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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语惯用语中人体词惯用语属于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具有复杂多样的惯用意义，学习者很难进行有效记忆，

但是实际上这些惯用语的意义是有章可循的，学习者应

该对其规律进行深入挖掘。认知语言学者提出，惯用语

的构成要素与其惯用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特定的，不论惯

用语的字面意义和惯用意义之间存在多大的差距，其必

定存在有理据的来源，理解惯用语的过程也是一个构造

语义的过程，对于组合型人体词惯用语来说同样如此，

下面将围绕这一观点，深入分析日语组合型人体词惯用

语的语义结构。

一、解释组合型人体词惯用语语义结构的模式

组合型惯用语因为字面构成要素的惯用意义与实际

意义之间存在较强的理据性联系，只有对其字面构成要

素的深层含义进行激活，才能对惯用语的整体意义进行

准确理解，所以在对组合型惯用语语义构建过程进行分

析时，就是对其字面构成要素的惯用意义和深层含义之

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 [1]。为了对这种关系进行更加准

确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棱柱形模式进行利用。它的创始

者认为，基本要素构成了惯用语语义，内部语义结构存

在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关系到语义扩展，其

主要研究惯用语的比喻意义和字面意义以及他们组成部

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比喻意义与字面意义在概

念方面的投射关系。组合关系关系到语义组合，主要是

对惯用语语义和形式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也

就是整合和组合语义的过程 [2]。

二、组合型人体词惯用语语义结构的具体分析

与认知语义学关于语义扩展的认知规律相结合，人

体词惯用语在由字面意义扩展向惯用语意义的过程中，

转喻、隐喻等认知机制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组

合型人体词惯用语结合不同的人体词语义扩展方式，可

以通过下面三种类型进行区分。

（一）隐喻义构成的人体词惯用语

人体隐喻思维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思维方式，

其认知的过程就是人类把人体各个部位和器官的认知完

成始源域形成，使其在抽象、不熟悉的目标域中投射，

从而对世界形成认知的过程。因为隐喻需要完成概念从

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在语义扩展上的反

映就是由一个语义范畴扩展向另一个语义范畴。在组合

型惯用语中，在隐喻思维的影响下，其语义主要实现从

人体域向抽象事物域和非人实体域的扩展 [4]。

在非人实体域的扩展中，能够在相似的功能和位置

上扩展语义，其中功能相似就是人体器官部位与非人实

体能够发挥出相似的具体功能。而位置相似性就是人体

器官部位与非人实体在空间位置上相似。例如長すぎる

から、この文章の尻をはしょる，在这个示例中尻指非

人实体的末尾、最后。这是因为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人

体上身的最末端就是尻，所以在语义取向过程中，对尻

的明显位置特征进行选取，并在无生命事物上进行投射，

从而表示他们位于最后的部分或最后的位置，在惯用语

中应用这一语义，就形成了尻をはしょる描述最后部分

或结尾部分的省略。再例如当日は発達した低気圧の影

響で強風が吹き荒れ、JR 川越線、武蔵野線などが一時

運転を見合わせるなど、足が乱れ、4 割近い人が参加で

きない「フソク」の事態となった，在这个示例中，因

为在人体器官中足拥有最强的移动性，所以在语义取向

过程中，对它明显的移动特征进行了选取。足在足が乱

れ中实现了移动向交通工具上的扩展，表示交通的含义，

在加入乱れ后描述了交通混乱的情况。在这个惯用语中，

乱れ与混乱，足与交通都存在相似性的概念，进而促进

足が乱れ与交通混乱形成的对应的概念关系。

（二）转喻义构成的人体词惯用语

作为我们所熟知的、具体的、有形的实体，人体常

常在隐喻中作为始源域，用来完成相似目标域的构建。

在人类指代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中人体部位和器官是

非常重要的，与人体部位和器官的功能特征和生理特征

相结合也实现了许多转喻意义的衍生 [5]。在构建组合型

惯用语时，人体词转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转喻

思维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多扩展义。转喻的作用就是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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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框架相同的情况下，以邻近性为原则，利用易辨识、

易记忆、易感知以及明显的部分代替整体其他部分或整

个整体，或用使用完形感知的整体来对其部分进行替代。

在转喻扩展人体词组合型惯用语时主要表现在实体至功

能的转喻、容器至内容的转喻以及部分至整体的转喻。

1、实体至功能的转喻

因为人类需要通过自身的部位或器官接触外界，在

这个过程中人类不仅能够对部位器官影响物质实体的行

为活动产生感知，也能够对他们的各种功能形成感知。

所以，对于最为突显的、可以直接感知的人体器官部位，

人们可以指代相关的行为活动或功能本身，从而实现了

实体至功能的转喻 [6]。因为行为活动的这一概念并不是

孤立的，人们在对这一概念进行认识时发现了很多与之

存在密切联系的概念，如开展该行为活动的手段方法，

顺利开展行为活动需要具备的能力、技术以及行为活动

的产物、范围等。所以，我们可以当做这些要素构成了

行为这一整体。

在行为框架中，因为其构成要素与构成要素、各构

成要素与整体之间存在邻近性关系，实现了人体器官部

位至产物、人体器官部位至范围、人体器官部位至能力

技术、人体器官部位至手段方法等隐喻扩张方式。因为

人体部位或器官是承受行为活动的部位和实施行为活动

的工具，在物理性事件中处于主体地位，在认知框架中

处于最为明显的地位，经常被用来完成行为活动本身的

替换。例如，皮肉なことに、内藤は皮膚が黒いという

ことと、足が早いということを除けば、およそクレイ

と似るところのない男だった。其中，由于足具有行走

功能，用来转喻行为活动行走的本身，从而使足が早产

生了走得快的含义。

2、容器至内容的转喻

容器与容器内容的关系属于人类固有的概念系统。

因为人体可以直接被看成一个容器，人类的基本生活活

动是排泄、进食和呼吸，所以说容器至内容的转喻就是

人类最初通过认识自己来实现的 [7]。作为常规的转喻方

式，容器至内容的转喻及包括容器所容纳的内容向容器

的转喻，还包括容器向容器所容纳的内容的转喻。但是因

为人体部位或器官作为容器存在更加引人注目的特征，与

内容相比其往往存在更高的显著度，所以在转喻扩展组合

型人体词惯用语方面主要体现在容器至内容的转喻 [8]。例

如，今度の提案が受け入れられなければ会社を辞めよ

うと腹を固めて、彼は役員室に入った。腹在日语中被

认为与心的作用相同。针对这一点，在 1984 年佐竹隆三

通过胸に棲むこころ、腹に宿るこころ的内容对胸、腹

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证，他认为胸、腹和心的地位是相

同的。因为心能够支配人体以及精神活动，所以胸、腹

也可以看成承载精神活动的容器。作为实体性的精神活

动容器，人体部位或器官也可以对这一容器内抽象精神

活动进行替代，从而实现人体部位或器官至精神活动的

转喻扩展。所以，在这一示例中腹的语义扩展为思想准

备、决心。

（三）扩展义构成的人体词复杂型惯用语

与前两类组合型惯用语不同，这类组合型惯用语的

意义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过程才能形成，这类惯用语主

要包括以下两类：1、人体词扩展义构成的惯用义的二次

扩展。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转喻或隐喻人体词的基本义

已经有新的语义形成，在结合用言能够完成惯用语子概

念结构的构建，可以将这个子概念看做始源域，助力于

惯用语的惯用意义构建。例如そのあとに残るものは何

でもない、人生の隅々へ目の届いた写実主義的戯曲で

ある。其中目首先实现了视线义的扩展，并与动词届的

义完成了子概念的构成，最终表示为在某一范围内、某

一对象上集中注意力。2、人体词语义二次扩展，在经过

转喻或隐喻扩展后人体词新的比喻义形成，这一语义能

够当成始源域，被转喻或隐喻投射到新目标域上，通过

二次扩展组合用言和形成的语义，完成惯用语惯用意义

的构建。例如私の友達には卒業しない前から、中学教

師の口を探している人があった。在这一示例中，找工

作为口を探的惯用意义，此时口已经完成向工作的扩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结合人体词语义的不同扩展方式，组合

型人体词语也可以分为扩展义构成、转喻义构成、隐喻

义构成三种种类。学习者可以通过对这三种组合型人体

词语的语义结构进行分析和了解，来达到强化日语学习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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