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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门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一种大型实体工具，与人类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人们在

认知门这一事物的经验过程中，也创造出了一系列与门相关的隐喻。如门是房屋的入

口，便可以预示一切的开始；一门为一户，一户便是一家人，门又可以是家的象征。本

文选取韩汉词汇体系中“门”、“문”类语词为研究对象，通过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和概

念转喻理论，采用语料归纳、描写和解释相结合法、定量定性结合以及对比分析的研究

方法，对“门”“문”类语词在语义扩展过程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进行对比研究。以期能为

认知对比语言学提供浅薄的实例支撑，并为韩中两国语言教学工作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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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理论框架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隐喻和转喻并非只是修辞方式的一种，而是人类的一

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其本质是概念性的。Lakoff&Jahnon认为“隐喻

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一类事物”。隐喻是基于相似性的跨域映

射，从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映射到相对陌生、抽象

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1)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有一系列本体的或认识

上的对应关系。始源域源于日常生活，因此是具体的、明确的、物理性的体

验。而目标域常常是是抽象的、看不到的社会文化现象。

Lakoff&Jahnon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隐喻(structure metaphor)、方位隐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和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三种类型。结构

隐喻是指以一个概念来认知另一个概念。当始源域与目标域相比能够提供更丰

富多样的结构，即可以根据始源域的结构去理解目标域。经典的例子如“争论是

战争”（argument is war），战争是大众所熟知的，经验较多的始源域，争论则

是相对陌生的目标域。通过战争这一具象概念去理解争论这一抽象概念，争论

双方可以看做战争中敌我，敌我双方相互攻击，保卫自身立场。因此“防御、攻

击、薄弱处、输赢”这类战争术语同样适用于争论场合。如“攻击他观点中的薄弱

处”，“这场争论我输了”。这样具有一定规则性和体系化的隐喻模式便是结构隐

喻。

方位隐喻和上下、前后、内外、深浅、高低等空间方位有关。这类隐喻的

方向性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与人们的物理、文化经验息息相关。感情或意识等

抽象经验和具体的物理空间经验具有一定联系性。人类在体验到兴奋、喜悦等

1) Lakoff&Jahnon，《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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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ù 时会下意识向上úû ，ü 高身体，因而高兴、激动等多在空间方位上被ý

予为“向上”的方向性。如“高þ ”一般形容. 极性情ù 。相反在人在感觉到ÿ 伤或

疼� 时，常常会下� ，�� 身体。因此ÿ 伤、� 过等- 极性情ù 在空间方位上

多表现为“向下”，如“低落”一般形容- 极性情ù 。

本体J 喻是指人们将å 象和模� 的思想、感情、活动、事件、� 态等无形

的概念视为具体的、有形的实体和物质的J 喻，可以对其进行识别、� 论、量

化等。本体J 喻中最典型的一类便是容� J 喻。人是独立于周围世界以外的实

体，O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容� ，有身体分界面，$ 外等。人们将这种概念	 â

于人以外的其他物体，如E子、
 林、�� 、地区。甚至将一些无形、å 象的

时间、行为、活动、� 态也看做一个容� 。2)如“字$ 行间 8 深情”，“� 的文

l 空� 无物”，将“字句”和“文l ”看作一个容� ，所以它们可以被情感� 满，即

“ 8 深情”；反之不走心的文l 便只有未� 充感情的“空� ”。

La* off� Jahnon将w喻定义为“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概念化一个事物的

过程”。3)w喻基于临近性。临近性不是语言结构� 部的相邻关心，而是指概念

间的临近性。' adden�� o� ecse根据本体与喻体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式中相互作

用的关系，把w喻分成两大类：Œ体与部分，Œ体的部分之间相互w指而3 生

的w喻。4)如“我们�� 需要2 鲜�� ”、“这所大学有不少好�� ”这类表达便是

Œ体与部分之间的w喻，用“�� ”、“�� ”身体的一部分来指代Œ体的人。

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是æ常生活中极为常/ 的一种大型实体工具，与人类生活经验息息相

关。人们在认知� 这一事物的经验过程中，也�� 出了一系列与� 相关的J

喻。如� 是E � 的入	 ，便可以7 示一` 的开„ ；一� 为一� ，一� 便是一家

2) � ì� ，《词汇J 喻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5� � .
3) La* off� Jahnon，《我们÷ 以生存的J 喻》，ø 江：ø 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 � 善 ，《汉韩词汇认知语义对比研究》，� ! 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