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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语义隐喻认知分析 
◆李  锟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昌  330022） 

 
摘要：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语言的多义性，它是自然语言
固有的现象，涉及人类的认知心理机制。以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常用字
“头”为例，从范畴（原型）、隐喻和转喻的语言认知角度探索对“头”
的诸多义项，梳理“头”的义项之间的关系，弄清多义性形成的认知机
制，对科学地构建语义网络模型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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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是人 重要的身体部位，是人类认知领域的一个重要
范畴。以“头”的所有义项作为一个范畴，以“头”的概念为范
畴的中心。从语言认知的角度考察，表示“头”的概念的意义—
—“人身 上部或动物 前部长着口、鼻、眼等器官的部分”就
是这个范畴的中心义项。那什么是概念？什么是中心义项呢？赵
艳芳认为，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反应，是对一类事物进行概括的
符号表征。概念是人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
而且只有通过它们才能理解。中心义项即原型义项，是语言符号

早获得的义项，在语义范畴中也 具代表性的义项，一般是人
们首先认知的，是“直接”意义。中心义项是语义网络的基础，
衍生义由中心义衍生而来，构建以中心义为核心的多义词语义网
络体系更有助于学习者对多义词各个义项的习得。“头”是“頭”
的简化字。《说文解字》：“头，首也。从頁，豆声。”“头”是一
个形声字。“頁”表示头。本节将综合《现代汉语词典》、《汉语
大字典》和《现代汉语八百词》这三部辞书中“头”的各个义项，
梳理其义项间的关系，并尝试着阐释“头”的语义系统内部联系。
这个字头下列有： 

表 1  各工具书中出现的“头”的义项 
工具 
书名 

“头”的义项 
数
量 

《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头 1】 
1、人身 上部或动物 前部长着口、鼻、眼等
器官的部分。 
2、指头发或所留头发的样式。 
3、（~儿）物体的顶端或末梢。 
4、（~儿）事情的起点或终点。 
5、物品的残余部分。 
6、（~儿）头领；为首的人。 
7、（~儿）方面。 
8、第一。 
9、领头的；次序居先的。 
10、用在量词或数量词前面，表示次序在前的。 
11、<方>用在“年”或“天”前面，表示时间
在先的。 
12、临；接近。~五点就得动身。 
13、a）用于动物（多指家畜）；b）用于蒜。 
14、姓 
【头 2】 
1、（~儿）名词后 。a）接于名词性词根。b）
接于动词词根（有些表示有这样做的价值）。c）
接于形容词词根，多表示抽象事物。 
2、方位词后 。 

16 

《 汉 语
大字典》 

【头 1】 
1、人体的 上部分或动物的 前部分。 
2、头部有发部分。 
3、为首的人。 
4、磕头。 
5、物的顶端或末梢。 
6、物品的残余部分。 
7、事情的始末。 
8、赌博或买卖中抽的回扣。 
9、方言。临到；接近。 
10、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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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方面。 
12、表示约数，兼表数目不大。 
13、指每旬除了“十”、“二十”、“三十”
外的日子。 
14、量词。1）用于人；2）用于牲畜禽鱼；3）
用于筵席；4）用于其他事物；5）用于行为。 
【头 2】 
后 。1）用于名词或谓词之后。2）用于表示
方位的词之后。 

《 现 代
汉 语 八
百词》 

【头 1】 
[量词] 
1、用于某些牲畜。 
2、用于大蒜。 
3、用于亲事。 
【头 2】 
[形容词] 前的。多用于数量词前。a）头+数量
+[名]。b）头+时量。c）直接修饰名词。 
【头 3】 
[后 ]加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性成分后面，构
成名词。 
1、名+头。 
2、动/形+头。多表示抽象事物。可以儿化。 
3、方位+头。构成方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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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以上三部工具书中所收的“头”在义项
数量上有较大差异，其中《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对
“头”的释义较为丰富，义项数量高达 16 个和 15 个，《现代汉
语八百词》对“头”的释义较少，只有 3 个义项。可见不同工具
书对“头”义项的归纳存在较大差异。我们以《现代汉语词典》
为基础，以该词典的 16 个义项为参照对比其他工具书中的义项，
为了让“头”的语义范畴更清晰明了以供有意义地分析，在笔者
对其进行义项整理后，根据语义功能分列如下： 

【头】 
1、人身 上部或动物 前部长着口、鼻、眼等器官的部分。 
2、指头发或发式。剃~|梳~|平~|分~。 
3、物体的顶端或末梢。山~|笔~ 
4、事情的起点或终点。话~儿 
5、物品的残余部分。布~儿|铅笔~儿 
6、为首的人。工~ 
7、方面。新挂两~ 
8、在前的，在先的。~等|~车|~趟 
9、（介）临；接近。~五点就得动身。 
10、赌博或买卖中抽的回扣。抽~。 
11、量词，a）用于动物（多指家畜）；b）用于蒜。一~牛|

一~蒜 
12、词 。名词后 。a）接于名词性词根。b）接于动词词

根（有些表示有这样做的价值）。c）接于形容词词根，多表示抽
象事物。方位词后 。 

以“人、动物的头”作为原型，其余义项的相似性或相关性
表现为与头的形象特征、功能地位等属性相关的辐射式或连 式
联系。“头”语义范畴是原型效应下，通过隐喻、转喻及其交叉
等方式进行扩展而形成的。具体的语义发展模型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头”的语义发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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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语义学中，语词的相关意义形成以原型为核心的概念
范畴，范畴成员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属性，他们依靠这种属性相互
发生联系。义项（1）即“头”的原型义项，它 具有典型性特
征，人们根据义项（1）形成心理意象反映整个范畴、范畴成员
的相似外形、特性，使范畴内所有相关概念得以组织，如此一来，
我们又可称它“基本层次范畴义项”。借助它的完型感知功能，
利用“头”的语词形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以辐射和连 的模式
向外扩展，义项（2）至（13）围绕（1）形成“头”共时词义范
畴。 

义项间有至少一个或几个共同属性，但没(或很少)有某属性
是所有成员都具备的。如“头”词义范畴中，义项（1）为基础，
通过人类的认知行为，利用比喻、引申、虚化和去范畴化等手段，
把“头”的中心义向其他方面延伸， Taylor（1995）认为这些义
项通过语义链连接在一起：A→B→C→D…意义 A 和意义 B 由于
共同具有某种特性或相似性而相联系；同理，意义 B 接着向意义
C 扩展；意义 C 又与意义 D、E 发生联系。这种范畴结构就具有
家族相似性，“头”义项的家族相似性表现为与“头”的形象特
征、功能地位等属性相关的辐射式、连 式系联。 

义项（1）“人身 上部或动物 前部长着口、鼻、眼等器官
的部分”是“头”的原型义项，根据“头”的形象特点，头发长
在头上，是头的一部分，使用时，语言社团通过整体转喻部分，
引申出义项（2）“指头发或所留头发的样式”。隐喻和转喻都涉
及概念空间的映射，也是多义生成的主要方式。转喻的实质是在
同处于一个概念结构下的两个实体之间建立起联系，两个实体的
空间位置不必邻近。从转喻的认知功能来看，义项（2）是部分
整体转喻，事物可以看作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整体，转喻就是用
其中一典型或重要部分代表相应的整体。例如，理发师说“那个
平头没付钱就走了”，头发与顾客并不邻近，其间的关联是因为
顾客理了这个头发样式。 

义项（3）“物体的顶端或末梢”是把与一个认知域相关的成
分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的结果，这也是隐喻的特征。从垂直视角
来看，由于头位于人体的 高处，因此我们把这一概念投射到非
人体领域以描述它们的 高处。从水平视角来看，对于人和动物
来说，头都是位于身体的一端，动物移动时，头在前，尾在后，
因此用“头”来指物体的末梢。例如“山头”、“笔头”等。隐喻
是使用熟悉的、具体的事物对比较抽象、模糊的经验而进行概念
化的一种手段，“人”与“山”是两个不同的认知域，但它们在
特定视角下表现出的内在相似性决定了在特定的使用情景中的
概念表述模式是呈对应性的，因此，“物体的顶端或末梢”就构
成该隐喻在理论层面上的典型语义特征。 

义项（4）“事情的起点或终点”为义项（3）的衍生。由“头”
的位置可以直接投射到抽象域，表示事情的开端或趋势，产生了
隐喻意义。例如“话头儿”。我们把抽象的事物，尤其是情感，
隐喻为具体事物，因此如果某一情感或行为过于强烈，超出了合
理的限度，我们就说“过了头”。 

义项（5）“物品的残余部分”，一说是“头”就体积而言，
在整个身体的背景下却显得非常小，因此“头”又被用来指物品
的残余部分或是很小的数目。另一说是物体的末端可以隐喻“物
品的残余”，这种残余、细小的部分又可看作是“不大的数目”。
例如“布头儿”、“铅笔头儿”等。我们认为可以从原型范畴上对
该义项的扩展寻找合理的解释。人们语言认知的心理表征强调概
念关系中理想化的一面，也强调空间场景中的视觉意识。一般来
说，在“头”的原型场景中，它所占的空间较小，且位于物体的
一端，在特定背景下凸显不同的成分，凸显的性质和特点也有所
不同。也就是说，“头”的边缘义凸显，空间义则弱化。 

从有形的、具体的概念域来认知无形的、抽象的、概念域是
人们的思维呈现的规律，从而建立了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
隐喻模式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将新的抽象概念与已知的事物相联
系，把具体的意义发展到了抽象意义。“头”可以表示一个整体
事物的两端或部分，如果忽略其所处的位置，而只考虑其在抽象
概念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将空间上的、具体的位置投射到抽
象的概念域，就可以引申为事物的各“方面”，即义项（7）“方
面”。例如“新挂两头”。 

Lakoff 认为人所体验到的许多方面都是由为数不多的意象图
式以隐喻的方式建构的，有许多隐喻与“上-下”方向相联系，
这种“上-下运动”是空间隐喻的一部分。我们将“上-下”图式

投射到控制认知域，我们的身体姿势，如立起这种垂线运动与人
的权力联系在一起，有权力者自然高高在上，这意味着位于人身

上部分、物体顶端的“头”总是带有权力义，扩展出表示社会
地位的义项（6）“为首的人”。这一意义同时也能扩展到动物身
上，指在动物群体中地位 高的动物，同表示权力、权威的意义
相一致，即“次序在先的”，例如“头羊”、“头马”。根据“上-
下”图式对意义的扩展机制，我们继续将该图式投射到评价认知
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隐喻意义和“上—下”的空间隐喻意义是
一致的，“头”是带有积极意义的，表示优秀、高贵义。例如“头
等”、“头号”等。在人的身体器官中，如果我们按从上至下的次
序排列的话，“头”在空间位置上是排第一的，“次序在先的，领
头的”义项在空间上一般说来也是排列在前的，“头”由后面加
名词扩展出用在量词和数量词前面，由空间义扩展到数量义，例
如“头趟”、“头一遍”。当“头”的位置投射到时间层面，就表
示时间上的“次序在前”。例如“头天”、“头年”。 

义项（9）“临，接近”，这里的“头”即表示时间接近某一
点。普通话如：《人民文学》：“头春节，人缓过来了，债也堆起
来了。”古代汉语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三：“到得时节头边，
看见春光明媚，巴不得寻个事由来外边散心耍子。”方言如：头
下雨，先闷热。（胶辽官话，辽宁丹东）；头他们开火，咱们就摸
进宅子。（冀鲁官话，河北中、东部） 

“头”可以表示事物的一端或一部分，从事物的凸显性来看，
“头”在身体中所占比例较小，隐喻表示赌博时的少量抽头钱，
古代汉语中还可以特指赌博或买卖中的回扣，即义项（10）“赌
博或买卖中抽的回扣”。如：抽头、头钱。 

“头”部在人或动物身体部位中具有突显性特征，数“头”
的数量就表示数“人”或“动物”的数量，人们用突显的部分来
代替整体的认知方式，把“头”作为人或动物的数量计算单位，
扩展出义项（13）“量词，a）用于动物（多指家畜）；b）用于蒜”。
这是转喻思维模式之一，即以“部分代整体”。“头”做量词，常
常与数词搭配，当其投射到不同的域会形成不同的隐喻义。称量
无生命体时主要称量形体圆如头者，例如“一头蒜”。 

由于隐喻机制的作用，“头”作为实义语素在词义的发展中
出现了语义虚化的现象，从空间意义映射到抽象的概念上，逐步
虚化成一个词 。词 “头”就是通过隐喻从身体部位引申到空
间域，再经历了空间的认知范畴到时间的认知范畴的迁移。这个
过程使“头”失去了很多作为实词的特征，获得了更为抽象的语
义。“头”词 化的表现有：附在方位词或名词后面，构成新的
方位词或名词，如“外头”、“村头”；附在动词后面，构成名词，
如“念头”；附在形容词后面，构成名词，如“苦头”。人体部位
从隐喻物体的相似部位到语法化为一个空间词、一个方位词，甚
至从空间词语法化为时间词。在这类词中“头”的实际意义己经
逐渐消失，只是在词根后作为一个构词的附加语素。 

Heine＆Claudi＆Hǜnnemeyer 提出认知域的抽象等级是：
人>物>活动>空间>时间>性质，这同时也是范畴的转化的普遍规
律。从发展事实来看，“头”经历了几个阶段：人或动物头部→
物体一端→事情的起点或终点，头发或头发样式，为首的人→次
序在前的，从空间发展到时间域。从词类上看，“头”从名词发
展为量词再变成词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过程是由具体到抽象，
由近到远，从客观到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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