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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身体部位在人类认知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在获取身体体验的过程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作

用。身体部位之腿（ｌｅｇ）更是人们感知外部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汉英表达中均广泛存在以腿
（ｌｅｇ）为源域的腿（ｌｅｇ）隐喻表达。从认知层面的意象角度具体分析腿（ｌｅｇ）的隐喻可知，腿（ｌｅｇ）的
意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腿（ｌｅｇ）的基本外形和功能为主的具体意象，另一类是由其基本外形和
功能而衍生出来的抽象意象。汉英民族因为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生理特征，产生了相近的身体

体验，而趋近的体验也产生了对等的心理阐释和语言表述，因此汉英语言表达中存在众多相仿或趋

同的腿（ｌｅｇ）隐喻。隐喻作为各民族典型的语言现象，势必与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蕴密不可分。汉英
表达中腿（ｌｅｇ）的隐喻义都颇为丰富，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典型差异，这主要是由各自的社会文化背
景、思维方式、词法规则、词语搭配、主体指代关系和民族特色差异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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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喻的本质是借彼类事物理解和体验此类

事物［１］，事实上就是借用源域概念考察并洞悉

靶域概念，即基于相似性由某个认知域向另一

个认知域进行投射。也就是说，根据一个具象

概念域，可以使另一个抽象范畴被理解。作为

人最熟悉而具象的感知工具，人体组成部分或

曰器官在认知理解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人类常以自己最熟悉的身体部位为认知参

照点，通过隐喻机制作用，映射至其他认知域的

概念。人的认知是具身性的［２］。具身认知是认

知语言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它将认知语言学的

意义概念与其他以意义为导向的理论泾渭分明

地划分开来。在意义产生，即事物被赋予意义

并为人所理解的过程中，人体各个部分作为理

解抽象事物的认知参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３］。人的感知能力是由身体的物理属性决定

的，人的认知内容也是由身体输入的，认知、身

体和人所处的环境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统

一整体。

腿（ｌｅｇ）作为具有支撑人身体、移动行走等

用途的重要部位，在中英文中常被视为具象的

概念域来解释新颖事物，通过隐喻方式拓展出

不同的抽象意义，如腿（ｌｅｇ）的性含义［４］和逃跑

含义［５］。本文拟诉诸汉语、英语语料库和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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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对腿（ｌｅｇ）所涉及的中英文语料进行梳理，

探究其隐喻的投射范围、跨语言共性和个性，挖

掘与阐释其语言表达背后的理据及其同异之处

的深层次原因。

　　一、腿（ｌｅｇ）的隐喻类型

　　从认知层面的意象角度具体分析腿（ｌｅｇ）

的隐喻可知，意象是指对一个客观事物或情形

由于识别和理解方式的差别———凸现的部分、

采取的视角、抽象化的程度等均有不同———而

形成不同的心理印象［６］。换言之，意象是认知

主体在接触客观事物后根据感觉来源传递的表

象信息，在思维空间中形成的有关认知客体的

加工形象，在头脑里留下的物理记忆痕迹和整

体的结构关系。“意”是意念，“象”是物象，而

“词义取象”就是指词义源于自然界和社会客

体而产生的各种意象。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体验

发端于各个身体器官获得的感知觉。作为人身

体的一部分，腿（ｌｅｇ）是获取感观经验的重要工

具。关于腿（ｌｅｇ）的意象是人类经过头脑选择

和加工之后，将已有知识整合成符合现实需要

的形象。腿（ｌｅｇ）蕴含着大量与我们息息相关

的隐喻，对它的元认知会影响我们创设相关词

语的意义和用法。

除意象层面外，在研究方法方面，语料库是

按照一定语言规则，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收集

自然出现的连续语言文本或话语片段而建成的

具有一定容量的大型电子文案［７］。任何语料库

的建立都有特定用途，根据所建语料库的具体

用途，在语料库专家的指导下，合理配置不同内

容间的语料搭配比例至关重要。语料库能强

化、反驳或修正研究人员的直觉［８］。基于语料

库的探索路径克服了内省法相对主观且具有唯

心性的缺点，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具可复制

性和可信度。认知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

由内省研究向实证研究发展的趋势，基于语料

库的行为特征研究法作为实证研究方法的一

种，为词汇语义探讨开创了一条新路径［９］。基

于语料库和词典资源在语言分析方面的优势，

本文基于多种汉语、英语词典资源，尝试发掘关

于腿（ｌｅｇ）更加丰富的词汇运用，归纳和总结腿

（ｌｅｇ）的诸多意象，对其隐喻义进行分析说明，

以此来探析腿（ｌｅｇ）隐喻在汉英语言表达中显

现出的共性和差异，并简要阐释造成这些同异

之处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使用的具体语料

库和词典资源包括：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中心汉语语料库（ＣＣＬ）、《现代汉语大词

典》［１０］、Ｃｏｒｐ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ｇ

ｌｉｓｈ（ＣＯＣＡ）语料库、《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

典》［１１］。总体来看，腿（ｌｅｇ）的意象可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以腿（ｌｅｇ）的基本外形和功能为主的

具体意象，另一类是由其基本外形和功能而衍

生出来的抽象意象，以下进行分类解析。

１．腿（ｌｅｇ）的具体意象

（１）基本意象。腿（ｌｅｇ）的基本意象关注此

概念原有的初始意象，即未经加工的本质含义。

腿（ｌｅｇ）具有共性或曰普适性，是人类（非人类）

身体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由其基本意象延伸

出其他含义乃顺理成章。《现代汉语大词典》

将腿的定义为：人和动物支持身体和行动的部

分［１０］１３３５。在汉语中有大腿、小腿、前腿、后腿、

左腿、右腿、伸腿、盘腿、翘腿、弯腿、二郎腿、单

腿、双腿等词语。ＣＯＣＡ语料库中也有类似表

达：Ａｔｏｎｃｅｈｅｔｏｏｋｕｐａｓｈａｒｐａｘｅ，ａｎｄｂｅｇａｎｔｏ

ｃｕｔｏｆｆｔｈｅｂａｒｋ．Ｈｅｍａｄｅａｎ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ｓｈａｐｅｏｆ

ａｔａｂｌｅｌｅｇ．根据 ＣＯＣＡ语料库，ｌｅｇ的定义为：ａ

ｈｕｍａｎｌｉｍｂｏ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ｎｉｍａｌｓｔｈａｔｉｓｓｉｍｉ

ｌａｒｔｏｈｕｍａｎｌｅｇａｎｄｕｓｅｄｆｏｒ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可见，

在汉英表达中，腿（ｌｅｇ）的基本含义雷同，均表

示人或动物身体中直立的部位，不含衍生意义。

（２）家具意象。家具意象是指把家具的特

征衍用到腿的相关词语或者词素中。《现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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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大词典》将腿的第２种意义界定为：器物下部

像腿一样起支撑作用的部分［１０］１３３５，如汉语中的

桌腿、椅腿、凳子腿、木腿、沙发腿、桩腿、眼镜腿

等。《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中ｌｅｇ的第５种

定义为：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ｈｉｎｕｐｒｉｇｈ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ｏｎ

ｗｈｉｃｈａｐｉｅｃｅｏｆ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ｓｔａｎｄｓ，相关表达有

ｔａｂｌｅｌｅｇ，ｃｈａｉｒｌｅｇ等［１１］８６５。可见，在汉英表达

中，腿（ｌｅｇ）都有明显的外在特征，且均与其支

撑特性和瘦长样貌相关，并把腿的某种特性映

射到家具物品中，因为这些物品都具有腿（ｌｅｇ）

的特点。

（３）跑步、速度意象。在汉英表达中，腿

（ｌｅｇ）均有跑步、速度之意。例如，汉语表达中

用撒腿就跑、拔腿就走、飞毛腿、腿脚利索、腿脚

麻利、火箭腿、无影腿等形容腿部移动迅速；英

语表达中ｌｅｇ也包含跑步意象，如短语ｔｏｌｅｇｉｔ，

ｌｅｇａｗａｙ，ｆａｓｔｌｅｇｇｅｒ，ｓｐｉｎｏｎｅ’ｓｌｅｇ，ｓｈａｄｏｗｌｅｓｓ

ｌｅｇ，ｓｈａｋｅａｌｅｇ等。

（４）支撑、支柱意象。在汉英表达中，腿

（ｌｅｇ）的作用和功能经常被延伸开来，表示支

撑、支柱的意思。汉语短语“桌腿”“眼镜腿”等

属此类用法。《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也提

到ｌｅｇ可以指代观点、立场等的支撑点［１１］８６５。

在修辞语境中，ｌｅｇ通常作“支持”“支撑”之意，

多用作固定短语，如ｈａｖｅａｌｅｇｔｏｓｔ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ｔｈｅｌｅｇｏｆ…，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ｅｇ，ｓｕｂ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ｌｅｇ等，如例句：Ｈｅｈａ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ｗｈａｔＩ

ｓａｉｄ，ｂｕｔｔｈｅｎ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ｈｉｓｍｉｎｄａｎｄｄｅｎｉｅｄｉｔ，

ａｎｄＩｗａｓｌｅｆ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ｌｅｇｔｏｓｔａｎｄｏｎ。

（５）食用和食物意象。《现代汉语大词典》

中对腿的定义还有：动物中可食用的部分，或者

经过加工后的食物［１０］１３３５，如鸡腿、鸭腿、猪腿、狗

腿、火腿（腌制的猪腿）、火腿肠、牛腿、羊腿等。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中也有对ｌｅｇ同样的

定义：Ｔｈｅｌｅｇｏｆ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ａｓｆｏｏｄ［１１］８６５，如 ｆｒｏｇ

ｌｅｇ，ｃｈｉｃｋｅｎｌｅｇ，ｌｅｇｏｆｌａｍｂ，ｌｅｇｏｆｄｕｃｋ，ｌｅｇｏｆ

ｃａｌｆ，ｐｉｇｌｅｇ，ｌｅｇｍｅａ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ｇ，ｓｍｏｋｅｄｌｅｇ，ｒｏａｓｔ

ｌｅｇ，ｂａｋｅｄｌｅｇ，ｄｒｕｍｓｔｉｃｋ，ｌｅｇｏｆｌｉｔｔｌｅｃｈｉｃｋｅｎ等。

２．腿（ｌｅｇ）的抽象意象

（１）礼仪意象。汉语中与腿部礼仪相关的

表述有绅士腿、屈膝礼节之说，绅士腿原指绅士

风度、绅士派头、绅士气等，由此代表一种礼仪

意象。此外，翘腿、抖腿、二郎腿、盘腿而坐等均

为由腿部坐姿引申而来的礼仪象征。在英文中

也有对应表达，如 ｓｉｔｃｒｏｓｓｌｅｇｇ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ｏｒ，

ｂｏｗｌｅｇｇｅｄ，ｓｅａｌｅｇｓ，ｓｔｒｅｔｃｈｌｅｇｓ等，如例句：

Ｔｈｏｕｇｈｙｏｕｓｐｅｎｄｔｈｅ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ｍａｋｅｔｈｅｌｅｇｓ，

ａｎｄｙｅ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ｇｏｏｄ．意思为：尽管你花了银子，

也朝拜了（朝拜的时候会跪下来，把腿盘曲），

却未行善。可见，汉英表达中腿（ｌｅｇ）均具有礼

仪层面的象征。

（２）阶级意象。人们在一定社会生产活动

中由于所处地位和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

而形成各异的集团，因此汉英语中腿（ｌｅｇ）由于

历史演变亦具备一定的阶级意象。例如，汉语

中“狗腿子”或曰“走狗”意为依仗主子之势行

凶作恶的或甘为恶势力效劳的帮凶者，抑或是

谄媚讨好的小人。同时该短语也有低下、下等、

下贱等贬义。汉语中还有“泥腿子”的说法，一

般是旧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蔑称。前文提及

“腿”具有行礼之意。在欧洲传统中，女性会向

皇室成员行屈腿礼（亦作屈膝礼）。之后，该礼

节被视为一种宫廷礼节并要求行礼时弯曲腿

部。女性传统上会向社会地位高于己者行屈膝

礼，即是说，ｌｅｇ在英语中亦具阶级性，代表了皇

室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分层。可见，汉英表达中

均可用腿（ｌｅｇ）的意象来呈现阶级差别。

（３）死亡意象。汉语中有蹬腿、踹腿儿、腿

一蹬等短语指人死亡之意。ｌｅｇ在英语中也可

表示此意象，《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中对

ｏｎｅ’ｓｌａｓｔｌｅｇｓ的解释是ｎｅａｒｌｙｗｏｒｎｏｕｔｏｒｆａｉｌｅｄ

和ｃｌｏｓｅｔｏｄｅａｔｈ［１１］８５１，亦为死亡意象。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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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腿（ｌｅｇ）处于运动状态时意味着人还活着，

反之则指生命体死亡。汉英用法不谋而合。

（４）游戏意象。中国智力游戏———围棋中

有“仙鹤伸腿”的说法，意为先手收官。该词语

原意为仙鹤停在水面上伸展腿这一动作，转用

至围棋游戏策略时借指大局观、全局观之意。

在围棋中，黑少二目，白多六目，共八目，白棋挡

黑棋先行，便为“仙鹤伸腿”。英文中也不乏此

类游戏意象，如例句：Ａｇａｍｅｏｆ“ｈｏｕｓｅ”ｗａｓ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ａｖｏｉｃｅｍｏｎｏｔｏｎｏｕｓｌｙｄｒｏｎｅｄ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Ｌｅｇｓ…Ｋｅｌｌｙ’ｓｅｙｅ．”这里的“ｌｅｇ”是

游戏里的一种规则。

（５）性意象。汉语表达中的“有一腿”意指

给他人“戴绿帽子”“四处拈花惹草”，亦表示一

方对另一方不忠，用情不专，类似“第三者插

足”之说。当男女发生非正当关系时，人们常

用“有一腿”来隐喻。英文短语中也有以ｌｅｇ来

隐喻具有性意味的情况，如“ｇｅｔｙｏｕｒｌｅｇｏｖｅｒ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为英国的俚语，表示男子之间发生了

性关系。可见，汉英表达中腿（ｌｅｇ）均可用来隐

喻非正当的性关系。

综上所述，腿（ｌｅｇ）除具有基本外形和功能

为主的具体意象外，还有基于此而衍生出来的

抽象意象，其在汉英语言中的隐喻意象方面呈

现出同中有异、同大于异的总体分布格局。

　　二、腿（ｌｅｇ）隐喻在汉英表达中趋
同的原因

　　体验哲学认为，人类的一切概念均植根于

身体体验。身体体验从广义上讲是借助身体与

外部物理世界的交互作用而获取的体验性感知

觉。语言源自日常生活经验，但并非与世界直

接关联［１２］。人们皆靠身体体验感知和了解外

部世界。根据发生学的原理，身体体验、语言、

认知、文化和隐喻共同构成整个进化发展链条，

形成了文化模式－认知模式－隐喻模式的联动

关系。

隐喻是一种来自源域特征且满足恒定对应

关系的“心理映合”，是用一件事物来体验和通

晓另一件事物的常规推理模式，其对人类思维、

认知和想象等都具有深刻的影响［１３］。可见，体

验哲学强调人体的具身经验和主观能动性，并

倡导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作用［１４］。隐喻是体认

者的一种心理映射，反映其对某一特定事物体

验认知的心路历程；隐喻映射则是体认者在源

域和靶域之间进行特征选择与聚焦的认知加工

过程［１５］。汉英语者享有相似的具身认知、心理

过程、身体形态、感官系统，这些均对腿（ｌｅｇ）的

意象产生了趋同性影响。

１．相同的具身体验

人类对腿（ｌｅｇ）的形态和功能具有相同的

具身体验。汉英民族类似的身体体验造就了关

于腿（ｌｅｇ）的相同（似）释义；其在两种语言中所

产生的相同意象大都基于身体体验。腿（ｌｅｇ）

的基本意象原本只有“支撑”之意，但后来随着

腿（ｌｅｇ）成为认知参照工具，其衍生意象不断发

展，在原有基础上延伸出了一系列不同含义。

例如，腿（ｌｅｇ）的速度意象，人们常会觉得是腿

（ｌｅｇ）在动、在走路和跑步。隐喻的跨域映射机

制在人们日常思维与认知操作中具有不容置疑

的重要意义。隐喻运作将源域映射到靶域，只

提取后者的部分显著特征。形貌映射就是将腿

（ｌｅｇ）的形状外貌的突出特征遴选为意象，投射

至其他事物。人类基于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是

一切概念系统的来源，人类身体体验本身是直

接的表义结构［１６］。腿（ｌｅｇ）是身体的重要部

件，也是认识其他事物的手段和方式。东西方

人群对腿（ｌｅｇ）的认识均始于其物理性质，包括

形状、位置、功能等。不同民族对腿（ｌｅｇ）的物

理性质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

２．相似的隐喻联想

基于腿（ｌｅｇ）的生物相似性，人类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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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ｇ）出发所产生的隐喻联想也具有相似性。

隐喻链接的概念往往具备可转移的情感联系，

所以作者在建立隐喻链接时会掺杂个人情感成

分［１７］。基于这些共识和东西方民族对腿（ｌｅｇ）

共同的情感，虽然民族文化有别却仍然能建立

相似性联想。以形状隐喻为例，汉英语都会借

助腿（ｌｅｇ）的形状进行映射。汉语对腿的形状

隐喻的描述有十字腿、大象腿、罗圈腿、小短腿、

大长腿、美腿、Ｘ形腿、刀叉腿等，英语与此相

仿，有ｃｒｏｓｓｌｅｇ，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ｌｅｇ，ｂａｎｄｙｌｅｇ，ｂｏｗｌｅｇ，

ｓｈｏｒｔｌｅｇ等，这体现了汉英语对腿（ｌｅｇ）的形状

映射和相似性的联想。作为跨语言的认知方

式，人类创造的隐喻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同一物

质世界中会概括出类似的概念结构，进而汇聚

显著的跨语言共性。汉英语除描述腿（ｌｅｇ）的

基本形状外，还借助方位词对其加以定位，如前

腿、后腿、ｆｏｒｅｌｅｇ、ｂａｃｋｌｅｇ等。归根结底，言语

是身体的构造物。人类身体是各个民族语言产

生和意义萌发的源头，是所有精神活动的起

点［１８］。汉英语言均借助腿（ｌｅｇ）来描述人身体

某个部分的特征，如身高。汉语中“大长腿”表

示人的身形高挑，“小短腿”表示人的身材矮

小；英语中则以“ｓｏｍｅｏｎｅｉｓａｌｌｌｅｇｓ”来形容人的

个子高挑，“ｓｔｕｂｂｙｌｉｔｔｌｅｌｅｇｓ”用于借指一个人

的五短身形。此外，由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交

流性特征，基于腿（ｌｅｇ）这一人体基本部分而形

成的隐喻描述在不同语种中具有诸多相似之

处，且每个人的身体和大脑思考方式都是类似

的，因此从腿（ｌｅｇ）的基本特征和功能中衍生

出相同的词素。基于这些共识，汉英民族虽文

化迥异却仍能建立相似性联想。汉英民族为

获取关于类推事物的愈加真实可感的形象，形

成了关于腿（ｌｅｇ）的认知意象。由此来看，植

根于腿（ｌｅｇ）类词汇而获取的具身性思维习惯

是跨民族的和全球性的，在汉语和英语中共通

互融。

总之，隐喻源于身体与具身体验。汉英民

族正因为与生俱来的相同身体结构和生理特

征，因而产生了相近的身体体验，而趋近的身体

体验也产生了对等的心理阐释和语言表述。由

于腿（ｌｅｇ）是人类共有的身体部位，不同民族对

腿（ｌｅｇ）具有基本相同的身体体验，因此汉英语

言表达中存在众多相仿或趋同的隐喻义。

　　三、腿（ｌｅｇ）隐喻在汉英表达中的
跨语言差异

　　人类身体数千年来均被视为一种介质用于

认识和体验外部世界，这种体认世界的过程具

有隐喻本性［１９］。仅仅诉诸属性共享和相似性

并不能真正理解隐喻现象［２０］。隐喻作为各民

族典型的语言现象，与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蕴密

不可分。语言服务于社会交际，在其用法规则

中必然会深深地打上人的认知烙印［２１］。概念

隐喻理论以认知机制为对象，旨在揭示语言使

用的思维结构，然而，文化影响着认知模式，文

化体验的差异产生了认知、思维和行为差

异［２２］。腿（ｌｅｇ）的隐喻表达自然也离不开民族

特色和文化模型。汉英表达中腿（ｌｅｇ）的隐喻

义都颇为丰富，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典型差异，

这主要是各自文化差异所造成的。

１．社会文化背景差异

文化背景是指人的身心发展和个性形成的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文化因素是构成隐

喻概念化的整体语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２］。

中英两种语言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部分

词素的呈现和构成也大相径庭。近代以前的中

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在这种制度文化影响下，

腿的词义发生了一定变化并出现了新的词素和

词汇，这都映衬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英美

的历史传统与此迥异。具体来看，汉语短语中

的泥腿子、狗腿子、抱粗腿、裹腿、午夜护腿、泥

巴腿甚至连“跑腿”都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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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性，这些均为受到中国封建社会特有文化背

景影响而派生的词语。泥腿子、泥巴腿等词语

中的“泥”描述身份卑微者，很大程度受封建社

会小农经济、阶级思想的影响———贵族阶级作

为身份高贵者，无需农耕，只有到田地泥浆里作

业的人才是地位卑微者，因此贴上“泥腿子”标

签，这样的表述不仅反映出社会等级的差别，还

映射出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相比之下，英语

中却无“泥腿子”之类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英

国受限于气候、地形等因素，不存在小农经济形

态，其“泥巴”并无“下贱”之意。可见，腿（ｌｅｇ）

正是在这些不同社会背景和经济形态中衍生出

不同的隐喻意象。

２．思维方式差异

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看待事物的不同角

度、方式和方法，其对人们的言行起决定性作

用。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中英思

维方式的差异也概莫能外。中国人注重词语表

达的连贯性，强调意义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关联

性，如“哨腿”表示个子高、腿长之人，“断肢残

腿”意为缺胳膊少腿，代指残障人士，这些词语

的词义都与腿的特征紧密相连。而西方人崇尚

理性逻辑思维，倾向于多样性和个性化描述，因

而会用ｌｅｇ以外的其他词语来表达与腿相关之

义。例如，火腿不是 ｆｉｒｅｄｌｅｇ而是 ｈａｍ，鸡腿不

用ｃｈｉｃｋｅｎｌｅｇ而用ｄｒｕｍｓｔｉｃｋ或ｃｈｉｃｋｅｎｔｈｉｇｈ表

示，牛腿不是 ｂｅｅｆｌｅｇ而是 ｂｒａｃｋｅｔ，ｃｏｒｂｅｌ，ｎｉｂ，

羊腿用ｇｉｇｏｔ来代称。又如猪腿，西方人虽然也

偏好用 ｐｉｇｌｅｇ来描述，但不像汉语那样只有

“猪腿”这一种表达，他们还会延伸出众多不同

的描述，如 ｐｏｒｋｌｅｇ，ｌｅｇｍｅａ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ｔ。可见，

腿（ｌｅｇ）在汉英表达中，不同的思维模式影响了

其意象。汉语整体性较强，因而“腿”的隐喻多

是一个词语代表一个意象；而西方人崇尚自由，

ｌｅｇ可用多种表达方法传递同一个意象，这体现

了思维方式的不同对腿（ｌｅｇ）的隐喻牵制。

３．词法规则和词语搭配差异

词法规则和词语搭配差异体现为语言中不

同的构词和使用规则，这亦是影响汉英表达中

腿（ｌｅｇ）隐喻差异的一大关键因素。汉英的词

法规则和词语搭配截然不同。一是量词的使

用。在汉语中，有无量词有时会导致不同的词

义，如“有一腿”和“有一条腿”，两个短语的意

思截然不同。但英语中无需量词亦可表示腿的

数量，即使加上了量词，原词的意思也不受影

响，如ｈａｖｅｌｅｇ（ｓ）和 ｈａｖｅａｐｉｅｃｅｏｆｌｅｇ的意思

并无差别。二是腿（ｌｅｇ）的单复数形式。汉语

中，腿无复数形式，要描述腿数量很多时，我们

会加上“很多”“非常多”之类的形容词去修饰，

如“很多条腿”；偶尔还采用一些特定数词来表

示“多”的意思，如“七八条腿”既有字面上的

“七八条”的意思，亦可用来代指很多条腿之

意。而英语中ｌｅｇ的复数是ｌｅｇｓ，复数之后会衍

生出新的含义，如 ｌｅｇｓ亦可表示“木头支架、侧

幕”之意，这与“ｌｅｇ”一词的本义有差异。三是

词性。汉语中的“腿”多为名词，很少用作动

词；若表示动作，需搭配相关的动词。但英语中

的ｌｅｇ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ＣＯＣＡ语料库

显示，名词的用法有 ｌｅｇｒｏｏｍ，ｂｏｏｔｌｅｇ，ｄｏｇｌｅｇ；动

词直接使用ｌｅｇ表示，有步行、走、逃跑、撒腿就

跑等意思，还有 ｌｅｇｉｎ，ｌｅｇｕｐ，ｌｅｇｗｉｔｈ等短语，

如Ｈｅｌｅｇｇｅｄｉｔａｆｔｅｒｓｏｍｅｏｎｅｓｈｏｕｔｅｄａｔｈｉｍ。四

是词素搭配差异。如前文所述，汉语关于腿的

词素可表达“功夫”意象，如“花拳绣腿”“扫堂

腿”“十路弹腿”等均是中国武术独特的词语。

英语表达中ｓｈａｋｅａｌｅｇ（快速行动），ｂｒｅａｋａｌｅｇ

（预祝成功），ｐｕｌｌｏｎｅ’ｓｌｅｇ（开玩笑、捉弄），

ｈａｖｅｌｅｇｓ（具有持久耐力）等，这些关于腿的语

素均区别于汉语。不同的词性和语用反映了中

西方不同的语言特征。

４．主体指代关系差异

关系差异指由于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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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状态，所涉主体不尽相同，因此所生效果

也是各有差异的。就主体而言，汉语中的“腿”

更多用于人、动物和家具，缺乏用于隐喻植物的

意象。而英语中，ｌｅｇ适用范围广泛，亦可用来

喻指除人、动物和家具以外的其他主体，如植

物、矿业和地质等。换言之，英语中 ｌｅｇ涉及的

主体或事物较中文更为宽泛。《朗文当代高级

英语词典》解释ｌｅｇ的其中一种含义为：ｔｈｅｐａｒｔ

ｏｆｔｈｉｓｌｉｍｂ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ｆｏｏｔ［１１］８６５。因此，ｌｅｇ可借

指植物根部以上的茎、秆、主干等。而在汉语

中，由于人、动物、植物都有相对固定的特征并

用特有名称来代表具体事物，植物有自己固定

的名称和说法。因此，汉语中只有“茎”一词，

却无“植物腿”这个说法。在英语中，西方人认

为ｌｅｇ是直的、条形的，这与植物的茎类似，所

以就将其投射到植物的茎上面。这也体现了中

西方人群在使用语言描述事物时所具有的思维

定势和思维固着。

５．民族特色差异

民族特色差异指不同民族在不同政治、经

济影响下，其文化艺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心

理素质等方面呈现不同特点。汉英语言体系受

制于中西方不同的地理位置、生活习惯、语言艺

术风格等，其语言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例如，在

棋类和武术类的术语中，腿（ｌｅｇ）的隐喻千差万

别。“棋语”是汉语独有的民族特色，如围棋的

固有术语———“仙鹤伸腿”，指收官时悠然自得

的样子；象棋固有术语———“别马腿”等借指棋

盘中“马”的正前方有棋子挡住，无法逾越。这

里的“仙鹤伸腿”“别马腿”充分彰显了中华民

族的特色。仙鹤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仙人饲

养和骑乘的白鹤，用仙鹤表示围棋中的大好局

面，展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危局当前依然保持

优雅镇定的品质；马在快速奔跑时，一旦它的前

方遭到牵绊，就会马失前蹄，中国象棋中“别马

腿”的规则源于此。而这些术语在英语中无对

等语汇。“武林术语”也是中华文化独有的特

色。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尚武术的传统，

太极拳、咏春拳、少林拳等传统武术中就包含了

大量的腿脚动作。因此，“腿”的功夫意象是汉

语中独有的一种民族特色，如“花拳绣腿”“扫

堂腿”“十路弹腿”“南拳北腿”“劈挂腿”“踢

腿”“一年的拳、三年的腿”等说法。与此相仿，

英语中与 ｌｅｇ相关的短语亦体现众多民族特

色。西方竞技体育的发展使得 ｌｅｇ拥有计量长

度、比赛等意思，即可用 ｌｅｇ来表示“路程、距

离”之意。《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将 ｌｅｇ的

一种含义解释为：ａ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ｔｏｒｓｔａｇｅ，ｅｓｐ．ｏｆａ

ｊｏｕｒｎｅｙｏ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１１］８６５。这里体现了西方人

坚韧不拔、永不言弃的的体育竞技精神。ｌｅｇ还

可直接用于板球运动，如 ｌｅｇｏｆｊｏｕｒｎｅｙ，ｌｅｇｏｆ

ｒａｃｅ，ｌｅｇｏｆｔｕｒｎ，ｌｅｇ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ｅｇｏｆｍａｔｃｈ，

ｌｅｇｏｆｒｏｕｎｄ，ｌｅｇｏｆｓｔａｇｅ等表示竞技和回合制的

说法。

　　四、结语

　　综上可知，在汉英表达中，腿（ｌｅｇ）的隐喻

投射共性、特性兼备。这些投射都是基于腿

（ｌｅｇ）的外部特征、位置、功能等，其隐喻投射是

有理可循的。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汉语对“腿”

的外部特征、位置、功能、活动方式的关注比较

具体，腿的隐喻词汇较多；即便是同一个隐喻投

射，汉语表达相同隐喻概念的词汇也是多于英

语的，因此汉语表达更为丰富多彩。由于腿

（ｌｅｇ）的客观共性，不同民族对腿的体验和感受

也基本相似，汉英语产生了诸多相同的隐喻投

射。但是，不同民族对腿（ｌｅｇ）的认识与关注程

度不尽相同，把其投射到其他事物上就会产生

差异，因而产生不同的隐喻投射；即便是基本吻

合的隐喻投射，其隐喻意义也表现出细微的差

异。汉英语中腿（ｌｅｇ）的隐喻差异反映出千变

万别、各具特色的文化风格。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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