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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俄语动词隐喻衍生出不同的语义,形成不同的义项,这些义项间的内在联系来自于深层的意象

图式、图式变体以及图式从基本认知域到其他认知域的映射,本文以俄语动词Жить为例通过分析其

隐喻映射类型,发掘动词隐喻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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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隐喻的重要特征是通过一事物理解

他事物,是构建概念内容、语义结构的重

要手段,因而从认知角度来看,动词隐喻

意义是一种感知—经验意义、类比性质

的意义,这种认知系统作用下的语义关

系也是意象图式的变化关系。 

动词隐喻映射是将认识一动作事件

的主观心理取向投射到另一动作概念上,

而从认知结果上讲,通过联动式的双向

激活,动作记忆点被抓取出来,建立起动

作认知转移的心理联觉机制,本体动作

的语义意识和认知结构得以彰显,从而

喻体动作概念内涵也在本体动作中得到

相应延展。 

1 俄语动词Жить的隐喻映

射类型 

本文以动词Жить为研究对象,

其原型义对应于重力—方向图式,源认

知域是生命体活着,生存：Он жил 

60 лет(他活了60岁)；Цветы 

не могут жить в тем

ноте(花在黑暗中不能活)。它是隐

喻意义的来源,含有动作进行、时空移

动变化、源点、终点、动作方式、动作

目的等语义成分。隐喻机制中初始意义

是始发部分,它构成隐喻结构的核心,

因而动词原型义的特点和结构语义至

关重要。 

1.1具体域映射到抽象域 

动词Жить隐喻时,其物理动作、

时间运动构成抽象动作本体的理据。相

关空间活动的经验把相似的经验组织成

具体意象,而后被投射于其他较为抽象

的认知活动,后者便有了类似于动作的

经验结构和前者提供的动态画面感,因

而获得相应的隐喻意义。 

1.1.1全副精力用在...上,整个身

心放在...上,全部精神寄托在...上 

通过原图式喻指人全身心地投入某

种精神—意志状态,还表现出新状态“程

度之深”。此隐喻映射提取源域的动作线

形进行方式框架属性,突显出动作的彻

底、强度、意志性语义成分,抹杀的源域

语义成分是动作的对称性、时空变化。

此外,新增了评价意义成分,即对动作投

入程度的评价。Жить наукой

(全部兴趣放在科学上)；Жить мы

слью о Родине(全部思想

关注祖国)。该次类认知域转移中,目标

域的特点是突出人在活动中的心智状

态。主体在认知结构中是发出者,因而其

认知框架有主动意义。 

1.1.2有,存在 

通过原图式喻指抽象事物思想、情

感的存在。此隐喻映射提取的是源域的

动作结果框架属性,抹杀的源域语义成

分是动作线性进行方式、过程性。В н

ём жило одно желан

ие(他有过一个愿望)；В народ

е живёт уверенност

ь в победе(人民有胜利的信

心)。该次类认知域转移中,目标域的特

点是突出的主体不是客观现实生命体,

而是人的思想情感等抽象事物。 

1.1.3私通,姘居 

通过原图式喻指具体情景事件域中

动作主体涉及相关的人物,此隐喻映射

提取源域的动作潜在目标性、线性动作

结果,增生动作的评价语义成分,抹杀的

源域语义成分是动作方向性、方位变化,

该隐喻意义包含了现象不道德的成分,

而此语义成分赋予了义项抽象评价性质,

是把具体的空间事物现象投射为抽象的

意识结构,由具体动作域变为抽象的去

动域。Он живёт с сосед

ом(他和邻居姘居)。该次类认知域转

移中,目标域的特点是突出对动作主体

的消极评价色彩。 

1.1.4当...工,干...活 

通过原图式喻指人从事某种工作,

即拥有社会身份面貌,它代表的是人所

处的社会生活状态,此隐喻映射提取源

域的线性动作结果、方位变化框架属性,

抹杀源域语义成分是动作过程性。Жи

ть в дворниках(当扫院

人)；Жить подмастерь

ем у парикмахера(在

理发店那里当学徒)。该次类认知域转移

中,目标域的特点是突出人原本有的职

业身份、社会属性。 

1.2一具体域映射到另一具体域 

动词Жить意象域的迁移方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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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重力动作转表其他相似动作。该

类隐喻映射明显包含事件要素、情景参

与者的变化。与动词原义相比,这些事件

中人的参与是显性的,它是根据原动作

的外在特性(动作的方式、过程、结果等)

实现义项的扩展。 

1.2.1靠...生活,以...为生 

通过原图式喻指具体情景事件域中

动作主体的生活来源,此隐喻映射提取

源域的动作方式、过程框架属性,抹杀源

域语义成分是动作方向性、方位变化。

Жить своим трудом

(靠自己的劳动生活)；Жить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зара

боток(靠稿费生活)。该次类认知

域转移中,目标域的特点是凸显主体动

作方式,是一种过程性认知图式结构。 

1.2.2与...相处,与...过共同生活 

通过原图式喻指具体情景事件域中

动作主体涉及的相关人物,此隐喻映射

提取源域的动作方式、动态趋势、过程

性框架属性,抹杀源域语义成分是动作

方向性、方位变化。Жить друж

но с братом(与兄弟和睦相

处)；С волками жить—п

о-волчьи выть(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该次类认知域转移中,目标

域的特点是动作事件不仅有过程性,又

有一定的结果意义,重点突出动作主体

行为涉及的对象。 

1.2.3居住,住 

通过原图式喻指具体情景事件域中

动作主体的状态性质,此隐喻映射提取

源域的线性动作结果、潜在目标性等动

作属性,抹杀源域语义成分是动作方向

性、边界性。Жить в Москв

е(住在莫斯科)；Жить с сем

ьёй(和家人住在一起)。该次类认知

域转移中,目标域的特点是突出的不是

动作主体,而是与主体相关的事物。 

1.3具体域向抽象性质具体域的映射 

隐喻是在相似性的基础上通过经验

来感知、理解新的事物和现象,而这种相

似性的运用可能涉及具体和抽象两个层

面,因此称为混合型隐喻映射。该类意象

域转移形成的隐喻意义的转移性能较弱,

具体类型不多。在动词Жить的隐喻

映射中,暂时只找出一个次类。 

1.3.1过某种方式的生活,(怎样)

生活 

通过原图式喻指另一具体情景事件

域中人在意志支配下选择某种生活方式,

此隐喻映射提取源域的动作动态趋势、

方向、意志力等框架属性,抹杀源域语义

成分是动作过程性、方式。Жить в

есело(快乐地生活)；Жить о

тшельником(过隐居生活)；

Жить в своё удовол

ьствие(心满意足地生活)。该认

知域转移中,目标域的特点是有理智上

的分析在前,空间动作只是实现其心智

目标的一个手段。这反映出认知隐喻意

义与事件特性,及人的心理体现之间的

密切关系,体现出认知与现实事物之间

的互动性。 

2 结束语 

隐喻不仅是一种分析、描写手段,

更是一种常见的语义方式、意义类型。

研究表明动词隐喻意义中图式的变化、

意象域的转移是以本体和喻体动作域之

间的联系为基础的,这进一步构成制约

动词多义义项语义联系的重要原则。通

过上文以动词Жить为例分析其隐

喻映射的类型进一步验证,意象图式、

概念结构内容的认知映射是动词隐喻

的实质内容条件。动词隐喻意义是人的

经验方式和认知特点在词义结构中的

一般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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