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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在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基础上形成了概念和语言系统，隐喻思维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变化。汉语脏

腑成语基于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医领域的投射而形成概念，并进一步投射至语言领域形成词汇。经分析发现

汉语脏腑成语突出地体现了民族思维中的本体隐喻、空间隐喻和结构隐喻，也反映了隐喻思维的系统性及连贯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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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 in Chinese Visceral Idi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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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ve linguistics holds that human beings form concepts and language systems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and under⁃
standing of the world，and metaphorical thinking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language. Based on the projection of Yin
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Chinese visceral idioms form concepts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and further project to the field of language to form vocabulary. After analysis，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visceral idioms highlight
the ontological metaphor，spatial metaphor and structural metaphor in the national thinking，and also reflect the systematic and coher⁃
ent characteristics of metaphor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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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脏腑成语，是指词汇构成成分涉及人体

内部脏腑的汉语成语。脏是指“心、肝、脾、肺、

肾”，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及三焦”，即所谓

“五脏六腑”。

脏腑成语在各类汉语成语词典中都占有一

定的比例，笔者以《汉语成语词典》为语料范围，

在8000余条成语中，整理出脏腑成语307个，约

占其成语总量3.84%。

《汉语成语词典》307个脏腑成语中，五脏成

语占比为93.49%，其中，与心脏有关的成语占比

最高，约为87.62%。六腑成语的占比为6.51%。

脏腑成语在《汉语成语词典》中的分类统计

详见表1：

表1 《汉语成语词典》中脏腑成语分类统计表

五脏六腑

数量

占比

心

269

87.62%

肝

12

3.91%

脾

1

0.33%

肺

5

1.63%

肾

0

0

胆

11

3.58%

胃

1

0.33%

小肠

8

2.61%

大肠

0

0

膀胱

0

0

三焦

0

0

共计

30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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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来看，汉语成语中有如

此多且成系统的脏腑成语，是跟传统的中医理论

分不开的，而中医理论又是基于传统的阴阳五行

哲学观念而成熟的。薛公佑提出，中医理论是对

中医学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中医哲学进

行阐释。中医哲学主要包括气论、阴阳学说和五

行学说［1］。而中医哲学以人体为基础，将产生于

天道自然观的阴阳五行学说融入中医理论，并通

过隐喻、类推等思维管道，形成大量与人类紧密

相关的脏腑词汇，成语是较为集中突出的体现。

语言是变化发展的，隐喻是导致语言发生变

化的原由之一。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生活中隐

喻无处不在，我们的思想、行动依赖的概念都是

以隐喻为基础的；隐喻不止是一种语言现象，更

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更深层的认知机制，是

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

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2］。胡壮麟认为

隐喻的概念有助于语言对客观世界不同事物和

意念进行比较和建立联系［3］。我们认为，隐喻思

维，其实是一种以相似性为核心的思维规律，是

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由表层到深层的一种

结构系统。

具体来说，汉语脏腑成语体现了隐喻中的容

器隐喻、实体隐喻、结构隐喻和空间隐喻，同时也

一定程度表现出隐喻思维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一、汉语脏腑成语的隐喻基础

汉语脏腑成语的隐喻基础是传统哲学中的

阴阳五行理论。

“阴阳”最早见于《易经》，阴阳观念最初源于

古代劳动人民对“日照强度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的

客观实际”的伟大发现［4］。我国大部分地区位于

北回归线以北，阳光从南方照向北方，山的南面

能获得更多太阳辐射，故南坡为阳坡，北坡为阴

坡。“阴”《说文解字》解释为：“闇也。水之南，山

之北也。”“阳”：“高朙也［5］”。可见，先民们在生产

劳动中对事物外部的观察与认知形成了“阴”与

“阳”相互对立的概念。阴阳的本质即是宇宙万

物的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相互统一。

《说文解字》对“五”解释为：“五行也。从二，

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凡五之属皆从五［5］”。可

知，汉代时已有五行概念，且用阴阳解释五。“行”

释为：“人之步趋也。从彳亍。凡行之属皆从

行。”后引申出序列等义［5］。“五”和“行”的融合，证

明了阴阳观念和五行思想的密切联系。五行体

系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期，但彼时尚未出现明确

表达五行的概念，周时广泛流行五材的说法，水

火金木土开始并举［6］。因此，五行是对事物内部

各要素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强调整体

观，注重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7］。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体系中的阴阳、五

行思想，在早期中医思想中也形成了一脉相承、

一以贯之的体系与格局。“文化区域以致在它们

臻于成熟之前，便过早地接触、交流，及至战国后

期，乃发生了一次萧墙之内的大融合，形成了一

种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中庸思想为内容、以伦

理道德为特色的文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类

型的文化。”［6］文化类型，又深深地影响着思维的

路径与语言的机制。因此，从理论上讲，汉语脏

腑成语的隐喻思维基础，正是阴阳五行理论。

二、汉语脏腑成语的隐喻类型

隐喻是人们用一个已知事物来理解另一个

未知事物的重要认知方式，隐喻中有“始源域”和

“目标域”两个认知域，通过与我们关系较为密

切、认识较为深刻的“始源域”来认识“目标域”，

“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必有一定的相似性。

阴阳五行与中医脏腑原属两个不同的认知

域，通过隐喻思维将二者联系起来，形成独特的

中医领域内的阴阳五行学说，在语言领域则表现

为大量脏腑词汇的形成。

（一）脏腑成语与容器隐喻

容器隐喻是指将本体视为一种容器，使其有

边界，可量化。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我们每一

个人都是容器，有一层包裹的表皮，有里-外的方

向［2］。将自身的里-外方向投射到其他物体，也将

其视为有里面和外面的容器。将容器隐喻运用

于“阴阳”中，则向阳处为“外”，背阳处为“内”。

又因人对事物的认知往往以事物表层为起点，医

学尚未发达之时，先民们对人体内部的了解远低

于对人体外部的认知，能被看见的一些病理现象

如：咳嗽、发热、面红等则成了“阳”，而隐藏于人

体内部，无法被直接观测的病理原因则成了

“阴”，中医理论中具有中国古典哲学意味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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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学说”便产生了。

“藏象”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藏象学

说是以医疗实践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而

形成的饱含中国传统医学色彩的理论；它是研究

脏腑形体诸窍的形态结构、生理活动规律及其互

相关系的学说［8］。“藏”指人体内部的五脏六腑，

“象”指具体物象或人的面象以及精神生活中的

心象、意象等凝炼为具有普适意义的抽象概

念［9］。笔者将“藏象学说”从中医领域延伸开来，

“藏”将不只是局限于医学术语中的脏腑，还包括

了无法具体感知的人的情感、思想、品性等，“象”

则赞同谷浩荣（2014）的观点，不只局限于人体外

部的病理反应，还包括人的面象等。

《汉语成语词典》中体现“藏象”的脏腑成语

有12个，“藏”都用“心”来表述，表性格、思想、感

情等内在状态，“象”则多为言语、眼睛等外化表

现。成语中，藏为里，象为表，表里相参，直抵喻

义，详见表2。
表2 《汉语成语词典》中体现“藏象”的脏腑成语一览表

脏腑成语

心直口快

心广体胖/心宽体胖

心开目明

心慈面软

心慈手软

心狠手辣

心口相应

心灵手巧

心明眼亮

言为心声

心惊肉跳/心惊肉颤

喻义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喻性情直爽。

身体舒泰偏胖。喻心胸开阔，心情愉悦。

心灵开悟，见识明白。喻从蒙昧困惑中解脱出来，懂得道理。

心里慈悲，面相温和。喻善良。

心地和善，不忍下手惩治。喻善良。

内心凶狠，手段毒辣。喻凶狠。

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一致。喻人品好。

心思灵敏，双手灵巧。喻能力强。

心里明白，眼睛雪亮。喻看问题敏锐，不受迷惑。

说的就是想的。喻言语是内在思想的表达。

心神不安，惊慌恐惧。形容惊恐不安的样子。

藏

性格

心胸

性格、思想

心地、性格

心地、性格

心地、性格

思维、思想

心灵

心思

思想感情

情绪

象

言语表达

身体形态

眼睛状态

面部神态

行为手段

行为手段

言语表达

行为表现

眼睛状态

言语表达

外部表现

例如：

（1）她待人一向心慈面软，你就不用担心了。

（2）凶手心狠手辣，受害人被打得伤痕累累。

成语“心慈面软”由两个主谓短语并列组成，

“心慈”指德行好，属于无法具体感知的内在道德

层面，“面软”指板不起面孔，是具体可察的外部

面部表情。如例（1），“心慈面软”为褒义，内心的

善良可以表现在面部表情的柔和来表现。“心狠

手辣”的结构与“心慈面软”相同，“心狠”是人的

内心歹毒，是通过“手辣”这种外部行为手段表现

出来的，如例（2）。在这些脏腑成语中，通过一内

一外来表达，体现了“藏象学说”在语言领域的应

用和“向内-向外”的容器隐喻思维。

（二）脏腑成语与实体隐喻

实体是指生活中的实在物质。实体隐喻是本

体隐喻中的一类，是将难以理解的、抽象的概念投

射于具体的物质域，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反映出

人类由具体事物认识抽象事物的认知规律。

李闻梅（2007）将表达抽象概念的成语语义

分为8类：态度、才能、关系、情感、品质、志向、事

态和时间［10］。《汉语成语大词典》中的脏腑成语主

要表达了关系、情感和品质三个方面的语义，约

45个。

关系是一个抽象概念，人们则通过生活中的

具体实物将关系表述得更为具体，如“钩心斗角

（勾心斗角）、十指连心”等。

例如：

（3）他人谁会想到他为了争一点无聊名声，

竟肯如此钩心斗角，无所不至呢？

（4）当听到亲人遇险的消息，小菲十分着急，

毕竟十指连心哪！

人际关系复杂且变化无常，但大致可分为对

立疏离与和谐融洽两种，前者如例（3），后者如例

（4）。“钩心斗角”成语中，心原指心脏，角为兽角，

后引申到建筑领域，心指宫室的中心，角指檐角，

“钩心斗角”本是描述建筑物内外结构精巧工致，

比喻精心设计，争齐斗胜的。而建筑的这种交错

复杂关系，往往让一般人难于掌控驾驭，故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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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至抽象的人际关系领域，比喻各用心机，明争

暗斗，如例（3），“他”为了名声而费尽心机。

“十指连心”则用十个指头连通心脏这种中

医理论来映射抽象的人际中的亲密关系，如例

（4）中比喻家庭成员中亲密的血缘关系。

人类的情感是复杂多样的，很多情况下抽象

的情感是难以直观表述的，因此，常常利用生活

中的实体包括人身上的器官实体来隐喻。

通过实体隐喻表情感的脏腑成语在《汉语大

词典》中约有20个。可分为积极情感的实体隐喻

和消极情感的实体隐喻两大类。积极的情感包

括高兴、激动等，如心花怒放、心潮起伏等，消极

的情感包括痛苦、悲伤、灰心、惊恐等，如心如刀

搅、心若死灰等。

例如：

（5）听到这个好消息，她心花怒放，连连点头。

（6）我纵然心若死灰，也难把往事轻易忘掉。

（7）获闻噩耗，她肝肠寸断，一个人在自己的

房内哭得死去活来。

表示积极情绪的成语分别将心情比作花和

潮水，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心花怒放”指

心里高兴得像鲜花盛开，特别高兴，如例（5）“她”

因好消息十分高兴。例（6）也是将情感比作生活

中常见的事物，将心情比作火熄灭后的冷灰，形

容灰心失意。例（7）是将“她”听闻噩耗后的痛苦

悲伤的情绪投射于器官，用肝脏和肚肠好像被截

断一般来表现出痛苦悲伤程度之深。

品质指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品性

等内在素质。此类成语借助不同事物的特点说

明人物的品质，这样的脏腑成语约有21个。

例如：

（8）他人品高洁，有如冰心玉壶。

（9）我们要认清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不要

被一些假象迷惑了。

这一组成语也是用生活中常见的实体来比

喻抽象概念，实体可分为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

无生命的实体有冰、琴、剑、水等物体，以这些物

体的纯净、儒雅等品性反映人的品质，这样的成

语有11个，这类成语的色彩义多为褒义，少数为

中性或贬义。冰代表着纯净洁白，冰心则指像冰

一样冰洁的心，比喻高尚纯洁的品德。如例（8）

用“冰心玉壶”复指“他”高洁的人品。有生命的

实体多为动物，如狼、狗、蛇等，以这些动物贪婪

凶狠的特性反映人的一些品质，这类成语有7个，

多呈贬义色彩。人类与许多动物之间的关系密

切，了解多数动物的习性特征，“狼”的特性是狡

猾、贪婪、凶残，而狼崽子从小就有凶残的本性。

因此“狼子野心”常用来比喻凶暴的人恶性难改，

例（9）以“狼子野心”比喻帝国主义狂妄的欲望，

以此表现出帝国主义的凶狠毒辣，以动物的种种

特性让人类更为直观地了解人类自身一些较难

用言语形容的特性。

（三）脏腑成语与空间隐喻

空间隐喻指将空间上的位置或方向关系投

射到非空间层次的概念上，以此对抽象事物或现

象有更为明晰的理解。即生理位置上具有特殊

地位或相关性的器官出现在成语结构构词中，表

达与器官的功能或位置具有相关性的意义。

我国解剖学历史悠久，早在《黄帝内经》中已

有关于人体形态的记载，解剖人体让先民们对脏

腑器官有一定的了解，将脏腑所具有的功能、特

性、位置等系统性地投射至语言领域，便出现大

量脏与腑搭配使用的成语，此类成语多反映人的

品性及情感。

心脏作为脊柱动物的中心器官，处在人体的

正中心，它的主要功能是为血液流动提供动力，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代科学尚未发达之时，人

们认为心脏是展开思维活动的场所，提倡用心去

看世界。由此可看出“心”在古人心目中既是思

考的工具也是用来观察外界的介质。正是因为

心脏所处的中心位置，故将“心”跨域投射到其他

领域中具有同样空间位置的事物，“心”通过隐喻

便开始表示空间的中心、事件的核心［11］。

例如：

（10）这事早就提醒过他了，可他偏到江心补

漏的地步采取处理，已经迟了。

将“心”的中间位置投射到“江”，指江的中

心，意为船到江心才去补漏洞，比喻补救太迟，已

无济于事。

三焦是中医的特有名词，包括上焦、中焦和

下焦。上焦指位于横膈以上的心、肺，中焦指位

于横膈至脐的肝、脾、胆和胃，下焦指位于脐以下

的肾、小肠、大肠和膀胱。同一焦出现的脏腑成

语有10个，其中1个为“心”“肺”组合，9个为“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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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组合。

例如：

（11）她误把那个狼心狗肺的人当作好人，差

点误了大事。

“心”“肺”同属上焦，二者连用常表示品性、

德行等，如例（11）所示，此处的“狼心狗肺”将此

人的心肺比作狼和狗的心肺，狼和狗在汉民族文

化中为负面形象，它们凶狠残忍，以狼和狗形容

此人的恶毒、凶狠。

体现了空间隐喻的还有五脏与六腑的并用，

五脏的主要功能是生成、储存，而六腑的主要功

能是消化、疏泄，脏腑因此是表里的关系：脏是收

藏，即为里；腑是疏泄，既然主疏泄，那自然是

表［12］。用阴阳来区分，则脏为阴，腑为阳。脏腑

间相互依存，构成完整的机体，生理上互为表里

的脏与腑关系投射至成语领域，自然也常搭配着

出现，这一点在脏腑成语中多有表现。

据统计，在《汉语成语词典》中脏腑搭配使

用的成语共有 24 个，在这 24 个成语中，“心”

“胆”连用出现频率最高，共计12个，占比高达

50%。“肝”“胆”连用出现的频率次之，有9个，占

比为37.5%。下面将对这两类成语进行具体的

分析。

心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胆的主要功能是

浓缩和储存胆汁，参与事物的消化。在《黄帝内

经·素问》中提到：“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

焉。”［13］胆主决断则意味着胆具有判断事物并作

出决定的功用。胆这一功用与心脏密切相关，因

为心主神志，即心脏对精神活动有着决定性作

用，胆的决断功能是在心脏的支配作用下起作用

的，心脏供血充足，胆推进行动的决断，“勇气”便

生发而来。且相光鑫等人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心

与胆在至少八个方面有联系，其中包括：经络旁

通，共同循行；胆心相接，怀胎经养；现代医学，解

剖相连等［14］。正因如此，出现大量的心、胆连用

的成语也就不足为奇。

通过对“心”“胆”连用成语的释义的分析发

现，这类成语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形容非常害

怕、惊恐；一类形容胆大果断；一类形容忠诚、坦

诚。

第一类成语有5个，分别是：心胆俱裂、心寒

胆落、心惊胆战、胆战心惊、提心吊胆

第二类成语有4个，分别是：胆大心细、熊心

豹胆、剑胆琴心、琴心剑胆

第三类成语有3个，分别是：赤胆忠心、呕心

吐胆、倾心吐胆

其中，“剑胆琴心”（同“琴心剑胆”）与“熊心

豹胆”都运用了隐喻的手法。

例如：

（12）说实在话，他这人可以说是剑胆琴心，

出类拔萃。

（13）他吃了熊心豹胆啦，难道不知道高司令

的厉害！

（14）他们俩是患难之交，彼此之间肝胆相

照，无所不谈。

（15）历经数十载的风风雨雨，童老对党和人

民的事业输肝剖胆，尽忠尽义。

成语“剑胆琴心”出自元·吴莱《寄董与几》：

“小榻琴心展，长缨剑胆疏。”比喻既有英雄胆识，

又有儒雅的情致。其中“剑胆”比喻胆识很高，

“琴心”比喻心意儒雅。例（12）以琴的优雅多情

比喻“他”的儒雅，剑的锋利威猛比喻“他”过人的

胆魄，“剑胆琴心”表现出“他”优良的品性与过人

的胆识。“熊心豹胆”出自元·纪君祥《赵氏孤儿》

第三折，形容胆子非常大。。因熊和豹在自然界

中强大的捕食能力，人们常用“熊豹”比喻勇猛，

如唐·韩愈《送张道士》：“张侯嵩南来，面有熊豹

姿。”如例（13）以吃了“熊心豹胆”展现“他”的大

胆无畏。

同样，肝的主要功能是代谢、制造胆汁，胆的

功能是浓缩和储存胆汁，二者的功能联系密切，

且胆附于肝之短叶间，同属中焦，肝与胆功能与

位置的紧密相关使得二者在脏腑成语中常常连

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表四所列的9个肝胆连用

的成语中，除“撕肝裂胆”形容极度伤心外，其余8

个成语皆有“坦诚、忠诚、诚心”之义。如肝胆相

照、披肝沥胆、忠肝义胆。这9个肝胆连用成语都

与“心”有一定的关联。肝藏血与心主血脉相辅

相成，互为前提，肝与心的关系紧密，进而获得了

心的语义功能［12］。因此，“肝胆”由肝和胆逐渐发

展出比喻义，即真诚的心。例（14）用“肝胆相照”

反映二人之间的真诚相待与高度信任。例（15）

用“输肝剖胆”表现童老尽心竭力对待党和人民

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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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脏腑成语与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指以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清晰界定

的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借助已知的事物与现

象认识新事物与现象［2］。《黄帝内经》说明至迟在

秦汉时期，人们通过解剖对人体构造有了一定了

解，但对器官之间的关系及病理与症候的关系尚

不明确。为解释器官之间的关系，便用传统哲学

中的“五行”概念来建构中医中的五行理论，以五

行的特点说明脏腑的特点。

“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水曰润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

此时的五行已经从五种基本物质转化为了五种

基本功能属性、五种分类原则［15］。因此，同样具

有寒凉、滋润特性和功用的肾和膀胱归属水类；

具有温热、升腾作用的心和小肠归属火类；生长、

升发性质或作用的肝、胆归属木类；具有清洁、收

敛功用的肺和大肠归属金类；承载、生化作用的

脾和为胃归属土类。五行扩大范围至中医领域，

揭示了人体与自然事物或现象的相似性，以便更

清晰地了解人体内部器官之间的关系。成语中

同属一类的脏腑常搭配出现，较常出现的是火类

的心与小肠的搭配，木类的肝与胆的搭配，金类

的肺与大肠的搭配。“肝”“胆”相配因上文已有分

析，此处不再赘述。

例如：

（16）他所憎恶的小人们，到底怀着怎样一副

蛇蝎心肠。

（17）他这一番话别具肺肠，不可不防。

经络学说中心经与小肠经循行路线紧密相

关，生理学中“心主血”，心血对小肠具有滋润作

用，小肠作为消化器官，主要功能是吸收有益物

质进入血液，滋养心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肠与心关系紧密且同属五行中的“火”，因此

肠也获得了与心同样的表达人思想、品性的功

能。故出现了心与小肠同现的“蛇蝎心肠”。如

例（16），蛇和蝎都是有毒的动物，以蛇蝎的心肠

来表现出“小人们”的凶狠毒辣。

肺的主要功能是呼吸和造血，吐纳空气、吸

洁呼秽；大肠的主要功能是消化食物，储存食物

残渣并排除体外。可知，肺与大肠都具有与“金”

相似的清洁、沉降的性质。二者同现的成语为

“别具肺肠”，肺肠即心肠，肺因在生理位置上附

于心脏上，故也获得了“心”所代表的含义。例

（17）意为“他”的话里有其他含义，由“不可不防”

知“别具肺肠”暗含贬义，居心不良。

三、汉语脏腑成语的隐喻特点

隐喻已不仅仅是修辞学中与明喻、夸张、顶

针等并列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

语言发生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3］。通过隐喻将不

熟悉的事物映射到熟悉的事物上，对事物进行系

统性的类比归类，在此过程中隐喻的系统性和连

贯性得到体现。

认识新事物时会自动在大脑已有概念系统

中搜寻与之相似的事物，以旧的概念建构新的概

念，这种认知方式使事物间相互联系，促成概念

隐喻的系统化［16］。隐喻的系统性在脏腑成语中

可表现为上文提及的基于解剖学基础的脏腑的

搭配以及中医五行与哲学五行的对应关系。

隐喻的连贯性是指几个概念隐喻，通过它们

共享的隐喻蕴涵，不但使这几个隐喻具有连贯

性，也使它们的隐喻表达式具有连贯性［17］。

五色的产生基于五行学说，五行中的“火”具

有温热、升腾的特点，凡是具有此特点的事物均

可归属火类。传统的五色包括青、赤 、黄、白、

黑。以“赤”为分析对象，“赤”从大从火，是一个

会意字，指大火的颜色，以大火的颜色联想到燃

烧的火焰，给人以温暖、热烈的感觉，从色彩域投

射至哲学领域的火类。由上文可知，心与小肠归

属于火类。赤色与心对应，在使用中很容易获得

“忠诚”的语义功能。因此，赤不仅指颜色，还可

比喻热烈、忠诚的心。

例如：

（18）这是多么深沉的爱！多么纯洁的赤子

之心！

（19）无论受到多大的冤屈和挫折，他赤心报

国的情怀从未改变。

因刚出生的婴儿通身呈赤红色，故用赤子

指初生的婴儿，比喻天真纯洁的心，如例（18）所

示，“纯洁”作为定语修饰“赤子之心”，更深程度

地反映出“赤子之心”的纯洁简单。这仍是“赤”

在色彩领域的应用。例（19）中的“赤”则由色彩

域投射至哲学领域，因“赤”在中国文化中代表

着热情、积极等正面态度，故作为“心”的修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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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获得“忠诚”的语义。“赤心报国”指忠诚地报

效祖国。两个不同领域的隐喻，因其共享的隐

喻内涵使这两个不同领域的隐喻形成了一个连

贯的系统。

四、结语

汉语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在与外界亲密相处的过程中，先民形成了

捕捉事物内部矛盾的阴阳学说、揭示事物内部关

系的五行学说，两者至迟于西汉中期并流，并以

隐喻为机制向外辐射，形成中医领域的阴阳五

行，最终，形成汉语中反映中医阴阳五行的脏腑

成语。

隐喻思维是以直观具体的事物或现象理解

陌生抽象的事物或现象，此类脏腑成语所反映的

隐喻类型有以可观的外在现象表现内在品性思

想的容器隐喻，有以有生命的动物及没生命的实

物表达性格、品质等抽象概念的实体隐喻，有以

空间概念构建脏腑成语的空间隐喻，也有以“五

行”概念构建脏腑成语的结构隐喻。这些脏腑成

语反映了隐喻的系统性与连贯性。语言的产生

不是仅靠一种机制造成的，同理，每条脏腑成语

反映的隐喻类型往往也不是单纯的一类，有的可

同时分属几个不同的隐喻类型，本文为使分类简

洁明了，故将其分类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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