而以便更好的理解抽象事物(王丛兴等，2021)，
如“争论就是战争”、“时间就是金钱”等隐喻例子。因此，通过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针对隐喻领域进

行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不仅能够较好的促进隐喻领域深入发展，还能够拓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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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隐喻理论基础 

2.2.1. 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是个体通过身体的参与及其行为活动方式而形成的(叶浩生，2010)，是包涵大脑在内的躯体

的认知，躯体的解剖学结构、活动方式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影响到个体认识的改变。如从出生

在一个物理、社会和语言世界的婴儿开始，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为基础，对抽象概念和高级心理活

动进行学习，并对发展人类特有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的智力至关重要(Smith & Gasser, 2005; Williams et al., 
2009)。因此，具身认知是个体在发展早期，通过以身体经验为基础，与抽象概念、高级心理活动相互作

用而建立的内隐且双向影响的机制，进而达到认知世界(叶浩生，2017)。 
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个体的思维深受身体物理属性及其感觉运动体验影响(易洁美等，2012)。

如在重量隐喻研究中，个体对事物重要性的判断受物理重量的影响，表现为接受较重的刺激会高估任务

的重要性，而接受较轻的刺激会低估任务的重要性(Jostmann et al, 2009)；在身体动作与语义加工研究中，

当大脑在加工动词或含动词的句子时，不仅激活了语言中枢和运动皮层，且大脑随着个体是否执行与语

义相应的动作、抽象概念的熟悉程度和其文本背景是否符合等因素而激活不同的神经回路(王继瑛等，

2018)。学者们通过对具身认知的研究，不仅为具身认知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能够拓展

其他相关领域。 

2.2.2. 概念隐喻理论 
在认知领域中，隐喻是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系统对另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进行解释和表达，是一种

常见的语言现象(殷融等，2013)。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隐喻是人们用熟悉且具体有形的始源域去理解并

表达所面临的陌生且抽象无形的靶域(Lakoff & Johnson, 1980)。如通过温度、动作等具体有形的事物来理

解如社会关系、道德、等抽象无形的靶域，人们常把“高、上”与“强大、高权力”等词汇相联系，把

“低、下”与“无能、低权利”等词汇相联系(Schubert, 2005; Meier & Robinson, 2004)。 
此外，在始源域和靶域的关系上，隐喻的产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始源域和靶域不能是同一个

客体，二是两者之间需要存在内在的相似性。在隐喻相互作用理论中，认为始源域和靶域的作用关系并

不是单纯的单方向的，而是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Ludlow, 1991)。在权利隐喻研究中，学者通过三个实验

分别论证了权力概念与空间大小的隐喻映射关系，结果为“权力强为空间上大”,“权力弱为空间上小”，

且为双映射关系(唐佩佩等，2015)。但有学者论证了道德概念与大小隐喻的映射关系，结果表明道德概念

与大小隐喻只存在单向映射关系(鲁忠义等，2017)。循前例，隐喻在始源域和靶域之间的映射关系仍需要

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且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 

2.2.3. 隐喻相关研究 
有相关研究论证了大小隐喻与道德概念、权力概念之间存在联结，即表现为“道德为空间大，不道

德为空间小”，且为单向映射(鲁忠义等，2017)、“权力强为空间大，权力弱为空间小”，且为双向映射

(唐佩佩等，2015)、“高权力用大、金色,低权力用小、灰色”来进行隐喻的表征(杨惠兰等，2015)；在空

间隐喻的研究中，与权力概念、控制感等相结合，表现为“权力高、地位高在上，权力低、地位低在下”

(Zanolie et al., 2011; Giessner & Schubert, 2007)、“有控制感或控制感强在上，无控制感或控制感弱在下”

(Jami, 2019)、“积极情绪在上，消极情绪在下”(Montoro et al., 2015)。在净脏隐喻与道德概念的研究中，

发现“身体洁净与道德概念相关联，身体肮脏与不道德概念相关联”(丁凤琴等，2017)；也有学者发现亲

属词性别、道德、社会地位等方面均与重量产生隐喻联结，如“道德为重，不道德为轻，且道德概念与

重量具有双映射关系”(丁汝楠，2018)、“人们更倾向于将低社会地位与轻，高社会地位与重相联结，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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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双映射关系”(张姝，2021)。容器隐喻在道德概念和亲属词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现为“道德

概念与容器隐喻存在隐喻联结，同时具有双向映射关系，且受到知觉加工深度和特征整合程度影响”(王
丛兴等，2021)；亲属词与容器隐喻也存在隐喻联结，表现为“血亲词在容器内、姻亲词在容器外”(汪新

筱等，2018)。 

3. 容器隐喻概述 

3.1. 容器隐喻概念 

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隐喻是由三种典型的隐喻构成：本体隐喻、方位隐喻与结构隐喻，而其中本

体隐喻是一种最基础的隐喻的方式，它是一种把事件、活动、观点等看成实体和物质的隐喻方式。容器

隐喻在本体隐喻中最为重要，是将个体身体看作容器(可进、可出、有边界、有容量、有大小等)，通过皮

肤与外部世界相隔，进而产生由内到外的感知运动经验，从而达到更好的理解抽象概念(Lakoff & Johnson, 
1980)，如“你走进了我的内心世界”，通过借用容器隐喻，人们就更容易理解抽象概念。然而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运用容器隐喻的语言时，人们的大脑中真的需要显现出一个容器吗？其实不然，容器隐喻之

下是一个容器图示，是基于“内—外”关系的抽象容器图示(Johnson, 1987)。因为人体是一个三维容器，

通过“吃入”、“吸入”、“呼出”和“排除”等生理现象，同时通过“走进”、“走出”等一系列与

人体以外的世界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物理空间关系，才能够形成一个抽象的容器图示,它并不是任意形成的，

它可以图 1 来进行表示(李瑛，2004)。 
 

 
Figure 1. Container schema 
图 1. 容器图示 

3.2. 容器隐喻相关研究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在容器隐喻领域中的研究较少，但也有研究者做了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前容器

隐喻存在着语言现实性和心理现实性两方面。在探讨语言现实性的研究中，赵秀杰，曹忠芹(2008)发现，

可以将容器本身的物理属性，如边界、内外方位等属性来判断是否存在容器隐喻；曹瑛(2013)将容器隐喻

与情感概念相结合，发现人体器官能够作为容器隐喻来表征情感概念，如满腹惆怅、满腔怒火等；郭人

豪(2021)将社会群体视为容器，以此来区分内/外群体，如圈内人、圈外人。 
在探讨心理现实性的研究中，容器隐喻与亲属关系概念的研究表明，空间言语标记(内/外)影响亲属

词的语义加工中的亲属关系性质容器隐喻，血亲词在容器内，姻亲词则相反，并受到空间言语标记的影

响(汪新筱等，2018)；王丛兴等(2021)将道德概念和容器隐喻相结合，发现两者存在隐喻联结和双映射关

系，同时特征整合与加工深度对道德概念容器隐喻的提取存在影响；周玉庭(2023)对知觉加工深度做了进

一步研究，结果发现加工较深的知觉深度能够促进大学生同辈关系与容器隐喻联结的提取，且存在双向

映射关系；李思承(2021)发现容器隐喻能够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联想词的词汇效价加工；孟乐等(2022)发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04


杨帆 等 
 

 

DOI: 10.12677/ap.2024.142104 832 心理学进展 
 

现容器内部表征国内民族成员，容器外部表征国外民族成员的双方向容器隐喻联结关系。上述研究对容

器隐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4. 内外向人格特质概述 

4.1. 内外向人格特质概念 

心理学家 Allport 在人格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人格特质理论，指个体独特、内在、稳定的倾向和知觉情

境系统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中能使个体保持行为稳定且持久的心理品质(Allport, 1937)。艾森克借助维度

概念将人格特质划分为内外倾、稳定性等四种类型(Eysenck, 1990)；卡特尔通过因素分析确定了 16 种人

格因素：乐群性、稳定性等 16 种类型(Kirton & Ciantis, 1986)；荣格提出思维外倾型、情感外倾型等八种

人格类型(Jung, 1940)；科斯塔通过论证分析提出了外倾性、宜人性等五种类型的“大五”理论(McCrae et 
al., 1998)。此外，有学者提出外向型人格较为开朗活泼，表现为精力充沛、自信等表现(Lucas et al., 2000)；
内向型人格较为安静、害羞等表现(许丹阳，杨智辉，2017)；也有学者指出内向型人格较孤僻，更加关注

自身内在感受等，并认为内外向人格特质是人格当中最稳定的特质之一(Eysenck & Eysenck, 1969)；在本

质上每个人其实都具有内外双重倾向的人格特质，只是表现出来的程度有所不同(周志民等，2014)。 
当前，大多数学者都是针对人格特质是怎样对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产生影响；人格特质在形成之前，

会受到哪些额外因素所影响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同时也有研究者从内隐的角度研究人格特质和其他变

量的关系，如颜色、情绪等，但鲜有学者研究针对内外向人格特质的概念、特征或形成机制等进行论证

研究，然而这一课题也是人格特质概念研究的重要部分，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4.2. 内外向人格特质相关研究 

在关联性负变电位的研究中，内向组的反应时间较外向组明显延长，说明内向者的注意力不容易集

中(王国锋，彭小虎，2011)；在心理咨询研究领域中，采用沙盘疗法可以对内外向人格特质的个体进行预

测，且外向型人格特质对建言行为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权威领导会在两者的关系中有显著负向调节

作用(谭健烽等，2013)；在风险决策中，外向者更倾向于选择冒险的方案，而内向者更倾向于选择保守的

方案，进一步印证了内外向人格的特征(张梦瑶，2016)；在大学生心理问题研究中，内向型人格相对于外

向型人格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自我不和谐等心理问题(汤江南等，2010)；大学生的内外向人格特质对个体

的孤独感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支持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内向的大学生往往因回避社交等较为缺乏

社会支持，从而产生较高的孤独感(王国锋，彭小虎，2011)；大学生在乐观、悲观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研究

中，发现内外向人格特质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徐云轩等，2011)；在抑郁症领域当中，患有抑郁症的患

者更加内向、神经质和精神质水平较高(刘敏等，2020)。 

4.3. 内外向人格特质的隐喻研究进展 

目前在内隐的视角下，对内外向人格特质与冷暖色调的关系采用 IAT 实验范式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让内外向型人格的被试分别对靶概念和属性词进行匹配，实验一是让被试对冷暖色调与内外向人格特质

词汇进行匹配组合，以验证内外向人格特质是否与冷暖色调存在内隐联结；实验二是让被试将冷暖色调

与自我–他人词汇进行匹配，以验证被试是否对冷暖色调存在个人喜爱偏好；实验三是让被试将内外向

人格特质词汇和自我–他人词汇进行分类匹配，以验证被试自身对内外向人格特质的内隐认同度。 
其研究结果为：外向人格和暖色调存在内隐联系，内向人格和冷色调存在内隐联系；相对于冷色调，

被试更偏爱暖色调；被试不存在将自身认定为内向或外向的人格特质(夏金凤，2009)。由于内隐态度从属

于隐喻范畴，因此通过内外向人格特质和冷暖色调两者间具有内隐联系的结果可间接论证内外向人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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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冷暖色调间具有隐喻联结。 

5.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从已有的研究可知，内外向人格特质是人格特质中较为普遍且稳定的特质，那么如何在个体的人格

特质稳定之前对其内外向人格特质进行较好的培育和完善，值得进一步探讨。 
基于这一思考，是否可以将内外向人格特质与容器隐喻进行结合，从而更好地达到对内外向人格特

质的理解呢？首先，在语义上内外向人格特质就表征着容器隐喻的“内”与“外”的空间方位；其次，

在具身认知的视角下，借以容器隐喻，将个体的思维、身体等视为一个容器，从而发现内向型人格特质

的个体更倾向于自我的内在、状态、内省、独处等，而外向型人格特质的个体更倾向于外在环境、表现

力和社会交际等，两者存在显著的内外空间方向性。通过语义和具身认知两方面的递推，能够实现对其

内外向人格特质的深入理解的目的。因此，在这一理论推论下，采用实验法可以论证：两者间是否存在

隐喻联系？如果两者间存在隐喻联结，那么两者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映射关系呢？通过实验结果，检验

其理论假设的有效性。 
而在当前的研究成果中，具身认知视角下的研究多以容器隐喻的功能与属性、容器隐喻的意象图示

及其映射关系等方面作为质性研究的课题(赵秀杰，曹忠芹，2008；李瑛，2004)，但将容器隐喻如何表征

抽象概念的课题作为实证研究较少，目前仅局限于道德、亲属关系和权力概念上。因此，进一步探讨内

外向人格特质与容器隐喻的关系，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展人格特质领域和容器隐喻的理论基础，同时还能

够拓宽其研究方向，为相关领域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6. 结论 

揭示内外向人格特质与容器隐喻的关系对于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就个体而言，

不仅能够帮助个体更深层次地了解自己，包括优缺点、兴趣爱好及行为模式等，从而制定个人成长计划，

同时还能够提高自我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实现更好的个人发展。就社会角度而言，一方面，能够帮助

人们理解个体间的差异，包括思维、情感、行为方式等，从而促进个体间更好地沟通与合作，实现人际

关系的优化。另一方面，对于临床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了解内外向人格特质与容器隐喻的关系，对

于评估和治疗心理障碍疾病非常重要，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边缘人格障碍等，从而帮助治疗师能够

制定更加个性化的治疗计划，提升治疗效果。总之，深入探讨内外向人格特质与容器隐喻的关系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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