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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词“黑”在中外文化中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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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颜色除了可以反映出自身的本义外，还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和文化内涵。颜色词对比分析能够更好的帮助理解

文化差异的不同，也是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途径之一。基本颜色词“黑”同样也存在不同层面的文化内涵。本文将从颜色词的象征

意义出发，通过语义认知、历史演变以及宗教文化等角度来探析颜色词“黑”在中外文化中的差异，以便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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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ddition to reflecting its own original meaning, different colors also have rich emotional color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Color words comparison analysis can well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ways to promot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The basic color words “black” also has different level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color words. It will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lor words “black” i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cogni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ligious culture,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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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五彩缤纷的颜色装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一种颜色都有

它本身独特的魅力，这是颜色本身具有的特性。当我们融入被

颜色渲染的大环境中时，也在不断地发现和创造出丰富的颜色

词汇。这些颜色词汇可以作为传达思想和感观的语言信息，也

可作为语言文化交流的途径，更可作对事物的比喻方式。颜色

词根据不同民族由于生活习惯、心理差异、宗教信仰、中外文

化背景的不同变现的方式略有差异。人们总是会按照以上的各

个层次角度去描绘事物的颜色，语言和文化是相互成就的，颜

色词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可以表达的是内在的情感，也可以

表达文化底蕴，同样可以表达事物之间的联系。每一种颜色词

赋予它本身的意义不仅仅流露于字面行间，更重要的是对某一

领域的修辞点缀，多种形式的颜色词在语言中脱颖而出，产生

不同的联想意义和文化底蕴，这些联想意义就存在很大差异，

这是颜色词所独有的魅力[1]。

本文通过黑色的认知研究来延伸出黑色的象征意义。重点

分析了黑色在中外文化的差异属性，包括语义认知、历史演变

和宗教哲学等方面。最后对所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总结。

1 颜色词“黑”的象征意义

黑色（Black）是十二种颜色之一。它是一种具有多种不同

文化含义的颜色，同样存在贬义和褒义两种寓意。黑色作为颜

色的基本色，早已被人们所认知和应用。相同的颜色词表达出

来的含义因中外文化的差异也不尽相同。除此之外，它可以直

观反映出人们的感情色彩、欢喜爱好以及追求信仰。

从感情色彩上看，黑色词的褒义层面与贬义层面都分别表

述了不同的语义。但是它们的感情色彩却不是固定的，通常会

实现“褒贬互换”的原则，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贬义

层面中，黑色在很多方面都被人加以冷酷、阴暗、不亮的称号。

这也是黑色在人们心中最直接的感观反映，它可以通过一些最

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比如，我们把自私牟利的商贩称为“黑

商”；形容天气的阴森称为“黑暗”等。在褒义层面中，黑色

在人们心目中存在庄严、稳重和神圣的形象。黑色也有温和的

一面，表示细节，详细，谨慎。比如，“黑色”在风水学中表

示稳重和发展；在口语中，“黑色”表示新的时尚潮流[2]。黑

色是一种多元化的颜色。它在表达黑暗与无光的同时也在映射

出与它相反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有着令人溢于言表的感

染力。

2 颜色词“黑”在中外文化的差异

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背景差异致使中外跨文化语言理解

差异的不同，导致对颜色词的理解不尽相同。中外颜色词的文

化底蕴差异最小的莫过于黑色。不管是中方还是西方的那个时

期，黑色总是和邪恶黑暗相关联，这是人类最基础的认知。

2.1颜色词“黑”在语义认知的差异

在语义上，中国最初是对黑色原始本能地感知，最后延伸

到独具中国民族特色与审美的黑色语言系统[3]。除了可以指某

种具体的颜色之外，它还可以映射出其他认知领域的词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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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这些词义都是与现实现象有关的。这种变化大体上可以分

成隐喻和换喻两种方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句子和词语。下面让

我们以英汉语言中的语义共性为例去展开研究。

（1）a.天气慢慢变“黑”了。

b.生活就像一幅被“黑色”渲染过的画卷，充满了“黑暗”

与消极。

例句（1）a中的黑表示“没有光亮”，指的是颜色的原始

意义。b中黑色和 a中的“黑”意义相同，但是“黑暗”表示

的却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和生活状态。这是颜色词“黑”由最开

始的颜色域“黑色”隐喻认识到了心理域“黑暗”，从而引起

了词义的改变。此外，在英汉语言认知中，对“黑色”在理解

上有着相同的表达，这也是一种隐喻的表达结果。例如（a句

是汉语中的表达方式，b句是英语中的表达方式）：

（2）a.他被列入了“黑”名单。

b.he is on the blacklist.（他是黑名单上的成员）

（3）a.“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六月二

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苏轼（宋）

b.He is holding a black and white umbrella（他拿着一把黑白

相间的雨伞）

上述例句（2）a，b 中的黑和颜色均没用直接的关系，它

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点，就是黑色在中西方象征着邪恶、犯罪，

有极其恶劣的行为等。例句（3）a，b中的黑色指的就是颜色，

它只是反映了颜色的状态。但是英汉的表达具有相同的语义共

性。

颜色词“黑”在中西方的表达寓意（英汉语言为例）有所

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对于黑色有死亡、悲痛、绝望、灾难、邪

恶和阴郁等。而中方对于黑色有尊贵、崇高、严肃、庄重。例

如：

（4）a.愿我们的生活永远像“黑色”的天幕一样，充满诗

情画意。

b.Black Friday is a special day.（黑色星期五是一个特殊的

日子）

（5）a.穿上“黑”色的礼服去参加葬礼。

b.This black literature should be banned.（这种黑色文字应该

被禁止）

从以上（4）（5）例句中可以看出，中外对“黑色”的理

解在某些领域是有差异的。即例句 a中表示的是对黑色的庄重，

严肃。b中表示的是对黑色的邪恶和阴暗等。

以上分析表明，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基本颜色词“黑”可以

反映出不同的意义，也可以在相同的原型意义基础上经隐喻和

转喻映射出相同的表达结果。我们将此过程进行了简单的绘

图，如下图所示。

图 1 颜色词“黑”的映射表达结果

由图 1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颜色词“黑”源域表达的是

只是黑色，从源域通过隐喻和转喻方式映射出了不同的认知结

果，其中，颜色词“黑”在英汉两种语言表达可以体现出各自

的含义的基础上有着相同的语义特点。同时，黑色在隐喻和转

喻的结果可以互相转换。

2.2颜色词“黑”在历史演变的差异

黑色无论在那个领域都能给人一种神秘之感，这种神秘感

是与生俱来的。黑色在中国的不同时期其地位不同。可以说，

黑色在上古时期富贵尊荣，汉以后却是日渐沉沦。在夏、秦初

期，黑色成为了人们心中喜爱的颜色之一。夏人把黑色作为高

贵的颜色象征，丧葬之事在黑暗的夜晚进行，他们把黑色的战

马作为“王者之马”，用黑色的战马可以给他们带来好运和力

量；对于秦朝来说，它崇尚黑色。秦始皇和其他文武百官经常

穿黑色的衣服，把黑色作为了正色。可想而知，那个时期黑色

在人们的心中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和地位。之后在追溯到尚赤的

周代，据《礼记·月令》记载，周天子在冬季也要“居玄堂”,

“衣黑衣”等[4]。说明周王也是对黑色有所好感。而到了东汉

时期，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也有讲述[5]：“黑，火所

熏之色也”。在清朝的道光年间，王筠的《说文释例》同样也

有讲述[6]：“黑为囱，窗之古文。”可知黑色、大火经过烟囱

出来的颜色，这个颜色表示最暗的状态。最后发展到现在，黑

色作为基本色也在人们心目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在西方的历史上，就古典时代的近东地区和法老时代的古

埃及地区而言，黑色是祥瑞的，象征着新生。所以，与死亡有

关的神祇几乎总被画成黑色，例如阿努比斯（Anubis），它是

坟墓中死者的守卫者，也是葬礼上的涂香者。在《圣经》中，

词语“黑暗”被人们频繁使用，它表达的是邪恶、亵渎、惩罚

或者苦难。所以它成为了有罪之色、罪孽之色、死亡之色。最

能体现的莫过于《最后的审判》这幅作品，他使用了最为强烈

的黑白红三色以突出末日审判的残酷。

2.3颜色词“黑”在宗教哲学的差异

在东方和西方的宗教哲学中，黑色所表现的象征意义也不

相同，它根据宗教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映射出人们对宗教文化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D%A2%E5%96%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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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崇敬。老庄代表道家的智慧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由于

喜爱黑暗的事物，并且只有黑色的文化和道家可以息息相关。

道家对黑色的理解方式往往是最普通和最简单的。他们认为只

有黑色和他们的文化形式所贴近[7]。此外，我们来分析一下基

督教和佛教两大教派对颜色词“黑”的影响。早期基督教神学

理论把黑色由“邪恶”和“卑贱”转化到了“谦逊”和“节制”。

后两者对于修士而言这是两种最重要的美德，但是在更多的场

合下，黑色象征着痛苦和忏悔。例如，在基督教发展的初期[8]，

在礼拜仪式中，主祭者主持礼拜时身着日常服装，多数是深色

或者黑色为主，这体现了教徒之间的平等。拿佛教来说，黑色

代表着降服，战胜，压制，驱除等强大威严勇猛的力量。在《俱

舍论》中有所记载：“色界善业一向名白，不杂恶故。”“黑

业”就是“恶业”。由此，“黑”成为了“恶”之异名[4]。随

着佛教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佛家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9]，

“黑”的含义也随之改变，那些“邪恶”、“阴暗”也随之诞

生了。

3 结语

颜色词“黑”在中外文化的差异不仅仅停留在原本的意义，

它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文化内涵。英汉颜色词“黑”的文化差异

有时大同小异，有时迥然不同。但是在跨文化交流中，黑色在

中西方都占有很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体现出的

文化色彩和象征意义都来源于民族背景、价值理念以及宗教风

俗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颜色词更加地被人们所

认可和使用。对于黑色来说，它将语言精彩化的同时也赋予了

更多的联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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