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บทคัดย่อ 
 

ค าศัพท์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พื้นฐานและส าคัญที่สุดของภาษา ค าศัพท์บอก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กเ็ป็น
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พื้นฐานและเป็นส่วนที่ส าคัญที่สุดของภาษาเช่นกัน งานวิจัยนี้เลือกศึกษ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
ค าศัพท์ส าคัญ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เป็น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การวิจัย โดยการเลือกค าศัพท์ที่
ส าคัญ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ทั้งสองภาษามาท า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และ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นื้อห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และ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เชิง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 เพื่อค้นหา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ที่เกี่ยวกับ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ของทั้งสอง
ภาษา โดยทฤษฎีและผลการวิจัยเป็นไปตามค าศัพท์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ความรู้ทางด้านภาษาศาสตร์และ
สาขาอื่นที่เกี ่ยวข้อง วิธีด าเนินการวิจัยหลักของงานวิจัยครั้งนี้ใช้วิธีการผสมผส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วิธีการ
พรรณนาและอธิบาย การตีความและคุณภาพปริมาณและ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ชิง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 เพื่อส ารวจ
และศึกษาค าศัพท์ที่ส าคัญ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มนุษย์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อย่างเป็นระบบ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ลุม 
โดยประการแรก บทความนี้อธิบายและตรวจสอบค าศัพท์ส าคัญ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ระหว่างภาษาจีน
และภาษาไทย ล าดับต่อมาศึกษ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รูปแบบก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ค า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 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ศึกษา
วิเคราะห์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เชิง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ทั้งสองภาษา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 และ
ล าดับสุดท้ายศึกษาส ารวจ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ค าศัพท์ภาษาจีนกับภาษาไทย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ระหว่าง
ชนชาติ ผ่านการวิจัยและ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มุมมองที่แตกต่าง เพ่ือท าให้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รู้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
ค าศัพท์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ภาษาไทยอย่างครอบคลุมและเป็นระบบ 

งานวิจัยนี้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 7 ส่วน ดังนี้ 
ส่วนที่หนึ่ง บทน า ส่วนใหญ่เป็นการกล่าวถึงเหตุผลของการเลือกหัวข้อ สภาพการท าวิจัยใน

ปัจจุบัน ความส าคัญและ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ของการวิจัย ข้อมูลและวิธีการด าเนินงานวิจัยเนื้อหาและทฤษฎี
ของการวิจัย เป็นต้น 

ส่วนที ่สอง ส่วนที ่สอง เกี ่ยวกับแนวคิดและ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ใน
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 การก าหนดนิยา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และวิธีการสร้างค าศัพท์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รวมทั้งการเกิด
ค าศัพท์ในรูปแบบอ่ืนๆ ด้ว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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ส่วนที่สาม การแบ่งประเภท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เกี่ยวกับ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 ส่วนใหญ่กล่าวถึงประเภท
ค าศัพท์ที่ต่างกัน 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แบ่งประเภทตามสถานการณ์ ตา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และตามหน้าที่ของค า การ
รวมกลุ่มกันของประเภทค าที่ต่างกันเหล่านี้ 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ระบบของค าบอกร่างกาย
มนุษย์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จจุบัน 

ส่วนที่สี่ เป็น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ระหว่าง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
จากค าศัพท์ทั้งสี ่ด้าน ตั้งแต่ค าศัพท์เกี่ยวกับศีรษะ อวัยวะภายใน ร่างกายและมือเท้าทั้งสี่ น ามา
วิเคราะห์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จาก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ด้านรูปลักษณ์ ด้านการสื่ออารมณ์และด้านบริบท
ของการใช้ค านั้น  

ส่วนที่ห้า 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เชิงอุปมาอุปไมย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ระหว่าง
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จากทั้งสี่ด้าน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ค าอุปมา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 ค าอุปมารูปร่างหน้าตา ค าอุปมา
เรื่องเวลาและหน้าที่ของค าอุปมานั้น 

ส่วนที่หก การหากลยุทธ์ที่เหมาะสมเพื่อช่วย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ผ่านการ
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ข้ามภาษาในด้านค าศัพท์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 โดยการใช้กลยุทธ์และตัวอย่างการสอน เหล่านี้
หวังว่าจะ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สอนค าศัพท์ให้กับผู้เรียน 

ส่วนที่เจ็ด เป็นการสรุปเนื้อหาและผลลัพธ์ของการวิจัยในครั้งนี้ รวมถึง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เพิ่มเติม
ของการวิจัยในครั้งนี้ด้วย 
 
ค าส าคัญ: ค าศัพท์ร่างกายมนุษย์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 การแผล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การอุปมา การสอ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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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e words, also known as roots, are the core parts in language, which are 

commonly used, stable and capable of word formation. Among them, the core 

morpheme of human body is also the core part of human body words. In this paper, the 

comparison of core morphemes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core morphemes of Chinese and Thai are select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ir semantic content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 so as to discover the 

differences of body vocabulary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According to vocabulary, 

seman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 theor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core morphemes of Chinese and Thai human bodies,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re morphemes of Chinese and 

Thai human bodies, and find out their laws and reasons.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methods of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study to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discuss and study the core morphemes of human 

body in Chinese and Thai.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investigates the core 

morphemes of Chinese and Thai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n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and semantics of the core morphemes of Chinese and Thai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nd then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of the 

core morphemes of Chinese and Thai. Finally, we will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words and na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e morpheme language of Chinese and Thai.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even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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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which mainly introduces the reason of the topic 

selecti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the significance and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research contents and theories, etc.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concept and composition of Chinese-Thai core 

morphemes,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re morphemes, and the way of word 

formation and its productivity. 

The third part is the types of human core morphemes, which mainly introduces 

the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of human core words, including semantic field, semantic 

item and morpheme function. These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reflect the systematicness 

of human core morphemes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ai. 

The fourth part is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Thai core morphemes. 

It analyzes the extended meanings of Chinese and Thai core morphemes from four 

aspects: head words, visceral words, body words and body words, and analyzes the 

color meanings of body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age color, emotion color and 

style color. 

The fifth part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of Chinese and 

Thai core morphemes, which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of Chinese and Thai core morphemes from four aspects: metaphor of body position, 

metaphor of body shape, metaphor of body time and metaphor of body function. 

In the sixth part, through the cross-languag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xtended 

meanings of the core morphemes of human body, the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hat can 

help promot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re discussed. By sending some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examples, I hope it can help vocabulary teaching. 

The seventh part is the conclusion, which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contents and 

achievements of this paper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Keywords:  The core morphemes of Chinese and Thai human body, extended 

meaning, body metaphor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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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词又称词根，是语言中最核心的部分，具有通用性强、稳定性强、构

词能力强的特点。其中，人体核心语素也是人体词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本文以

汉泰人体核心语素对比为研究对象，选择汉泰两种语言的人体核心语素来比较

和分析其语义内容和隐喻意义，以发现两种语言的人体词汇差异。本文试图以

词汇、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研究理论为基础，探讨汉泰人体核心语素，

分析汉泰人体核心语素的异同和特点，找出规律和原因。本文主要运用描写、

分析解释、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汉泰两种语言中的人体核心语素进行系统

、全面的探讨和研究。本文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对汉泰人体词汇进行了全面的描

述和考察，然后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构成和语义，并对

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隐喻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结合汉泰语人体核心语词与

民族文化的关系。通过从不同角度的调查分析，我们对汉语和泰语人体核心语

素汇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课题来源、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目的、研究

材料与方法、研究内容与理论等。 

第二部分对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概念和构成，对人体核心语素的界定、

特性和考察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构词方式及其能产性。 

第三部分为人体核心语素的类型，主要介绍了人体核心词的不同分类，包

括按语义场分、按义项多少分和按语素功能分，这些不同的类聚集合反映出现

代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系统性。 

第四部分为汉泰人体核心语素的语义分析，从头部词、内脏词、躯体词和

肢体词四个方面分析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引申义，从形象色彩、感情色彩和

语体色彩的角度分析人体词汇的色彩义。 

第五部分为汉泰人体核心语素的隐喻和转喻比较研究，从人体位置隐喻、

人体形貌隐喻、人体时间隐喻和人体功能隐喻四个方面进行汉泰语核心语素的

隐喻和转喻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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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通过对跨语言人体核心语素引申义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促进语言教

学。语言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和载体，人体核心语素所蕴含的文化是民族文化和

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第七部分为结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不

足之处。 

 

关键词：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引申义；隐喻；转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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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课题来源 

在人类思维发展历程中，人体既是思想的对象，也作为左右思维的主体。由

于人体的这种双重身分，导致语言中的人体词也具有了双重性质，它们既是最早

产生的一部分语言，又逐渐充当了帮助语言词汇数量不断发展壮大的工具。人体

的词语反映了祖先的理解，是人类思想和语言从人类抽象世界过渡到抽象世界的

重要途径。汉语和泰语都有许多人体词和基于人体词的表达方式，它们在汉语和

泰语词汇家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语言生动，简洁并显示出系统性的不同特

征。从人体核心语素入手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语言与思想之间的紧密关系。由于人

类具有共同的生理特征，因此人类单词不可避免地会以不同的语言显示共同的元

素，但是由于不同民族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

人类单词在方法，语义类别，隐喻表达和认知心理上必须有所不同。之所以选择

“人体词”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人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实体。一方面，

它是由各种不同的部位、各种组织和器官组成的，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是自然

界的客观物质，是人们需要认识的对象;另一方面，人类需要通过人体来认识人

体以外的世界，这也是人类认识外界的一种媒介。 

核心语素是语言中比较稳定的部分，收到时间的影响比较小，它变化缓慢并

且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这些核心除了原始含义外，还发展了其他含义，这些含义

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并反映了人类的认知思维。人体核心语素是人

体词中的基本词汇，包含与特定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相关的信息。因

此，通过对汉泰语言的语义分析和人体核心语素的认知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

可以深入了解生活方式，习俗，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和两个民族语言和思想的

特殊性和相似性。 

因此，本文从核心语素的角度出发展开对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研究，从斯

瓦迪士的《二百词表》里选取语言中更为稳定的人体核心语素为具体研究对象进

行对比研究，力求深入分析汉泰民族语言、文化和思维的异同，以促进两个民族

的交流、文化传播及泰国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教学问题。该研究可以显示汉语和泰

语中人体核心语素的基本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这有助于人们了解两种语言

的一些基本特征。此外，本研究的具体分析结果还可以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在两

种汉泰语的词汇教学和翻译实践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期望本论文的研究结论能丰

富汉语和泰语的词汇学研究，并为泰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提供可用的参考和

实用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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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  

本文作为对比研究，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到汉泰两种语言。我们将简要总结汉

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相关研究和成果。 

首先，从语义场的角度来研究汉语核心词。 

蒋绍愚先生（1994）《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中曾说：“在我们还无法描写一个

时期的词汇系统的时候，只能从局部做起，即除了对单个的词语进行考释之外，

还要把某一阶段的某些相关的词语（包含不常用的和常用的）放在一起，作综合

的或比较的研究。”①这一说法实际上指的就是语义场研究。另外在（1993）《白

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成就。②此外，还有其他

学者对语义场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解海江、张志毅先生（1993）《汉语面部语

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龙丹（2007）《魏晋“牙齿”

语义场及其历时演变》、（2007）《魏晋核心词“颈”的语义场研究》、（2007）《魏

晋核心词“油”语义场初探》、吴宝安（2006）《西汉“头”的语义场研究—兼论

身体词频繁更替的相关问题》，李宗江先生（2016）《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第

二版）中关于语义学领域的发展有关的文章有四篇。这些都是语义场演变研究的

重要成果。 

其次，汉语核心词的研究   

汉语核心词的研究是对某个概念的详尽研究，即对概念的所有词进行汇编并

进行研究。清代学者王念孙是最早尝试这种做法的。黄树先老师一直以来在这方

面致力于汉语核心词研究，他在《汉语身体词探索》（2012）一书中建立了一种

独特的核心词研究方法：“语义场-词族-词”三级比较法，先建立语义场，再建

词族，然后再跟民族语文进行对比。在建立语义场时，采用“经之以义，纬之以

声”，注重的是语义，辅之以声，这样可以把同一个概念的字词收罗齐全，在建

立词族时，则“经之以声，纬之以义”，即按照语音来分析、整理收集到的材料；

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和民族语文进行对比，探讨核心词的构成、来源、早期形式等

问题，为汉语核心词研究。
③用这种方法做过一些相关研究的还有，如汤勤、黄

树先（2006）《说“鼻”》，黄树先、武晓丽（2009）《汉语核心词“鼻”音义研究》，

陈孝玲（2010）《说侗台语族核心词“脚”》，黄树先（2004）《说“手”》，陈孝玲

（2009）《说侗台语 “膝”》，黄树先（2007）汉语核心词“足”的研究，黄树先

（2009）《说“膝”》等，博士论文方面，如黎金娥（2011）《英语核心词研究》，

                                                             
①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1 
②蒋绍愚.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语育研究,1993(02) 91-99. 
③黄树先.汉语身体词探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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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丹（2008）《魏晋核心词研究》，刘晓静（2011）《东汉核心词研究》，吴宝安（2007）

《西汉核心词研究》，武晓丽（2011）《汉语核心词“人”研究》，张芳（2011）

《汉语核心词“水”研究》，张莉（2012）《类型学视野的英语核心词研究》等，

全都是核心词研究的成果。在人体核心语素的选词、语料收集和研究方法的使用

上，核心词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第三，针对人体词语器官的隐喻与转喻视角和整体进行认知研究动态。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认知、隐喻、转喻等角度对汉语人体词汇进行了研究。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隐喻和转喻研究的不断深入，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许多

成果。如程淑贞（2000）《汉语人体部位特征的隐喻研究》、孔光(2004)《从空间

合成理论看身体名词的隐喻认知》、朱芙蓉(2004)《身体部位或器官名称的隐喻

认知》、王迎春(2005)《试论汉语中表人体部位词的隐喻现象》、王敏(2005)《英

汉人体词认知对比研究》、孟娜(2006)《汉语人体器官类俗语的隐喻构建研究》、

肖灵（2007）《人体隐喻的认知分析》、李文莉(2007)《人体隐喻系统研究》、陈

旭(2010)《人体隐喻及其对英汉思维的影响》、周湉(2010)《探析人体隐喻的认

知特点》、等，探讨了人体隐喻化的认知特征与人体隐喻的类型、机制。 

关于人体的某些器官或部位，特别是“心”字，也有很多研究成果。如齐振

海(2003)《论“心”的隐喻——基于英、汉语料库的对比研究》根据 Lakoff 和

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对汉语“心”和英语“heart”所产生的隐喻词语

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汉英语言隐喻意义的建构和运行机制的异同。冯凌宇的《汉

语中的人的隐喻和反隐喻》(2007)探讨了从人的域到非人的域的结构投射，以及

从非人的域到人的域的投射。 

根据莱考夫的“理想化认知模型”，王文斌(2001)《论汉语“心”空间中的

隐喻结构》认为，汉语可以在一维、二维和三维空间中使用“心”作为隐喻。本

文探讨汉语“心”的空间隐喻。吴恩峰《汉语心的隐喻认知系统研究》(2004)通

过分析与“心”相关的词语和句子中广泛存在的隐喻现象，研究了汉语复杂有序

的隐喻认知系统。齐振海和秦秀贵的“心的隐喻”——基于英汉语料库的对比研

究(2003)和秦秀贵的“心的隐喻词分类”(2004)是从英汉对比的角度来看的心的

空间隐喻。还有周健、陈萍《“眼”的隐喻说略》(2005)、陈洁《从认知角度看

英汉语中的"口齿唇舌”隐喻》(2006)、赵丽娟《探究英汉两种语言中“鼻子”

的隐转喻异同》(2008)等。此外，针对某个人体部位词语的研究有：谢慧珍《汉

英“脸面”义类词汇隐喻问题对比研究》(2011)，讨论汉英语“脸面”义类词汇

隐喻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及其造成差异的各种因素。 

卢卫中（2003）《人体隐喻化的认知特点》，该文章的主要内容指出“人体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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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化涉及到具体物质域和抽象概念域的方面,在汉英语言之间又具有广泛的一致

性,由此点可发现，除了人体隐喻化对于人类的认知和思维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

以外，另外可发现汉英语之间在人体隐喻化上存在个性差异,这为两种语言准确

地认知与表达各自社会文化、地域环境上的独特性亦具有重要的个性意义。” 

冯凌宇（2003）《汉语人体词语研究》，本文从词汇、语义、语法语用、认知

和文化等方面对汉语身体词进行了全面分析，揭示了汉语身体词的规律和特点。

该文主要梳理汉语人体词汇的共时系统并总结人体词汇的特点和规律，分析人体

词语的本义和引申义、静态义和动态义，还分析和比较了英汉人体词语所反映的

表达形式、认知方式和文化蕴含的异同。 

向二兰（2007）和季红丽、张云晖（2007）的研究都分析汉语“脸”的隐喻

意义。前者就对“脸”有关隐喻意义解读，从“脸”相关的各种隐喻，如空间隐

喻、本体隐喻、容器隐喻及结构隐喻分析；而后者运用了隐喻和转喻的理论归纳

出“脸”的意义可分为五种。 

许红菊（2010）和吴君、马俊杰（2012）在“面”所映射的具体域、空间域

和抽象域进行汉语“面”的隐喻语义的分析；然而前者从转喻的机制进行解释“面”

转喻的几个基本意义，但是没有做出深刻地分析；后者的研究是解释了“面”在

隐喻上的特点，有“面”的空间性和可数性，这为了映射到抽象概念，也为了人

能更好的理解抽象概念。  

对人体词语语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特定人体词语的隐喻意义的阐述，揭

示人体词语相应的认知结构体系，同时得出人体词语的隐喻结构。邬桂明（2000）

《汉泰语同源词比较--以人体器官名词为例》以人体器官名词为例，分析了汉泰

对应的头颈部、肩部、背部、胸部、腹部、臀部、四肢、内脏等人体器官。认为

汉语和泰语人体器官名称在语音和语义上都有完整的对应规律。结合古代汉字、

民族语言的近亲关系和汉语方言的语音特点，对汉语基本词汇的研究有助于解决

这一问题，同时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赵倩（2007）《汉语人体名词词义演变规律及认知动因》一文中就汉语人体

名词的词义演变规律和认知动因进行了探讨。发现人体名词词义演变的基本特点

为义类的规律性和个性的特殊性相交织，认为人体名词词义演变主要受到两大认

知因素的制约：词的语义取向和主体的隐喻和转喻思维。 

赵学德（2010）《人体词语语义转移的认知研宄》从认知语言学、跨文化角

度对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转移及其语义转移的差异进行考察和探讨，全方位、

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展现英汉民族的认知相通性和文化相对性。 

黄碧蓉（2010）《人体词语语义研究》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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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词汇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基

础，分析了人体词的语义特征和构建机制。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了人体词

语义分布的表面特征和语义演变的程度，以及人体词语义分布和演变的内在规律。

词汇的共时性和转喻性具有独特的共时性和文化性特征；人体词的意义转移分别

来源于其物理特征和功能特征，但二者的外延并不平衡。具体词语存在偏误，影

响了词语翻译中涉及的语义范畴；同音异义词的共存是词多义现象过度的结果；

英汉人体词的转义量和内容有共同的特点和个性特征；人体词语义系统的构建有

两个基础；经验的基础和跨界语义范畴的基础。 

朱学岚《人体词语的语义、语用考察》(2001)、李树新《人体词语的认知模

式与语义类推》(2004)、满欣《汉语内脏器官词语意义分析》(2004)，高明乐、

朱文俊《汉语“手”和英语“hand”的领域转移比较》(2005)，赵学德、孟萍《认

知视角下“足/脚'和“foot”的语义转移构架》(2011)、赵学德《人体词“牙/

齿”和“tooth”语义转移的认知研究》(2011)、黄碧蓉、于睿《人体词语词义

转喻性研究》(2011)、对某个或多个人体词的语义转移开展了研究。人体词的语

义分析包括秦德英、周桂香的《心的汉英义分析》（2006）、何小希的《头词的意

义》（2006）、朱宁、陈杰的《头的语义扩展分析及其对教学的启示》（2006），袭

群虎的《人体器官名词的意义变化及相关问题》（2007）、冯凌宇（2006）以语言

本体为基础，从词性、词义转换、语法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人体的

角度来描述词义的演变。张巨武(2011)《基于体验哲学的人体隐喻认知研究》、

张建理(2003)《英汉多义词异同研讨:以“脸、面”为例》、李竞(2007)《“手”

词语及其文化内容研究》、许晋(2006)《人体词语转类用法的文化语言学考察》、

钱进(1996)《说“脚”构词系列及其文化内涵》、边立红(2003)《从语义对应角

度看汉语“心”的翻译》就人体名词的个案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发掘其蕴涵的深

刻文化内涵。周毕吉(2006)《现代汉语人体名词的多角度研究》试图从句法、语

义、认知角度对人体词汇进行全面考察。不仅局限与人体名词的结构和分类,而

是重点描述了两种语法结构,即 “方位名词+人体名词”结构和“人体名词+方位

名词”结构。该文认为这是语法应用在人体词汇研究中比较独树一帜的内容。李

慧贤（2007）在《汉语人体部位词语历史演变研究》中选 47 个人体部位词语，

分为上古、中古、近代汉语三个时期，对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人体某一部位的词

语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对各词汇场成员的演变作了详细的描

述。此上是关于人类词汇隐喻的一些研究结果。当前的语料库主要基于认知语言

学理论。从隐喻的机制或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大部分语料库是基于认知语

言学的概念隐喻。它从隐喻或转喻的机制来分析和研究词语的引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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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汉语与其他语言做比较研究的有： 

索伦嘎（2013）《汉蒙人体成语对比研究》选择了中蒙两种语言作为研究对

象。中国和蒙古都有成语这一语言形式, 因此他的侧重点是研究汉蒙人体隐喻成

语的相同与不同。他指出汉泰两种语言中很多无生命事物的表达都涉及到人体词

汇的隐喻,人体词汇的隐喻研究对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和教学都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 在不同的国家教汉语就意味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通过对这些文章的分析,我们可得出人体词汇在不同语言中的共性与差异,在教

学中就可做出相应的策略。 

王芳（2013）《俄汉人体隐喻的认知对比研究》主要研究俄汉人体词汇在隐

喻形成过程中的相同与差异点。周然的《俄语人体词语的隐喻认知分析》一文是

对几个带特定词缀的俄语人体词的隐喻研究。 

阿荣宝丽尔（2014）《现代汉蒙语人体词汇对比研究》选取汉蒙人体词汇作

为比较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汉蒙人体词汇系统，探讨了其构

成、语义内容、隐喻结构、文化意蕴等，并探讨了它们的异同。从而考察汉、蒙

民族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共

性与特殊性。本文通过不同角度的调查分析，对汉、蒙两国的身体词汇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了解。 

阿曼古丽·肉孜（2015）《维吾尔语人体词语的认知研究》对维吾尔族人体

词汇进行认知分析，从形态、语义、隐喻等方面进行描写和分析，展现了维吾尔

族人的伦理、价值观、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钟雪君的《维吾尔人体词研究》是

从历时的角度出发，探索维吾尔语人体词系统演变的规律。 

与其它语言比较研究的还有伊莉曼.艾孜买提(2003)《汉语和日语中人体词

之文化联想》、刘新颖(2005)《汉语与日语中与人体相关的惯用句之比较》、李丽

君(2005)《基于人体外部器官的英汉情感习语比较》、阮氏金香(2013)《汉越"口、

嘴”成语文化》和阮氏黎心(2011)《汉越人体名词隐喻对比》以汉语和越南语人

体词语为研究对象，分别分析讨论了人体隐喻的机制、类型、认知特征和隐喻意

义。 

由于人类认知文化的不同，不同语言中人体词的隐喻意义非常丰富，并有一

些共同点。同时，它们也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于许多学者而言，研究不

同文化中的人类隐喻词汇非常有趣，并且研究语言也非常多样化。在中外语言比

较研究中，通过比较中外语言来描述和阐述人体的词语。 

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对人体名词的研究也是当前的热点，其中有一部分成果涉

及人体下肢名词，如钱进（1996）考察了由“脚”构成的 70 多组词，认为“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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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词语系列有着深层的汉民族文化的背景，其造成的根本原因是落后的农业文明

和畸形的小脚文化所致。 

许晋（2004）《人体词语及其文化内涵分析》指出，与人体相关的汉字表现

出原始人类命名现象的“我是性”倾向，以及人类词语的使用（人类词语的前言，

量词，词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汉人的“天人合一”世界观和以人为本的

“以人为本”的审美观是造成人类词语语义偏向的主要原因。 

赵永新(1993)《反映人体器官的词语及其文化因素》、姜光辉(1994)《汉语

成语中的表情语言--成语中的人体语言研究之二》、侯玲文(2001)《“心”义文化

探索》、宁翠兰(2005)《从身体隐喻看语言中的“体验哲学”、讨论了各种人体名

词的表情功能、传递信息的功能以及它们与中国哲学、医学、绘画、佛教等文化

因素的关系。大概都从人体名词所蕴涵的文化因素这个角度来研究人体名词的情

况比较多，都有点有面。 

李树新(2002)《论人体词语的文化意蕴》一文中指出人体词语作为一种文化

符号，牢牢保留着人类与自然的联系，反应推己及物的思维方式。文章从认知隐

喻的角度出发去阐述文化意蕴，除了有对人体词汇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的具体描述

外，更多的是对人体词汇在类推和映射中产生的认知模式的探索。 

无论是从认知的角度还是文化的角度，对人体名词包括下肢名词的探讨和研

究与过去传统的训诂学方面的训释都呈现出极为不同的一面。学者开始在语言的

外部寻找阐释人体名词各种语言现象的可能，并验证了一些理论的解释力。但是，

纵观这一时期基于认知和文化角度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我们对人体名词的各

种语言现象的提取，很大程度上是比较主观的，论证大多是列举式的给出典型的

用例，并没有完整的统计人体名词在语言环境中所有表现。 

第四，以汉泰语人体词语比较的研究 

汉语和泰语的人体词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对汉语和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比

较研究却很少。例如，肖锐（2007）的《汉、泰“心”族词对比研究》一文分析

了汉语和泰语的“心”词语发展演变与“心”族词的隐喻特征，包括空间隐喻、

实体隐喻、人化隐喻与时间隐喻。该文以对比分析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语义、

隐喻特征、词类与构词方式、倒顺词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和总结。 

陈素琴（2009）的《汉泰身体器官成语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汉语和泰语中含

有“眼、头、手、口、心”等语素的成语，并对汉泰人体器官相关的成语进行了

一系列系统的比较研究。重意义对比，分析了三种类别：汉泰成语用相同的身体

器官表示相同或相近的意思；汉语成语用身体器官，泰语成语用其他事物或者不

同的身体器官来表现相同或者相近意义；泰语用身体器官的成语与汉语用身体器



8 

 

官的成语不能进行对比。 

马宝玲（2011）的《泰-汉熟语 情感隐喻对比研究》运用对比语言学、认知

隐喻和心理学的情感理论，对汉泰习语中的情感隐喻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泰国学

生在使用汉语习语中的错误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 

黄伟玲（2014）的《泰汉人体词语引申义对比研究》本文运用隐喻和转喻理

论，对泰语和汉语中身体词的引申意义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研究发现，身体部位

词的突显程度不同。人们认为，引申意义和引申方式的差异反映了泰汉文化的差

异 

龙思媛（2015）的《汉泰语人体量词对比》的文章以汉泰语的人体量词为研

究对象，对汉泰语人体量词进行全面的描写和分析，对比分析汉泰语人体量词的

语法功能，包括跟别的词的组合能力以及人体量词及量词短语充当句子成分的能

力，语义特点和人体量词与名词搭配的语义选择性。深入地研究与人体各部位搭

配的量词的本质和特点，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学习泰语和学习汉语的第二语言

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帮助。 

刘烨（2016）的《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现代汉泰人体义场代表词义项对比与

教学策略研究》本文在语料库技术的支持下，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

方法，对现代汉语和泰语人体语义场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词“眼”、“脑”、“脸”、

“头”进行了分析。本文以现代汉语和泰语为研究对象，运用语料库技术重新界

定现代汉语和泰语的语义分布。最后，根据上述意义、用法和文化内涵的对比分

析，研究了相应的教学策略，并提出了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建议 

王颖芝（2017）的《汉泰人体名词引申义对比研究》的文章采用隐喻理论,

将汉泰人体名词的引申义分为隐喻义和转喻义,再通过喻体的取像点分为：位置

类、形状类和功能类；通过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分为：部分-整体、器官-功能

/特征、器官-动作/行为。然后, 从中分析出其语义特征,揭示了人体名词在两种

语言中的差别。最后,再从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阐述。通过研究发现，因

为人体器官的形状和位置是相同的，所以大部分汉泰人体名词的形状隐喻和位置

隐喻大同小异，但在功能隐喻上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别就反应在文化和思维上,

所以可以通过语义成分分析法来揭示其文化内涵,思维方式、道德观念。 

王惜凤（2018）的《汉泰人体词语隐喻比较研究》一文是对汉泰两种语言的

身体部位词的隐喻进行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对汉语和泰语主要身

体部位词进行语义分析，并分析其隐喻意义，同时对汉泰语中的人体词汇和熟语

这些语料进行分析，分析汉泰语身体隐喻的相同与差异，从而比较中国和泰国的

语言与文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意义对于促进两国语言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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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以下几篇从语义学的角度进行泰语语藏缅语之间的比较，如： 

马提索夫（Matisoff）。Matisof（1978） 的“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将人体词作为切入点，用对比的方法去讨论藏缅语族中各语言

间的语义差异性，同时解释了选择人体作为对象进行语义比较的原因是，认为人

体语义场是研究语言整体语义关系的“实验地”和“先驱”，探讨了人体词语的

多义性。还指出人体词语可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归属于不同的范畴。 

马提索夫 Matisoff（1986）的又一杰作“Hearts and Minds i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English”的研究是针对东南亚国家（缅甸、泰国等国）语言如何运

用内脏（“心脏”和“肝”）词语描述内心情感的文章。 

Utumporn Meecharoen（1999）基于认知语义学、成分分析等理论（如概念隐

喻），他写了一篇关于泰语体词概念隐喻的文章。本文以泰语人体外部器官为研

究对象，分析了人体外部器官和人类概念系统的概念隐喻。发现泰语中 19 个人

的外在器官中总共有 22 种隐喻含义，其中人们对人体有 3 个概念，即人体是对

空间的认知概念，时间和人等认知概念。 

综上所述，关于汉语人体词语方面的研究不管在数量上还是针对各部位或是

跟其他语言对比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从不同的层次去探讨和分析人体词语，有

些还结合第二语言教学做了探讨，所以，汉语人体词语的引申义的研究成果是比

较突出的。然而，对汉泰人体核心语素的对比研究大多集中在人体器官部位和习

语上，但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零散再加上汉泰人体核心语素的研究比较浅薄，在

已有研究中主要是从浅层面初步的考察，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详细的描写，只对汉

泰人体核心语素语引申义作比较，很少从认知角度、从文化角度和社会角度进一

步地研究、解读汉语人体词语，考虑到对外汉语教学策略或教学方法方面进行探

讨也不多。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

对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进行比较研究和梳理，考察汉泰人体核心语素的异同并做

出解释。与对外汉语教学相结合试图找出一种既符合教学规律又能提高泰国学生

对于汉语词汇理解力的方法。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在收集汉泰语相关人体词汇语料的基础上,对语料进行整

理、分类，通过语料反映出来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等对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在

多方面进行系统地对比分析研究,具体运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 描写、解释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语言现象的描写，需要我们了解和解释语言现象的形成。本文对汉泰语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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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语素研究是先描写后解释。所谓描写，就是对汉泰语言的历史现状做细致的

描写，这从词源部分或者是语义场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演变；所谓解释，就是

对挖掘出来的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语言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探索这些词义发

展的规律。也可以说，描写使人知其然，解释使人知其所以然。从事语言研究，

一方面要恰当地描述语言现象，另一方面要对语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描写是

解释的基础，解释语言现象是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描述、解释和分析的三种方

法是相互作用和相辅相成的。因此，本文采用描述和解释相结合的方式，首先系

统地描述了人体词语的语义，然后解释了人体词语的演变路径。 

2.  

定性分析方法描述并揭示了语言现象的内在规律性，但通常缺乏科学的表征

数据；而定量分析方法则使用更相关的数据比较，以更直观和科学的方式了解语

言的发展程度和规律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定性分析主要是解

决调查对象是否“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资源进行过程思考，理解事物的本质，

揭示内部规律。但往往只靠定性来分析是不够的，缺少数据。通过对某些语言现

象的统计数据分析和比较，定性分析更加科学准确，研究结论更加合理科学。我

们使用《泰国皇家学院泰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为主要参考语

料对人体各个领域的核心语素的定性解释。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人体核

心语素语义场的定性描述是基于定量和定性的相互参照，并分析汉泰语人体核心

语素  

3. 比较法 

比较法，又称比较法，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和分析，

我们发现了研究对象的异同。这是理解事物的基本方法。学习一门语言时，我们

可以通过比较找出几种语言的本质特征。比较研究是从无限的语言事实中寻找语

言本质特征的可靠方法。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较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本民族

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差异，而且可以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本文旨在通过收集到的

语料库，分析汉语和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个性特征和共同特征，并对它们各自的

意义进行比较和总结，探讨对外汉语教学的策略。 

4. 归纳法。 

在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人体代表词的含义，并全面总结了人体核心语素的

含义。使用上述不同方法来探索汉语-泰语词汇问题有助于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

和分析，从而使分析结论更加完整和增加可信度。根据比较分析的结果，结合相

应的教学策略，希望提出了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建议。 

 



11 

 

四、选题的研究意义与目的 

一、研究意义 

人体核心语素作为汉语的基本词汇，在泰语中同样是基本词汇，无论是从历

史角度来看，还是从共时平面来看都具有典型性和广泛性，因此对人体词系统进

行详尽的研究更为必要。在汉语和其他外语的人体核心语素比较研究方面，很大

部分是作汉英之间的比较研究，与其他外语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是对汉泰

语中人体词的详尽而系统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一）身体词是指用器官或身体部位的意象来表达某种意义的词语。在不同

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知经验、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汉

泰两种语言人体核心语素的对比研究，人们可以更多地了解中泰两国的民族文化，

促进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 

（二）本文的研究成果将对在进行第二语言教学中，能够清楚的认识人体核

心语素在母语和目的语中的差别，将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使用人体核心语素。它可

以显示汉语和泰语中人体核心语素的基本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从而有助于

人们理解这两种语言的一些基本特征。此外，这项研究的具体分析结果还可能在

两种语言的教学（尤其是词汇教学）和翻译实践中发挥作用，并能为两种语言词

汇学研究、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三）本研究的成果将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师在对泰汉语教学实践中找到有效

和准确的教学策略，这将帮助学生提高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和效率，促进汉语教学

的发展，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总之，无论是从语言角度、认知角度还是思想文化角度，都需要对人体核心

语素进行详尽的研究。我们试图从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不同视角去分析和探讨，

针对汉泰语中人体核心语素的语义作对比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目标是对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结构方式、引申义的特征及语义特

点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引申义的共性和个性： 

（一）目前中国和泰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加深，由

此泰国汉语学习者也越来越增多，就引起了“汉语热”的现象。所以，我们从认

知语言学的角度对汉泰人体核心语素的研究结合实际教学中的问题进行探讨。基

于前人的研究结果，进一步从汉泰相关词典中收集归纳人体词的基础上，运用隐

喻和转喻的认知手段探讨汉泰人体核心语素的语义分析、结构特征、句法功能、

修辞手法，展现汉语和泰语中人体核心语素的基本面貌及找出之间的差异，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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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们了解和认识两种语言的一些基本特点。 

（二）本文参考了斯瓦迪士（S.wadesh）的《二百词表》中的人体词。主要

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①和与《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ราช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พ.ศ. 2554
泰国皇家学院泰语词典》②这两部权威大词典为依据选择人体核心语素。并进行分

类和比较研究，通过考察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在每一个概念下的语义场的分布情

况，从语义场角度的语义探讨，可以发现这些词义演变的内在规律，同时也发现

词义演变轨迹是有理可循的，通过人体核心语素的研究，来促进汉泰语核心语素

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也可以通过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词义演变的规律，促进第

二语言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三）本研究的结果可使泰国和中国学生更加了解两国的语言，最终达到准

确使用这些人体词语的目的。由于对外汉语学科的学习殊为不易，加上学科专业

知识的欠缺，以及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工作较短、经验较为缺乏等方面的问

题，本文的这些尝试和思考还很肤浅，还需要在进一步深化专业知识学习和加强

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做更多的思考。 

 

五、研究范围和内容 

本文所选择的人体核心语素是指现代汉泰语中表示人体基本意义，主要是表

示人体部位或器官名称的词。除此之外，本文暂不作研究的有：一、基本属于专

业术语且意义单一，构词能力差的，如表示人体经脉、穴位、淋巴、神经和其他

医学术语分类的词。二、包括姓氏、音译外来词、佛教语、皇室用语以及星名等。

三、由人体词充当动词，由人体词表示地名、人名、物名，跟人体意义无关的以

及虛义人体词。以上不在研究范围的词语都属于非核心语素。我们计划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努力开展多层面、多层次的调查。 

第一、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目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

研究范围、理论框架以及语料的选择。 

第二、从共时层面收集和整理汉泰相关权威词典语料，简要归纳和分析汉泰

语人体核心语素的语义分析，以期对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有整体的认识。 

第三、通过语义分析、认知方式等角度对汉泰身体部位核心语素的隐喻和转

喻类型具体分析，揭示汉泰语人体名词隐喻、转喻之间的异同，探寻人体核心语

素意义引申发展的规律。  

第四、从人体核心语素产生和发展的认知基础和文化因素出发，结合汉泰语

                                                             
①《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 年 9 月 
②《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皇家学院泰语词典》.泰国皇家研究院编辑部编辑，2006 年 



13 

 

人体词存在的差异，试着从文化、地理、自然、历史等角度去剖析所产生异同的

原因，以期获得对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意义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有深入的理解。 

 

六、研究理论 

第一，词汇学理论。词汇学是一门研究语言词汇的科学。它分为一般词汇学

和特定语言的词汇科学。前者研究所有语言中的单词和词汇所共有的定律，而后

者则研究特定语言的词汇。本论文所用的词汇学理论侧重于后者，涉及到汉语词

汇学和泰语词汇学，分别研究汉语和泰语中的人体核心语素，并对其进行对比分

析，找出它们的共性特征与个性特点。 

第二，“语义场”理论。德国学者特里尔（J.Trier）提出了使用语义场来表具

有相同语义的集合，如“植物字段”、“动物字段”、“相对字段”等。语义场理论

通常用于语义场的研究。蒋绍愚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中说：“当我们不

能描述一个时期的词汇体系时，我们只能从前提出发，即除了考察单个词，还要

在某个阶段收集一些相关的词（包括不常用或不常用的内容）”。①本文也根据语

义场理论的方法来对人体核心语素进行分类描写、归纳、解释和做比较研究。 

第三，认知语言学中的相关理论。认知语言学自 1989 年确立以来，以其独

具特色的学术观点，吸引了大批学者从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和研究角度研究语言，

在国内外逐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门。所谓的“认知”是人类了解世界的活动。

这是周围人们的关注、感知和记忆。在此基础上产生表征、形成概念、分析、判

断和推理以获得知识的行为和过程。王寅(2007) 认为认知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是

基本范畴和动觉模式，它们是大脑和人体与客观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是可

以直接理解的。其他概念和类别通过隐喻认知模型间接识别。许多概念形成了人

类的概念结构，概念结构体现在语义结构中，从而促进了句法建构和语言形成。
②因此，从认知的角度研究客观世界、人类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的途

径。认知语言学的最终目的是解释和揭示语言背后的认知规律。它以语义学为研

究核心，因为意义是连接语言和认知的桥梁。认知语言学不是研究关于语言的新

问题，而是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一些传统语言学方法难以解释的问题，

用认知语言学来解释更有效。此外，认知语言学基于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和对世界

的感知和概念化来研究语言，人体是人类体验和感知的必要途径。因此，从认知

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汉泰人体核心语素应该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本文基于认知语言

学的相关理论: 原型范畴理论、分类理论、概念化理论和隐喻理论，从语言外部

                                                             
①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11 月. 
②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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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泰人体核心语素进行对比研究。 

七、语料的选择 

本文语料库主要来自中国和泰国的权威词典，同时也采用了权威词典网站

上的语料库。汉语的语料主要来自《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国家语委现代

汉语语料库：http://www.cncorpus.org/，在线新华字典网站：

http://xh.5156edu.com/；在线汉典词典：http://www.zdic.net/；泰语的语料主要来

自：《泰汉词典》、《现代汉泰词典》（杨汉川）和《六万词泰汉英三语词典》、

https://dict.longdo.com/index.php 《longdo 在线词典》与《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ราชฉบับ
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พ.ศ. 2554 泰国皇家学院泰语大词典》以及泰国皇家学院泰语词

典大词典网站 http://www.royin.go.th/dictionary/。 

 

八、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本文参考斯瓦迪士的《二百词表》中的人体核心语素为基础，将每个人体

核心语素都看作一个大的语义场来加以研究，研究重点主要放在词义对比、二

语教学等方面，对人体词的研究也有，但并不是从核心语素的角度来研究的，

而从核心语素这个角度来研究汉泰人体词是比较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对汉泰人体核心语素的选择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汉

泰人体核心语素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从认知

的角度探讨汉泰语名词性人体核心词的对比，尽全面探究其构成、语义内容、

隐喻、转喻的构成、文化蕴含，探索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理解汉泰语词汇

系统的一些特点，同时，对于深化和发展词汇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http://xh.5156edu.com/
http://www.zdic.net/
https://dict.longdo.com/index.php%20《longdo在线词典》
http://www.royin.go.th/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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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概说 

 

第一节 汉泰人体核心语素的概念与构成 

 

一、人体核心语素的界定 

语素是最小的语音和语义组合，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语素不是独立

的语言单位。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词语的材料。说它是语音和语义的组合，是

有意义的语言单位，目的是为了将它与音节区分开来，有些音节只有音没有意义，

不能当作语素，如“雳”、“馄”。说它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不属于独

立运用的语言单位，目的是把它跟词区分开来。① 

斯瓦迪士(Swadesh)200 基本词汇是基本词汇中的核心,我们统一称为“核心

语素”。
② 而以瓦迪士(Swadesh)200基本词汇中的人体核心词，我们都称为人体

核心语素。这里面的核心词有些可以独立使用，可以看作是词，有些不能独立使

用，只能看作是语素。为了讨论方便，我们统一称作语素。人体核心语素在词汇

系统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将词汇分成多少个类别，人体核心语素始终是必

不可少的。这些人体核心语素除了本义外，还发展出其他的义项，而这些义项的

得来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反映人类的认知思维。词义的引申，

在任何语言中也存在意义扩展，这反映了认知的相似性。当然不同的民族，也有

认知的差异性。我们以人体核心语素为研究的中心，人体核心语素属于核心概念，

每个概念下都有很多词，构成一个语义场，穷尽式地找出场里的所有有关词语，

然后进行细致的研究。汉语的某个人体部位会有诸多细分，但在泰语中就笼统得

多，有的不一定在泰语中找到合适的对应形式。如，“头脑”指的是聪明，涉及

到两个语素，如“头”在汉语、泰语都是有的。  

研究者们对人体词语的叫法也不一样，有“人体词”、“人体核心词”、“人体

词名词”、“人体器官词语”、“人体器官名词”、“人体部位词”、“身体词”、“人体

隐喻”、“身体隐喻”等叫法。周莎《身体复合词的语义分析》（2011）把这些词

语统称为“身体词”。该文认为“人体词”虽然可指人体部位，但其中有些词的

本义并不只是限于指人体部位，也可以指动物的身体部位，所以将这类词称为“身

体词”比较恰当些。我们认为“身体词”这一称法也有道理，但本文中还是选用

“人体核心语素”的称法，只因为本文只关注指人体器官和部位的核心语素，不

包括指称动物器官和部位的其他词语。 

                                                             
①刘蔼萍主编，现代汉语，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09，第 40-44 页 
②陈保亚，汪锋：论确定核心语素表的基本原则，《第 38 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论文提要》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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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新指出，“人体的词”是指在人体器官的词和结构中含有人体器官的语

素的惯用词和表达。一些学者认为，有限的人类语言意识和广泛的人类语言意识

之间是有区别的。例如，王珏先生也定义了人体词（器官名词），这意味着器官

名词包括自然人的先天具有的身体，面部特征，四肢，内脏和其他器官名词，还

包括社会人的性格、才能意识等广义的器官的名词。①李玄玉（2003:5）的定义

是“人体词语，指的是表示人的身体部位的词语，如耳、目、心、头、手、足等。” 

人体核心语素具有非常强系统性，按语义场将各词进行分类。根据冯凌宇（2008）

的认为，汉语中代表人体各部位的词语，主要包括六大语义场（语义范畴）：头

部、躯体、四肢、脏腑、毛发、生殖器。这些语义场又包含如下子场：  

头部语义场——头、鼻、口、发、舌、耳、眼、牙 

躯体语义场——腹、背、颈、肤、肉、指、骨 

四肢语义场——手、脚、腿、膝、 

脏腑语义场——心、肝、乳、肠、血、脂 

除了以上人体主要组成部分外，还有表示头发、生殖器以及人体经络、骨骼、

腺体、膜、淋巴、血液和其他等词语，但不属于核心语素的范围。 

 

二、人体核心语素的特性 

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中一般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性: 

（一）具有系统性。人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是由人体器官的许多部

分系统组成的。例如，人体的上部是头部，中间是躯体，下部和四肢。这些部分

由许多部分包含的器官组成。例如，头部由诸如头皮，头发，脸，耳朵，眼睛，

眉毛，鼻子，前额和下巴的器官组成。由于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用人体各部分来的词来隐喻化的叫法自然也融合为一个完整系统。 

（二）具有稳定性。社会的发展变化，历史事件的发生，人们心理的变化都

会导致词汇的变化，包括新词的出现和旧词的消失，从而导致语义的变化，这种

情况还会继续出现。例如，如果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人们会创造新词或用新的

含义为新事物命名他们。当人们不再使用某些东西时，它们会消失，并且命名它

的词也会慢慢消失。比如：“元”、“首”被“头”取代、“领”被“脖子”取代。

只是与其他词相比较而言，变化较小，速度缓慢，因此具有稳固性特征。但人的

身体器官部位不像上述社会现象和事物一样消失或发生而改变人体部位。所以人

体器官部位的名称也是稳固的。语言词汇里, 指称人体组织的词语最为稳定。 

                                                             
①王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http://item.kongfz.com/book/637668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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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特征和思维方式使得每种语言中的人体隐喻

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细到不同的身体部位，它所代表的功能及地位也有差异，这

些往往在核心词语义差异上也有表现。因此，不同语言所表达的词的语义不同，

概括对象的范围也不同。在所具有的语义中包涵鲜明的民族色彩，如：在汉语中

“心”的古字的形像人或鸟兽的心脏，本意即心脏。古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

所以把思想感情称为“心”。又从思想的器官延伸到心灵、思想、观念、思想、

感情、气质等等，又延伸到思维、谋划。人的思想活动和感情变化比较亲密，而

心理和感情往往是一致的，因此认为“心”的概念中还蕴含着人的感情成分。传

统的心、神、情观念形成了汉族人的共同心态。如：“用心”、“劳心劳力”、“心

中不安”、“有口无心”。《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文选·曹丕·与吴

质书》:「东望於邑，裁书叙心。」、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心凝形释。」。

泰语中“ใจ /t͡ɕaj˧/（心）”可以转指“人、愿望、心情”，如“สมใจ/som˩˩˦.t͡ɕaj˧/（如

意）”、“พอใจ/pʰɔː˧.t͡ɕaj˧/（满意）”。“ใจ /t͡ɕaj˧/（心）”等，但在泰语中不能用来转指

“思想”方面的意思。 

泰国是重要的佛教国家。佛教是泰国的官方宗教，90%的人信仰佛教。数百

年来，佛教几乎与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风俗、文学、艺术和建筑。

等级观念也比较凸显，素有“黄袍佛国”的美名。在人体词中也有所表现，如：

“ใจพระ/pʰraʔ˦˥/（菩萨心肠）”、“ใจบุญ/cay bun/（仁厚、心善）”、“เอาใจเขามาใส่ใจเรา/aw 

cay khǎw maa sày cay raw /（将心比心）”、“หน้าเนื้อใจเสือ/nâanʉ́a cay sʉ̌a/（人面兽心）”、

“น ้าพึ่งเรือเสือพ่ึงป่า/náamphʉ̂ŋrʉasʉ̌aphʉ̂ŋpàa /（唇亡齿寒）”等等。与佛教有关的人

体词语一般都比较多地表现在熟语方面。 

 

三、 现代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对应情况 

现代汉泰语中的人体词语的基本情况对比如下： 

（—）头部词汇： 

【头、脑、脑袋、头脑、脑袋瓜、脑壳】=【ศีรษะ/sǐIsà/, หัว/hǔa /, สมอง/samɔ̌ɔŋ/】 

【头皮】=【หนังศีรษะ/nǎŋsǐisà/】 

【头儿、 门、 脑门儿、头顶】=【หัว/hǔa / ประตู/pràtuu / สมอง/samɔ̌ɔŋ /】 

【头发、辫子】=【ผม/phǒm /ผมเปีย/phǒm pia/】 

【脑勺子、脑勺、后脑勺、后脑勺儿、后脑】 =【สมองช้อนสมองด้านหลัง 
/samɔ̌ɔŋdâanlǎŋ/】 

【脸（面）、脸面、脸盘、面孔、颜面、面颊、面貌、面目】 

=【ใบหน้า /baynâa/หน้าแก้ม/nâakɛ̂ɛm/】 

https://dict.longdo.com/search/%E0%B9%83%E0%B8%88%E0%B8%9A%E0%B8%B8%E0%B8%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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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腮、腮帮子、腮颊】=【แก้ม/kɛ̂ɛm/】 

【额、额头、前额、脑门子、顶门儿】=【หน้าผาก/nâaphàak /】 

【下颌、下腭、颏、下巴、下巴颏】=【กราม/kraam / คาง/khaaŋ /】 

【脸蛋、脸蛋儿、脸蛋子、面颊、颊】=【ใบหน้าแก้ม /baynâa/kɛ̂ɛm/】 

【鼻、鼻子、鼻头】=【จมูก/chamùuk /】 

【鼻翼、鼻翅儿】=【ปีกจมูก/pìikcamùuk/】 

【鼻腔、鼻管、鼻旁窦】=【โพรงจมูก/phrooŋcamùuk /】 

【鼻孔、鼻子眼儿、鼻眼】=【รูจมูก/ruucamùuk /】 

【鼻中隔】=【ผนังกันในรูจมูก/phanǎŋkan nay ruucamùuk/】 

【眼、眼睛、目】=【ตา,ดวงตา/duaŋtaa/】 

【眼白、白眼珠】=【ลูกตาขาว/lûuktaakhǎaw/】 

【眼、眼珠儿、眼珠子、眼黑、眼球、眼瞳】=【ดวงตา/duaŋtaa/】 

【眼皮、眼皮子、眼帘、眼睑、眼泡】=【หนังตา/nǎŋtaa / หนังตาบน/nǎŋtaa bon/】 

【眼角、眼梢、眼犄角儿】=【ร่องหนังตา/rɔ̂ŋnǎŋtaa/】 

【眼眶、眼眶儿、眼圈、眼圈儿、眼圈子、眼窝】=【เบ้าตา/bâwtaa /】 

【耳(耳朵)】=【ห/ูhǔu/】 

【牙齿、牙、齿】=【ฟัน/fan/】 

【门牙、门齿、板牙、切牙】=【ฟันหน้า/fannâa/】 

【白齿，大牙,槽牙、磨牙】=【ฟันขาว/ fan khǎaw/, ฟันกราม /fankraam/】 

【犬牙、犬齿、虎牙】=【ฟันเขี้ยว /fan khîaw/】 

【奶牙、乳牙、乳齿】=【ฟันน ้านม /fan nám nom/】 

【牙龈、齿龈、牙龈、牙床、牙花】=【เหงือก /ŋʉ̀ak/】 

【咽喉、喉咙、嗓子、喉头】=【คอ, ล าคอ/lamkhɔɔ/】 

【口、嘴、嘴巴、嘴头、嘴子】=【ปาก/pàak/】 

【唇、嘴唇、嘴皮子】=【ริมฝีปาก/ rim fǐIpàak /】 

【颈、脖，头劲儿，脖子，脖劲，劲项，脖劲儿】=【คอ,ต้นคอ/tônkhɔɔ/】  

（二）躯体词汇： 

【身、体、躯体、躯干、身躯、身材、身段】=【ร่างกาย/râaŋkaay /, รูปร่าง/rûupràaŋ 

/】 

【胸、胸脯、胸脯、胸口、心口、怀、胸怀、心怀】=【หน้าอก/nâaòk/】 

【肋骨】=【กระดูกซ่ีโครง/kràdùuksîikhrooŋ/】 

【肩胛】=【ไหล่/lày/】 

【皮肤】=【ผิวหนัง/phǐwnǎ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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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乳、奶、奶子】=【เต้านม,นม/tâwnom/】 

【肚、肚子、肚皮、腹、腹部】=【ท้อง,หน้าท้อง/thɔ́ɔŋ/】 

【脐、肚脐 】=【สะดือ/sàdʉʉ/】 

【肚脐眼儿】=【ปุ่มท้อง/pùmthɔ́ɔŋ/】 

【背部、背、背脊、脊背、脊梁、脊】=【หลัง,กระดูกสันหลัง/lǎŋ/】 

【腰、腰板儿、腰杆、腰杆儿】=【เอว/eew/หลัง】 

【腋、腋窝、肢窝】=【รักแร้/rákrɛ́ɛ /】 

【骨头、骨子】=【กระดูก/kràdùuk /】 

【血】=【เลือด/lʉ̂at /】 

【膀骨】=【กระดูกไหล่/kràdùuklày/】 

【盆骨】=【กระดูกเชิงกราน/kràdùukchəəŋkraan /】 

【脉、血管】=【ชีพจร, เส้นเลือด/sênlʉ̂at/】 

【筋】=【กล้ามเนื้อ/klâamnʉ́a/】 

【髓】=【ไขกระดูก/khǎykràdùuk /】 

【臀、臀部】=【สะโพก/sàphôok/】 

（三）内脏词汇： 

【脏腑、五脏、五内、五脏六腑】=【อวัยวะ/àwayyáwá/】 

【心、心脏】=【หัวใจ/hǔacay/】 

【心包】=【เยื่อหุ้มหัวใจ/yʉ̂ahûmhǔacay/】 

【肺、肺脏】=【ปอด/pɔ̀ɔt/】 

【肝、肝脏】=【ตับ/tàp /】 

【胆、胆脏】=【ดี/dii /】 

【胆囊】=【ถุงน ้าดี/thǔŋnáamdii/】 

【脾、脾脏】=【ม้าม/máam /】 

【胰、胰子、胰腺】=【ตับอ่อน/tàpɔ̀ɔn /】 

【肾、肾脏、腰子】=【ไต/tay/】 

【胃、胃脏、胃囊】=【กระเพาะ/kràphɔ́ /】 

【肠、肠子】=【ล าไส้/lamsây /】 

【膀胱】=【กระเพาะปัสสาวะ/kràphɔ́pàtsǎaw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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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体词汇： 

 

【肩、肩膀、肩膀儿、肩头】=【ไหล่/lày/】 

【肩胛】=【ไหล่/lày/】 

【臂、胳膊、胳臂、臂膀、膀臂、膀子】=【แขน/khɛ̌ɛn /】 

【上臂】=【ต้นแขน/tônkhɛ̌ɛn/】 

【前臂】=【ปลายแขน/plaaykhɛ̌ɛn/】 

【肘，肘子，胳膊子，拐肘】=【ข้อศอก/khɔ̂ɔsɔ̀ɔk/】 

【肘窝】=【ข้อพับของข้อศอก/khɔ̂ɔphápkhɔ̌ɔŋkhɔ̂ɔsɔ̀ɔk/】 

【腕、手腕、手腕子、胳膊腕儿】=【ข้อมือ/khɔ̂ɔmʉʉ/】 

【手】=【มือ/mʉʉ/】 

【手掌、掌、手板】=【มือ/mʉʉ/】 

【掌心、手心、手掌心】=【ฝ่ามือ/fàamʉʉ/】 

【指、手指、手指头】=【นิ้วมือ/níwmʉʉ /】 

【大拇指、拇指】=【นิ้วหัวแม่มือ/níwhǔamɛ̂ɛmʉʉ /】 

【二拇指、食指】=【นิ้วชี/้níwchíi /】 

【三拇指、中指、将指】=【นิ้วกลาง/níwklaaŋ/】 

【四拇指、无名指】=【นิ้วนาง/níwnaaŋ/】 

【小拇指、小指】=【นิ้วก้อย/níwkɔ̂ɔy /】 

【六指儿、歧指】=【หกนิ้วนิ้ว/hòkníw /】 

【腿】=【ขา/khǎa /】 

【大腿、股】=【ขา/khǎa /,ต้นขา/tônkhǎa/】 

【膝盖】=【เข่า/khàw/】 

【小腿】=【ขา/khǎa】 

【腿肚、腿肚子】=【น่อง/nɔ̂ŋ /】 

【腿腕手、脚腕手、脚脖子】=【ข้อเท้า/khɔ̂ɔtháaw/】 

【膝盖、腘】=【หัวเข่า/hǔakhàw / งอหัวเข่า/ŋɔɔhǔakhàw /】 

【裸】=【เท้า/tháaw/】 

【踵】=【ส้นเท้า/sôntháaw /】 

【脚、足】=【ขา/khǎa / เท้า/tháaw/】 

【祉、脚祉、脚祉头、脚指头、足祉】=【ข้อเท้า/khɔ̂ɔtháaw/】 

【脚掌、脚板、脚底板、脚底】=【ฝ่าเท้า/fàatháaw/】 

【脚面、脚背、】=【หน้าเท้า/nâatháaw / หลังเท้า/lǎŋthá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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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掌、脚底、足底、跖】=【ฝ่าเท้า/fàatháaw/】 

【脚心、脚掌心】=【กลางฝ่าเท้า/klaaŋfàatháaw/】 

【脚跟、脚后跟】=【ส้นเท้า/sôntháaw /】 

以上是将汉泰语中的人体词的对应情况，通过比较，显示汉语人体词相对要

比泰语丰富、复杂。汉语里每一个人体器官语义场产生很多的词语。但在泰语里，

一个人体器官一般只有一个名称，最多只有三个名称。上面是我们搜集了头部词，

汉语 133 个，泰语 48 个；躯体词，汉语 57 个，泰语 28 个；内脏词汉语 28 个，

泰语 13个；肢体词,汉语 89个，泰语 40 个，总共汉语 307个，泰语 129个。 

在汉语中，由两个类型为“人体+人体”的语素组成的人体词主要是双音节

词，两个语素组合指的是与其中一个语素有关的部分。两个语素，一个为主，另

一个作为辅助性、修饰性的作用。比如，“鼻子眼”、“腿肚儿”中的“眼”、

“肚”不是指鼻子或眼睛或肚子，而分别表组成鼻子和腿的一个部分。此类词还

有： 

眼：肚脐眼； 

心：手心、手掌心、掌心、脚心、脚掌心、眉心； 

肚：腿肚、手指头肚儿、腿肚子； 

背：手背、脚背； 

头：乳头； 

皮：头皮、脸皮、眼皮、眼皮子、嘴皮、嘴皮子、； 

面：脚面； 

腕：手腕、手腕子、脚腕、脚腕子、胳膊腕子、胳膊腕儿、腿腕子； 

掌：手掌、脚掌； 

脖：脚脖子； 

 

第二节 现代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结构类型 

 

一、现代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结构类型 

在语言学领域，对构词法的学科归属有着不同的论述，有主张属于形态学的、

有主张属于句法学的，有主张构词法不属于语法学的等观点。构词法是指构词法

则，是语素和语素之间的组合方式，观察词内部的结构规律，是一个静态的规律。

下面，我们来看核心语素与核心词之间的结构类型。 

语素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出各种类型，按音位个数划分，在汉语中，一个

汉字即有一个音位，故一个语素有多少个音位，即表示其由多少个汉字组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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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音节语素例外。此外，双音节语素和多音节语素都可单独成词，因此，都是自

由语素，此类语素都是单纯词的一种。汉语词语的结构类型主要是单纯词和合成

词。单纯词指的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根据音节的多少，单纯词又可分为单音

节单纯词、双音节单纯词和多音节单纯词。汉语的单纯人体词汇基本以单音节为

主，如:头、脑、脸、发、面、眼、心、胃、手、脚等。 

合成词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合而成的词。根据语素的性质的不同, 

合成词又可分为重叠词、派生词和复合词。复合词的结构方式可分为偏正式、并

列式、动宾式、主谓式、补充式等。① 

按构词能力划分，由可否单独成词可以区分出自由语素和不自由语素两种类

型，但汉语有另外一种不能单独成词，但可和其他语素自由组合成词的语素，有

些人将其由不自由语素中加以区分，称之为半自由语素。② 

汉语中的偏正式构词要比并列式、主谓式、述宾式、动宾式和述补式构词方

式更为常见。汉语本身就是缺乏形态变化的孤立语，因此复合构词法的能产性强

于派生构词法，人体词也多数是以复合构词法构成的,且复合人体词的结构方式

也以偏正式为主。构成偏正复合词的两个语素在结构关系上是偏正关系，即前一

个语素修饰或限制后一个语素，后一个语素是中心语素，组成了一个人体语义场，

如： 

①名+名：拇指、脚底、足底、脚跟、脚心、脚腕、脚面、脚背、手指、手

指、肚皮、肚挤眼、掌心、乳牙、牙床、鼻翼、鼻腔、鼻管、齿龈、眼窝、手腕、

手掌、门牙、眼瞳、鼻眼、眼皮、槽牙、眼珠、眼黑、眼球、眼帘、眼眶、腹部、

背部、脑门子、脑袋、脑壳、头顶、脑勺、腰杆、腰杆儿等。 

②形+名：大牙、大指、小腿、大腿、前额等。 

③名+形：眼白、膝弯等。 

汉语偏正式的复合人体词主要所产出的复合词在词类性质、构词语素的语法

属性上倾向于产出“名+名”式结构的复合名词。 

泰语是以单语素为基本单位来进行构词的。泰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的语音形

式是音节，可以作为构词单位。泰国学者素提·翁蓬派布在《泰语中的巴利语梵

语》一书中对泰语语素的定义是：语素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作者并将泰

语语素分为两大类，一类语素为粘着语素，粘着语素不能独立成词，必须和其它

词或词根构成新词。而自由语素即可以和其它词或词根组合成新词，也可独立成

词。  

                                                             
①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②庞月光，刘利.《语法》.海峰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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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中也有丰富的词汇，其结构类型也具有多样性，单从结构上看，有单纯

词与合成词两种。而从音节上看，有单音节和多音节之分。单音节词，如：มือ[m

ʉʉ³³]（手）ใจ[chai³³]心；多音节词，如：เสีย[siia24] ใจ [cai³³]伤心、หัวหน้า

[hua²⁴naa⁴¹]领导。在泰语中的固有词里大多数词是一个音节表一个语素。单音

节语素的特点也符合汉藏语系的共同特点之一。音节的简化比较符合泰语本身的

表达习惯。单音节词和双音节单音节词在泰语中占主导地位。梵语、梵语和其他

语言中的复音词大部分是借用的。现代泰语中大量的双音节或多音节单纯词都是

在外来语的冲击下，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趋势发展。 

泰语构词法主要有两种。在这两种构词法中人体核心语素也有体现。一种是

词缀构词法。在词根或词干后面加构词词缀的方法称为词缀。 

泰语构词体系是发展变化的，是泰语本土词和外来词的构词方式相融合、相

互吸收、兼收并蓄的系统。泰语原有的构词方法最初是采用复合词构词与重叠构

词两大类。当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时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词缀构词，也称为

附加式构词，即前加式和后附式。附加式（派生式）简而言之，是指词缀和词根

的构词方法。词缀是虚语素，词根是实语素。泰语里的构词词缀主要以前缀和后

缀为主，泰语词缀是由实语素虚化后演变成构词词缀，其词缀虚化的程度不一，

有的在作词缀时还明显有实在的词汇意义，有的已几乎没有词汇意义完全语法化。

泰语里的词缀数量是有限的，但由于泰语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其佛教文化语言巴

利语、梵语对泰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产生了大量的派生词缀，其数量比同语系

的汉语可能都要多的多，大多数属于派生词缀。由于泰语有了构词方式的多样性，

词汇发生了变化，首先由原来的单音节的形式向多音节形式发展；其次，词汇意

义的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泰语的构词体系和词汇系统。如：“ดใีจ[dii³³cai³³]”

พอใจ[phɔɔ³³cai³³]（满意）等等。 

另一种构词法是复合构词法。将两个或两个词性相同的语素组合成一个新词，

新词的词性与构词语素的词性相同。在现代泰语中，复合构词法的能产性越来越

强。泰语中有两种复合构词法：名词复合词和动词复合词。泰语采用复合法构成

的复合词其内部结构可总结归纳为下列表法式:  

名词语素+名词语素  

复合法   

动词语素+动词语素  

泰语采用复合法构成名词性复合词的例子不是很多。泰语名词的复合法和动

词的复合法。泰语名词的复合法和动词的复合法,其结构形式可用“N+N=N”和

“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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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N=N หน้า + ตา（脸 +眼） “脸目” 

หัว + หน้า（首 +脸） “首脑” 

หลัง + มือ（背 +手） “手背” 

น้ว+ เท้า（趾 +脚） “脚趾” 

（2） V+V=V 例如:หลงั + มือ （背 +手） “手背” 

由上可见,泰语复合词的复合词法基本上使用名词和动词两种情况构词。 

例（1）N+N=N 结构，是由两个词性相同的名词语素组合构成名词性的复合

词。如： 

หน้า + ตา（脸+眼）“脸目”，หน้า“脸”+ตา“目”两个名词语素组合构成“หน้าตา 脸

目”，是名词性复合词。 

例（2）V+V=V 结构，是由两个词性相同的动词语素组合构成动词性的复合

词，如:คิด + ถึง（想+到）“思念”，คิด“思”+ถึง“念”两个动词语素组合构成“คิดถึง

思念”，“คิดถึง 思念”是动词性复合词。但人体词语都是名词性语素，在例（2）

动词性复合词没有出现人体语素词，此处只做整合与参考。 

 

第三节 现代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能产性 

 

现代汉语词汇一般分为基本词和一般词两大类。基本词包括表示自然界现象

和事物、表示生产和生活资料、表示时令和方位概念、表示基本动作变化、表示

基本性质状态、表示人体部位器官、表示数量、表示人称和指代关系的一些词。

人体核心语素既然被列入基本词汇之中，它就具有基本词汇的特点,是构成新词

的基础。斯大林说:“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是基本词汇，其中就包括成为它

的核心的全部根词。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少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

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① 

美国语言学家斯瓦迪士(S.wadesh)考察了多个国家的语言,最后总结出了人

类语言的 200核心词，而人体词在其前 100 核心词之列，由此可知所有的人类语

言中都含有人体词。而语言中其它词语是在核心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对

人体词这类核心词的研究非常有意义。② 

语言中的其它词语是在核心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人体词汇属于核心

词,它的能产性强于其它词汇。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产生出的新词的实际数量的

                                                             
①转移自符淮靑：《现代汉语词汇》(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56-157 页。 

②周莎：《身体复合词的语义分析》，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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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和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汉语和泰语中的人体语素的能产性的强和弱。 

基本词是人们熟悉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词更易于理解、接受和传播。有

的人体词很灵活地跟其它很多词（字）组合并产出新词，有的人体词则不大灵活、

很少与其他词（字）组合并产出新词。人体词语是具有不同语用特点的语汇集合

的系统，是语言中的基本词汇，虽然它数量不多，但在构词过程中往往具有很高

的能产性。人们根据人体各部位器官的形状、位置、性质、生理功能等创造了诸

多的人体词语。① 

泰语不属于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没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其主体词汇是复合词

与派生词，复合式是泰语里的强势构词方式，派生式不是泰语的强势词法模式。

泰语里的词缀数量有限，但是构词却有一定的能产性。泰语词缀从来源上来说，

主要有自源性和他源性。自源性词缀，是指来自于本民族固有语言，即，音、形、

语素义全来源于本民族语素的词缀。他源性词缀，指来自其他民族语言并受其他

语言影响的词缀；泰语里自源性和他源性词缀都有，但多数是他源性词缀，来源

于外来语言，来源于本民族语言的词缀数量很少。 

 

下面我们从数量方面具体对比考察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能产性。 

 

一、汉语人体核心语素的能产性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增加或变换新的词语。汉语中的大量双音

节词语都是在单音节基本词的基础上构成的。在它们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词更

便于理解、接受和流传，也是人们所熟悉的词语。有的人体核心语素很灵活地跟

其它很多字(词)组合并产出新词，有的人体核心词则不大灵活、很少与其他字(词)

组合并产出新词。我们通过统计词典收录的词语的数量来进行统计和分析来测量

能产性。 

我们以《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统计所收集的以人体词(字)为语素构成

的复合词，并对其进行能产性的分析。
② 

从所产生的义项数量上看，汉语人体词的能产性，有的人体词能构成数十个

词语，而有的却只能构成一两个词而已。在《现代汉语词典》有头部词“头、首、

脸、脑、面、眼、目、发、眉、耳、鼻、口、嘴、牙、齿、舌、额”(17个)；内

脏词“心、肝、胆、肺、脾、肾、胃、肠、血”(9 个)；躯体词“皮、骨、脖、

                                                             
①
转引自索伦嘎：《汉蒙人体成语对比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14 页。 

②
转引自阿荣宝丽尔：《现代汉蒙语人体词汇对比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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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肩、胸、背、腰、肚、腹、屁股、脐、脊”(13个)；肢体词“手、脚、足、

腿、膝、踵、腋、臂、腕、指”(10 个)共 49 个人体词构成的 2000 多个双音节

词。其中由“心”构成的有 259个，由“手”构成的有 205个，由“头”构成的

有 180个，由“口”构成的有 166个，由“面”构成的有 119个，由“眼”构成

的有 112 个，由“耳”构成的有 112 个，由“目”构成的有 70 个，由“嘴”构

成的有 69 个，由“脚”构成的有 69 个，由“皮”构成的有 61 个，由“骨”构

成的有 59 个，由“脸”构成的有 46 个，由“牙”构成的有 43 个，由“背”构

成的有 39 个，由“足”构成的有 28 个，由“胆”构成的有 24 个，由“血”构

成的有 24 个，由“眉”构成的有 24 个，由“腰”构成的有 21 个，由“鼻”构

成的有 20 个，由“齿”构成的有 19 个，由“腹”构成的有 18 个，由“腿”构

成的有 18 个，由“肠”构成的有 16 个，由“舌”构成的有 11 个，由“肺”构

成的有 9个，由“肚”构成的有 8个，由“肝”构成的有 7个，由“胃”构成的

有 7个，由“脾”构成的有 4个，由“肾”构成的有 2个词。 

其中，在人体核心语素部分中，“心”所构成的词数最多。关于“心”的语

义，李慧亭在硕士论文《心与语素心的语义分析与修辞解释》（2012）中，对《汉

语词典》中以“心”为语素的词进行了统计。她共收录了 1621个单义词, 495

个多义词，共 2116 个“心”类词，并对”心”的各义项进行归类、整理、比照。

通过归类和整理，把“心”的义项分为 7 类，即(1)心脏；(2)心脏的位置泛指胸

部和腹部；(3)古人以心为思维器官，故后沿用为脑的代称；(4) 一切情感意识、

精神活动的统称称；(5)中央，中心，核心；(6)指树木上的刺、植物的雄蕊或芽

尖等；(7)星名。其中，第四个义项是使用频率最高，在 1621个单义词中有 1420

个词在这个义项上产生的。在现代最常用的基本义。此义项“使用频率之高，就

在于这个义项指向的是“心”的心理学寓意，用它可以来表示思想、感情、意识、

态度、意志、性格、肚量、智慧、品行等静态的精神产物，还可以表示挂怀、思

虑、谋划等动态的精神活动，语义范围广，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较为紧密”。
①

综合此上可见，“心”字在汉语人体核心词中，能产性极强，而且其语义为主要

沿着思想、情感、意识、精神活动、意志、肚量等精神产物”的方向解释。 

 

二、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能产性 

从数量上看，泰语核心语素的能产性，同样有的人体核心语素能构成词语比

较多一些，有的只能构成一两个词而已。我们在统计《皇家学会泰语词典》中的

                                                             
①李惠婷:《“心”和语素“心”参构词语的语义分析及修辞阐释》，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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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头部词“头、脑、发、脸、面、眼、眉、耳、鼻、口、牙、舌”(12个)；内脏

词“心、肝、胆、肺、脾、肾、胃、肠、肠、血”(10个)；躯体词“脖、肩、皮、

胸、肚、骨、血、背、腰、脊、脐”(11个)；肢体词“手、脚、足、腿、膝、踵、

腋、臂、腕、指”(10个)共 42个人体词。 

其中由“心”构成的有 67个，由“手”构成的有 60个，由“头”构成的有

250个左右，由“口”构成的有 84个，由“面”构成的有 180个，由“眼”构成

的有 90 个，由“耳”构成的有 47 个，由“嘴”构成的有 83 个，由“脚”构成

的有 30个，由“皮”构成的有 8个，由“骨”构成的有 10个，由“牙”构成的

有 13 个，由“背”构成的有 10 个，由“足”构成的有 15 个，由“胆”构成的

有 16个，由“血”构成的有 36个，由“眉”构成的有 2个，由“腰”构成的有

3 个，由“鼻”构成的有 3 个，由“齿”构成的有 15 个，由“肚”构成的有 56

个，由“腿”构成的有 35 个，由“肠”构成的有 21 个，由“舌”构成的有 35

个，由“肺”构成的有 8 个，由“肝”构成的有 9 个，由“脾”构成的有 1 个，

由“肾”构成的有 1个词。 

其中，在泰语人体核心语素部分，只从所产生义项的数量上看泰语人体核心

语素的能产性，有的人体词能构成数达数十个词语，而有的却只能构成一两个词

而已。从总体上看，从头部伸出的单词最多，从内脏延伸的最少。由于其明显的

位置、特殊的形态和重要的功能，使其具有最高的突出性。就头部等功能元素而

言，突出度也是最高的。从人体头部的功能元素去考虑，在数量上相比，汉语头

部词语的语义转移数量要多于泰语的。汉泰语在人体核心语素语引申义词汇上还

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头部词语的数量与肢体词语的数量相差很大。特别是在引申

义词的数量上相比，汉语头部词语的语义转移数量要多于泰语的。头部引申义最

多的意义是汉语的“头”与泰语的“หัว/hǔa/头”，排在第二位是汉泰的“ตา/taa/

眼”，在两个语言中排在第一与第二位的差距非常接近，而与第三位的“ปาก/pàak/

口”相差也不大，泰汉语不同的是泰语的第四位是“ฟัน/fan/牙齿”，汉语的是“眉、

鼻子”最后是泰语“คิ้ว/khíw/眉”。由于两国文化的差异和区别，头部词语突显度

的高低应该是跟汉泰语中其各自具有形貌、位置、功能元素、长度单位方面等的

意义相关。 

肢体词语的引申义是功能元素方面最突显的。汉泰语中的肢体词语最多的引

申义是泰汉的“มือ/mʉʉ/手”，汉泰语中不同的是排在第二位是泰语的“หลัง/lǎŋ/

背”、“เท้า/tháaw /脚”与汉语的“臂”、“脚”，将第一位和第三位相比相差了一半，

第三位是泰语的“คอ/khɔɔ /脖”与汉语的“背”突显度较为低的。这里能的是衍

生的意思很少，只有功能和形态特征。内脏词语引申义是功能元素方面突显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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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泰语中的肢体词语隐喻最多的引申义是“ใจ/ chai /心”，第二位是泰语的“肠

/ไส้”与汉语的“肠”、“胆”，泰语和汉语的第一位与第二位相比差距不大，但将

排在泰语第三位的“ท้อง/tɔ́ɔng /胃”和汉语的“肚”、“肝”和“脾”和第四位的泰

语的“ตับ/dtàp /肝”相比差距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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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类型 

 

核心语素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从语言基础来看，有单语核心语素、多语核

心语素和全语核心语素；从存在状态看，有语言语素和语用核心词；从时间维度

看，有共时核心语素和历时核心语素；从语域看，有通语核心语素和方言核心词；

从词汇地位上看，有轴心核心词和边缘核心词。这些不同类型的核心语素既有联

系又有区别。核心语素大体有如下共性特征：（1）使用率高。即经常被不同的人

所使用。（2）分布面广。可在不同语体、不同题材、不同文体中使用。（3）稳定

性强。即在一定时期内使用稳定，而非昙花一现。（4）流通域宽。通行于同一语

言集团的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中。（5）组合力强。能较自由地与其他词语进行

较广泛的组合。以上几点既是核心语素的基本特点必须依据的因素和条件。 

汉语属于孤立语型语言，绝大多数是单音节的语素。泰语也是一种分析和孤

立的语言。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不同声调区分词汇和语法功能。人体词

作为汉泰语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系统性。在此，我们仅从共时层面，根据

不同的分类标准，人体核心语素有以下不同的分类情况。 

 

第一节 按语义场分 

人体核心语素是非常系统的，按语义场可分为以下几种： 

 

表 1头部语义场（8 个） 

人体器官—头部词语 

汉语 头 发 耳 眼 鼻 口 牙 舌 

 

泰语 

หัว 

/hǔa/ 

ผม 

/phǒm/ 

หู 

/hǔu/ 

ตา 

/taa/ 

จมูก 

/camùuk/ 

ปาก 

/pàak/ 

ฟัน 

/fan/ 

ลิ้น 

/lín/ 

 

表 2四肢语义场（5 个） 

人体器官—四肢词语 

汉语 手 指 腿 膝 脚 

 

泰语 

มือ 

/mʉʉ / 

นิ้ว 

/niẃ/ 

ขา 

/khǎa / 

เข่า 

/khàw / 

เท้า 

/thá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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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脏腑器官语义场（5 个） 

人体器官—内脏词语  

汉语 心 肝 肠 血 脂 

 

泰语 

ใจ 

/cay/ 

ตับ 

/tàp / 

ไส ้

/sây / 

เลือด 

/lʉ̂at / 

อ้วน 

/ûan/ 

 

表 4 躯体语义场（7个） 

人体器官—躯体词语 

汉语 颈 背 腹 骨 肤 乳 肉 

 

泰语 

 

คอ 

/khɔɔ/ 

หลัง 

/lǎŋ / 

ท้อง 

/thɔ́ɔŋ / 

กระดูก 

/kràdùuk / 

ผิว 

/phǐw / 

เต้นม 

/tâwnom/ 

เนื้อ 

/nʉ́a/ 

 

此上为大的分类，可以根据主要类别进一步细分。人体是一个整体，人的语

素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单位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存在的各组成单位是相互

联系、互相制约的。人体核心语素存在整体和局部等层级关系。 

 

1．头部语义场  

（1）头部：头、口、鼻、耳、眼 

→牙（齿）、舌、  

（2）颈部：颈 

2．四肢语义场  

（1）上肢：手、指  

（2）下肢：脚、腿、膝  

3．脏腑器官语义场  

各脏腑器官是同一层级的并列关系，表现为脏腑器官→心、肠、肝  

4．躯体语义场：背、腹、肉 、乳 

由以上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头部语义场的数量最多，层级也复杂，其次是四

肢语义场。脏腑器官语义场和躯体语义场的各个语素则多为同级关系。为了便于

后文的分析，同时使文章的结构更为清晰，本文在展开论述时将各语义场的人体

头、发、耳、眼、鼻、口、牙、舌在此基础上作了更为细致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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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按义项的多少分 

义项是词的理性意义的分项说明。一个词通常多个意义，每一个意义就是一

个义项，在词典用条目来表示。词的义项多少是根据词出现的语境观察出来的。

如果该词在所有语境中只有一个意义，这个词便只有一个义项；如果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意义，那么这个词则有多个义项。① 

根据语境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义词，另一类是多义词。

我们将包括汉泰人体大部分人体词语按照所在位置分成四类：头部词语、躯干词

语、四肢词语和内脏词语，再通过汉语的《现代汉语词典》和泰语的《皇家学会

词典》给每个汉泰人体名词的义项来对比汉泰人体名词的分布情况。 

 

表 5汉泰人体头部词语义项对比表 

 

表 6 汉泰人体躯干词语义项对比表 

 

表 7 汉泰人体四肢词语义项对比表 

 

                                                             
①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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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汉泰人体内脏词语义项对比表 

 

从以上四个汉泰人体词对照表中我们发现： 

（1）大多数人体词都是多义词，占所用人体词语的 84.78%。相反，单义词

很少，泰语的 43 个人体名词有 7 个是单义词，即外部器官“ผาก/phàak /（额）”、

“รักแร้/rákrɛ́ɛ/（腋）”、“ข้อ/khɔ̂ɔ /（腕）”、“เข่า/khàw /（膝）”、“ม้าม/máam /（脾）”、

“ไต/tay /（肾）”和“กะเพาะ/ kàphɔ́ /（胃）”，而汉语的 49 个人体名词只有 7 

个，即外部器官“发、肚、膝”和内脏器官“肺、肝、脾、胃”是单义词。 

（2）我们通过对照表的平均数值发现，义项最多的词语聚集于头部器官，

汉语头部词语平均数值为 49.2，泰语头部词语平均数值为 41.4；排在第二是人

体躯干词语，分别是汉语躯干词语平均数为 20.8，泰语躯干词语平均数值为 

21.7；排在第三是汉语四肢词语义项和泰语内脏词语义项，其平均数值分别是 

19.2 和 19.1；最少的是汉语内脏词和泰语肢体词，平均值分别为 10.8和 17.8。

这说明汉泰人体名词从头、躯干、四肢、脏腑逐渐弱化，这与器官的位置直接相

关。头、躯干、四肢等外部器官都在人体外，人类对它们的认知更具体、更生动。

再加上大部分的外部器官都可以活动，比如头、嘴、手、脚等，所以容易将它们

联想到其他事物。相反，内脏在体内，除了“心”还可以感到它的存在之外其他

的器官相对来说比较静止，加上我们平时看不到它，对其形状或者功能也不太熟

悉，所以就很少对它们联想到其他事物。 

（3）汉泰人体名词的共同义项很多，这显示了我们的认知机制是相同的。

例如，汉语中“脸，脸”的基本意思是“头的前面，从额头到下巴”，但因为它

可以用来区分人和人，所以可以专门用来指代“人”。例如，汉语有“新面孔”

和“老面孔”，泰语也有“หน้าใหม่/nâamày /（面+新）”“หน้าเก่า/nâa kàw /（面+

旧）”。此外，还可以专指“表面的虚荣”，如汉语的“爱面子”“丢脸”，泰语的

“หน้าด้าน/nâadâan /（脸+厚=厚脸皮）”“ขายหน้า/khǎaynâa /（卖+脸=丢脸）”等。 

（4）汉语人体名词的义项显然比泰语多不少，汉语人体词总义项为 187 个，

而泰语人体词总义项为 152 个，相差 35 个义项。其中，只有 13 个人体词语

的义项比汉语多，即“หน้า/nâa /（脸）”“หู/hǔu /（耳）”“คิ้ว/khíw /（眉）”“จมูก/cam



33 

 

ùuk /（鼻子）”“ลิ้น/lín /（舌）”“ไหล่/ lày/（肩）”“ก้น/kôn /（屁股）”“แขน/khɛ̌ɛn 

/（臂）”“ขา/khǎa /（腿）”“ไต/tay /（肾）”“ปอด/pɔ̀ɔt /（肺）”“ไส้/sây /（肠）”

和“ตับ/tàp /（肝）”。① 

 

第三节 按语素功能分 

一、汉语人体核心语素 

语素是语音和语义的最小组合，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语素不是一个

独立的语言单位，它的主要功能是构成词的材料。说它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

是一种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其目的在于区别于音节。有些音节只有音没有意义，

不能作为语素，如“雳”、“馄”。说它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不属于独

立运用的语言单位，目的是把它跟词区分开来。②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少数

的语素，不仅不能独立成词，就是跟别的语素组合时位置往往也是固定的。 

从语言功能方面分析，根据葛本仪（2004）《现代汉语词汇学》（修订本）中

的分类，词素可以分为可成词词素和不成词词素两种类型。成词词素是指单个语

素不仅可以作为语素与其他语素一起构成一个词，而且可以独立构成一个词，也

就是说它可以独立地构成一个词。不成词词素是指这种词素只能和其他词素进行

组合来构成新词，却不能单独地造成一个词了。
③ 根据这个标准，人体词素分类

如下： 

1.可成词语素：（30 个）头、脸、嘴、口、唇、牙、眼、额、腮、咽、喉、

手、拳、 

脚、腿、胯、心、肠、胃、胆、肝、脾、肺、肾、胰、肩、胸、腰、背、腹。 

2.不成词语素：（28）首、脑、面、颜、吻、舌、齿、鼻、耳、目、眉、眼、

脖、颈、嗓、指、掌、腕、臂、膀、膊、肘、腋、足、膝、趾、肚、脊、肛。 

人体核心语素自古以来便处于一种渐进的状态。它们均发生在历史上的文字

面前。古今汉语里面有些词素能够独立成词。所以，它们不仅能当作词素，也能

在汉语的历史发展中生成词，也就是说，现在能形成词的词素。另一种状况是古

汉语中有些语素能独立成词，然而发展到现代汉语时，又从语素变为了非语素。

在词与非词的演变过程中，有一半的人体语素历经了功能转换。 

我们针对人体词素的研究主要包括语素意义和构词能力的变化。需要注意的

是，人体语素的一些引申意义在输入时出现了变化（如户口、司机），有些在入

                                                             
①转引王颖芝：汉泰人体名词引申义对比研究,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17 年 
②张斌．现代汉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2003 
③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修订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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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时仍代表人体语素。与其他词素结合后，它们的词义发生了变化，如“左右手”

隐喻表示强有力助手。这些词义与现代汉语中“能工巧匠”的意思最为接近，但

当用手作词时，仍是人体的意思，与左、右两语素组合产生比喻意义。 

 

二、泰语人体核心语素 

泰语是孤立型语言，泰语词汇大多数是单音节词。但受语言接触的影响，泰

语吸收了大量梵语、巴利语和高棉语词汇，并大量借用了东西方国家语言。这些

词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泰语的语素，它们与固有语素以各种方式组合成新词，从

而导致了大量不同于固有词的泰语复音词的出现。泰国教育部(2012)《泰语语言

标准 II(泰语构词法)》一书指出,泰语复合词(compounding)是用两个或两个上

的语素组合而成的新词,组合复合词的语素可以能单独使用的成词语素。①《泰语

规则》对“单纯词”的定义为，泰语里最小的语言单位是语素，词素有丰富的意

义，不能再次分隔，词素由单个音节或多个音节组成，同时还能充当句子成分。
②《泰语结构》一书里称：“泰语词汇至少有两大特点。一是，泰语词汇形成是泰

国的社会生产生活和历史结晶。二是，泰语词汇有本土的和外来的语言学特点。

泰国教科书里将泰语的构词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用泰语本语的构词方式，包

括：单纯词、合成词、重叠词、重复词。第二种是泰语中其它语言的构词方式，

包括：派生词（前缀、后缀）、词形变化、萨玛复合、顺替复合、嬗变、音译词。

根据词性将泰语分为八大词类，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介词、连词、叹词、

语气词。数量词则归在名词中”
③ 

第一种是泰语本语固有词也可称之为本土词或本语词，本土词以单音节词为

主，两个以上音节的词是在单音节词根的基础上构成的。而本土词中单音节词中

以名词的数量居多。其中表人体器官的名词，例如：  

ห/ูhuu²⁴/耳朵、ตา/taa³³/眼睛、มือ/mɯɯ³³/手、คิ้ว/khiu⁴⁵³/眉、ปาก/paak²²/嘴、

แขน/khɛɛn²⁴/ 胳臂、ขา/khaa²⁴/腿、นิ้ว/niu⁴⁵³/手指、หัว/huua²⁴/头。 

第二种是泰语中其它语言的构词方式，词素由多个音节组成。更多的是广泛和普

遍的借助外来词。在人体词方面的有“จมก[ูca²²muuk²²]鼻子”、“กระเพระ/kràphrá

/胃”、“ส้นหลัง/sônlǎŋ/脊”等。 

泰语外来词的大量出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整个泰语词汇体系和泰语的表达

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泰语本族语词汇的单音节模式，并发展为双音节

                                                             
①泰国教育部:《泰语语言标准 II(泰语构词法)》，曼谷:泰国教育局出版社，2012  
②颂猜．占哈塔甘吉.《泰语规则》.曼谷他那萨有限公司出版，佛历 2551. 
③《泰语结构》.清迈大学人文学院.泰语教研室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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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泰语出现了单音节、双音节和少数几个音节并存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泰语的结构特征。大部分借词是不同民族在历史长河的交流中，把非本民

族的语言吸收到本民族语言中来的结果。 

  



36 

 

第三章 现代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语义分析 

 

第一节 词义 

 

词 义 在 语 义 中 的 中 心 地 位 源 于 词 在 语 言 中 的 地 位 。 索 绪 尔

(Saussure.Ferdinandde)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曾经就指出，词“是语言的机构

中某种中心的东西”。A.И.斯米尔尼茨基 (A.И.Cmhphhukhh) 说: “词典方面

和语法方面的成素在词上交错起来, 穿插起来，互相作用起来。所以词的身份不

仅是词汇的基本单位，而且也是语言的一般性的中心单位、枢纽性单位。 

因此，对词的真实特征有了清晰的认识，是真正理解几乎所有语言现象的必

要前提，也是准确研究语言的必要前提，科学地描述和理解语言文字是音与义的

最小结合独立使用。单词和短语组成短语，单词和短语组成句子。一个句子的意

思由构成这个句子的所有单词的意思组成。因此，词义的分析与研究对句子乃至

整个语篇（或文章）的分析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词义在语义学中占有中心地

位，词义研究对整个语义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词的基本义与引申义 

有关人体核心语素本义与引申义，冯凌宇（2003）在《汉语人体词汇研究》

中有说：“本义与引申义的宏观共时关系是词语语义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本义, 

即词的原始意义，造词之初的意义, 通常可借该词的词形分析得出。引申义，即

在词的使用过程中,由本义直接或间接派生出来成为词的一个固定的意位，比喻

义也是引申义的一种。本义是多义词词义系统的核也，是词义运动的起点，引申

义是词义沿本义方向运动的结果”。①基本义是指多义词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意义。

屈六生（1986）“多义词的几个意义虽然不同，但彼此又有联系，而其中必有一

个意义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这个意义就叫基本义。”②它是多义系统的核心，是多

义词发展演变的起点。如将某种语言的词汇数量同本语言的语义体系相比，后者

会比前者多得多，这是一种必然的关系。因为一个词不一定要表达一种意义，而

是可以表示多项意义。人体词语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核心词汇，比较稳固，因而

没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亡，且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基本义与引申义不是相对的，基本意义可以是原意，也可以是引申义。对于

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来说，多数语素的基本义都可能是其本义，但也有的词语是

                                                             
①冯凌宇.汉语人体词汇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②屈六生.满语中的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J].满语研究，1986,(2).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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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申义才表示人体器官部位。但是因为各地区的地理条件、生活方式、风俗习

惯也会随着地域文化的差异而有差别，不同地域人民对于同一事物或现象的语义

取向不同、心理情感等不同、相似或相关联想的情况就有差异，因而词义引申情

况也有差异。许多基本含义都指人体器官的各个部分，也有引申意义。张永言先

生指出:“给比喻性转移提供特别丰富的语言材料的是有关身体等的名称。” 词

义发展的途径是引申，这无非是隐喻和转喻（转喻）。隐喻建立在两个意义所反

映的现实现象的某种相似的基础上，是由相似联想引起意义引申。袁庆德在《词

义究竟是如何引申的》指出“换喻是两类现实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

系在人们心目中经常出现而固定化，因而可以借用代表甲事物的词去表示乙事物，

从而使代表甲事物的词产生新的意义的现象”。① 可见换喻引申是相关联想的结

果。词的意义可以通过隐喻和转喻的延伸而增加许多新的意义，从而使语言用较

少的词来表达更多的意思，这符合语言经济的原则。有引申义的人体词语可以表

达很多非指称人体的意义，丰富了人体核心语素的表达能力。周光庆在《试论从

本休论角度研究汉语词汇》中指出“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表明:面对一种事物,人们

会产生什么联想，是受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是事物之间的关联的强度；

一方面是人的定向、兴趣和情感等文化心理状态。”
② 隐喻的相似性、换喻的相

关性都可能受到社会、思维和语言三因素的制约，由于受到特定地域文化模式制

约,其派生结果必然会在不同方言中显示出其个性化特点，因而表示同一事物、

意义相对应的词语在不同语言中常常存在或大或小的意义差异。 

 

二、词的理性意义与附加意义 

词义在语义学中一直占有中心地位。对于“词义”的定义，古今语言学家的

看法并不一样,下面是较有代表性的见解： 

1、认为词义就是事物的名称。这是古希腊的伯拉图提出来的这一看法是片

面的，并不能全面概括词的意义，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词并不是有关事物的名称，

而是反映人类或事物的性质、状态、行为或语法的功用等等的。 

2、认为词义就是概念的意义，“词即概念”。不少传统语言学家赞同这一看

法。然而这也欠妥当。因为词义除了包含概念之外，还包含人们对事物的各种主

观感受，如褒奖色彩、风格色彩和形象色彩等等。 

3、认为词的意义是由词与外界的关系、词与世界事物的关系构成的。这一

说法适用范围比“命名说”广，但词的深层意义和词的各种附加意义仍没有包含

                                                             
①袁庆德：《词义究竟是如何引申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②周光庆：《试论从本休论角度研究汉语词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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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 

4、认为词的意义是概念意义与其他意义的统一。这是英国语言学家利奇的

观点。他认为一个词的意义除了其他意义外，还有概念意义：文体意义、情感意

义、搭配意义等。（见利奇《语义学》）中国国内的大多数语言学家的看法与利奇

的观点大致相同。如黄伯荣等人也认为，词义的核心是理性意义(概念意义)，其

次是形象色彩、情感色彩和文体色彩等。 

一般语义学研究者认为，词的意义可以分为表层概念意义和语用内涵意义。

概念意义是语言交际(包括口头和书面交际) 中所表达的词的基本意义，它被收

录在词典中，与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没有直接关系。概念意义可以分为几个语

义成分，对概念意义的理解不会因人而异。概念意义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或概括。

因此，当客观事物发生变化和发展时，概念意义也会发生变化。内涵意义是独立

存在但依附于概念意义的意义。它因人而异，年龄不同，社会国家不同，年龄不

同。词的内涵意义往往与客观事物的性质和特征有关，所以用于反映或概括客观

事物的不同语言的词语可以具有相同的内涵意义，不同语言的一些词语可以具有

相同的内涵意义。 

词义的核心是理性意义(概念意义)，即词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范围和本质。

而理性意义只是词义的基本内容。一个词的意义往往还有其他含义，即人对客观

对象的主观感受。这些主观感受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词义的附加色彩——形象色

彩、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 

 

第二节 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引申义 

 

词语所指的对象大都有一定的特征，人们从事物特征入手，采用传统的整体

思维方式进行分析联想，然后就产生了相关的引申义。与其他词语一样。与一般

词语的引申不同的是，人体核心语素主要通过器官部位在人体本身的空间位置和

在人体生理中的功能作用来比喻和联想,其他词语的引申则通过某种逻辑关系的

相因推导来完成。 

在人体核心语素当中，有的词语本义是指人体器官的，但后来有基本义引申

出另外一种新意，不表示人体器官。我们通过包括汉语与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基

本义和引申义的比较分析，考察汉泰两种语言人体核心语素语义的共性特征和个

性特征。同时我们为了使人体语素更加全面、系统地按照所属语义场展示汉泰之

间的对比，除了描写和分析人体核心语素外也尽可能地描写和分析其他人体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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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部语素 

人体核心语素本身就是按意义划分出的语素系统，同一语义场的语素往往呈

现出相似性。同时，为了使研究思路更加清晰，本文采用了根据语义关系对人体

核心语素进行分类的方式。头部有许多语素，根据意义的关系分为六类。划分原

则是语素在指称上基本一致或位置相近：一、头类：头、首、脑；二、面类：脸、

面、颜、额、腮；三、口类：嘴、口、唇、吻、舌、牙、齿；四、耳类：耳、鼻；

五、眼类：眼、目、睛、眉；六、颈类：脖、颈、咽、喉、嗓。每个子场以构词

能力最强、语素引申意义最丰富的语素为主语素，并以此命名。这些主语素里有

的是口语化的，有的是书面语化的，不尽相同。①（参考张茜 2011） 

头部语义场为：头、脸、鼻子、耳、嘴、口、牙、舌、唇、下巴、胡子、额

头、头发、眉、眼、喉呢、膀子。由此扩展开来，头部词汇就包括：头（头脑、

头颜、脑袋、脑袋瓜子、脑瓜子、脑瓜儿、脑壳）、脸（脸孔、脸蛋、脸盘、脸

膛、脸面、面容、面相、面庞、面孔、颜面、面颜、面颊、面貌、面目、眉目、

嘴脸、眉眼）、耳（耳根、耳朵）、眼（眼、肉眼、眸子）、鼻（鼻子、鼻头、鼻

翼）、嘴（嘴巴、嘴头、口）、牙、舌头、喉咙等。 

 

在此，选择汉语人体核心语素“头、脸、面、口、嘴、舌、牙、齿、耳朵、

眼睛、眉、鼻子” 12个头部词和泰语人体核心语素 “หัว/ hǔa /、หน้า/nâa /、ปาก/p

àak /、ลิ้น/ lín /、ฟัน/fan /、ห/ูhǔu /、ตา/taa/、คิ้ว/khíw/、จมูก/camùuk/”10个头部

词语作对比分析。 

（一） “头”和 “หัว” /hǔa/ 

随着人类认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词被用来表达“头，脑袋”的含义。汉泰

语“头”语义场的成员众多，有书面语，有口头语。 

“头（หวั）”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38 位。汉语“头”的

基本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人身最上部或动物嘴前部长着口、鼻、

眼等器官的部分”。泰语“หัว”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中的解释是“由面部和颅骨构成的人和动物的身体部位”。除其基本义外，它们

通过心理上的联想模拟与突显某方面的特征或相似性产生更多的引申意义。“头”

的各种引申意义中，有的是在两种语言都有，有的是只在一种语言有，另一种则

没有。 

汉语“头”（P1318）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张茜.现代汉语人体词素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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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名 人身最上部或动物最前部长着口、鼻、眼等器官的部分。 

② 名 指头发或所留头发的样式：剃～｜梳～｜平～｜分～｜你的脸形留这

种～不合适。 

③（～儿）名 物体的顶端或末梢：山～｜笔～儿｜中间粗，两～儿细。 

④（～儿）名事情的起点或终点：话～儿｜提个～儿｜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

才是个～儿啊！ 

⑤（～儿）名 物品的残余部分：布～儿｜蜡～儿｜铅笔～儿。 

⑥（～儿）名头目：李～儿｜他是这一帮人的～儿。 

⑦（～儿）名 方面：他们是一～儿的｜心挂两～儿。 

⑧ 第一：～等｜～号。 

⑨ 领头的；次序居先的：～车｜～马｜～羊。 

⑩ 形 用在数量词前面，表示次序在前的：～趟｜～一遍｜～半本｜～几

个｜～三天（＝前面的三天）。 

⑪<方>形 用在“年”或“天”前面，表示时间在先的：～年（＝去年或上

一年）｜～天（上一天）｜～两年（＝去年和前年，或某年以前的两年）｜～三

天（＝昨天、前天和大前天，或某天以前的三天）。 

⑫介 临；接近：～五点就得动身｜～鸡叫我就起来了｜～吃饭要洗手。 

⑬量 a）用于牛、驴、骡、羊等家畜：一～牛｜两～驴。 

ｂ）用于蒜：一～蒜 

⑭名 姓 

“头”有多义并不是随意产生的，它们在意义引申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存在

内在的联系。在“头”的 14 个意义中，有 3 个与人体有关的意义，分别是①表

示“人体的顶部或动物的前部，有嘴、鼻子、眼睛等器官”，②表示“头发或发

型”，⑥表示“头”。其中①义是本义，②和⑥是引申义。②特指头的一部分，和

本义是种属关系。⑥义 属于由事物之间内在属性上的相通而形成的语义迁移。 

 

泰语“หัว” 义项的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บนสุด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นหรือสัตว์/sùanbonsùtkhɔ̌ɔŋrâaŋkaaykhɔ̌ɔŋkhonrʉ̌ʉsàt/ 

①名 由面部和颅骨构成的人和动物的身体上端部位。 

(๒) น. ส่วนของพืชพันธุ์บางอย่างตอนที่อยู่ใต้ดิน เช่น หัวหอม หัวผักกาด, ส่วนที่อยู่ใต้ดินของพืชบาง
ชนิด เป็นที่เกิดต้นอ่อน/
sùankhɔ̌ɔŋphʉ̂ʉtphanbaaŋyàaŋtɔɔnthîiyùutâaydinchênhǔahɔ̌ɔmhǔaphàkkàatsùanthîiyùutâaydi

nkhɔ̌ɔŋphʉ̂ʉtbaaŋchanít pen thîikə̀əttô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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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名指有些植物根茎、被埋在地下的植物的部位。如：葱头、萝卜头等。 

例：หัวหอมเป็นพืชสมุนไพรชนิดหนึ่ง/ hǔahɔ̌ɔm pen phʉ̂ʉtsamǔnphraychanítnʉ̀ŋ/ 

 

葱头是一种草药类植物。 

(๓) น. ส่วนเริ่มต้นที่เป็นวงของตัวหนังสือ/sùanrə̂əmtônthîi pen woŋkhɔ̌ɔŋtuanaŋsʉ̌ʉ/ 

③名 指文字的开头部分 

(๔) น. ส่วนแห่งสิ่งของบางอย่างที่อยู่ข้างหน้า หรือข้างต้น หรือแรกเริ่ม เรียกว่า หัวของสิ่งนั้นๆ เช่น 
หัวเรือ หัวถนน 
sùanhɛ̀ŋsìŋkhɔ̌ɔŋbaaŋyàaŋthîiyùukhâaŋnâarʉ̌ʉkhâaŋtônrʉ̌ʉrɛ̂ɛkrə̂əmrîakwâahǔakhɔ̌ɔŋsìŋnánch

ênhǔarʉahǔathanǒn 
④名 在最边端的部位。例如：船头、路头。 

例 ：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ที่ของรถไฟต้องอาศัยหัวรถน าไป/kaankhlʉ̂anthîikhɔ̌ɔŋrótfaytɔ̂ŋaasǎyhǔarótnam 

pay 

 

发动机在车头带动了车的行驶。 

(๕) น. ช่วงแรกเริ่มของเวลา เช่น หัวปี หัววัน หัวค ่า หัวดึก 

chûaŋrɛ̂ɛkrə̂əmkhɔ̌ɔŋweelaa chên hǔapiihǔa wan hǔakhɔɔŋhǔadʉ̀k 

⑤名 表时间，……初。例如:年初、大早、傍晚、夜初。 

例：เขาวางแผนไว้ตั้งแต่หัวปีเลย ว่าจะต้องท าอะไรบ้าง/ 

khǎwwaaŋphɛ̌ɛnwáytâŋtɛ̀ɛhǔapiiləəywâacàtɔ̂ŋthamàraybâaŋ 

 

他在年初就开始计划了，看需要完成那些事情。 

(๖) น. ส่วนแห่งสิ่งของที่เป็นยอด เช่น หัวฝี/sùanhɛ̀ŋsìŋkhɔ̌ɔŋthîipenyɔ̂ɔt chên hǔafǐi 

         ส่วนแห่งสิ่งของที่ยื่นเด่นออกไป เช่น หัวแหลม หัวสะพาน/ sùanhɛ̀ŋsìŋkhɔ̌ɔŋthîiyʉ̂ʉndènɔ̀ɔk 

pay chên hǔalɛ̌ɛmhǔasàphaan 

⑥名 表……顶、……头。例：半岛的末端、桥头。 

例：เราจะลงรถที่ตรงหัวสะพานพอดี/ raw càloŋrótthîitroŋhǔasàphaanphɔɔdii 

 

我们在桥头下车最合适。 

(๗) น. ในการเล่นปั่นแปะหรือโยนหัวโยนก้อย เรียกสมมุติด้านหนึ่งของเงินปลีกว่า ด้านหัว คู่กับ ด้าน
ก้อย 

naykaanlênpànpɛ̀rʉ̌ʉyoonhǔayoonkɔ̂ɔyrîaksǒmmútdâannʉ̀ŋkhɔ̌ɔŋŋənplìikwâadâanhǔakhûukà

pdâankɔ̂ɔ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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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名指抛硬币游戏，会叫正面（泰文意思：头）和反面。 

(๘) น. ส่วนที่ตรงข้ามกับหางหรือท้าย เช่น หัวแถวหางแถว หัวเรือ, ส่วนที่ตรงขา้มกับ ก้น ในความว่า 
หัวหวานก้นเปรี้ยว/ 

sùanthîitroŋkhâamkàphǎaŋrʉ̌ʉtháaychênhǔathɛ̌ɛwhǎaŋthɛ̌whǔarʉa sùanthîitroŋkhâamkàpkôn

nay khwaamwâahǔawǎankônprîaw 

⑧名 指与尾巴或后端的相反部分。如：队首、船头、甜头酸尾。 

(๙) น. ส่วนที่เป็นแก่นสาร เช่น หัวยา หัวเหล้า/ sùanthîi pen kɛ̀nsǎan chên hǔayaahǔalâw 

⑨名 典型的部分。如：药头，酒头。 

例：เขากินหัวเหล้าแล้วปวดหัวข้างเดียว/ khǎw kin hǔalâwlɛ́ɛwpùathǔakhâaŋdiaw 

他喝完酒头后就偏头疼了。 

(๑๐) น. สติปัญญา, 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พิเศษ, ความคิดริเริ่ม/ satìpanyaa, khwaamsǎamâatphísèet, 

khwaamkhítrírə̂əm 

⑩名知识、特技、想象力。 

例：เด็กคนนี้มีหัวทางดนตรี/dèkkhonníi mii hǔathaaŋdontrii 

 

这个孩子有音乐天分。 

(๑๑) น. ผู้ที่มีความคิดหนักไปทางใดทางหนึ่ง เช่น หัวกฎหมาย/phûuthîi mii khwaamkhítnàk pay 

thaaŋ day thaaŋnʉ̀ŋ chên hǔakòtmǎay 

⑪名  

(๑๒) น. ปัญญา, ความคิด, เช่น หัวดี หัวไว/ panyaa, khwaamkhít, chên hǔadiihǔaway 

⑫名头脑、想法。例如：聪明、敏捷。 

例：เขาเป็นเด็กหัวดีสอบได้ที่หนึ่งทุกปี/ khǎw pen dèkhǔadiisɔ̀ɔpdâaythîinʉ̀ŋthúkpii 

他是一个聪明的小孩，每年都考得第一名。 

(๑๓) (โบ) ก. เปล่งเสียง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ขบขัน ดีใจ ชอบใจ เป็นต้น, หัวเราะ หรือ หัวร่อ ก็ว่า, ใช้ว่า หวัว 
หวัวเราะ หรือ หวัวร่อ/ plèŋsǐaŋsadɛɛŋkhwaamkhòpkhǎndiicaychɔ̂ɔpcaypentôn, hǔarɔ́ 

rʉ̌ʉhǔarɔ̂ɔkɔ̂ɔwâa, cháywâawuawuarɔ́ 

⑬动 表示快乐、开心、高兴而发出有趣的声音。例如，笑 

例：เสียงหัวเราะจากที่ประชุม/ sǐaŋhǔarɔ́ càak thîipràchum 

笑声来自会议。 

下面表中，列出了汉泰两种语言的“头”共有的义项。 

 

  



43 

 

表 9 汉语“头”和泰语“หัว/hǔa/”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

号 

义项 人体

词 

例句 

 

1 

 

人或动物最上端的部

位 

头 摇头、点头、头疼 

หัว หัวหอม/hǔahɔ̌ɔm/葱头 หัวผกักาด/hǔaphàkkàat/萝卜

头 

 

2 

 

物体的顶端或末梢 

头 山头、钉子头、脓包头、墙头 

หัว หัวเรือ/hǔarʉa/船头 หัวถนน/hǔathanǒn/路头 

หัวสะพาน/hǔasàphaan/桥头 

3  

时间 

头 头年、头天 

หัว หัวป/ีhǔapii/年初 หัววัน/hǔa wan/大早 

หัวค ่า/hǔakhâm/傍晚 หัวด/ีhǔadii/夜初 

 

在整理词典中的义项之后发现“头”在汉语词典中有 14 个义项，在泰语词

典中有 13个义项。 

1.汉语的“头”和泰语的“หัว”相同的义项有： 

（1）人身最上部或动物最前部长着口、鼻、眼等器官的部分。指称“头”

部整体、头部所属器官、部位的词语，如：“脸、鼻子、耳、嘴、口、牙、舌、

唇、下巴、胡子、额头、头发、眉、眼、喉晚、脖子”等。 

（2）（～儿）名 物体的顶端或末梢。 

（3）指时间，如：头年、头天、年初、大早、傍晚等 

2.汉语的“头”和泰语的“หัว”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名 指头发或所留头发的样式：剃～｜梳～｜平～｜分～｜你的脸形留这

种～不合适。 

②（～儿）名事情的起点或终点：话～儿｜提个～儿｜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

才是个～儿啊！ 

③（～儿）名 物品的残余部分：布～儿｜蜡～儿｜铅笔～儿。 

④（～儿）名头目：李～儿｜他是这一帮人的～儿。 

⑤（～儿）名 方面：他们是一～儿的｜心挂两～儿。 

⑥ 第一：～等｜～号。 

⑦ 领头的；次序居先的：～车｜～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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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介 临，接近：～五点就得动身｜～鸡叫我就起来了｜～吃饭要洗手。 

⑨量 a）用于牛、驴、骡、羊等家畜：一～牛｜两～驴。 

ｂ）用于蒜：一～蒜 

⑩名 姓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义项有： 

① 指有些植物根茎、被埋在地下的植物的部位。如：葱头、萝卜头等， 

② 指文字的开头部分。 

③  

④ 典型的部分。如药头，酒头 

⑤ 知识、特技、想象力，例如：这个孩子有音乐天分 

⑥ 有严重偏向想法的人。例如：法律负责人 

无论是“头”还是“หัว”，它们的各义项中，有同一个义项频率最高，那就

是“物体的顶端”。汉泰语中,许多“头”和“หัว”类词语的意义多属于“物体的

顶端”这个义项。此外，“头”和“หัว”各自在汉泰语中有表示“时间”的用法。

但用法不同的是汉语的“头”作形容词用在“年”或“天”前面，表示时间在先

的。而泰语的“หัว”是作名词使用在“初”的前面，表示某段时间的开始阶段。

如:  

 

（二） “脸（面）”和 “หน้า” /naː˥˩/ 

“脸（面）”是人体中最突出的器官之一。汉语“脸”，同称词为“面”，对

应的泰语为“หน้า”，基本义指称人头的前部，脸、面包含了人类最重要的器官，

包括下巴、嘴、鼻、颊、眼，且一般包括前额。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脸”和“面”的义项： 

“脸”（P811）： 

①名 头的前部，从额到下巴：圆～|洗～|～颊|～孔|～形（亦作“脸型”）。～

色。～谱。 

②（～儿）名 某些物体的前部：鞋～儿|门～儿。 

③名 情面，面子：丢～|赏～|～面|～皮|～软。 

④名脸上的表情：笑脸儿|把脸一变 

“面”（P903）： 

①头的前部，脸：面孔|面带微笑。  

②向着，朝着：背山面水|这所房子面南坐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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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儿）名 物体的表面，有时特指某些物体的上部的一层：水面|地面|

路面|圆桌面儿|面儿磨得很光。例：调查要深入，不要只了解些面儿上的现象。 

④见面：面～|谋～|见字如面（看到书信如同见面）。  

⑤当面：～谈|～洽|～交 

⑥（⑩儿）名 东西露在外面的那一层或纺织品的正面：鞋～儿|这块布做里

儿，那块布做～儿。  

⑦名 几何学上指一条线移动所构成的图形，有长有宽，没有厚。 做工作既

要抓点，也要抓～。 

⑧部位或方面：正面|反面|片面|全面|多面手|面面俱到。  

⑨方位词后缀：上面|前面|外面|左面|西面。  

⑩量 a）用于扁平的物件：一面镜子|两面旗子。  

b）用于会见次数：见过一面。 

⑪名 姓 

⑫名 粮食磨成的粉，特指小麦磨成的粉：白～|豆～|小米～|高粱～。 

⑬（～儿）名 粉末：药～儿|胡椒～儿。 

⑭名 面条儿：挂～|切～|汤～|一碗～。 

⑮<方>名 指某些食物纤维少而柔软：～倭瓜|煮的红薯很～|这个瓜是脆的，

那个瓜是～的。 

“脸（面）”中有很多义项，它们在意义引申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也存在内

在的联系。在“脸”的 4个义项和“面”有 15 个义项中，“脸”与人体有关的意

义有两个，分别是①义“头的前部，从额到下巴”、④义“脸上的表情”。其中①

义是本义，②和③是引申义。④指脸的一部分，和本义是种属关系。“面”与人

体有关的意义有一个①头的前部。其他的都是引申义义项。 

 

泰语“หน้า” 义项的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ของศีรษะตั้งแต่หน้าผากลงมาจดคาง 
sùankhɔ̌ɔŋsǐisàtâŋtɛ̀ɛnâaphàakloŋmaacòtkhaaŋ 

①名 从额头到下巴的头部部分。 

(๒) น. ซีกของกายที่ตรงข้ามกับหลัง, ด้านของสิ่งใดสิ่งหนึ่งที่อยู่ตรงข้ามกับสายตาของเราหรือด้านที่
เผชิญหน้ากับสายตาของเรา เช่น เขาวิ่งอยู่หน้าฉัน จึงเห็นแต่หลังเขาไวๆ/ 

sîikkhɔ̌ɔŋkaaythîitroŋkhâamkàplǎŋ, dâankhɔ̌ɔŋsìŋdaysìŋnʉ̀ŋthîiyùutroŋkhâamkàpsǎaytaakhɔ̌ɔŋ 

raw rʉ̌ʉdâanthîiphachəənnâakàpsǎaytaakhɔ̌ɔŋ rawchênkhǎwwîŋyùunâachǎncʉŋhěntɛ̀ɛlǎŋkhǎw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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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名  

(๓) น. ส่วนบนของบางสิ่ง เช่น หน้าขนม 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หน้าสังขยา หน้าปกหนังสือ 

sùan bon khɔ̌ɔŋbaaŋsìŋ chên nâakhanǒmkhâawnǐawnâasǎŋkhayǎanâapòknaŋsʉ̌ʉ 

③名 东西的表面，书的封面,  

(๔) น. เครื่องปรุงที่แต่งหรือโรยบนอาหารบางอย่าง เช่น กระเทียมเจียวโรยหน้าข้าวต้ม 
khrʉ̂aŋpruŋthîitɛ̀ŋrʉ̌ʉrooy bon aahǎanbaaŋyàaŋ chên kràthiamciawrooynâakhâawtôm 

④名  

(๕) น. ด้านหนึ่งๆ ของวัตถุแบนๆ อย่างกระดาษ เช่น หน้ากระดาษ หน้าซอง, ด้านของเครื่องตีที่ขึงด้วย
หนัง เช่น หน้ากลอง, ด้านหนึ่งๆ ของลูกเต๋าและน ้าเต้าซึ่งมี ๖ ด้าน 

dâannʉ̀ŋkhɔ̌ɔŋwátthùbɛɛnๆyàaŋkràdàat chên nâakràdàatnâasɔɔŋ, 

dâankhɔ̌ɔŋkhrʉ̂aŋtiithîikhʉ̌ŋdûaynǎŋ chên nâaklɔɔŋ , dâannʉ̀ŋkhɔ̌ɔŋlûuktǎwlɛ́ náamtâwsʉ̂ŋ 

mii6 dâan 

⑤名  

(๖) น. ส่วนกว้างของแผ่นกระดาน เสาเหลี่ยม หรือผืนผ้า เป็นต้น 

sùankwâaŋkhɔ̌ɔŋphɛ̀ɛnkràdaansǎwlìamrʉ̌ʉphʉ̀ʉnphâapentôn 

⑥名  

(๗) น. ชายผ้าบางชนิดที่มีลวดลาย, ด้านของผ้าที่มีลวดลายชัดกว่า 

chaayphâabaaŋchanítthîi mii lûatlaay , dâankhɔ̌ɔŋphâathîi mii lûatlaaychátkwàa 

⑦名  

(๘) น. คราว เช่น เมื่อข้าวสุกแล้วก็ถึงหน้าเก็บเกี่ยว, ฤดู เช่น หน้าฝน หน้าทุเรียน 
khraaw chên mʉ̂akhâawsùklɛ́ɛwkɔ̂ɔthʉ̌ŋnâakèpkìaw , rʉ́duu chên nâafǒnnâathúrian 

⑧名  

(๙) น. โดยปริยายหมายถึงคน เช่น เขาสู้ทุกคนไม่ว่าหน้าไหน 
dooyparíyaaymǎaythʉ̌ŋkhon chên khǎwsûuthúkkhonmâywâanâanǎy 

⑨名  

(๑๐) น. เกียรติและศักดิ์ศรี เช่น เห็นแก่หน้า ไม่ไว้หน้า 
kìatlɛ́ sàksǐi chên hěnkɛ̀ɛnâamâywáynâa 

⑩名 面子，自尊心：例：脸皮、丢脸 

(๑๑) น. ลักษณนามบอกจ านวนด้านของแผ่นกระดาษ เช่น หนังสือเล่มนี้มี ๒๐๐ หน้า 
láksananaambɔ̀ɔkcamnuandâankhɔ̌ɔŋphɛ̀ɛnkràdàat chên naŋsʉ̌ʉlêmníi mii hâarɔ́ɔynâa 

⑪名 页数。例：这本书有 200  

(๑๒) ว. ถัดไป เช่น อาทิตย์หน้า ฉบับหน้า 
thàtpay chên aathítnâachabàpn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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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副 下一个，例：下个星期、下一刊；用在未来式，例:明天、明年、下个月 

(๑๓) ว. ตรงข้ามกับ หลัง (ใช้แก่เวลาที่ยังมาไม่ถึง) เช่น วันหน้า เดือนหน้า ปีหน้า, อยู่ตรงข้ามกับข้าง
หลัง เรียกว่า ข้างหน้า. 

troŋkhâamkàplǎŋ  (cháykɛ̀ɛweelaathîiyaŋ maa mâythʉ̌ŋ ) chên wannâadʉannâapiinâa , 

yùutroŋkhâamkàpkhâaŋlǎŋrîakwâakhâaŋnâa  

⑬副  前面，与后面相对的（表时间还没到）。例如：以后、下个月。 

下面表中，是汉泰语中的“脸（面）”共有的义项。 

 

表 10 汉语“脸（面）”和泰语“หน้า/nâa/”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在整理词典之后发现“脸”、“面”在汉语词典中分别有 4个和 15个义项,泰

语词典中有 13个义项，综合对比发现他们有共同的 3个义项。 

1.汉语的“脸（面）”和泰语的“หน้า”相同的义项有： 

（1）从额头到下巴的头部。 

（2）某些物体的前部、表面。 

（3）情面，面子。 

2.汉语的“脸（面）”和泰语的“หน้า”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句 

1 从额头到下巴的

头部 

脸（面） 脸孔、脸颊、圆脸 

หน้า หน้าตา/nâataa /脸面 

2 某些物体的前

部, 

表面 

脸（面） 鞋面儿、水面、地面、路面 

หน้า หน้าปกหนังสือ/nâapòknaŋsʉ̌ʉ/书面 

หน้ากลอง/nâaklɔɔŋ/鼓面 

หน้ากระดาษ/nâakràdàat/纸面 

3 情面，面子 脸（面） 面子、丢脸 

หน้า ไม่ไว้หนา้/mâywáynâa/不要脸 

เห็นแก่หน้า/hěnkɛ̀ɛnâa/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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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名脸上的表情：笑脸儿|把脸一变 

②向着，朝着：背山面水|这所房子面南坐北。  

③见面：面～|谋～|见字如面（看到书信如同见面）。  

④当面：～谈|～洽|～交 

⑤（～儿）名 东西露在外面的那一层或纺织品的正面：鞋～儿|这块布做里

儿，那块布做～儿。  

⑤名 几何学上指一条线移动所构成的图形，有长有宽，没有厚。做工作既

要抓点，也要抓～。 

⑥部位或方面：正面|反面|片面|全面|多面手|面面俱到。  

⑦方位词后缀：上面|前面|外面|左面|西面。  

⑧量 a）用于扁平的物件：一面镜子|两面旗子。  

b）用于会见次数：见过一面。 

⑨名 姓 

⑩名 粮食磨成的粉，特指小麦磨成的粉：白～|豆～|小米～|高粱～。 

（～儿）名 粉末：药～儿|胡椒～儿。 

⑪名 面条儿：挂～|切～|汤～|一碗～。 

⑫<方>名 指某些食物纤维少而柔软：～倭瓜|煮的红薯很～|这个瓜是脆的，

那个瓜是～的。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名 指  

②名  

③名  

④名  

⑤名  

⑥名  

⑦名 页数，例如：这本书有 200  

⑧副 下一个，例如：下个星期、下一刊，用在未来式，例如:明天、明年、下个

月 

⑨副  表示往前，与后面相对的（表时间还没到）。例如：以后、下个月 

从词典中所列出的义项对比发现，通过与汉语“脸（面）”相比较和分析，

除了基本义外，它们通过心理上的联想模拟与突显某方面的特征或相似性产生更

多的引申意义。“脸（面）”的各种引申意义中，有的是在两种语言都有，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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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一种语言有，另一种语言则没有。在交际过程中，“脸（面）”和“หน้า”在

两种语言中不再是单纯的指示人的“脸面”本身，它还可以用来指人的社会地位、

身份、受尊敬的程度，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尊严的体现。表示类似意义的

表达在汉泰语言中都很普遍。 

 

（三）“眼（目）”和“ตา”// 

“眼”（ตา）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40 位。“眼”是身体

词里面核心的词，在汉泰语中对眼睛的解释有很多，“眼”语义场内的成员也很

多。汉语“眼”的基本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人或动物的视觉器官”，泰

语“ตา”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人和动物身体

上视觉器官”。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眼”和“目”的义项分布情况： 

“眼”（P1509）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人或动物的视觉器官。通称眼睛。 

②名（～儿）小洞；窟窿：泉～｜炮～｜耳朵～儿｜拿针扎一个～儿。 

③（～儿）指事物的关键所在：节骨～儿|诗～。 

④眼力：～毒|～尖。 

⑤名 围棋用语，由同色棋子围住的一个或两个空交叉点。 

⑥名 戏曲中的拍子：二黄慢板，一板三～。 

⑦量 用于井、窑洞：一～井|一～旧窑洞|一～清泉。 

 

“目”（P928）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眼睛：有～共睹｜历历在～。 

②名 网眼；孔：八十～筛｜一方寸的网上竟有百～之多。 

③<书>看：～为奇迹。 

④大项中再分的小项：项～｜细～。 

⑤名 生物学中把同一纲的生物按照彼此相似的特征分为若干群，每一群叫

一目，如鸟纲中有雁形目、鸡形目、鹤形目等，松柏纲中有银杏目、松柏目等。

目以下为科。 

⑥目录：书～｜药～｜剧～。 

⑦名称：题～｜名～。 

⑧量下围棋时所围的空白交叉点，一个点为一目：中方棋手仅以一～半之优

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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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名 姓 

在“眼”的 7个义项中，①义是中心意义，通称“眼睛”是“眼”的中心意

义，其他 5个义项由此相似类比引申而来的。在现代汉语使用中“眼”的引申义

较多也非常活跃，最常用、最多的还是其人体义。“目”有 9 个义项，①义“眼

睛”是“目”的中心意义，其他义项都是引申义。 

泰语中“ตา”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คนและสัตว์ ท าหน้าที่ดู 
sùannʉ̀ŋkhɔ̌ɔŋrâaŋkaaykhonlɛ́ sàtthamnâathîiduu 

①名 人和动物身体上视觉器官，用来看东西的部位。如：眼睛、目。 

(๒) น. 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ต้นไม้ตรงที่แตกกิ่ง, รอยของต้นไม้ตรงที่เคยแตกก่ิง 
won nʉ̀ŋkhɔ̌ɔŋtônmáaytroŋthîitɛ̀ɛkkìŋ , rɔɔykhɔ̌ɔŋtônmáaytroŋthîikhəəytɛ̀ɛkkìŋ 

②名 植物的枝芽，树木的芽眼,  

(๓) น. ช่องที่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ถัก สาน หรือลากเส้นผ่านกัน เช่น ตาร่างแห ตาตะแกรง ตาตาราง 
chɔ̂ŋthîikə̀ətcàakkaanthàksǎanrʉ̌ʉlâaksênphàankan chên taarâaŋhɛ̌ɛtaatàkrɛɛŋtaataaraaŋ 

③名 通过编织或划线形成的格子状，如：网眼、方格 

(๔) น. คราว เช่น ตานี้ ถึงตาฉันบ้างละนะ 
khraaw chên taaníithʉ̌ŋtaachǎnbâaŋláná 

④名  

(๕) น. เรียกลายที่เป็นตาตามรูปต่าง ๆ ตาม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สิ่งของ เช่น ตาสมุก ตาราชวัติ ตาเมล็ดงา ตา
เม็ดบัว ตาหมากรุก 

rîaklaaythîi pen taataamrûuptàaŋๆtaamláksànàkhɔ̌ɔŋsìŋkhɔ̌ɔŋ chên taasǒmุ กtaarâatwát  ุ

taamalétŋaataamétbuataamàakrúk 

⑤名  

(๖)น. พ่อของแม่, ผัวของยาย, ชายที่เป็นญาติชั้นเดียวกับพ่อของแม่หรือที่อายุรุ่นราวคราวเดียวกับตา, 
(ปาก) ค าเรียกชายสูงอายุที่ตนไม่ค่อยเคารพนับถือ เช่น ตาเถร ตาแก่ หรือเรียกชายรุ่นราวคราว
เดียวกันอย่างเป็นกันเอง เช่น ตาเกิ้น ตาโย่ง หรือเรียกเด็กชายที่ตนเอ็นดูรักใคร่ เช่น ตาหนู 

phɔ̂ɔkhɔ̌ɔŋmɛ̂ɛ ,phǔakhɔ̌ɔŋyaay , chaaythîi pen 

yâatchándiawkàpphɔ̂ɔkhɔ̌ɔŋmɛ̂ɛrʉ̌ʉthîiaayúrûnraawkhraawdiawkàptaa , ( pàak ) 

khamrîakchaaysǔuŋaayúthîi ton mâykhɔ̂ykhawrópnápthʉ̌ʉ chên 

taathěentaakɛ̀ɛrʉ̌ʉrîakchaayrûnraawkhraawdiawkanyàaŋpenkaneeŋ chên 

taathěentaayôoŋrʉ̌ʉrîakdèkchaaythîi ton enduurákkhrây chên taanǔu 

⑥名妈妈的父亲（外祖父），外婆的老公，比妈妈大一辈的男性或与外公同辈的

男性。（口）称呼岁数大的男性的一种不正式叫法，例如“ตาเถร ตาแก่/taathěentaakɛ̀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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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的意思”，或是亲切得称呼年纪相邻的男性，例如“ตาเกิ้น ตาโย่ง/taathěentaayôoŋ 

/”，或者是称呼疼爱的小男孩的口吻,例如“ตาหนู/taanǔu /”。 

“眼（目）/ตา”的基本义，在汉泰词典中都解释为“人和高等动物的视觉器

官”。除了基本义外，它们通过心理上的联想模拟和突显某方面的特征或相似性

产生更多的引申意义，也可能是同音词。“眼、目/ตา”的各种引申意义中，是有

异同的。 

1.汉语的“眼（目）”和泰语的“ตา”相同的义项有： 

 

表 11 汉语“眼（目）”和泰语“ตา”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子 

1 人和动物身体上 

视觉器官 

眼/目 眼睛、眼珠、猫眼、眼球、虾眼、鱼眼 

ตา ตาปลา/taaplaa/鱼眼 ตากุ้ง/taakûŋ/虾眼  

ตาด า/taadam /黑眼 

2 小洞；窟窿，小孔 眼/目 泉眼、猫眼、网眼 

ตา ตาห่าง/taahàaŋ/大孔 ตาน ้า/taanáam/泉眼 

ตาร่างแห/taarâaŋhɛ̌ɛ/网眼 

 

2.汉语的“眼（目）”和泰语的“ตา”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转指情绪和感情。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类的目光是传神的工具,一个人

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都可以从眼睛中看出来。如，汉语表

达有“飞眼、媚眼”(表情意)。还有“怒目、笑眼、泪眼”是生气、高兴、伤心

的样子。 

②围棋用语，由同色棋子围住的一个或两个空交叉点。 

③指戏曲中的拍子。如“一板一眼”。 

④可作量词，用于井、窑洞，如“两眼井”、“一眼旧窑洞”“一眼清泉”。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植物的枝芽，树木的芽眼，木眼。 

②通过编织或划线形成的格子状，如：网眼方格 

③（下棋等）局，  

④花纹方格，如：珍珠格花纹、芝麻格花纹、莲子格花纹、棋格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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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同音词，指妈妈的父亲（外祖父）。 

我们一共列出了汉语的“眼、目”和的 7个义项和 9个义项，泰语“ตา”的

6个义项，其中，2个义项是两种语言的“眼”都能产出的。通过对汉泰语“眼”

和“ตา”的义项分析，我们知道汉语“眼”和泰语的各义项中，同样是“人体或

动物视觉器官”和“小洞、孔”这两义项使用频率较高，但汉语“眼”的表达方

式比泰语“ตา”的多。 

 

（四）“眉”和“คิ้ว”/kʰiw˦˥/ 

汉语“眉”的基本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眉毛”。泰语“คิ้ว”的基本义

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生在眼眶上缘的毛”。 

汉语“眉”（P886）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眉毛。浓～｜～开眼笑。 

②指书页上方空白的地方：书～｜～批 

③名 姓 

泰语“คิ้ว”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โค้งขอบกระบอกตาข้างบนซึ่งมีขนขึ้นที่โค้งนั้น 
sùankhóoŋkhɔ̀ɔpkràbɔ̀ɔktaakhâaŋbonsʉ̂ŋ mii khǒnkhʉ̂nthîikhóoŋnán 

①名 指生在眼眶上缘的毛，眉毛。 

(๒) น. ไม้ที่ช่างลอกเป็นลวดส าหรับ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บหรือริมประตูหน้าต่างเป็นต้น, เรียกสิ่งอื่นที่มีลักษณะ
คล้ายคลึงเช่นนั้น เช่น คิ้วรถยนต์ 

máythîichâaŋlɔ̂ɔk pen lûatsǎmràppràkɔ̀ɔpkhɔ̀ɔprʉ̌ʉ rim pràtuunâatàaŋpentôn , 

rîaksìŋʉ̀ʉnthîi mii láksànàkhláaykhlʉŋchênnán chên khíwrótyon 

②名 木材削去剩余的边沿部分或是门窗等边框的线饰部分，如：车沿、车弧 

(๓) น. เรียกพายที่ท าเป็นลวดในใบพาย ว่า พายคิ้ว 
rîakphaaythîitham pen lûat nay bay phaaywâaphaaykhíw 

③名 指中间镶有的桨叶，如短桨，桨叶。 

1.汉语的“眉”和泰语的“คิ้ว”相同的义项有： 

“眉”和“คิ้ว”在汉泰语言中，还可以产出新的引申义，有的义项完全相同，

而有的不同，如下面表格中对比列出“眉”和“คิ้ว”共有的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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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汉语“眉”和泰语“คิ้ว”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眉毛 

眉 眼眉、眉眼、须眉、眉头、眉目 

คิ้ว คิ้วตา/khíwtaa/眉目 หัวคิ้ว/hǔakhíw/眉头

ขนคิ้ว/khǒnkhíw/眉睫 

2 情感变化 眉 皱眉、锁眉、低眉、扬眉、怒目 

คิ้ว หน้าตายิ้มเย้มแจม่ใส 眉开眼笑 

 

2.汉语的“眉”和泰语的“คิ้ว”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人。古时男子以胡须眉毛稠秀为美，“须眉”成为男子的代称。 

②指代人的脸色。看人脸色又说“看人眉睫”。 

③可以表达人的各种情绪变化和神情。 

④指书页上方空白的地方：书～｜～批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名 木材削去剩余的边沿部分或是门窗等边框的线饰部分，如：车沿、车

弧 

②名 指中间镶有的桨叶，如短桨，桨叶。 

③形“สีหน้า 眉眼高低”（形容脸色）。 

 

（五）“耳”和“ห”ู/huː˩˩˦/ 

“耳（ห）ู”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39 位。汉语“耳”的

基本义在《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听觉器官”。泰语“ห”ู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听觉器官”。 

汉语“耳”（P345）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听觉和平衡感觉的器官（通称“耳朵”）。～聋眼花｜～闻目睹|～背

（bèi）|～垂|～穴| 

②形状像耳朵的东西：木～｜银～。 

③位置在两旁的：房｜～门|鼎～。 

④听说：～闻。～软。 

⑤名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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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ห/ูhǔu /”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คนและสัตว์ ท าหน้าที่ส าหรับฟังเสียง 
sùannʉ̀ŋkhɔ̌ɔŋrâaŋkaaykhonlɛ́ sàtthamnâathîisǎmràpfaŋsǐaŋ 

①名 人和动物身体的部位之一，听觉的器官。如：耳朵 

(๒) น. ส่วนแห่งสิ่งของที่ท าไว้หิ้ว แขวน ร้อย หรือรูดเข้าออก เช่น หูกระทะ หูมุ้ง หูกางเกง หูถุง 
sùanhɛ̀ŋsìŋkhɔ̌ɔŋthîithamwáyhîwkhwɛ̌ɛnrɔ́ɔyrʉ̌ʉrûutkhâwɔ̀ɔk chên 

hǔukràtháhǔumúŋhǔukaaŋkeeŋhǔuthǔŋ 

②名 指器物的耳子、提把，用来提、挂等。如：锅耳、网耳、裤耳、袋耳。 

(๓) น. สิ่งที่ท าเป็นห่วงหรือเป็นวงๆ เช่น หูแจว 
sìŋthîithampenhùaŋrʉ̌ʉ pen woŋchênhǔucɛɛw 

③名 指像圆形或圈套一样的东西。如：桨耳。 

(๔) (ปาก) น. เรียกส่วนหูฟังและกระบอกพูดของเครื่องรับโทรศัพท์ ว่า หูโทรศัพท์ 
rîaksùanhǔufaŋlɛ́ kràbɔ̀ɔkphûutkhɔ̌ɔŋkhrʉ̂aŋrápthoorasàpwâahǔuthoorasàp 

④名 指像电话的听筒，如：耳机、听筒。 

1.汉语的“头”和泰语的“头”相同的义项，如下表： 

 

表 13 汉语“耳”和泰语“หู”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和动物身体的听觉器官 

耳 耳朵、耳穴、耳背、耳蜗 

หู หู 耳 หูตึง/hǔutʉŋ/耳背 

หูกระต่าย/hǔukràtàay/兔子耳 

 

2 

 

耳状物 

耳 木耳、银耳、 

หู หูกระทะ/hǔukràthá/锅耳 

หูมุ้ง/hǔumúŋ/网耳 

หูกางเกง/hǔukaaŋkeeŋ/裤耳 

หูถุง/hǔuthǔŋ/袋耳 

3 听觉和辨音的能力 耳 耳生、耳熟能详、耳背、 

耳聲 

หู หูตึง /hǔuʉŋ/耳背 

หูหนวก/hǔunùak/耳聋 

หูตัน/hǔutan/耳沉 

หูไว/hǔuway/耳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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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语的“耳”和泰语的“ห”ู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表示一听就信以为真，容易改变自己的主意的性格。如：“耳朵软”、“棉

花耳朵”、“耳根软”、“耳根子缺钙”。 

②形状像耳朵的东西：木～｜银～。 

③位置在两旁的：房｜～门|鼎～。 

④听说：～闻。～软。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表示很听话的、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要求的人或很听取别人的意见。 

②名 指器物的耳子、提把，用来提、挂等。如：锅耳、网耳、裤耳、袋

耳。 

③名 指像圆形或圈套一样的东西。如：桨耳。 

④名 指像电话的听筒，如：耳机、听筒。 

 

（六）“鼻”和“จมูก”/t͡ɕa˨˩.muːk̚˨˩/ 

“鼻”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41 位。汉语“鼻”的基本

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人和高等动物的觉器官，也是呼吸器官的一部分”。

泰语“จมูก”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嗅觉器官”。 

汉语“鼻”（P65）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人或高等动物的嗅觉器官，也是呼吸器官的一部分，位于头部，有两

个孔。～子｜～梁｜～音｜～子｜～窦｜～孔｜～腔。 

②<书>初始：～祖。 

泰语“จมูก”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อวัยวะส่วนหนึ่งที่ยื่นออกมา อยู่เหนือปาก มีรู ๒ รู ส าหรับดมกลิ่นและหายใจเข้าหายใจออก 
àwayyáwásùannʉ̀ŋthîiyʉ̂ʉnɔ̀ɔkmaayùunʉ̌apàak mii ruusɔ̌ɔŋruusǎmràpdomklìnlɛ́ 

hǎaycaykhâwhǎaycayɔ̀ɔk 

①人或高等动物的嗅觉器官，也是呼吸器官的一部分，位于头部，有两个孔。 

(๒) (ปาก) จมูก ก็ว่า, ราชาศัพท์ว่า พระนาสิก พระนาสา โดยปริยายเรียกสิ่งที่ยื่นออกมาคล้ายจมูก, 
เรียกสิ่งที่เจาะเป็นรู ๒ รูเพื่อร้อยเชือกเป็นต้น เช่น จมูกซุง. (ข.จฺรมุะ) 

mûukkɔ̂ɔwâa ,raachaasàpwâaphránaasìkphránaasadooyparíyaayrîaksìŋthîiyʉ̂ʉnɔ̀ɔkmaakhl

áaycamùuk , rîaksìŋthîicɔ̀ pen ruusɔ̌ɔŋruuphʉ̂arɔ́ɔychʉ̂akpentôn chên camùuksuŋ 

②鼻子（王室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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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的“鼻”和泰语的“จมูก”相同的义项，如下表： 

 

表 14 汉语“鼻”和泰语“จมูก”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或高等动物的嗅觉器官 鼻 鼻子、鼻音、鼻孔 

จมูก จมูกโด่ง/camùukdòoŋ/高鼻子 

จมูกหัก/camùukhàk/翘鼻子 

 

表中，只有它们的基本义相同，而没有其他相同的引申义。 

2.汉语的“鼻”和泰语的“จมูก”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鼻祖”代“初始”之意。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จมูก”指形状或位置特征与鼻子相似的事物，如:“จมูกวัว/camùukwua/

（指风箱上的活门）”。 

 

（七）“嘴（口）”和“ปาก”/paːk̚˨˩/ 

“嘴”在 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42 位。汉语“嘴”的基本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口”的通称。释为“人和动物的进饮食的器官,有的

也是发声器官的一部分”。在泰语“ปาก”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
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人和动物的嘴唇间的孔”。 

汉语“嘴（口）”的义项分布情况： 

“嘴”（P1752） 

①口的通称：张～｜闭～。 

②（～儿）形状或作用像嘴的东西：瓶～儿｜茶壶～儿｜烟～儿。 

③指说话：～甜｜别多～。 

 “口”（P749） 

①名 人或动物进饮食的器官，有的也是发声器官的一部分，通称嘴。 

②指口味：～轻｜～重。 

③指话语：～才｜～气｜～彩。 

④指人口：户～｜家～｜拖家带～。 

⑤（～儿）名 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瓶子～儿|碗～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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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儿）名 出入通过外面的地方：入～|门～儿|海～|关～|胡同～儿。 

⑦长城的关口（多用于地名），也泛指这些关口：关～|喜峰～|古北～|～蘑

|西～。 

⑧（～儿）名 口子：伤～|衣服撕了个口儿。 

⑨名 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单位形成的管理系统：归～|财贸～ 

⑩名 刀、剑、剪刀等的刃：刀锩。 

⑪名 指马、驴、骡等的年龄（因可以由牙齿的多少看出来）：六岁～|这匹

马～还年轻。 

⑫量 a)用于人：一家五～人。 

     b)用于某些家畜或器物等：三～猪|一～钢刀|一～缸。 

⑬名 姓。 

除了“嘴（口）”①义项表达为人体的一部位，叫“口”。其他事义项都是在

本义的基础上的引申义。 

泰语“ปาก”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คนและสัตว์ อยู่ที่บริเวณใบหน้า มีลักษณะเป็นช่องส าหรับกินอาหารและ
ใช้ส าหรับเปล่งเสียงได้ด้วย 

sùannʉ̀ŋkhɔ̌ɔŋrâaŋkaaykhonlɛ́ sàtyùuthîibɔɔríweenbaynâa mii láksànà pen chɔ̂ŋsǎmràp kin 

aahǎanlɛ́ cháysǎmràpplèŋsǐaŋdâaydûay 

①名 人和动物的进饮食的器官，也是发声器官的一部分。 

(๒) น.โดยปริยายหมายถึง ส่วนต่างๆ ที่อยู่ในบริเวณปาก เช่น ปากเปื่อย 
dooyparíyaaymǎaythʉ̌ŋsùantàaŋthîiyùu nay bɔɔríweenpàak chên pàakpʉ̀ay 

②名 指跟嘴相关的，如：溃疡、口角炎 

(๓) น. ขอบช่องแห่งสิ่งต่างๆ เช่น ปากหม้อ ปากไห 
khɔ̀ɔpchɔ̂ŋhɛ̀ŋsìŋtàaŋchên pàakmɔ̂ɔpàakhǎi 

③名 （器物的）口，锅口、灌口。 

(๔) น. ต้นทางส าหรับเข้าออก เช่น ปากช่อง ปากตรอก 
tônthaaŋ sǎmràp khâwɔ̀ɔk chên pàak chɔ̂ŋ pàaktrɔ̀ɔk 

④名 道口（通道出入口）通风口、巷口。 

(๕) น. กลีบดอกกล้วยไม้คล้ายรูปกรวยหรือหลอดที่อยู่ตรงกลางเป็นที่อยู่ของเกสร, กระเป๋า ก็เรียก 
klìipdɔ̀ɔkklûaymáaykhláayrûupkruayrʉ̌ʉlɔ̀ɔtthîiyùutroŋklaaŋ pen thîiyùukhɔ̌ɔŋkeesɔ̌ɔn , 

kràpǎwkɔ̂ɔrîak 

⑤名 像花瓣一样中间有锥状或管状形储藏花粉的地方，也叫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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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๖) น. ใช้เป็นลักษณนามของสิ่งบางอย่างเช่นแหอวนหรือพยานบุคคล เช่น แหปากหนึ่ง อวน ๒ ปาก 
พยาน ๓ ปาก 

cháy pen láksananaamkhɔ̌ɔŋsìŋbaaŋyàaŋchênhɛ̌ɛuanrʉ̌ʉphayaanbùkkhon chên 

hɛ̌ɛpàaknʉ̀ŋuansɔ̌ɔngpàakphayaansǎampàak 

⑥名 （用于一些事情的证人、证据或渔网）如：一张渔网、三个证人。 

(๗) ก. พูด เช่น ดีแต่ปาก phûut chên dii tɛ̀ɛpàak 

⑦动说，如：只会说。 

1.汉语的“嘴（口）”和泰语的“ปาก”相同的义项，如： 

 

表 15 汉语“嘴/口”和泰语“ปาก”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

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或动物进饮食

的器官 

嘴（口） 嘴巴 

ปาก ปาก 嘴巴 

2 出入通过外面的

地方 

嘴（口） 入口、门口儿、海口、关口、胡同口儿 

ปาก ปากช่อง/pàakchɔ̂ŋ/通风口 ปากตรอก/pàaktrɔ̀ɔk/

巷口 ปากถ ้า/pàakthâm/山洞口 

3 容器等器物通外

面的地方 

嘴（口） 瓶子嘴/口儿、碗口儿、枪口、 

ปาก ปากหม้อ/pàakmɔ̂ɔ/锅口 ปากไห/pàakhǎi /灌口 

ปากขวด/pàakkhùat/瓶口/嘴 

4 指话语 嘴（口） 嘴甜、口气、口彩、口才 

ปาก ปากหวาน/pàakwǎan/嘴甜 ปากคู/pàakkhuu/吹

嘘 ปากจัด/pàakcàt/嘴尖、 

5 人体或物体上的

表层破裂的地方 

嘴（口） 伤口 

ปาก ปากเปื่อย/pàakpʉ̀ay/溃疡 

 

2.汉语的“嘴（口）”和泰语的“ปาก”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出入或来往必须经过的处所或通道，表达有“港口”、“口岸”、“进口”、

“出口”、“关口”、“转口”、“出海口”、“港口”、“京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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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指道路的交叉点，表达有“岔口”、“道口”、“丁字口”、“十字路口”等。 

④指“口”指长城的关口，表达有“外口”、“西口 

⑤指“口”指刀、剑、剪刀等的刃，表达有“刀卷口了”。 

⑥指“口”指马、驴、骡等的年龄，如：“六岁口”。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作名词，指像花瓣一样中间有锥状或管状形储藏花粉的地方，也叫花包。 

②作名词，指（用于一些事情的证人、证据或渔网）如：一张渔网、三个证

人 

③作动词，指说，如：只会说。 

 

（八）“舌”和“ลิ้น”/lin˦˥/ 

“舌（ลิ้น）”在 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44位，也是身体核心词

中比较重要的词。汉语“舌”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舌头：辨别滋

味、帮助咀嚼和发音的器官”。泰语“ลิ้น”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
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位于口腔中的辨别滋味的器官”。 

汉语“舌”（P1152）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舌头。 

②像舌头的东西：帽～｜火～。 

③铃或铎中的锤。  

此上 3 个义项中，“舌头”是基本义，其他两个通过相似类比而来，转喻途

径如下：舌头→像舌头的东西→铃或铎中的锤。 

 

泰语“ลิ้น/lín /”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อวัยวะที่อยู่ในปาก มีหน้าที่ ๑. กลั้วอาหารให้เข้ากันแล้วส่งลงในล าคอ ๒. 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 
๓. ให้รู้รส, ลิ้นสัตว์บางจ าพวกเช่นจ าพวกท่ีมีขน ใช้ลิ้นเลียขนเลียแผลเพื่อท าความสะอาดได้ 

àwayyáwáthîiyùu nay pàak mii nâathîi๑. klûaaahǎanhâykhâwkanlɛ́ɛwsòŋloŋ nay lamkhɔɔ๒. 

chûay nay kaanɔ̀ɔksǐaŋ๓. hâyrúurót , línsàtbaaŋcamphûak chên camphûakthîi mii 

khǒncháylín lia khǒn lia phlɛ̌ɛphʉ̂athamkhwaamsààatdâay 

①名 身体的一部分，人或动物嘴里辨别滋味、帮助咀嚼和发音的器官；还有某

些类型的动物舌头，例如：用舌头舔舔以清洁伤口。 

(๒) น. โดยปริยายหมายถึงส่วนของสิ่งต่าง ๆ มักมีรูปแบน ยาวหรือกลม ที่อยู่ภายใน ก็มี เช่น ลิ้นหีบ 
ลิ้นลุ้ง ที่อยู่ภายนอก ก็มี เช่น ลิ้นของปี่ ที่เป็นชั้นอยู่ภายในยกถอดออกได้ ก็มี เช่น ลิ้นเชีย่นหมาก ลิ้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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กล่องอาหาร 
dooyparíyaaymǎaythʉ̌ŋsùankhɔ̌ɔŋsìŋtàaŋๆmák mii 

rûupbɛɛnyaawrʉ̌ʉklomthîiyùuphaaynaykɔ̂ɔ mii chên línhìiplínlú  ุงthîiyùuphaaynɔ̂ɔkkɔ̂ɔ mii chên 

línkhɔ̌ɔŋpìithîi pen chányùuphaaynayyókthɔ̀ɔtɔ̀ɔkdâaykɔ̂ɔ mii chên línchîanmàaklínklɔ̀ŋaahǎan 

②名指跟舌相似的东西，舌状物。箱子柄、箩筐柄、（管乐器的）簧片。 

(๓) น. อุปกรณ์ส าหรับปิดเปิดให้สิ่งใดสิ่งหนึ่ง เช่นอากาศ น ้า เป็นต้น หยุด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ที่ผ่าน หรือ
เคลื่อนที่ผ่านไปได้ 

ùppakɔɔnsǎmràppìtpə̀əthâysìŋdaysìŋnʉ̀ŋ chên 

aakàatnáampentônyùtkaankhlʉ̂anthîiphàanrʉ̌ʉkhlʉ̂anthîiphàan pay dâay 

③名 指阀门、活门，如：空调阀，水龙头阀等 

(๔) น. อุปกรณ์ชนิดหนึ่งในเครื่องยนต์ชนิดเผาไหม้ภายใน ท าหน้าที่เป็นวาล์วปิดเปิดเป็นจังหวะ ชุด
หนึ่งเรียกว่า ลิ้นไอดี ส าหรับให้อากาศหรืออากาศผสมน ้ามันเชื้อเพลิงเข้าสู่ห้องเผาไหม้ อีกชุดหนึ่ง
เรียกว่า ลิ้นไอเสีย ส าหรับให้แก๊สต่างๆ ที่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เผาไหม้ออกจากห้องเผาไหม้ไปสู่ท่อไอเสีย, วาล์ว 
ก็เรียก 

ùppakɔɔnnítnʉ̀ŋ nay khrʉ̂aŋyonchanítphǎwmâyphaaynaythamnâathîi pen 

waapìtpə̀ətpencaŋwàchútnʉ̀ŋrîakwâalín ay dii 

sǎmràphâyaakàatrʉ̌ʉaakàatphasǒmnáammanchʉ́aphləəŋkhâwsùuhɔ̂ŋphǎwmâyìikchútnʉ̀ŋrîak

wâalínaysǐasǎmràphâykɛ́ɛttàaŋthîikə̀ətcàakkaanphǎwmâyɔ̀ɔkcàakhɔ̂ŋphǎwmây pay 

sùuthɔ̂ɔaysǐa ,waakɔ̂ɔrîak . 

④名 指发动机中的一种装置，如：进气阀、排气阀。 

(๔) น. การพูด, ถ้อยค า, เช่น ไม่เชื่อลิ้นเจ้าแล้วนะแก้วตา 
kaanphûut ,thɔ̂ykham , chên mâychʉ̂alíncâaw laeo na kɛ̂ɛwtaa 

⑤名 言语、话语（口舌），如：不相信你说的话了。 

1.汉语的“舌”和泰语的“ลิ้น”相同的义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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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汉语“舌”和泰语“ล้ิน”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舌头 舌 舌头、舌尖、舌根、舌面 

ลิ้น ลิ้น/lín / 

2 舌状物 舌 火舌、鞋舌、帽舌 

ลิ้น ลิ้นป่ี/línpìi/簧片、 

3 误会、纠纷 舌 口舌、舌战、饶舌、惹口舌、 

ลิ้น ลิ้นกันฟัน/línkan fan/口舌 

4 言语 舌 笨口拙舌、笨嘴笨舌、油嘴滑舌、尖嘴薄舌 

ลิ้น ลิ้นยาว/línyaaw/比喻阿谀奉承，拍马屁 

 

2.汉语的“舌”和泰语的“ลิ้น”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人在言谈方面的行为举止，突显了个人的性格，有的人说话尖酸，有的

人说话圆滑，有的人说话啰嗦。 

②汉语主要体现在“舌”和“口/嘴”的固定表达中，如“笨口拙舌、笨嘴

笨舌、油嘴滑舌、尖嘴薄舌、贫嘴薄舌”等。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阀门、活门，如：空调阀，水龙头阀等。 

②指发动机中的一种装置，如：进气阀、排气阀。 

 

(九)“牙、齿”和“ฟัน”/fan˧/ 

“牙（ฟัน）”在 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43 位。汉语“牙”的

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人和动物咬切、阻嚼食物的器官”。汉语“牙、

齿”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牙”。泰语 “ฟัน” 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人和动物口中，咬切骨组织”。 

汉语“牙、齿”的义项分布情况： 

“牙”（P1499） 

①名 人和高等动物咬切、咀嚼食物的器官，由坚固的骨组织和釉质构成。

人的牙按部位和形状的不同，分为切牙、尖牙、前磨牙、磨牙。通称牙齿，也叫

齿。 

②特指象牙：～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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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形状像牙齿的东西：～子。  

 “齿”（P176） 

①名 牙。 

②（～儿）物体上齿形的部分：锯～儿|梳子缺了几个～儿。 

③带～儿的：～轮。 

④〈书〉并列；引为同类：～列|不～于人类。 

⑤〈书〉年龄：序～|～德俱尊。 

⑥〈书〉说到；提起：～及|不足～数。 

“牙”有 2 个引申义项，②义比较特殊，“牙”的词素义缩小，特指某种动

物的牙，如：象牙。③义属于形貌相似的类比引申。而“齿”除了本义①外，其

他义项都是在本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 

泰语“ฟัน”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กระดูกเป็นซี่ๆ อยู่ในปากส าหรับกัด ฉีกเคี้ยวอาหาร, โดยปริยายหมายถึง สิ่งที่มีลักษณะ
คล้ายคลึงเช่นนั้น เช่น ฟันเลื่อยฟันจักร ฟันถาวรฟันน ้านมฟันปลาฟันฟางฟันม้าฟันหนู  

kràdùuk pen sîiyùu nay pàaksǎmràpkàtchìikkhíawaahǎan ,dooyparíyaaymǎaythʉ̌ŋsìŋthîi 

mii láksànàkhláaykhlʉŋchênnán chên fanlʉ̂ay fan 

càkfanthǎawɔɔnfannámnomfanplaafanfaaŋfanmáafannǔu   

①名人和高等动物咬切、咀嚼食物的器官，由坚固的骨组织和釉质构成。如：

锯齿、齿、恒齿、乳齿、鱼齿、稻草齿、马齿、老鼠齿。 

(๒) ก. เอาของมีคมเช่นดาบฟาดลงไป, โดยปริยายหมายถึง อาการท่ีคล้ายคลึงเช่นนั้น เช่น เอาสันมือ
ฟันอิฐ.เช่น ฟันคลื่น  ฟันดาบ  ฟันฝ่า   

aw khɔ̌ɔŋmiikhom chên 

dàapfâatloŋpay ,dooyparíyaaymǎaythʉ̌ŋaakaanthîikhláaykhlʉŋchênnán chên aw sǎnmʉʉ fan 

ìt . chên fankhlʉ̂ʉn   fandàap   fanfàa 

②动指拿着尖锐的东西向斩、砍、劈下去，如：（船）冲浪、击剑、冲破（披

荆斩棘）。 

1.汉语的“牙”和泰语的“ฟัน”相同的义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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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汉语“牙、齿”和泰语“ฟัน”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

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和高等动物咬

切、咀嚼食物的器

官 

牙 舌头、舌尖、舌根、舌面 

ฟัน ฟันน ้านม/fannámnom/ 乳 牙 ฟัน

ปลา/fanplaa/鱼牙 ฟันหน/ูfannǔu/ 老鼠齿 

 

2.汉语的“牙”和泰语的“ฟัน”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年龄。牙齿随着年龄的变化不断改变，所以人的年龄也常用牙齿指代。

古时年龄被称为“年齿”，老年人被称为“老齿、暮齿”，童年人被称为“幼齿、

弱齿”。“壮齿、茂齿”是用年轻人牙齿的硬朗特征来代指壮年年轻时期。①“牙

口”指牲口的年龄。 

②“牙”指牲口的年龄，如“这头牛牙口不老”。这里的“牙齿”指马的牙

口。虽然根据牲口的多少颗牙齿或磨损程度可以判定牲口的年龄，但泰语“ฟัน”
一词本身没有“年龄”的意思。 

③“牙、齿”与说话有关，因而构成与说话有关的词语。如：磨牙、挂齿、

齿及、口齿、口齿伶俐、齿数（指说起、提起）、齿及（指说到、提及）；“齿冷”

指耻笑（笑则张口，时间长了牙齿就会感觉到冷）。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名指“ฟันน ้านม/fannámnom/乳牙”，但指的是在不同年龄段长的不同牙齿，

而不同于汉语中的“年龄”。 

②动指拿着尖锐的东西向斩、砍、劈下去，如：（船）冲浪、击剑、冲破（披

荆斩棘）。 

（十）“额”和“ผาก”/pʰaːk̚˨˩/ 

汉语“额”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人的眉毛以上头发以下的部

分，也指某些动物头部大致与此相当的部位”。泰语“ผาก”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眉毛上方的部位”。 

汉语“额”（P340）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冯凌宇：《汉语人体词汇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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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名人的眉毛以上头发以下的部分，也指某些动物头部大致与此相当的部位。

通称额头。 

②牌匾：匾～|横～。 

③规定的数目：名～|定～|总～|余～|空～|超～|～外。 

④名姓。 

泰语“ผาก/phàak/”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หน้าเหนือคิ้วขึ้นไป เรียกว่า หน้าผาก 
sùannâanʉ̌akhíwkhʉ̂npayrîakwâanâaphàak 

①名 眉毛上方的部位，叫额头。 

(๒) น. ชื่อไผ่ชนิด   
chʉ̂ʉphàychanít 

②名 指长管竹的一种。 

(๓) ว.แห้งอย่างไม่มีความชื้นปนอยู่, แห้งสนิท, ในค าว่า แห้งผากผากแผ้ง 
hɛ̂ŋyàaŋmâymiikhwaamchʉ́ʉnponyùu ,hɛ̂ŋsanìt , nay khamwâahɛ̂ŋphàakphàakp̄hæ̂ng 

③副 干燥，干渴，干枯。  

1.汉语的“额”和泰语的“ผาก”相同的义项有： 

 

表 18 汉语“额”和泰语“ผาก”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眉毛上方的部位 额 额头、额角、前额 

ผาก หน้าผาก/nâaphàak/额头 

 

2.汉语的“额”和泰语的“ผาก”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在位置上，指事物接近顶端的部分，如牌匾、额匾、横额、门额、额枋。 

②用来喻指规定的数目：如名额、定额、总额、余额、空额、超额、额外。 

③还可以通过表情看出人的心情，如 ：蹙额、疾首蹙额（指痛恨）等。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表植物类，指长管竹的一种。 

②表示干燥，干渴，干枯的意思。  

 

https://dictionary.sanook.com/search/dict-th-th-pleang/%E0%B8%9C%E0%B8%B2%E0%B8%81%E0%B9%81%E0%B8%9C%E0%B9%89%E0%B8%87
https://hanyu.baidu.com/zici/s?wd=%E9%A2%9D%E6%9E%8B&cf=zuci&ptype=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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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头发”和“ผม” /pʰom˩˩˦/ 

“头发”在 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37 位。汉语“头发”的基

本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人的前额以上、两耳以上和后颈部以上生长的毛”。

泰语“ผม”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长在头上的

毛”。 

汉语“头发”（P355）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头发：毛～|须～|白～|假～|理～。 

 

泰语“ผม/phǒm/”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ขนที่ข้ึนอยู่บนศีรษะ โดยปรกติเป็นเส้นยาว, บางทีก็ใช้เข้าคู่กับค า เผ้า เป็น ผมเผ้า หรือ เผ้าผม 
khǒnthîikhʉ̂nyùu bon sǐisàdooypròkkatì pen 

sênyaaw ,baaŋthiikɔ̂ɔcháykhâwkhûukàpkhamphâa pen phǒmphâwrʉ̌ʉphâaphǒm 

①名 指长在头上的毛。 

(๒) ส. ค าใช้แทนตัวผู้พูด เพศชาย ใช้พูดโดยสุภาพ, เป็นสรรพนามบุรุษที่ ๑ 
khamcháythɛɛntuaphûuphûutphêetchaaycháyphûutdooysùphâap , pen 

sàpphanaambùrùtthîinʉ̀ng 

②代 我（男性第一人称代词，表示比较礼貌的用法）  

1.汉语的“头发”和泰语的“ผม”相同的义项有： 

 

表 19 汉语“头发”和泰语“ผม”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的前额、双耳和头

颈部以上生长的毛。 

头发 毛发、发根、发髻、发须 

ผม ผมเผ้า/phǒmphâw/头发 

 

从上表可以看出，“头发”在汉语中只有一个义项，但在泰语义项中有两个，

除了表“头发”之外，还当作男性第一人称代词使用，表“我”的意思，②义项

在汉语中是没有的。 

2.汉语的“头”和泰语的“头”不同的义项有： 

（1）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代 我（男性第一人称代词，表示比较礼貌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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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脏语素 

脏腑器官语素是指表示人体脏腑器官意义的语素。因为内脏的生理意义不同，

所以内脏这个词有不同的本义。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内脏。基于这一内

在特征，大多数内脏词都有一个共同的派生方向——表示心脏。按照词素意义的

关联程度，我们把脏腑器官语义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具有“内心”意义的，一

类是没有这种引申，意义单纯的，具体如下：一、心类：心、肠、肝、胆、脾、

肺、血；二、胃类：胃、肾、胰。 

在这里，对汉语“心、肺、肝、胆、脾、肾、血、胃”和相对应的泰语“ใจ”、

“ปอด”、“ตับ”、“ถุงน ้าดี”、“ม้าม”、“ไต”、“เลือด”、“กระเพาะ”共 8组 16个内脏词

语分别作语义对比分析。 

 

（一）“心”和“ใจ” /t͡ɕaj˧/ 

“心（ใจ）”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排名第 52 位。汉语中“心”

的基本含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人和高等动物体内促进血液循环的器

官”。泰语“ใจ”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人和动

物的血液循环的主要器官”。 

汉语“心”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人体和高级动物中促进血液循环的器官。一个人的心脏在胸部的中间，

稍微向左，呈圆锥形，大小和我的拳头差不多。里面有四个腔，上面两个是心房，

下面两个是心室。心房和心室的放松和收缩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也叫心脏。 

②名 通常也指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等：～思｜～得｜谈～｜一～一意｜

你～想到哪里去了。 

③中心；中央的部分：江～｜圆～｜重～。 

④二十八宿之一。 

⑤名 姓 

 

泰语“ใจ”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งที่ท าหน้าที่รู้ รู้สึก นึก และคิด เช่น ใจก็คิดว่าอย่างนั้น, หัวใจ เช่น ใจเต้น, ลมหายใจ เช่น กลั้น
ใจ อึดใจ หายใจ, ความรู้สึกนึกคิด เช่น ใจคด ใจซื่อ 
sìŋthîithamnâathîirúurúusʉ̀knʉ́klɛ́ khít chên chai kɔ̂ɔkhítwâayàaŋnán , hǔacay chên caytên , 

lómhǎaychai chên klânchaiʉ̀tchaihǎaychai , khwaamrúusʉ̀knʉ́kkhít chên chai khót chai sʉ̂ʉ 

①名 指具有感觉、思想的人体器官，叫心脏。如：心跳；气息方面，如：屏气、

呼吸；思想、感觉方面，如：不诚实、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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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๒) น. จุดส าคัญของบางสิ่งบางอย่าง เช่น ใจมือ, บริเวณท่ีถือว่าเป็นจุดส าคัญของสถานที่ เช่น ใจบ้าน
ใจเมือง 
cùtsǎmkhankhɔ̌ɔŋbaaŋsìŋbaaŋyàaŋ chên chai mʉʉ ,bɔɔríweenthîithʉ̌ʉwâa pen 

cùtsǎmkhankhɔ̌ɔŋsathǎanthîi chên cay bâan chai mʉaŋ 

②名 指人体中重要的部分，如：手心；认为是重要的地方。  

1.汉语的“心”和泰语的“ใจ”相同的义项有： 

 

表 20 汉语“心”和泰语“ใจ”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

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推动血液循环的器

官 

心 心跳、心率、心律 

ใจ หัวใจ/hua chai/心脏、ใจเต้น/chaitên/心跳 

2 中央的部分 心 中心、“笔心”、“掌心”、“笔芯” 

ใจ ใจกลาง/ chaiklaaŋ/中央 ใจมอื/chaimʉʉ /手心 

3 思想、感情 心 心情、心思、心腹、心疼、消沉、伤感 

ใจ ใจขุ่น/chaikhùn/心烦 ใจจืด/ chaicʉ̀ʉt/薄情 

ใจคอ 心情，性情 

 

2.汉语的“心”和泰语的“ใจ”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表示“精神活动”有关的义项，即“想法、打算、心计、心思”等意思，

如：“心数”、“心思”、“心机”、“心计”、“心术”、“心智”、“心眼”等；而“苦

心”、“操心”、“劳心”、“精心”、“费心”等都指消耗精力。“心”体现了汉民族

传统哲学的中心范畴。 

②指物体的中心、中央部分，如“中心”、“笔心”、“掌心”、``祀心”、“笔

芯”、“江心”、“重心”（都指物体的中部）；“核心”、“中心”、“重心”（事物的重

要、要旨）的。在“心”的各义项中，“情绪感情”和“精神活动”这两个义项的

使用频率最髙，也就是说此类意义的词语最多。 

在“心”的各义项中，“情绪感情”和“精神活动”这两个义项的使用频率

最髙，也就是说此类意义的词语最多。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在泰语中，“ใจ”主要是表达胆量大小的意思。相关的表达比较多，如:“ใ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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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ฉื่อย”（心灰意冷，消沉）、“ใจถึง”（有胆量）、“ใจฝ่อ”胆怯”等。 

 

(二)“肺”和 “ปอด”/pɔːt̚˨˩/ 

汉语“肺”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释为“人和高等动物的呼

吸器官”。泰语“ปอด”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人

和动物的呼吸器官”。 

汉语“肺”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人和某些高级动物的呼吸器官：～脏。～病。 

 

泰语“ปอด”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สรีร) น. อวัยวะท าหน้าที่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หายใจอยู่ภายใน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นหรือสัตว์ที่มีกระดูกสันหลัง
เป็นส่วนมาก 

àwayyáwáthamnâathîikìawkàpkaanhǎaycayyùuphaaynayrâaŋkaaykhɔ̌ɔŋkhonrʉ̌ʉsàtthîi mii 

kràdùuksǎnlǎŋ pen sùanmâak 

①名（生理）人和某些高级动物的呼吸器官，叫肺 

(๒) น. ตัวสกาที่ข้ามเขตไปไม่ได้ 
tua sä kaathîikhâamkhèet pay mâydây 

②名 棋戏（一种按投骰子的点数来觉得走几格的棋戏） 

(๓) (สรีร) ว. กลัวจนไม่กล้าท าอะไร 
klua con mâyklâathamàray 

③副 （生理）害怕、胆怯 

(๔) น. ชื่อไม้ล้มลุกชนิด Sphenocleazeylanica Gaertn. ในวงศ์ Sphenocleaceaeขึ้นตามท่ีลุ่มน ้า
ขัง ล าต้นอ่อน ดอกสีเขียว ๆ ขาว ๆ ใช้เป็นผักและท ายาได้ เรียก ผักปอด, ผักปุ่มปลา ก็เรียก 

chʉ̂ʉmáylómlúkchanít Sphenoclea zeylanica Gaertn. nay 

woŋ  Sphenocleaceaekhʉ̂ntaamthîilûmnámkhǎŋ lam tônɔ̀ɔndɔ̀ɔksǐikhǐawkhǎawcháy pen 

phàklɛ́ thamyaadâayrîakphàkpɔ̀ɔt , phàkpùmplaakɔ̂ɔrîak . 

④名 指一种水生植物（菜类，可食用）如：鱼腥草 

(๔ ) ว. ลักษณะก้นที่สอบและแฟบ เรียกว่า ก้นปอด, โดยปริยายใช้เรียกสิ่งอ่ืนที่มีลักษณะเช่นนั้น เช่น 
มะม่วงก้นปอด 

láksànàkônthîisɔ̀ɔplɛ́ fɛ̂ɛprîakwâakônpɔ̀ɔt ,dooyparíyaaycháyrîaksìŋʉ̀ʉnthîi mii 

láksànàchênnán chên mámûaŋkônpɔ̀ɔt 

⑤副 指底部溃烂的情况，如：溃烂的芒果。 

除了基本义外，“肺”和“ปอด”通过心理上的联想模拟和突显其某方面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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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或相似性而产生更多的引申意义，其引申意义有异同。 

1.汉语的“肺”和泰语的“ปอด”相同的义项有： 

 

表 21 汉语“肺”和泰语“ปอด”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和某些高级动物

的呼吸器官 

肺 肺脏、肺腑 

ปอด ปอดบวม/pɔ̀ɔtbuam/心脏 

 

2.汉语的“肺”和泰语的“ปอด”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汉泰语人体词汇中，“肺”和“ปอด”是最少引申出新意义的词语之一。它们仅有

“呼吸器”一个义项相同。汉语“肺”无别的引申义。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名 指一种棋戏的玩法（一种按投骰子的点数来觉得走几格的棋戏） 

②副 （生理）表示害怕、胆怯。如：“ปอดลอย/pɔ̀ɔtlɔɔy/恐惧”、“ปอดแหก/pɔ̀ɔthɛ̀ɛk/

胆怯”、“ปอดไม่ดี/pɔ̀ɔtmâydii/心慌”； 

③名 指一种水生植物（菜类，可食用）如：鱼腥草 

④副 指底部溃烂的情况，如：มะม่วงก้นปอด/mámûaŋkônpɔ̀ɔt/芒果的溃烂。 

在两种语言中“肺”和“ปอด”引申出新的意义很少，所以由它构成的词语也较少。 

（三）“肝”和“ตับ”/tap̚˨˩/ 

“肝（ตับ）”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53 位。汉语“肝”的

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释为“人和高等动物的消化器官之一”。泰

语“ตับ”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人和动物的处

于肺脏下面，紧挨着膈膜上，分泌胆汁的器官”。 

汉语“肝”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人和高等动物的消化器官之一。人的肝在腹腔内右上部，分为两叶。

主要功能是分泌胆汁，储藏糖原，调节蛋白质、脂肪和糖类的新陈代谢等，还有

解毒凝血作用。也叫肝脏。 

泰语“ตับ”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อวัยวะประเภทต่อมของระบบทางเดินอาหารของคนและสัตว์ อยู่ในช่องท้อง ท าหน้าที่ท าลาย
พิษ สร้างน ้าดีและโปรตีนบางชนิด เป็นต้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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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wayyáwápràphêettɔ̀mkhɔ̌ɔŋrábòpthaaŋdəənaahǎankhɔ̌ɔŋkhonlɛ́ sàtyùu nay 

chɔ̂ŋthɔ́ɔŋthamnâathîithamlaayphítsâaŋน้ําdii lɛ́ prootiinbaaŋchanítpentôn 

①名 人和高等动物的消化器官之一。如：肝脏。 

(๒) น. ไม้ส าหรับหนีบปลาหรือไก่เป็นต้นปิ้งไฟ 
máysǎmràpnìipplaarʉ̌ʉkàypentônpîŋ fay 

②名 成排之物（如用于夹住鱼或鸡来烤的木排） 

(๓) น. เรียกของที่ผูก ตั้ง หรือวางเรียงกันเป็นแถว เช่น ตับพลุ ตับลูกปืนตับจาก 

rîakkhɔ̌ɔŋthîiphùuktâŋrʉ̌ʉwaaŋriaŋkanpenthɛ̌ɛw chên tàpphlútàplûukpʉʉntàpcàak 

③名 排、串（用于操作东西），如：烟花串、子弹排、椰子叶排（盖屋顶用的） 

(๔) น. ลักษณนามเรียกของที่เรียงกันเป็นแถว เช่น ปลาย่างตับหนึ่ง พลุ ๒ ตับ 
láksananaamrîakkhɔ̌ɔŋthîiriaŋkanpenthɛ̌ɛw chên plaayâaŋtàpnʉ̀ŋphlúsɔ̌ɔngtàp . 

④名 当量词用，如：一排烤鱼、两串烟花。 

1.汉语的“肝”和泰语的“ตับ”相同的义项有，如： 

 

表 22 汉语“肝”和泰语“ตับ”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和高等动物的消化器官之一 肝 肝脏、肝脾 

ตับ ตับเหล็ก/tàplèk/肝脾 

 

2.汉语的“肝”和泰语的“ตับ”不同的义项有： 

（1）泰语的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来表示“排、串”的一种物品，如：椰子叶排、烟花串、子弹排。 

②当量词使用，如：一排烤鱼、两串烟花等。 

 

（四）“胆”和“ถุงน ้าดี”/tʰuŋ˩˩˦naːm˦˥.diː˧/ 

汉语“胆”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释为“胆囊的通称”。泰

语“ถุงน ้าดี”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由肝脏分泌

出的黄绿色的苦味的液体”。 

汉语“胆”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胆囊的通称。 

②（～儿）胆量：～怯｜～大心细｜～小如鼠｜壮壮～儿。 

③装在器物内部，可以容纳水、空气等物的东西：球～｜热水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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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①义以外，可看出其他的义项都是由本义引申出的意义。 

 

泰语“ถุงน ้าดี”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ของเหลวสีเขียว สร้างจากตับแล้วเก็บไว้ในถุงน ้าดี มีหน้าที่ท าให้ไขมันขนาดใหญ่แตกเป็นก้อน
เล็กๆ เพ่ือให้เอนไซม์สามารถย่อยได้ง่ายขึ้น 

khɔ̌ɔŋlěewsǐikhǐawsâaŋcàaktàplɛ́ɛwkèpwáy nay thǔŋnáamdii mii 

nâathîithamhâykhǎymankhanàatyàyแtòkpenkɔ̂ɔnlékๆ

phʉ̂ahâyeensaaysǎamâatyɔ̂ydâayŋâaykhʉ̂n 

①名 由肝脏分泌出的黄绿色的苦味的液体，如：胆汁 

1.汉语的“胆”和泰语的“ถุงน ้าดี”相同的义项有： 

 

表 23 汉语“胆”和泰语“ถุงน ้าดี”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由肝脏分泌

出的黄绿色

的苦味的液

体，称胆囊 

胆 胆汁、胆囊 

ถุงน ้าดี น ้าด/ีnáamdii/胆汁 

 

2 

 

勇气、胆量 

胆 胆量、胆气、胆寒、胆识、 

胆怯、胆壮、胆大、胆力 

ความ

กล้า/khwaamklâa/ 

ความใจกล้า/khwaamcayklâa/胆子

ความกล้า/khwaamklâa /胆量 

ความกล้าหาญ/khwaamklâahǎan/胆

气 ขวัญหนีดฝี่อ/khwǎnnǐidiifɔ̀ɔ/胆寒 

 

从表中看,“胆”和“ถุงน ้าด”ี包括其基本义，只有两个义项相同。“胆”和“ถุง
น ้าดี”的主要引申义是指胆量的大小，这个义项是在两种语言中完全相同。 

2.汉语的“胆”和泰语的“ถุงน ้าดี”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表示一种偏向于道德评价的内在感情，如“赤胆、义胆忠魂、侠肝义胆”。 

②汉语中用“胆”喻指“胆囊”状物，如“瓶胆”、“球胆”。 

在泰语“ถุงน ้าดี”里没有这一类义项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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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泰语的义项中除了本义之外在，没有在汉语中找到不对应的。 

（五）“脾”和“ม้าม”/maːm˦˥/ 

汉语“脾”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释为“人和高等动物的内

脏之一”。泰语“ม้าม”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人

和动物身体内分泌出血细胞而调整相关的关系的器官”。 

汉语“脾”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人和高等动物的内脏之一，椭圆形，赤褐色，质柔软，在胃的左侧。

脾的作用是制造新的血细胞与破坏衰老的血细胞，产生淋巴细胞与抗体，贮藏铁

质，调节脂肪、蛋白质的新陈代谢等。也叫脾脏。～囊。苦～。～固醇。肝～相

照（指对人忠诚，以真心相见）。 

 

泰语“ม้าม/maːm˦˥/”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อวัยวะภายในร่างกายริมกระเพาะอาหารข้างซ้าย มีหน้าที่ท าลายเม็ดเลือดแดง สร้างเม็ด
น ้าเหลืองและสร้างภูมิคุ้มกัน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 

àwayyáwáphaaynayrâaŋkaay rim kràphɔ́aahǎankhâaŋsáay mii 

nâathîithamlaaymétlʉ̂atdɛɛŋsâaŋmétnáamlʉ̌aŋlɛ́ sâaŋphuumkhúmkankhɔ̌ɔŋrâaŋkaay . 

①名 人和高等动物的内脏之一。 

“脾”和“ม้าม”在两种语言中，除了其基本义，很少引申出新义。 

1.汉语的“脾”和泰语的“ม้าม”相同的义项有： 

 

表 24 汉语“肝”和泰语“ม้าม”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和高等动物的内

脏之一 

脾 肝脾、脾脏 

ม้าม ม้าม 脾 

 

汉语“脾”和泰语“ม้าม”只是基本义相同。在引申义方面，汉语“脾”可表

达“性情、爱好”，如： 

2.汉语的“脾”和泰语的“ม้าม”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性情,如:“脾性”、“脾味”、“脾胃”、“脾气”（太子脾气、奶奶脾气、娘

们儿脾气、大少爷脾气、洋鬼子脾气、急脾气、直脾气、怪脾气、脏脾气） 

②比喻对事物爱好、憎恶的习性。如“这两人脾胃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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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一种脾脏下垂（医学方面）。 

 

（六）“肾”和“ไต”/taj˧/ 

汉语“肾”的基本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是“人和高等动物的

主要排泄器官”。泰语的“ไต”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

是“人体和动物的排泄尿液的器官”。 

汉语“肾”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人和某些高级动物分泌尿液的器官，也叫肾脏：～脏，～炎。 

②中医指外肾，即男人的睾丸。 

 

泰语“ไต/dtai /”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อวัยวะคู่หนึ่งของคนและสัตว์ อยู่ในช่องท้องใกล้กระดูกสันหลัง ท าหน้าที่ขับของเสียออกมากับ
น ้าปัสสาวะ 

àwayyáwákhûunʉ̀ŋkhɔ̌ɔŋkhonlɛ́ sàtyùu nay 

chɔ̂ŋthɔ́ɔŋklâykràdùuksǎnlǎŋthamnâathîikhàpkhɔ̌ɔŋsǐaɔ̀ɔkmaakàpnáampàtsǎawá 

①名 人体和动物的排泄尿液的器官 

(๒) น. สิ่งซึ่งเป็นก้อนแข็งอยู่ในเนื้อ 
sìŋsʉ̂ŋ pen kɔ̂ɔnkhɛ̌ŋyùu nay nʉ́a 

②指皮肉下的硬疙瘩。 

“肾”和“ไต”在两种语言中也很少引申出新意义。 

1.汉语的“肾”和泰语的“ไต”相同的义项有： 

 

表 25 汉语“肾”和泰语“ไต”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体和动物的排泄

尿液的器官 

肾 肾脏 

ไต ไตซ้าย/dtaisáay/左肾 

ไตขวา/dtaikhwǎa/右肾 

 

上表中,“肾”和“ไต”除了 “人和动物的排泄器官”这一基本义外，没有

其它相同的义项。 

2.汉语的“肾”和泰语的“ไต”不同的义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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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肾”的引申义有中医学所说的“外肾”，即男人的睾丸。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肾”的位置。 

 

（七）“血”和“เลือด” /lɯa̯t̚˥˩/ 

“血（เลือด）”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30 位。汉语“血”

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释为“人和高等动物体内循环系统中的液

体组织”。泰语“เลือด”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释为

“养分和激素输送给体内各个组织的，循环在体内的红色的液体”。 

汉语“血”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人和高等动物体内循环系统中的液体组织，红色，有腥气，由血浆、红细

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组成。作用是把养分和激素输送给体内各个组织，收集废

物送到排泄器官，调节体温和抵御病菌等。也叫血液。 

②有血统关系的：～亲。～缘。 

③比喻刚强热烈：～性。～气。 

④名 指月经。 

⑤姓。 

 

泰语“เลือด”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ของเหลวปรกติมีสีแดง อยู่ในหลอดเลือดและหัวใจของคนและสัตว์ 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น ้าเลือดและ
เม็ดเลือด ส่วนที่เป็นสีแดงเกิดจากสีในเม็ดเลือดแดง สัตว์ไม่มีกระดูกสันหลัง เช่น แมลง กุ้ง หอย เม็ด
เลือดเห็นมีสีน ้าเงินจางๆ 

khɔ̌ɔŋlěewpròkkatì mii sǐidɛɛŋyùu nay lɔ̀ɔtlʉ̂atlɛ́ hǔacaykhɔ̌ɔŋkhonlɛ́ 

sàtpràkɔ̀ɔpdûaynáamlʉ̂atlɛ́ métlʉ̂atsùanthîi pen sǐidɛɛŋkə̀ətcàaksǐi nay 

métlʉ̂atdɛɛŋsàtmâymiikràdùuksǎnlǎŋ chên malɛɛŋkûŋhɔ̌ɔymétlʉ̂athěn mii sǐináamŋəncaaŋ 

①名人和高等动物体内循环系统中的液体组织，叫血液。 

(๒) น. ระดู เช่น เลือดท า คือ อาการป่วยในระหว่างที่มีระดู 
ráduu chên lʉ̂atthamkhʉʉaakaanpùay nay ráwàaŋthîi mii ráduu 

②名 指月经，经血。 

(๓) น. โดยปริยายหมายถึงผู้สืบเชื้อสาย เช่น เลือดศิลปิน เลือดนักรบ เลือดนักประพันธ์ 
dooyparíyaaymǎaythʉ̌ŋphûusʉ̀ʉpchʉ́asǎay chên lʉ̂atsǐnlapinlʉ̂atnákróplʉ̂atnákpràphan 

③名 指血统关系，如：艺术世家、军人世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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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๔) น. ผู้ที่เคยศึกษาจากสถาบันใดสถาบันหนึ่ง เช่น เลือดจุฬา เลือด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 
phûuthîikhəəysʉ̀ksǎacàaksathǎaban day sathǎabannʉ̀ŋ chên lʉ̂atcùlaalʉ̂atthammasàat . 

④名 指校友或同门，如：朱拉校友，法政校友 

1.汉语的“血”和泰语的“เลือด”相同的义项有： 

 

表 26 汉语“血”和泰语“เลือด”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血”和泰语的“เลือด”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比喻刚强热烈之意，如“血性”、“血气”。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血统关系，如：艺术世家、军人世家、作家。 

②指校友或同门，如：北大校友，复旦校友朱拉校友，法政校友等。 

 

（八）“胃”和“กระเพาะ”/kra˨˩.pʰɔʔ˦˥/ 

汉语“胃”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释为“消化器官的一部分，

形状像口袋，上端跟食管相连，下端跟十二指肠相连。能分泌胃液，消化食物”。

泰语“กระเพาะ”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释为“人和

动物消化系统，像袋子，能分泌胃液，消化食物”。 

汉语“胃”（P1368）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消化器官的一部分，形状像口袋，上端跟食管相连，下端跟十二指肠

相连。能分泌胃液，消化食物 

②星名。二十八宿之一。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血液 血 血库、血脉、血亏、血型 

เลือด สายเลือด/sǎaylʉ̂at/血脉 

กลุ่มเลือด/klùmlʉ̂at/血型 

2 血缘关系 血 血亲、血缘、血统 

เลือด ญาติทางสายเลือด/yâatthaaŋsǎaylʉ̂at/血亲

สายเลือด/sǎaylʉ̂at/血缘 

3 月经 血 月经、经血 

เลือด เลือดประจ าเดือน/lʉ̂atpràcamdʉan/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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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กระเพาะ”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อวัยวะภายในของคนและสัตว์ ลักษณะคล้ายถุง ได้แก่ กระเพาะอาหารและกระเพาะปัสสาวะ 
àwayyáwáphaaynaykhɔ̌ɔŋkhonlɛ́ sàtláksànàkhláaythǔŋdâaykɛ̀ɛkràphɔ́aahǎanlɛ́ 

kràphɔ́pàtsǎawá 

①名人和动物消化系统，像袋子，能分泌胃液，消化食物。 

(๒) น. ภาชนะสานส าหรับตวงข้าว มีอัตราจุ ๔ กระผีก. 
phâachánásǎansǎmràptuaŋkhâaw mii àttraacùsìikràphìik . 

②名 指一种中间大的米箩。 

1.汉语的“胃”和泰语的“กระเพาะ”相同的义项有： 

 

表 27 汉语“胃”和泰语“กระเพาะ”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消化器官的一部分 胃 肠胃、胃液、脾胃、羊胃、 

กระเพาะ กระเพาะปลา/kràphɔ́plaa/鱼肚

กระเพาะหม/ูkràphɔ́ mǔu/猪肚 

 

2.汉语的“胃”和泰语的“กระเพาะ”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星名。二十八宿之一。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 “一种中间大的米箩”，有时也转指为容量单位，如：๑กระเพาะ=๔กระผีก/

๑kràphɔ́  = ๔ kràphìik /（1 米箩=5竹筐）。 

 

三、躯体词汇 

躯体词汇指表示人体躯干意义的词素。这类词素总共 6个，分别是“肚（腹）”、

“腰”、“骨”、“皮”、“身”、“颈”，词素义多且构词能力强的“腰”为代表。在

此，我们对汉泰语中的 12 个主要躯体词进行语义对比分析，两种语言的主要躯

体词 

 

（一）“肚（腹）”和 “ท้อง”/tʰɔːŋ˦˥/ 

没语“肚（腹）”的基本意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如此定义“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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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人类的腹在胸下面，动物的腹在胸的后面。通称肚子”。泰语“ท้อง”
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释为“人和动物的腹部”。 

汉语“肚（腹）”的义项分布情况： 

“肚”：（P324） 

①名 指肚子。 

“腹”：（P413） 

①名 躯干的一部分，人的腹在胸下面，动物的腹在胸的后面。通称肚子。 

②指内心，如：～案|～议。 

③指鼎、瓶子等器物的中空而凸出的部分，如：壶～|瓶～。 

“肚”只有一个义项，指“肚子”，“腹”除了基本义是本义以外，其他义项

都是由基本义引申出来的义项。 

 

泰语的“ท้อง”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ด้านหน้า ตั้งแต่ลิ้นปี่จนถึงบริเวณต้นขา มีสะดืออยู่ตรงกลาง มีกระเพาะและไส้
อยู่ภายใน 

sùankhɔ̌ɔŋrâaŋkaaydâannâatâŋtɛ̀ɛlínpìiconthʉ̌ŋbɔɔríweentônkhǎa mii sàdʉʉyùutroŋklaaŋ 

mii kràphɔ́ lɛ́ sâyyùuphaaynay 

①名 人和动物的腹部。 

(๒) น. ครรภ์ เช่น น้องร่วมท้อง 
②名 胎儿，如：怀孕、怀胎。 

(๓) น. พ้ืนที่หรือบริเวณที่กว้างใหญ่ เช่น ท้องน ้า ท้องฟ้า ท้องทุ่ง ท้องไร่ ท้องนา ท้องถนน 
phʉ́ʉnthîirʉ̌ʉbɔɔríweenthîikwâaŋyày chên 

thɔ́ɔŋnáamthɔ́ɔŋfáathɔ́ɔŋthûŋthɔ́ɔŋrâythɔ́ɔŋnaathɔ́ɔŋthanǒn 

③名 指宽广的地方，如：天空、水底、田野、田间、马路 

(๔) น. ส่วนที่มีลักษณะโค้ง เช่น ท้องแขน ท้องน่อง ท้องเรือ ท้องร่อง. 
sùanthîi mii láksànàkhóoŋ chên thɔ́ɔŋkhɛ̌ɛnthɔ́ɔŋnɔ̂ŋthɔ́ɔŋrʉathɔ́ɔŋrɔ̂ŋ 

④名 转指中间部分，里头的部分，如：腿肚子（腓）、船舱、水渠 

(๕) ก. มีลูกอยู่ในท้อง, ตั้งครรภ์. 
Miilûukyùu nay thɔ́ɔŋ ,tâŋkhan 

⑤动 怀孕。 

1.汉语的“肚（腹）”和泰语的“ท้อง”相同的义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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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汉语“肚（腹）”和泰语“ท้อง”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躯干的一部分 肚（腹） 肚子、腹心、腿肚 

ท้อง ท้องป่อง/thɔ́ɔŋpɔ̀ŋ/大肚皮

ท้องน้อย/thɔ́ɔŋnɔ́ɔy/小腹 

 

2.汉语的“肚（腹）”和泰语的“ท้อง”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量 如：“一肚子气”。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转指中间部分和宽广的意思， 

②像肚子凸起的部分，指怀孕。 

 

（二）“腰”和“เอว” /ʔeːw˧/ 

汉语“腰”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释为“跨上胁下的部分，

在身体的中间部位”。泰语“เอว”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中释为“人和有些动物的里面有脊髓的，多个骨块连接构成的软骨组织。”。 

汉语“腰”（P1521）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胯上胁下的部分，在身体的中部：弯～｜两手叉～。 

②名 裤腰：这裤子～太肥。 

③名 指腰包或衣兜：我～里还有些钱，足够我们零用的。 

④事物的中间部分：山～｜树～｜半中～。 

⑤中间狭小，像腰部的地势：土～｜海～。 

除了义项①是基本义以外，其他义项都是由基本义引申出来的义项。 

 

泰语“เอว”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กลาง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ระหว่างชายโครงกับกระดูกตะโพกทั้ง ๒ ข้าง, กะเอว บั้นเอว หรือ สะเอว 
ก็ว่า 

sùanklaaŋkhɔ̌ɔŋrâaŋkaayráwàaŋchaaykhrooŋkàpkràdùuktàphôoktháŋsɔ̌ɔngkhâaŋ , 

kàeewbâneewrʉ̌ʉsàeewkɔ̂ɔwâa 

①名 人和有些动物的里面有脊髓的，多个骨块连接构成的软骨组织 

(๒) น. โดยปริยายหมายถึงส่วนกลางของสิ่งอื่นๆ ตรงที่คอดเข้าไป เช่น เอวว่าวจุฬา เอวพา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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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yparíyaaymǎaythʉ̌ŋsùanklaaŋkhɔ̌ɔŋsìŋʉ̀ʉntroŋthîikhɔ̂ɔtkhâwpay chên 

eewwâawcùlaaeewphaan . 

②名指某些物件的中间细小部分，如：风筝腰、腰段 

1.汉语的“腰”和泰语的“เอว”相同的义项有： 

 

表 29 汉语“腰”和泰语“เอว”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腰”和泰语的“เอว”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裤腰，如：这裤子裤腰太肥。 

②腰包或衣兜，如“我腰里还有些零用钱，这是我们需要的”。 

③中间狭小、像腰部的地势，如：土腰、海腰、山腰。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名指某些物件的中间细小部分，如：风筝腰、腰段 

 

（三）“骨”和“กระดูก”/kra˨˩.duːk̚˨˩/ 

“骨（กระดูก）”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31 位。汉语“骨”

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

硬组织，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泰语“กระดูก”的基本义中《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
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是释为“人和动物体内坚硬组织”。 

汉语“骨”（P467）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骨头：～粉|～质。 

②比喻在物体内部支撑的架子：飞机龙～|钢～水泥。 

③指品质；气概：～气|媚～|侠～。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胯上胁下的部分 腰 腰盘、腰部、腰围 

เอว เอวหลัง/eewlǎŋ/腰板儿 รอบเอว/rɔ̂ɔpeew/

腰身 

2 事物的中间部分 腰 山腰、树腰 

เอว เอวว่าวจุฬา/eewwâawcùlaa/风筝腰、เอว

เล็กเอวบาง/eewlékeewbaaŋ/柳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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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กระดูก”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โครงร่างกายมีลักษณะแข็ง, ส่วนใด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โครงร่างกาย 
khrooŋrâaŋkaay mii láksànàkhɛ̌ŋ , sùan day sùannʉ̀ŋkhɔ̌ɔŋkhrooŋrâaŋkaay 

①名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 

(๒) น. เรียกผลไม้ที่มีเนื้อน้อยเช่นมะปราง ว่า มะปรางกระดูก. 
rîakphǒnlamáythîi mii nʉ́anɔ́ɔy chên mápraaŋwâamápraaŋkràdùuk 

②名 指（肉少的）水果，如：Ma prang 果 

1.汉语的“骨”和泰语的“กระดูก”相同的义项有： 

 

表 30 汉语“骨”和泰语“กระดูก”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头”和泰语的“头”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在总体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或事物，如：骨干。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表示果实的核或硬壳，如：มะปรางกระดูก/mápraaŋkràdùuk/ (水果的一种)。 

 

（四）“皮”和“หนัง”/naŋ˩˩˦/ 

“皮（หนัง）”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27 位。汉语“皮”

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人和生物体表面的一层组织”。泰语“หนัง”
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释为“人和动物体表面一层

组织”。 

汉语“皮”（P992）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人或生物体表面的一层组织：牛～，荞麦，碰掉了一块～。 

②皮子：～箱，～鞋，～袄。 

③（～儿）名 包在或围在外面的一层东西：包袱～儿，新书最好包上～儿。 

④（～儿）表面：地～，水～儿。 

⑤（～儿）名 某些薄片状的东西：铅～，豆腐～儿。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骨头 骨 趾骨、腕骨、肋骨、脊骨、股骨 

กระดูก กระดูกเชิงกราน/kràdùukchəəŋkraan/骨盆 

กระดูกโคนขา/kràdùukkhoonkhǎa/股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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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有韧性的：～糖。 

⑦形酥脆的东西受潮后变韧：花生放了，吃起来不香了。 

⑧形顽皮：调～，这孩子真～。 

⑨形由于受申斥或责罚次数过多而感觉无所谓：老挨说，他早就～了。 

⑩指橡胶：橡～，～筋儿。 

⑪姓。 

泰语“หนัง”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ที่หุ้มเนื้ออยู่, หนังสัตว์ที่เอามาท าเป็นของใช้หรือเป็นอาหาร 
sùankhɔ̌ɔŋrâaŋkaaythîihûmnʉ́ayùu ,nǎŋsàtthîi aw maa tham pen khɔ̌ɔŋcháyrʉ̌ʉ pen aahǎan 

①名人或生物体表面的一层组织 

(๒) น. การมหรสพอย่างหนึ่งเอาหนังสัตว์มาสลักเป็นภาพ เช่น หนังตะลุง, หนังใหญ่, (ปาก) ภาพยนตร์ 
เช่น โรงหนัง ถ่ายหนัง ฉายหนัง เล่นหนัง 

kaanmahɔ̌ɔnrasòpyàaŋnʉ̀ŋ aw nǎŋsàt maa salák pen phâap chên nǎŋtàluŋ ,nǎŋyày , ( pàak ) 

phâapphayon chên rooŋnǎŋthàaynǎŋchǎaynǎŋlênnǎŋ . 

②名 转指一种影戏，如：皮影戏、大型皮影戏。 

(๓) น. เรียกขนุนพันธุ์ที่มียวงสีเหลือง เนื้อนุ่มแต่ไม่เหลว วา่ ขนุนหนัง 
rîakkhanǔn phan thîi mii yuaŋsǐilʉ̌aŋnʉ́anûmtɛ̀ɛmâylěewwâakhanǔnnǎŋ  

③名 转指一种皮比较硬的水果，叫硬肉菠萝蜜。 

1.汉语的“皮”和泰语的“หนัง”相同的义项有： 

 

表 31 汉语“皮”和泰语“หนัง”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皮”和泰语的“หนัง”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包在或围在外面的一层东西；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或生物体表

面的组织 

皮 皮肤、鸡皮、牛皮、皮质、皮质 

หนัง ผิวหนัง/phǐwnǎŋ/皮肤 ไกห่นงั/kàynǎŋ/鸡皮 

หนังวัว/nǎŋwua/牛皮 

2 皮子 皮 皮箱、皮包、皮鞋 

หนัง กระเป๋าหนัง/kràpǎwnǎŋ/皮箱 กระเป๋าหนัง/ kràpǎwnǎŋ /

皮包 รองเท้าหนัง/ rɔɔŋtháawnǎŋ/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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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外面； 

③某些薄片状的东西； 

④有韧性的； 

⑤酥脆的东西受潮后变韧； 

⑥由于受申诉或责罚次数过多而感觉无所谓； 

⑦橡胶。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橘子等水果的果皮； 

②转指一种影戏；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知道汉语“皮”相对泰语“หนัง”的义项较多，其中

“包在或围在外面的一层东西”、“外面”和“某些薄片状的东西”这三个义项是

其语义发展的主要方向，使用频率最高。  

 

（五）“身”和“ร่างกาย”/raːŋ˥˩.kaːj˧/ 

汉语“身”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释为“一个人或一个动物

的生理组织的整体，有时转指躯干和四肢”。泰语“ร่างกาย”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释为“人和动物的生理组织的整体”。 

汉语“身”（P1158）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身体：～上|转过～去|～高五尺。翻了一个～。 

②指生命：奋不顾～。 

③一生；一辈子：终身，～后之事。 

④自己；本身：以～作则|～先士卒|～临其境|～为领导，当然应该走在群众的

前面。 

⑤人的品格和修养：修～|立～处世。 

⑥指社会地位：～份|出～|～败名裂。 

⑦物体的中部或主要部分：车～|河～|船～|机～。 

⑧用于衣服：换了～衣裳|做两～儿制服。 

 

泰语“ร่างกาย”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รูปทรง, โครง, ตัว, เช่น เอวบางร่างน้อย ร่างเล็ก ร่างล ่าสัน 
rûupsoŋ , khrooŋ , tua , chên eewbaaŋrâaŋnɔ́ɔyrâaŋlékrâaŋlâmsǎn 

①名 身段，身材，身体。如：细腰、瘦小 

(๒) ก. ท ารูปโครงข้ึนเพ่ือลอก คัด หรือแต่งเป็นต้นในภายหลัง เช่น 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 ร่างภา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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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mrûupkhrooŋkhʉ̂nphʉ̂alɔ̂ɔkkhátrʉ̌ʉtɛ̀ŋpentôn nay phaaylǎŋ chên 

râaŋphrárâatchábanyátrâaŋphâap 

②动指起草、草拟，如：草案、拟稿 

(๓) ว. ที่ท ารูปโครงขึ้นเพ่ือลอก คัด หรือแต่งเป็นต้นในภายหลัง เช่น ฉบับร่าง ต้นร่าง ภาพร่าง โครง
ร่าง 

thîithamrûupkhrooŋkhʉ̂nphʉ̂alɔ̂ɔkkhátrʉ̌ʉtɛ̀ŋpentôn nay phaaylǎŋ chên 

chabàprâaŋtônrâaŋphâaprâaŋkhrooŋrâaŋ . 

③副 指组织架构，文本。如：初版，原版。 

1.汉语的“身体”和泰语的“ร่างกาย”相同的义项有： 

 

表 32 汉语“身”和泰语“ร่างกาย”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身体”和泰语的“ร่างกาย”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生命：奋不顾～。 

②一生；一辈子：终身，～后之事。 

③自己；本身：以～作则|～先士卒|～临其境|～为领导，当然应该走在群

众的前面。 

④人的品格和修养：修～|立～处世。 

⑤指社会地位：～份|出～|～败名裂。 

⑥物体的中部或主要部分：车～|河～|船～|机～。 

⑦用于衣服：换了～衣裳|做两～儿制服。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起草、草拟，如：草案、拟稿 

②指组织架构，文本。如：初版，原版。 

 

（六）“颈（脖）”和“คอ”/kʰɔː˧/ 

“颈（脖）（คอ）”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位居第 50位。汉语“颈”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身体 身体 身材、身段、身子 

ร่างกาย เอวบางร่างน้อย/eewbaaŋrâaŋnɔ́ɔy/细腰 

ร่างเล็ก/râaŋlék /小身材 ร่างล ่าสัน/râaŋlâmsǎn/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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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颈项”。泰语“คอ”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
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是“连接身体和头的部位”。 

汉语“颈（脖）”的义项分布情况： 

“颈”（P691）： 

①名 颈项：长～鹿。 

②物体上的形状像颈或部位相当于颈的部分：瓶～|曲～瓶。 

“脖”（P100）： 

①名 （～儿）脖子。 

②器物上像脖子的部分：这个瓶子～长。 

“颈（脖）”从词义的演变可以看出，是基于相似性的基础上的隐喻义。相似

性方面这可以从外形相似和位置相似两方面来看，如颈、脖是连接头和躯干的部

分，也有某些物品类似于颈、脖的外形，如“瓶颈”、“壶嘴”、“罐”的颈部都有

细长的类似于颈的外形，引申指“颈状物”。 

 

泰语“คอ”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ที่ต่อศีรษะกับตัว, ราชาศัพท์ว่า พระศอ 
sùankhɔ̌ɔŋrâaŋkaaythîitɔ̀ɔsǐisàkàptua , raachaasàpwâaphrásɔ̌ɔ 

①名 指连接身体和头的部位。王室用语一般要在前面加词缀 “พระ/phrá/”，表

尊称、敬称。 

(๒) น. ส่วนของภาชนะท่ีคอดอยู่ระหว่างตัวกับปาก เช่น คอหม้อ 

sùankhɔ̌ɔŋphâachánáthîikhɔ̂ɔtyùuráwàaŋtuakàppàak chên khɔɔmɔ̂ɔ 

②名 指容器身体和嘴之间的部位。如“锅颈” 

(๓) น. เรียกส่วนล าต้นของพรรณไม้วงศ์ปาล์มที่อยู่ระหว่างใบล่างสุดกับยอด เช่น คอมะพร้าว คอตาล 
rîaksùanlamtônkhɔ̌ɔŋphanmáywoŋpaamthîiyùuráwàaŋ bay lâaŋsùtkàpyɔ̂ɔt chên 

khɔɔmáphráawkhɔɔtaan 

③名 指植物底部到顶部之间的部分，如“椰子树干”、“椰棕树干” 

(๔) น. โดยปริยาย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 ความมีใจชอบเสพสิ่งใดสิ่งหนึ่งเป็นอาจิณ เช่น คอเหล้า คอเบียร์ คอ
หนัง คอละคร 

dooyparíyaaymǎaykhwaamwâakhwaam mii cay chɔ̂ɔpsèepsìŋdaysìŋnʉ̀ŋpenaacin chên 

khɔɔlâwkhɔɔbiakhɔɔnǎŋkhɔɔlákhɔɔn 

④名 暗指嗜好，爱好：如“嗜酒的”、“嗜影的”、“嗜剧的”。 

1.汉语的“颈（脖）”和泰语的“คอ”相同的义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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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汉语“颈（脖）”和泰语“คอ”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颈项 颈 头颈、颈椎、脖颈子 

คอ คอม้า/khɔɔmáa /狗脖子 คอเต่า/ khɔɔtàw/乌龟颈

คอต่อ/khɔɔtɔ̀ɔ/后颈 

2 物体上相当于

颈的部分 

颈 瓶颈、曲瓶颈、脖梗儿 

คอ คอหม้อ/khɔɔmɔ̂ɔ/锅颈 คอขวด/khɔɔkhùat /瓶颈 

 

2.汉语的“头”和泰语的“头”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器物上像脖子的部分：这个瓶子～长。 

②物体上的形状像颈或部位相当于颈的部分：瓶～|曲～瓶。 

③颈项：长～鹿。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植物底部到顶部之间的部分，如“椰子树干”、“椰棕树干” 

②暗指嗜好，爱好：如“嗜酒的”、“爱看电影的”、“爱看剧的”。 

 

四、肢体语素 

肢体语素主要指表示人体四肢意义的语素，按照语素意义的关联程度，本文

把四肢语义场分成了三类：一、手类：手、掌、指、拳；二、臂类：臂、肘、腋、

膀、腕、膊；三、脚类：脚、足、腿、胯、膝、踵。 

在《二百核心词表》中四肢类的词共有三个，分别为：手、腿、膝。但在汉

泰语肢体词汇中还有很多，为了尽可能地详尽收集其全部语义，我们将选取汉语

“手”、“脚”、“腿”、“膝”、“臂”、“指”、“腕”、“踵”和泰语“มือ”、“เท้า”、“เข่า”、
“ขา”、“แขน”、“นิ้ว”、“ข้อ”、“ส้น”共八组词，对其语义进行对比分析。 

 

（一）“手”和“มือ”/mɯː˧/ 

“手（มือ）”在斯瓦迪士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居 48 位。汉语“手”

的基本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释为“人体上肢前端能拿东西的部分”。

泰语“มือ”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中释为“从肩膀

到手指尖的部分”。 

汉语“手”（P1202）的义项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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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名 人体上肢前端能拿东西的部分。 

②拿着：人～一册。 

③小巧而便于拿的：～册｜～折。 

④亲手：～订｜～抄。 

⑤手段、手法：～辣｜眼高～低。 

⑥（～儿）量。用于技能、本领：他真有两～｜他有一～好手艺。 

⑦擅长某种技能的人或做某种事的人：选～｜能～｜拖拉机～｜多面～。  

上面义项，除了①义是“手”的基本义以外，其他意义主要通过相关借代的

方式引申而来。 

 

泰语“มือ”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อวัยวะ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อยู่ต่อจากปลายแขน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ฝ่ามือและนิ้วมือ ส าหรับจับเป็น
ต้น, เรียกสิ่งหรืออุปกรณ์บางชนิดที่มีรูปร่างอย่างมือและใช้จับแทนมือได้ เช่น มือกล มือหุ่นยนต์ 

àwayyáwásùannʉ̀ŋkhɔ̌ɔŋrâaŋkaayyùutɔ̀ɔcàakplaaykhɛ̌ɛnpràkɔ̀ɔpdûayfàamʉʉlɛ́ 

níwmʉʉsǎmràpcàppentôn , rîaksìŋrʉ̌ʉùppakɔɔnbaaŋchanítthîi mii rûupràaŋyàaŋmʉʉlɛ́ 

cháycàpthɛɛnmʉʉdâay chên mʉʉkonmʉʉhùnyon 

①名指人体上肢前端能拿东西的部分，称作手。 

(๒) น. เรียกผู้ร่วมเล่นการพนันบางอย่างหรือแชร์เป็นต้น ว่า มือ เช่น คนหนึ่งจะเล่นกี่มือก็ได้ 
rîakphûurûamlênkaanphananbaaŋyàaŋrʉ̌ʉแชร์pentônwâamʉʉ chên 

khonnʉ̀ŋcàlênkìimʉʉkɔ̂ɔdâay 

②名 能手，人手，人员，如：一人顶好几个人 

(๓) น. หนวดของไม้เลื้อยบางชนิดใช้เกาะสิ่งอ่ืนอย่างมือ เช่น มือต าลึง มือบวบ 
nùatkhɔ̌ɔŋmáylʉ́aybaaŋchanítcháykɔ̀ sìŋʉ̀ʉnyàaŋmʉʉ chên mʉʉtamlʉŋmʉʉbùuap 

③名指一种常绿的植物，如：西葫芦藤 

(๔) น. ลักษณนามบอกจ านวนนับ ๕ ลูก เป็น ๑ มือ (ใช้ในเวลานับผลไม้บางชนิด เช่น มะปราง มังคุด 
เงาะ). 

láksananaambɔ̀ɔkcamnuannáphâalûuk pen nʉ̀ngmʉʉ  (cháy nay 

weelaanápphǒnlamáybaaŋchanít chên mápraaŋmaŋkhútŋɔ́) 

④名表数量，筐，用来计数用，如：五个一筐（筐，指水果计数） 

(๕) น. ใช้ประกอบหน้าชื่อเครื่องดนตรีที่ใช้มือบรรเลง เพ่ือหมายถึงผู้ที่มีความช านาญหรือมีทักษะใน
การบรรเลงดนตรีนั้นๆ เช่น มือระนาด มือจะเข้ มือกลอง มือปี่ 



87 

 

cháypràkɔ̀ɔpnâachʉ̂ʉkhrʉ̂aŋdontriithîicháymʉʉbanleeŋphʉ̂amǎaythʉ̌ŋphûuthîi mii 

khwaamchamnaanrʉ̌ʉ mii tháksà nay kaanbanleeŋdontriinánๆchên 

mʉʉránâatmʉʉcàkhêemʉʉklɔɔŋmʉʉpìi 

⑤名指（音乐的）某些本领、技能，如：弹古筝、敲鼓、吹双簧。 

(๖) น. ชื่อส้มชนิด ซึ่งส่วนล่างของผลมีลักษณะคล้ายนิ้วมือ ใช้ท ายาดมได้ เรียกว่า ส้มมือ 
chʉ̂ʉsômchanítsʉ̂ŋsùanlâaŋkhɔ̌ɔŋphǒn mii 

láksànàkhláayníwmʉʉcháythamyaadomdâayrîakwâasômmʉʉ 

⑥名手状物，如：佛手（桔）， 

1.汉语的“手”和泰语的“มือ”相同的义项有： 

 

表 34 汉语“手”和泰语“มือ”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头”和泰语的“头”不同的义项有： 

以上义项是因为汉泰两民族人们对“手”的认识相同而賦予“手”的。如人

的手以躯干为结点分为左右两只，具有方位上的对称性，人们利用手的这个生理

特征，使“手”和“มือ”有了 “翼、侧、边”—“左翼、左侧、左手边、右翼、

右侧、右手边”引申义。如：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拿着：人～一册。 

②小巧而便于拿的：～册｜～折。 

③亲手：～订｜～抄。 

④手段、手法：～辣｜眼高～低。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一种常绿的植物，如：西葫芦藤。 

②表数量，筐，用来计数用。 

③指（音乐的）某些本领、技能。 

④手状物，如：佛手（桔）。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体上肢部

位 

手 左手、右手 

มือ มือซ้าย/mʉʉsáay/左手 มือขวา/mʉʉkhwǎa/右手 

2 本领、技能 手 有一手、留一手、手活 

มือ มือด/ีmʉʉdii/高手、能手 มือเก่า/mʉʉkàw/老手 



88 

 

由于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等,所以“手”和“มือ”往往

引申出不同的意义。“手”和“มือ”表达的意义大致相同，但也有其各自的特点。

如：“手”和“มือ”都能够指人，不同的“手”指人时，其意义往往与人从事什

么行业、人有什么技能、有什么爱好和习惯等有关，而且相关词语都被收录在词

典中，甚至有的人还把“手”看作是词缀。而泰语“มือ”表示人的意义与某行业

毫无关系。 

 

（二）“脚”和“เท้า”/tʰaːw˦˥/ 

“脚（เท้า）”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居 46 位。汉语“脚”的基本

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释为“人和动物的腿的下端,接触地面的支持身

体的部分”。泰语“เท้า”的基本义在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是释

为“人和动物的接触地面支持身体的部分”。 

汉语“脚”（P655）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 人和动物的腿的下端，接触地面支持身体的部分：～面｜～背。 

②物体的最下部：墙～｜山～｜高～杯。 

③剩余的废料：下～。 

④指跟体力搬运有关的：～夫｜～行｜～力。 

此外，汉语中还有“足”（P1749）跟“脚”的义项相似： 

①脚；腿：～迹｜～球｜画蛇添～。 

②器物下部形状像腿的支撑部分：鼎～。 

③指足球运动：～坛｜女～。 

 

泰语“เท้า”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ตีน (ใช้ในความสุภาพ), เรียกขาโต๊ะหรือขาตู้ 
tiin  (cháy nay khwaamsùphâap ), rîakkhǎatórʉ̌ʉkhǎatûu . 

①名 脚，如：桌脚、柜脚 

(๒) ก. ยัน เช่น ยืนเอามือเท้าโต๊ะ เอามือเท้าเอว 
yan chên yʉʉn aw mʉʉtháawtó aw mʉʉtháaweew 

②动 推、顶、支撑。 

(๓) ก. อ้างถึง เช่น เท้าความ 
âaŋthʉ̌ŋ chên tháawkhwaam 

③动 简述前文，前文提要，前文介绍。 

1.汉语的“脚”和泰语的“เท้า”相同的义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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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汉语“脚”和泰语“เท้า”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脚”和泰语的“เท้า”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脚”转喻指某行业人，其从业人员是主要靠脚力的，如:“脚夫”（指搬

运工人或赶着牲口人雇用的人）、“国脚”（国家队的足球运动员）、“脚力（人)”、

“脚户”、“脚子”、“脚家”、“脚行”等指靠脚力谋生的人们；“脚钱”、“脚费”、

“脚给”、“脚直”、“脚资”、“脚价”、“脚体”、“脚皮银”、“脚步钱”指靠脚力来

挣的钱。“脚”又与仆从、低贱的职业相关，如：“脚下人”（仆人）、“跟脚”（跟

班）、“脚客”（商人）、“脚士”（衙门游走打杂的人员）。 

②“脚”引申出不洁的、无用的、低贱的、忌讳的意念。如：“港脚”、“下脚

料”、“脚货”。“脚”还与忌讳有关，说人死有时用“脚心朝天”，甚至活人脚印

不能留在墓穴里，否则灵魂也被埋葬云云。 

③“脚”指在某个领域不重要的人，如：“小脚色”（代指在某个领域不重要

的人）、“挑脚”（指挑夫）、“光脚”（指没有背景的人）。 

④由于汉民族独有的“小脚”文化而产生的“大脚”、“天脚”、“暖脚的”（称

自己的妻子）、“脚婆”（冬天烫脚的器皿）、“缠小脚”、“脚头妻”（称自己的结发

妻子）、“卖头卖脚”、“小脚女人”（指古代封建社会的老太太）、“上轿缠脚”等

脚类词汇，都表示某种特殊的意义。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可指代“人”。常用表达坏人，如：“ตีนผี 鬼脚”指小偷、“ตีนโรงตีนศาล 脚

馆法庭”指想拥有别人有的东西的人。 

②“เท้า（足）”可以由它的动作显出“情感”，如：“กระทืบเท้า/kràthʉ̂ʉptháaw/

躁脚”指生气、“ตบเท้า 拍脚”指生气。 

③“เท้า 脚”可指代“个人的性格特征”如：“脚红”指娇柔、“搅拌脚”指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人体部位 脚 左脚、右脚、脚面、脚板 

เท้า ขาซ้าย/khǎasáay/左脚 ขา

ขวา/khǎakhwǎa/右脚、 

2 物体支撑作用的部

分或物体最下端 

脚 桌脚、椅脚、裤脚、山脚 

เท้า เท้าคู/้tháawkhúu/弯脚

เท้าช้าง/tháawcháaŋ/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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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烦恼不安、“วัดรอยเท้า/wátrɔɔytháaw/量脚”指试真本领。 

④“เท้า 脚”是运动器官，因此可指代所有的动作行为，如：“เต้นเท้าไฟ/têntháaw 

fay/火舞脚”指跳舞很厉害、“ฝีเท้า 脓肿脚”指行走的意思、“ซอยเท้า/sɔɔytháaw/碎

步 子 ” 指 走 地 快 、“เทา้ขวิด/tháawkhwìt/ 脚 顶 撞 ” 指 害 怕 地 跑 的 状 态 、

“ย่างเท้า/yâaŋtháaw/烧脚”指慢慢地走、“สืบเท้า/sʉ̀ʉptháaw/侦探脚”指大步地走等。 

 

（三）“腿”和“ขา”/kʰaː˩˩˦/ 

汉语“腿”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释为“人和动物用来支持

身体和行走的部分”。泰语“ขา”的基本义在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是释为“人和动物的接触地面支持身体的部分”。 

汉语“腿”（P1332）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人和动物用来支持身体和行走的部分：大前～|后～。 

②名 （～儿）器物下部像腿一样起支撑作用的部分：桌子～|椅儿子～。 

③指火腿：云～（云南宣威一带出产的火腿）。 

 

泰语“ขา”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อวัยวะตั้งแต่ตะโพกถึงข้อเท้า ส าหรับยันกายและเดินเป็นต้น (ไทยถิ่นอ่ืน ขา 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ตั้งแต่
ตะโพกถึงเข่า) 
àwayyáwátâŋtɛ̀ɛtàphôokthʉ̌ŋkhɔ̂ɔtháawsǎmràpyankaaylɛ́ dəənpentôn

（thaythìnʉ̀ʉnkhǎamǎaykhwaamtâŋtɛ̀ɛtàphôokthʉ̌ŋkhàw） 

①名指身体从臀部到脚面的地方，用于支撑和行走的部分（泰语方言中指从臀

部到膝盖的意思）。 

例词：แขนขา/khɛ̌ɛnkhǎa /手足、四肢、ขากบ/khàa kop/蛙腿、ขาม้า/khǎamáa/（鱼

的）胸鳍、ขาหมา/khǎamǎa/狗腿、ขาไก่/khǎakày/鸡腿等。 

例句：  

1. ม้าตัวนั้นพ่ายแพ้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เพราะบาดเจ็บที่ขา 
máatuanánphâayphɛ́ɛ nay kaankhɛ̀ŋkhǎnphrɔ́ bàatcèpthîikhǎa 由于那匹马腿部受

伤，在比赛中输掉了。 

2. ท่อนไม้โครมลงมาบนเท้าของฉัน 
thɔ̂nmáaykhroomloŋmaa bon tháawkhɔ̌ɔŋchǎn  木段砰然掉在我的脚上。 

3. เขาเท้าความไปถึงชีวิตของเขาเม่ือยังเป็นเด็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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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ǎwtháawkhwaam pay thʉ̌ŋchiiwítkhɔ̌ɔŋkhǎwmʉ̂ay yang pen dèk  他回忆自己小时

候的生活。 

(๒) น. สิ่งของซึ่งมีลักษณะคล้ายขาส าหรับยันหรือรองรับสิ่งใดสิ่งหนึ่ง เช่น ขาโต๊ะ ขาเก้าอ้ี ขาตั้ง 

sìŋkhɔ̌ɔŋsʉ̂ŋ mii láksànàkhláaykhǎasǎmràpyanrʉ̌ʉrɔɔŋrápsìŋdaysìŋnʉ̀ŋ chên 

khǎatókhǎakâwîikhǎatâŋ 

②名生命物体下部的支撑部分或最下面或最后面的部分（某些器具、裤子的）

腿、脚。 

例词： 

ขาโต๊ะ/khǎató/桌腿 ขาเก้าอ้ี/khǎakâwîi/椅子脚 ขาตั้ง/khǎatâŋ/支架  

ขาพับ/khǎapháp/折层脚（指可以折层起来的桌脚） 

例句： 

1. โต๊ะที่มีสี่ขา/tóthîi mii sìikhǎa/一张有四条腿的桌子。 

2. เท้าของเก้าอ้ีนี้แกะสลักอย่างประณีต/ tháawkhɔ̌ɔŋkâwîiníikɛ̀sàlàkyàaŋprànîit/ 这张椅脚

雕刻得很精致。 

(๓) น. เรียกส่วนที่ยื่นออกไปจากส่วนใหญ่เหมือนรูปขา เช่น ขากางเกง 
rîaksùanthîiyʉ̂ʉnɔ̀ɔk pay càaksùanyàymʉ̌anrûupkhǎa chên khǎakaaŋkeeŋ 

③名从裤子的腿部开始，像腿一样伸展的部分。如：裤脚 

(๔) น. พวก, ฝ่าย, เช่น ขานักเลง ขาเจ้าชู้ 
phûak , fàay , chên khǎanákleeŋkhǎacâawchúu 

④名当贬义词用，“分子，同伙”。如：风流汉、流氓。 

例词：ขาเจ้าชู้/khǎacâawchúu/风流汉 ขาล้วงกระเป๋า/khǎalûaŋkràpǎw/扒手。 

例句： 

1. เจ็ดสัญญาณเตือนว่าเขาเป็นคนขาเจ้าชู้/ cètsǎnyaantʉanwâakhǎw pen 

khonkhǎacâawchúu/ 七个迹象警示说他是个风流汉。 

2. เจ้าหน้าที่ต ารวจแจ้งว่าระมัดระวังขาล้วงกระเป๋าที่ก าลังระบาดหนักตามศูนย์การค้าต่างๆ 
/câwnâathîitamrùatcɛ̂ɛŋwâarámátráwaŋkhǎalûaŋkràpǎwthîikamlaŋrábàatnàktaamsǔunkaankhá

atàaŋ/ 警方警告说在各个商业中心的扒手正猖狂，要特别小心。 

(๕) น. เรียกผู้ร่วมเล่นการพนันเช่นไพ่ ว่า ขา 
rîakphûurûamlênkaanphanan chên phâywâakhǎa 

⑤名指一起赌博的人。 

例词：ขาไพ่/khǎaphây/牌友，ขาพนัน/khǎaphanan/赌客。 

例句： 

1. อาการท่ีเจ้าของบ่อนชักเอาเงินจากขาไพ่ที่เป็นผู้กินหรือลูกค้าท่ีแทงถูกในการพนั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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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kaanthîicâwkhɔ̌ɔŋbɔ̀nchák aw ŋəncàakkhǎaphâythîi pen phûu kin rʉ̌ʉlûukkháathîithɛɛŋthùuk 

nay kaanphanan/ 赌场老板拿走打赢的牌友或赌赢的赌客的钱 

2. พอต ารวจพรวดเข้ามาพวกขาไพ่ก็พรวดพราดออกไป
phɔɔtamrùatphrûatkhâwmaaphûakkhǎaphâykɔ̂ɔphrûatphrâatɔ̀ɔk pay/ 当警察冲进来时，

赌客们就仓皇逃走。 

(๖) น. คราว, เที่ยว, เช่น ขากลับ ขาเข้า ขาออก 
khraaw ,thîaw , chên khǎaklàpkhǎakhâwkhǎaɔ̀ɔk 

⑥名时、趟、程，如：去程、回程。 

例词：ขาออก/khǎaɔ̀ɔk/去程，ขามา/khǎa maa/来时，ขากลับ/khǎaklàp/返程。 

例句： 

1.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ซื้อแค่ตั๋วขาไป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ส่วนตั๋วขากลับฉันจะไปซื้อที่นั่น 
hǎntɔ̂ŋkaansʉ́ʉkhɛ̂ɛtǔakhǎa pay yàaŋdiawsùantǔakhǎaklàpchǎncà pay sʉ́ʉthîinân/ 我只要买

一张去程机票 回程机票我会在那买。 

2.ขาไปเขานั่งรถทัวร์ขากลับเขานั่งรถไฟ/ khǎa pay khǎwnâŋrótthuakhǎaklàpkhǎwnâŋrótfay/ 

去程他坐旅游巴士，返程搭火车。 

(๗) น. สลึง, ใช้เฉพาะราคาทองค าที่คิดเป็นราคาเงินบาท เศษที่เป็นสลึง เรียกว่า ขา เช่น ทองค าหนัก 
๑ บาท เป็นราคาเงิน ๘ บาท ๒ สลึง เรียกว่า ทองเนื้อแปดสองขา ถ้าเป็นราคาเงิน ๘ บาท ๓ สลึง 
เรียกว่า ทองเนื้อแปดสาขา 

salʉ̌ŋ ,cháychàphɔ́ raakhaathɔɔŋkhamthîikhít pen raakhaaŋənbàatsèetthîi pen 

salʉ̌ŋrîakwâakhǎa chên thɔɔŋkhamnàk nʉ̀ng bàat pen 

raakhaaŋən bpɛ̀ɛt bàat sɔ̌ɔng salʉ̌ŋrîakwâathɔɔŋnʉ́apɛ̀ɛtsɔ̌ɔŋkhǎathâa pen 

raakhaaŋən bpɛ̀ɛt bàat sǎam salʉ̌ŋrîakwâathɔɔŋnʉ́apɛ̀ɛtsǎakhǎa 

⑦名 泰古代币制单位之一，叫“盎司”，只用于金的价格。 

例词: 

๒ สลึงเรียกว่าทองเนื้อแปดสองขา/ sɔ̌ɔŋsalʉ̌ŋrîakwâathɔɔŋnʉ́apɛ̀ɛtsɔ̌ɔŋkhǎa / 两盎司 

๓ สลึงเรียกว่าทองเนื้อแปดสามขา/ sǎamsalʉ̌ŋrîakwâathɔɔŋnʉ́apɛ̀ɛtsǎamkhǎa/ 三盎司 

例句： 

1. แม่สัญญาว่าหากเขาสอบได้แม่จะซื้อสร้อยทองหนักสองสลึงให้เขา 
mɛ̂ɛsǎnyaawâahàakkhǎwsɔ̀ɔpdâaymɛ̂ɛcàsʉ́ʉsɔ̂ythɔɔŋnàksɔ̌ɔŋsalʉ̌ŋhâykhǎw 

她妈妈许诺说，如果她通过考试就买一条 2盎司的金项链给她。 

2. ราคาทองค าวันนี้สลึงละอยู่ที่ 19,850 บาทต่อออนซ์ 
raakhaathɔɔŋkhamwanníisalʉ̌ŋláyùuthîi 19,850 bàattɔ̀ɔɔɔn 

今天的金价每盎司 19,850 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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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๘) ว. ค าขานรับของผู้หญิง/khamkhǎanrápkhɔ̌ɔŋphûuyǐŋ/ 

⑧副 女性回应语，或用于呼唤语后，表示文雅有礼。 

例句： 1. เจ้าขาฉันอยู่ที่นี่/câawkhǎachǎnyùuthîinîi /是的，我在这里。 

 2. แม่ขาช่วยฉันด้วย/mɛ̂ɛkhǎachûaychǎndûay/妈妈呀，救救我呀！ 

(๙) (โบ) ส. เป็นสรรพนามบุรุษที่ ๓ แทนค าวา่ เขาสองคน เชน่ สองขาพ่อลูก หมายถึง เขาสองคนพ่อลูก 
pen sàpphanaambùrùtthîi๓ thɛɛnkhamwâakhǎwsɔ̌ɔŋkhon chên 

sɔ̌ɔŋkhǎaphɔ̂ɔlûukmǎaythʉ̌ŋkhǎwsɔ̌ɔŋkhonphɔ̂ɔlûuk 

⑨作第三人称代词使用，表“人”，代表两人。 

例词：ขานั้นเขาดี/khǎanánkhǎw dii/那人真好 สองขาพ่อลุก/sɔ̌ɔŋkhǎaphɔ̂ɔlúk/父子俩 

例句：เดี๋ยวรอให้ขามาครบก่อนแล้วค่อยเริ่มเล่นกัน 

dǐawrɔɔhâykhǎa maa khrópkɔ̀ɔnlɛ́ɛwkhɔ̂yrə̂əmlênkan/ 等牌友都来齐了再开始玩。 

1.汉语的“腿”和泰语的“ขา”相同的义项有： 

 

表 36 汉语“腿”和泰语“ขา”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头”和泰语的“头”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像裤子的下边，叫裤腿。 

②指分子，同伙。如：风流汉、流氓。 

③指牌友。 

④表“时、趟、程”，如：去程、回程。 

⑤泰国货币单位--“钱”，等于四分之一铢，常用于金饰品方面的重量 

⑥女性回应语，或用于呼唤语后，表示文雅有礼。 

⑦作连词使用，指有关系，关联的，如：父子两人。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名当贬义词用，“分子，同伙”。如：风流汉、流氓。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用来支持身体和

行走的部分 

腿 左腿、右腿、长腿、短腿 

ขา ขาซ้าย/khǎasáay/左腿 ขาขวา/khǎakhwǎa/右腿 

2 器物下部像腿一

样起支撑作用的

部分 

腿 桌腿、椅腿、裤腿、 

ขา ขาโต๊ะ/khǎató /桌腿 ขาช้าง/khǎacháaŋ/象腿 

ขายาว/khǎayaaw/长腿 ขาสั้น/khǎasân /短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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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名指一起赌博的人。 

③名时、趟、程，如：去程、回程。 

④名泰古代币制单位之一，叫“盎司”，只用于金的价格。 

⑤副女性回应语，或用于呼唤语后，表示文雅有礼。 

⑥作第三人称代词使用，表“人”，代表两人。 

⑦表示客人，如：ขาประจ า/khǎapràcam/（常客） 

⑧转指有威力的人，如：ขาใหญ่/khǎayày/（大腿） 

⑨转指很少光临，如：ขาจร/khǎacɔɔn/（稀客） 

 

（四）“膝”和“เข่า”/kʰaw˨˩/ 

“膝（เข่า）”在 M.Swadesh《二百核心词表》中居 47 位。汉语“膝”的基本

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释为“大腿和小腿相连的关节的前部”。泰语“ขา”
的基本义在《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是释为“大腿和小腿相连的关

节的部分”。 

汉语“膝”（P1402）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大腿和小腿相连的关节的前部。通称膝盖。 

②姓。 

 

泰语“เข่า”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ที่ต่อระหว่างขาส่วนบนกับขาส่วนล่าง ส าหรับคู้ขาเข้าและเหยียดขาออก เช่น คุกเข่า ตีเข่า 
ขึ้นเข่า, ราชาศัพท์ว่า พระชานุ 

sùanthîitɔ̀ɔráwàaŋkhǎasùan bon kàpkhǎasùanlâaŋsǎmràpkhúukhǎakhâwlɛ́ yìatkhǎaɔ̀ɔk 

chên khúkkhàwtiikhàwkhʉ̂nkhàw ,raachaasàpwâaphráchaanú 

①名大腿和小腿相连的关节的部分。如：屈膝，下跪（王室用语作 พระชานุ） 

汉语和泰语的“膝”只有基本义一个义项，没有其他的引申义，因此，汉泰

语中的共同义项就是基本义“大腿和小腿相连的关节的前部”与“เข่า”相关词语

的还有“เข่าลอย/khàwlɔɔy/（飞膝：泰国拳击动作之一）”、“เข่าลา/khàwlaa/（用膝盖

轻轻弹起）”。 

 

（五）“臂”和“แขน”/kʰɛːn˩˩˦/ 

汉语“臂”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释为“胳膊”。泰语“แขน”
的基本义在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是释为“连接着两边肩膀的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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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臂”（P75）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胳膊：左～|～力|振～高呼。 

 

泰语“แขน”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อวัยวะที่ต่อจากไหล่ทั้ง ๒ ข้าง/ àwayyáwáthîitɔ̀ɔcàaklàytháŋsɔ̌ɔŋkhâaŋ 

①名 指连接着两边肩膀的部位 

(๒) น. เรียกสิ่งที่ยื่นออกไปจากส่วนใหญ่เหมือนรูปแขน เช่น แขนเสื้อ ไม้เท้าแขน 
rîaksìŋthîiyʉ̂ʉnɔ̀ɔk pay càaksùanyàymʉ̌anrûupkhɛ̌ɛn chên khɛ̌ɛnsʉ̂amáytháawkhɛ̌ɛn 

②名 指称一些像外伸展的臂状物，如：衣袖、手拐杖 

(๓) น. เรียกสายเสื้อชั้นในของผู้หญิง 
rîaksǎaysʉ̂achánnaykhɔ̌ɔŋphûuyǐŋ 

③名 指女性的内衣带。 

1.汉语的“臂”和泰语的“แขน”相同的义项有： 

 

表 37 汉语“臂”和泰语“แขน”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臂”和泰语的“แขน”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汉语中只有一个义项“胳膊”，且跟泰语的义项相同，无其他引申义项。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指称一些像外伸展的臂状物，如：衣袖、手拐杖 

②转指女性的内衣带。 

 

（六）“指”和“นิ้ว”/niw˦˥/ 

汉语“指”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释为“手指头”。泰语“นิ้ว”

的基本义在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是释为“每个手和脚的末端部

位，分别有五个小指”。 

汉语“指”（P1685）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手指头：食～。五～|屈～|首屈一～。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胳膊 臂 左臂、右臂、臂力、手臂 

แขน แขนซ้าย/khɛ̌ɛnsáay/左臂

แขนขวา/khɛ̌ɛnkhwǎa/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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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量 一个手指头的宽度叫“一指”，用来计算深浅宽窄等：下了三～雨|这

双鞋大了一～|两～宽的纸条。 

③动（手指头、物体尖端）对着；向着：用手一～|时针正～十二点。 

④（头发）直立：发～。 

⑤动指点：～导|～示|～出正确方向。有问题请您～出来。 

⑥动意思上指着：这不是～你说的，是～他的。 

⑦动 指望；依靠：～靠|单～着一个人是不能把事情做好的。 

 

泰语“นิ้ว”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ส่วนสุดของมือหรือเท้าแต่ละข้าง แยกออกเป็น ห้า กิ่ง คือ นิ้วหัวแม่มือ นิ้วชี้ นิ้วกลาง นิ้วนาง 
นิ้วก้อย, ราชาศัพท์ว่า พระอังคุฐ พระดัชนี พระมัชฌิมา พระอนามิกา พระกนิษฐา โดยล าดับ, ถ้าเป็น
นิ้วเท้านิ้วต้น เรียกว่า นิ้วหัวแม่เท้า นอกนั้นอนุโลมเรียกตามนิ้วมือ 

sùansùtkhɔ̌ɔŋmʉʉrʉ̌ʉtháawtɛ̀ɛlákhâaŋyɛ̂ɛkɔ̀ɔk pen 

hâakìŋkhʉʉníwhǔamɛ̂ɛmʉʉníwchíiníwklaaŋníwnaaŋníwkɔ̂ɔy, 

raachaasàpwâaphráangkútphrádàtchaniiphrámátchímaaphráànaamígaakaaphrákanítthǎadooylamd

àp, thâa pen níwtháawníwtônrîakwâaníwhǔamɛ̂ɛtháawnɔ̂ɔknánanúloomrîaktaamníwmʉʉ 

①名 指每个手和脚的末端部位，分别有五个小指。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

指、小拇指。（王室用语如“พระอังคุฐ/phráangkút/，พระดัชนี/phrádàtchanii/”等） 

(๒) น. มาตราวัดตามวิธีประเพณี ๑ นิ้ว เท่ากับ ๔ กระเบียด, และ ๑๒ นิ้ว เป็น ๑ คืบ 

mâatraawáttaamwíthiipràpheeniinʉ̀ŋníwthâwkàpsìikràbìat , lɛ́ sìpsɔ̌ɔŋníw pen nʉ̀ŋkhʉ̂ʉp 

②名 指一种泰制的长度单位。一泰寸等于四泰分。 

(๓) น. มาตราวัดของอังกฤษ ๑ นิ้ว เท่ากับ ๒.๕๔ เซนติเมตร, และ ๑๒ นิ้ว เป็น ๑ ฟุต 
mâatraawátkhɔ̌ɔŋaŋkrìtnʉ̀ŋníwthâwkàpsɔ̌ɔŋcùthâasìisentìméet ,lɛ́ sìpsɔ̌ɔŋníw pen nʉ̀ŋfút 

③名 指一种英制的长度单位。十二英寸等于一英尺。 

1.汉语的“指”和泰语的“นิ้ว”相同的义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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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汉语“指”和泰语“นิ้ว”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指”和泰语的“นิ้ว”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一个手指头的宽度叫“一指”，用来计算深浅宽窄等：下了三～雨。这双

鞋大了一～。两～宽的纸条。 

②（手指头、物体尖端）对着；向着：用手一～。时针正～十二点。 

③（头发）直立：发～。 

④指点：～导，～示，～出正确方向。有问题请您～出来。 

⑤意思上指着：这不是～你说的，是～他的。 

⑥指望；依靠：～靠。单～着一个人是不能把事情做好的。 

⑧转喻成从器官表向动作，如“指”“指点、点明”，“指面”、“指教”、“指

责”、“指摘”、“指控”等等。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名 指一种泰制的长度单位。一泰寸等于四泰分。 

②名 指一种英制的长度单位。十二英寸等于一英尺。 

（七）“腕”和“ข้อ”/kʰɔː˥˩/ 

汉语“腕”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被解释为“腕子。指胳膊或小腿下

端跟手掌或脚相连接的可以活动的部分”。泰语“ข้อ”的基本义在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
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是释为“身体中可连接与弯曲的关节部位”。 

汉语“腕”（P1351）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 名腕子：手～儿|脚～儿。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手指 

 

指 大拇指、食指、小拇指、中指、无名指 

นิ้ว นิ้วหัวแม่มือ/níwhǔamɛ̂ɛmʉʉ/大拇指 

นิ้วช้ี/níwchíi/食指 นิ้วก้อย/níwkɔ̂ɔy/小拇指 

นิ้วกลาง/níwklaaŋ/中指 นิ้วนาง/níwnaaŋ/无名指 

 

2 

 

长度单位 

指 一指宽、一指长 

นิ้ว ๑ นิ้ว/nʉ̀ŋníw /一泰寸 

๑๒ นิ้ว/sìpsɔ̌ɔŋníw /十二泰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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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ข้อ”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 เรียกอวัยวะบางส่วนที่มีข้อต่อและงอได้ เช่น ข้อมือ ข้อศอก ข้อเท้า 

rîakàwayyáwábaaŋsùanthîi mii khɔ̂ɔtɔ̀ɔlɛ́ ŋɔɔdâay chên khɔ̂ɔmʉʉkhɔ̂ɔsɔ̀ɔkkhɔ̂ɔtháaw 

①名 身体中可连接与弯曲的关节部位。如：肘关节、手腕、裸关节。 

(๒) น. ตอนหนึ่งๆ, ชิ้นหนึ่งๆ, ท่อนหนึ่งๆ, เช่น อ้อยควั่นเป็นข้อๆ เข็มขัดทองเป็นข้อๆ 

tɔɔnnʉ̀ŋ , chínnʉ̀ŋ , thɔ̂nnʉ̀ŋ , chên ɔ̂ɔykhwân pen khɔ̂ɔkhěmkhàtthɔɔŋ pen khɔ̂ɔ 

②名 一节。如甘蔗节、金皮带扣 

(๓) น. ส่วนที่อยู่ระหว่างปล้องของไม้ไผ่หรืออ้อยเป็นต้น, ส่วนตรงที่ของ ๒ สิ่งมาต่อกัน เช่น ข้อต่อท่อ
ประปา 

sùanthîiyùuráwàaŋplɔ̂ɔŋkhɔ̌ɔŋmáayphàyrʉ̌ʉɔ̂ɔypentôn , sùantroŋthîikhɔ̌ɔŋsɔ̌ɔngsìŋ maa 

tɔ̀ɔkan chên khɔ̂ɔtɔ̀ɔthɔ̂ɔpràpaa 

③名 指在竹子或甘蔗等的两段之间，将两者连接在一起的部分。如：水管接口。 

(๔) น. เนื้อความตอนหนึ่ง ๆ, ใจความสั้น ๆ ของเรื่อง, ข้อความ ก็ว่า, เรื่อง เช่น ข้อพิพาท ข้อยุติ, 
หัวข้อ เช่น ข้ออ้าง ข้อข้องใจ 

nʉ́akhwaamtɔɔnnʉ̀ŋ, caykhwaamsânkhɔ̌ɔŋrʉ̂aŋ, khɔ̂ɔkhwaamkɔ̂ɔwâa, rʉ̂aŋ chên 

khɔ̂ɔphíphâatkhɔ̂ɔyúttì , hǔakhɔ̂ɔ chên khɔ̂ɔâaŋkhɔ̂ɔkhɔ̂ŋcay 

④名 （文章、提案等的）点、要点、条款。如：争议点、结论、主题。 

(๕) น. สิ่ง, ประเด็น, เช่น ข้อตกลง ข้อส าคัญ ข้อกล่าวหา 
sìŋ , pràden , chên khɔ̂ɔtòkloŋkhɔ̂ɔsǎmkhankhɔ̂ɔklàawhǎa 

⑤名 事情，要点。如：决议、要点、指控。 

(๖) น. ลักษณะหรือคุณสมบัติ เช่น ข้อดี ข้อเสีย ข้อบกพร่อง 
láksànàrʉ̌ʉkhunnasǒmbàt chên khɔ̂ɔdiikhɔ̂ɔsǐakhɔ̂ɔbòkphrɔ̂ŋ  

⑥名 品质，品德，特点：如：优点、缺点、毛病、短处。 

1.汉语的“腕”和泰语的“ข้อ”相同的义项有： 

 

表 39 汉语“腕”和泰语“ข้อ”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胳膊下端与

手掌相连的

部分 

腕 手腕、腕子、脚腕、腕骨、腕力 

ข้อ ข้อมือ/khɔ̂ɔmʉʉ/肘关节 ข้อศอก/khɔ̂ɔsɔ̀ɔk/手

腕 ข้อเท้า/khɔ̂ɔtháaw/裸关节 



99 

 

2.汉语的“腕”和泰语的“ข้อ”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有“扼腕”这一引申义。该词是从史实中留下来的词语。指的是用手掐住

的意思；自己以一手握持另一手腕部。 

②形容思虑、愤怒、激动，表示惋惜等情绪的心理活动，是书面语言。这在

泰语中是的。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一节。如甘蔗节、金皮带扣 

②指在竹子或甘蔗等的两段之间，将两者连接在一起的部分。如：水管接口。 

③（文章、提案等的）点、要点、条款。如：争议点、结论、主题。 

④事情，要点。如：决议、要点、指控。 

⑤品质，品德，特点：如：优点、缺点、毛病、短处。 

 

（八）“踵”和“ส้น”/son˥˩/ 

汉语“踵”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被解释为“脚后跟”。泰

语“ส้น”的基本义在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ค าให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是释为“脚后跟”。 

汉语“踵”（P1701）的义项分布情况： 

①名脚后跟：举～|接～。 

②亲自到：～门道谢。 

③跟随：（跟在后边来到）。 

 

泰语“ส้น”的义项分布情况： 

(๑) น.ส่วนท้ายของเท้า เช่น อย่าเดินลงส้น รองเท้ากัดส้น,เรียกเต็มว่า ส้นเท้า, ส่วนท้ายของ
บางสิ่งบางอย่าง เช่น ส้นปืน 

sùantháaykhɔ̌ɔŋtháaw chên yàadəənloŋsônrɔɔŋtháawkàtsôn, rîaktemwâasôntháaw, 

sùantháaykhɔ̌ɔŋbaaŋsìŋbaaŋyàaŋ chên sônpʉʉn 

①名 脚后跟。（还可以表示某些东西的最尾端，如“枪柄，枪托儿”） 

1.汉语的“踵”和泰语的“ส้น”相同的义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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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汉语“踵”和泰语“ส้น”共有的义项对比表 

 

2.汉语的“踵”和泰语的“ส้น”不同的义项有： 

（1）汉语的如下义项在泰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表“亲自到”。 

②表“跟随”。 

（2）泰语的如下义项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 

①例如：“ส้นปืน（枪柄，枪托儿）”。 

综上各部位人体词语引申义词汇数量而言，各种感觉来源的五官、最具辨识

度的面部都是位于头部的。由头部引申出来的词语数量是最多的。于人，头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头，是人体位置最高也是最复杂的器官，生理上，头是生命所

系。精神上，头是思维所在。一言蔽之，“头”是人所有一切的制高点。头，作

为神经之中枢，生命之源流，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极具重要的地位

的部位也具有其脆弱的一面，在古代，“头”又称“首”，战争中常有“取项上人

头”、“提头来见”之说法，便是以头作为最易攻击，及最具攻击效果的对象来看

待的。同样放到泰国人的文化圈中，头的“首脑”地位也是同样适用的。但是，

限于具体文化的差异，特别是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的差异，在一些有关于头（首）

的词汇的引申用法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然后是躯干衍生的词，内脏衍生的词最少。头部的词语可能跟它自身具有明

显的位置、特殊的形状和重要的功能而突显度关系有关。从人体头部的功能元素

去考虑，中泰文化都将此作为头部词语引申义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方面，但是在

其引申义词的数量上相比，汉语头部词语的语义转移数量要多于泰语的。汉泰语

在人体词语引申义词汇上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头部词语与肢体词语在数量上

差距是很大的。 

 

  

序号 义项 人体词 例词 

1 

 

脚后跟 

 

踵 跟踵、足踵、摩肩接踵 

ส้น ส้นตีน/sôntiin/脚后跟（贬） 

ส้นเท้า/sôntháaw/脚后跟 

https://hanyu.baidu.com/s?wd=%E8%B7%9F%E8%B8%B5&ptype=zici
https://hanyu.baidu.com/s?wd=%E8%B6%B3%E8%B8%B5&ptype=zici
https://hanyu.baidu.com/s?wd=%E6%91%A9%E8%82%A9%E6%8E%A5%E8%B8%B5&ptype=z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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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色彩义 

 

刘叔新（2005）词的意义分为理性意义和感性意义，其中理性意义可以分为

更为细致的理性义素；感官意义一般依附于理性意义，即平常我们所谓的色彩，

它又可以细分为感情色彩、态度色彩、评价色彩、形象色彩、语体色彩、风格色

彩、格调色彩、语气色彩等。
①
其实就色彩还可以分出很多，如外来色彩、地方

色彩、时代色彩、古雅色彩、通俗色彩等。如此分析下去将没有穷尽。②然而，

许多人将词汇的颜色分为三类:形象色彩、情感色彩和风格色彩。我们还从这三

个方面比较了汉语和泰语中身体词汇的色彩意义。 

一、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形象色彩 

表达具体事物的词语往往给人一种形象感，这种形象感来源于对事物形象的

概括。只有反映具体事物形态和状态的词，反映个体对象存在的词，表达形态和

状态的词才能有意象意义。抽象程度高的词不能直接自然地引起形象感，无形象

义。③语言词汇中，人体词汇是具有形象色彩的，因为人体的各器官各部位是最

为具体、最为直观现实，人们最为熟悉的，所以人体词汇给人的形象感很强。人

体词汇的形象性以视觉形象为主，以感觉、听觉、味觉、嗅觉、动觉为辅。形象

感多通过联想、类比、比喻等方式形成而使词汇具有鲜明的形象色彩。 

汉泰语人体语素“头--หัว”、“脸、面--หน้า”、“口、嘴--ปาก”、“舌--ลิ้น”、“牙、

齿--ฟัน”、“耳朵--ห”ู、“眼睛--ตา”、“眉--คิ้ว”、“鼻子--จมูก”等头部词给人同样

的视觉上的形象感，使人见其词而晓其义。甚至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想

象得出，具有修辞功能。看到这个词汉泰两个民族的人都会想到人的脸庞或物体

的正面、前面、表面。中国人听到或看到汉语“心”这个词，在大脑里就会产生

有关某物的中央部分或某物体的芯儿，甚至是有关感情、内心的联想。而泰语“ใจ”

没有那么给人像汉语“心”那样丰富的形象感，更不会让人想起是物体的中心部

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汉族形成了对客观事物具体思考的特点，而不像欧美民

族那样注重细致分析、推理、论证，而是直接把握思维对象的整体。在思考的过

程中，我们从直接经验出发，运用形象、联想、类比等思维方式将其具体化。所

以直观性、具体性和形象性是汉民族具象思维的核心。
④ 

具有形象色彩的词也不仅仅不限于“形态”方面，还包括“动态、颜色、声

                                                             
①李树新:《人体词语的认知模式与语义类推》.汉字文化.2004(04). 
②
王庆:《词汇学论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年，第 087 页. 

③
符淮靑:《现代汉语词汇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2004年. 

④
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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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①人体头部词汇中，在熟语中的形象色彩更为生动和形象。如：汉语“口蜜

腹剑”、“刀子嘴豆腐心”、“眼里揉不进砂子去”、“睁一眼闭一眼”、“木头脑袋”、

“热脸贴冷屁股”、“面善心不善”、“蹬鼻子上脸”、“隔墙有耳”；而泰语的“人

是象腿”--“ช้างเท้าหน้า/cháaŋtháawnâa/”（大象的前腿：丈夫；领导者，领头的）、

“长远利益是象”--“ฆ่าช้างเอางา/khâacháaŋ aw ŋaa/”（杀象取牙：杀鸡取卵）、“羊

入虎口”—“เนื้อเข้าปากเสือ/อ้อยเข้าปากช้าง/nʉ́akhâwpàaksʉ̌a / ɔ̂ɔykhâwpàakcháaŋ/”、“自

找苦吃”--“หาเหาใส่หัว/hǎahǎwsàyhǔa /”、“隔墙有耳”--“ก าแพงมีหู ประตูมีตา/kamphɛɛŋ 

mii hǔupràtuu mii taa/”、“人面兽心”--“หน้าเนื้อใจเสือ/nâanʉ́a cay sʉ̌a/”、“将心比心”

--“เอาใจเขามาใส่ใจเรา/awcaykhǎwmaasàycayraw /”、“虎口拔牙”--“กระตุกหนวดเสือ/
ล้วงคองูเห่า/kràtùknùatsʉ̌a / lúaŋkhɔɔŋuuhàw/ ”、“ 大 开 眼 界 ” -- “เปิดหูเปิด
ตา/pə̀əthǔupə̀əttaa/”等。 

从以上例子来看，熟语中的人体词，因其所指器官或部位的生理功能、外部

形态、所处位置等而获得了形象色彩，当此类人体词与其他词组合为熟语时，也

使熟语显得生动、形象。 

 

二 、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感情色彩 

语言的功用是传递信息，是交际工具。人们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传达

自己的信息。因为在很多时候这些信息包含着说话人的情感在内，所以有些词汇

就具有了细微的感情和态度的色彩。感情色彩是指词义中所反映的主体对客观对

象的情感倾向、态度、评价等内容。② 

徐志民指出，并不是语言中的所有的词都具有感情色彩的，只有一部分词才

有，尤其是与人的品性、行为和思想感情有关的某些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才具

有不同程度的感情色彩。语言中的词可能带有感情色彩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

除了基本意义之外，还包含某种感情的因素。另一种情况是，语言里绝大多数的

词，孤立地看，并不附有感情因素,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也能带有某种感情

色彩。③ 人的感情是有喜爱、憎恨、悲伤、愤怒、厌恶、责备、赞许、嘲笑、讽

刺、蔑视、贬斥、崇敬、庄重等多种多样的，但带有以上不同感情色彩的词，大

致上可分为褒义词和贬义词两类。其余不带任何褒贬义色彩的词或可褒可贬的就

呈中性。 

 

                                                             
①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第 23页。 

②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③徐志民：《关于词的感情色彩的几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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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语人体核心语素感情色彩 

人体核心语素的情感色彩与人的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感情就是心

理活动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心里活动就会有什么样的感情流露出来。徐志敏指出:

“许多词的本意没有感情色彩，但逃避往往包含一些感情色彩。”汉语身势词在

色彩上都是中性的，但也有一些身势词在特定的应用中产生了色彩。如“面貌”、

“嘴脸”的理性意义相同，但“面貌”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褒义，“嘴脸”有

明显的贬义倾向，“面貌”是中性的。在该组同义词中，虽然“嘴脸”的贬义性

比较突出，但“面貌”的褒义性却并不十分明显，两者并非褒贬截然相对、势不

两立，因而可构成同义词。① 

人体核心语素的感情色彩通常与人的心理有着密切联系。如“嘴”在本义是

指鸟嘴，意指其尖而突出之形。后来“嘴”用来指称人，用于形容人嘴长得难看

的貌相。现在人们使用它指称人嘴时，不再有不好的联想，“嘴”的贬义色彩渐

渐消失，但历史痕迹在该词与别的词的组合义场中仍有一定程度的显现。比如“嘴

尖”、“犟嘴”、“狗嘴”、“多嘴”、“顶嘴”、“斗嘴”、“嘴馎”、“碎嘴”、“插嘴”、

“贫嘴”、“油嘴”、“嘴硬”、“嘴快”、“嘴臭”、“油嘴”仍然和嘴尖而突出、惹人

不愉快的意象相联系。汉语人体核心语素还与颜色词组合而成词时产生某种感情

色彩意义，如： 

（1）“白+人体词”:“白”与人体部位词所构成的词语，刚开始是用来指称

事物个体所具有的白色特征，如“白头”、“白脸”、“白眼”等。“白脸”（本意指

白色的脸）、“白鼻子”（本义指白颜色的鼻子,后指传统戏剧里的丑角），后亦泛

指奸邪、阴险的人（贬义性）；“白眼”(原意指抬头或两边时露出的白眼睛)指厌

烦或轻蔑(贬义)；“绿眼”与“白眼”相对，指对某人或某事的喜爱或关注(褒义

词)；“小白脸”指缺乏男子气概的男人(贬义)；“白脖子”（本来是煤矿工人称没

有下过矿井的外行人，后也泛指外行）；“白身”（白色在中国古代还意味着身份

卑微，所以古代没有功名或知识浅薄的人被称为“白身”）（贬义性）；“白手”指

在没有任何凭借或在物质条件很差的条件下而建家立业，从“白手”发展而来的

有“白手起家”或“白手成家”（褒义性）等等。 

（2）“黑+人体”:“黑肚子”在西北方言中指文盲（贬义性）；“黑人”比喻

姓名没有登记在户籍上的人（贬义性）；“黑心肠”和“黑心肝”指为人阴险毒辣

（贬义性）；“下黑手”指采取毒辣的手段（贬义性）。 

（3）“红+人体”：“红脸”指发怒、生气或害羞（中性词）；“红人”指受上

                                                             
①李玄玉：《汉语人体词语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年，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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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宠幸的人贬义性）；“红颜”指美女的容颜，后亦泛指美女（中性词）；“红心”

指为革命干事业的志愿，如“一颗红心向着党”（褒义性）。 

有的人体词受到与其组合之词的影响而呈现出某种感情色彩。比如“眼、目”，

在“慧、光、力”等词的影响下带有了褒义色彩：“眼力”“慧眼”、“眼尖”、“目

光”、等；在“浅、博、贼、盲”等词的影响下染上了贬义色彩： “盲目”、“眼

目”、“眼博”、“眼浅”、“目论”、“耳目”、“眼红”、 “张目”、“扎眼”等；“卖”、

“耍”、“插”等词使“嘴”具有了贬义色彩：“耍嘴皮子”、“插嘴”、“卖嘴”等。 

 

（二）泰语人体核心语素感情色彩  

在泰语中，有些人体核心语素本来是带有某种色彩的，特别要提的是，在泰

语中的褒义色彩往往表示尊称的人体词一般都具有王室用语色彩。汉泰语都在具

体的使用中而出现不同程度地具有了感情色彩。以下表格为选取一部分的人体词： 

 

表 41 泰语人体核心语素感情色彩 

序号 人体词

汇 

褒义色彩（王） 中性色彩 贬义色彩 

1 头 พระเศียร/phrásǐian/ หัว/hǔa / —— 

2 脸 พระพักตร/์phráphat/ หน้า/nâa / หน้าตา/nâataa / 

3 眼 พระเนตร/phránêet/ ตา/taa / —— 

4 嘴 พระโอษฐ/์phráòot/ ปาก/pàak / —— 

5 耳朵 พระกรรณ/phrákan/ หู/hǔu / หทูวน

ลม/hǔuthuanlom/ 

6 头发 พระ

เกศา/phrákeesǎa/ 

ผม/phǒm / —— 

7 脚 พระบาท/phrábàat/ เท้า/tháaw / ตีน/tiin / 

8 手 พระหัตถ/์phráhàt/ มือ/mʉʉ/ ข้อมือ/khɔ̂ɔmʉʉ / 

9 肚子 พระ

อุทร/phráùthɔɔn/ 

ท้อง/thɔ́ɔ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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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人体词

汇 

褒义色彩（王） 中性色彩 贬义色彩 

10 舌头 พระ

ชิวหา/phráchiwhǎa/ 

ลิ้น/ lín / —— 

11 鼻子 พระ

นาสา/phránaasǎa/ 

จมูก/ camùuk/ —— 

12 眉毛 พระขนง/phrákhan ǒ

ŋ/ 

คิ้ว/khíw/ —— 

13 牙 พระทนต/์phrá thon/ ฟัน/fan/ —— 

14 臀 พระโสณ/ีphráSoṇī/ ก้น/kôn/ ตูด/tùut/ 

 

从以上表格里的人体词汇中看，在褒义色彩一列中的词便不需要特定的语境

衬托而被人易懂是什么色彩。泰国人为了特意表示对某人及其行为的敬意，特为

使用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脸”、“嘴”、“手”、“脚”等不同形式的另一种尊称

式用语——王室用语。在泰语人体语素一般只有褒义色彩表现，同时个别人体词

汇可中性可贬义性使用。在大多人体语素也表示人的品性、情感、思想、行为等

时带有某种色彩义。 

同时也为了表示对某人及其所作所为的不满意、不接受、厌恶、讽刺的态度

特地使用另一种语言形式。表示这种感情时多用用在动物或牲口身体上的一些词

来表示贬义色彩，也就是说以上表格里的贬义色彩一列的词汇。用“หน้าตา（指人

和动物的嘴）”，字面义为“嘴脸”，用在人体上时常带贬义性质。 

 

三、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语体色彩 

 

语体色彩也可称为语体色彩，是指词语所反映的词语的语体倾向和特点。因

为有些词在某种风格中经常使用，所以会有那种风格的独特色彩。风格色彩是指

不同的文字适合不同的社会交际领域，风格不同的情况。很多词可以用于不同的

交际范围和风格，但有些词适合一种交际范围和风格，而不适合另一种交际范围

和风格。在词汇方面，风格一般分为口语风格和书面语风格。口语和书面语是文

学语言的两种形式。这种书面语言用于正式交流，其词汇往往优雅、庄重、典雅、

专业、庄重。口语是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口语词汇是往往具有通俗、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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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群众化、地方色彩的。 

 

（一）汉语人体核心语素体色彩 

现代汉语人体词汇中的“脸、目、口、首、脚、”等，多用于书面语作品，

如用于新闻报道、科学论文、公告、政治文件等，较少用于非文学作品里。如： 

梳头的时候，把头发散开，先用梳子把散开的头发梳理一下，再用梳子慢慢

旋转。刚开始的时候，从额头发际线往后梳，用全梳，就是从发际线梳到脖子后

面的发根。再从左、右耳的上部分别向相反方向梳理。 

（《养生中国》2017 年 1 月 21 日） 

多尔顿说:人的脚会随着年龄了增长，变宽变长，所以经常测量脚的尺才是

很关键的。希望通过此事让妇女们明白, 高跟尖头鞋会对她们的足部健康造成损

坏,她们应该正确挑选合适的鞋。” 

（《科学美国人》月刊 2001 年 9 号 ）① 

“面、嘴、嗓子、脖子”等人体头部词既可以用口语也可以用书面语，但是

书面语色彩更浓一些。就一般情况而论，口语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密切些，与非文

学作品相距远一些。如： 

关于孔子的仁，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

孔子的仁，是联系当时实际社会，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不管他的仁的内容，

是表现其思想的进步面，还是表现其思想的保守面，但是仁是有阶级性的；一类

认为孔子的仁，不受当时实际社会的限制，不是代表着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超

时代超阶级的东西，仁是没有阶级性的。 

（车载《谈研究历史与为政治服务》学术月刊） 

“在壮年的时候,他到处都被叫作祁大个子”。高身量, 长脸,本该是一个很有尊

严的人，但是他的眼睛太小了，微笑变成了一针一针，高大的身材让人看不出有

什么特别令人敬畏的地方。（老舍《四世同堂》） 

可是他又想着：自己一介寒儒，妻子儿女一大群，都靠着自己一枝笔一张嘴

教书维持生活；现在生活虽苦，毕竟还在生活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假使一

旦南去，他们的生活如何维持呢？ 

（熊佛西《铁花》） 

由“脸、目、足、口、首、领、腹”及以这些词为语素或成分构成的词语，

大部分也具有书面语色彩。如“脸孔”、“首脑”、“目光”、“目击”、“足印”、“足

                                                             
①转移自李玄玉：《汉语人体词语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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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足下”、“启齿”、“心田”、“刺目”、“过目”、“目睹”、“高足”、“面目”、

“削足适履”、“一失足成千古恨”等等。 

由“眼睛”、“嘴”、“头”、“脚”及以这些词为语素或成分构成的词汇大部分

也具有口语色彩，如“眼睛”、“眼光”、“走嘴”、“嘴皮子”、“刺眼”、“眼红”、

“面孔”、“脚迹”、“脚下”、“脸色”、“脑袋”、“脚印”、“身子骨”、“半中腰”、

“做手脚”、“露马脚”等。 

但是汉语很多人体词及由其构成的词语都通用于书面语和口语，如“失口”、“开

口”、“脑袋”、“赤脚”、“光着脚”等等。 

 

（二） 泰语人体核心语素体色彩 

泰语人体语素一般都通用于书面语和口语，而书面语多用于政治论文、科学

论文、新闻、公文等，如： 

บางทีฉันว่าคนที่พูดจาโวยวายยังไม่น่ากลัวเท่ากับพวกท่ีเงียบๆประเภทหน้า [ซื่อ] มือถือดาบ 
baaŋthiichǎnwâakhonthîiphûutcaawooywaayyaŋmâynâakluathâwkàpphûakthîiŋîapŋîap

pràphêetnâa [ sʉ̂ʉ ]mʉʉthʉ̌ʉdàap 

有时候我觉得像你这样大声喊叫的人也没有那些不说话而知面不知心的人

可怕。 

พระเยซูตรัสว่า “ท่านทั้งหลายจงอย่าเป็นดั่งพวกหน้าซื่อใจคดที่มาสวดอ้อนวอนพระเจ้าให้
ผู้คนเห็นเลย” 

p h r á y e e s u u t r à t w â a  "  t h â n t h á ŋ l ǎ a y c o ŋ y à a  p e n  d à ŋ p h û a k n â a s ʉ̂ ʉ  cay 

khótthîimaasùatɔ̂ɔnwɔɔnphrácâwhâyphûukhonhěnləəy "  

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做心口不一的人，假装诵经让别人看。 

(จงวางใจในพระวิญญาณองค์นั้นซึ่งน าให้ท าดี) 
Word มีย่อหน้าที ่ไม่ใช่ Depletable ซึ ่งบางครั ้งจะถูกผลักออกไปยังหน้าเปล่าใหม่ที่

ส่วนท้ายของเอกสาร วิธีการลบหน้าคือการท าให้ย่อหน้าสิ้นสุดพอดีกับหน้าก่อนหน้านี้ วิธีที่แน่นอน
ที่สุดคือการท าให้ย่อหน้าสิ้นสุดมีขนาดเล็ก 

Word mii yɔ̂ɔnâathîimâychây  Depletablesʉ̂ŋbaaŋkhráŋcàthùukphlàkɔ̀ɔk pay 

yaŋnâaplàwmàythîisùantháaykhɔ̌ɔŋèekkasǎanwíthiikaanlópnâakhʉʉkaanthamhâyyɔ̂ɔnâasînsùt

phɔɔdiikàpnâakɔ̀ɔnnâaníiwíthiithîinɛ̂ɛnɔɔnthîisùtkhʉʉkaanthamhâyyɔ̂ɔnâasînsùt mii khanàatlék 

Word 具有不可删除的段落，有时将其推出到文档末尾的新空白页。删除页

面的方法是使结尾段落适合上一页。能确定的方法是使结尾段落变小。 

（https://support.office.com/th-th/） 

อย่างที่ทราบกันดีว่าสาเหตุที่ท าให้เกิดโรคปากแห้งนั้น เนื่องจากต่อมน ้าลายในปากไม่มีกา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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ผลิตน ้าลายออกมา ดังนั้นภายในปากจึงไม่มีความชุ่มชื้นที่เพียงพอ ส าหรับการท างานที่ผิดปกติของ
ต่อมน ้าลายจนท าให้เกิดปากแห้งนั้นมีสาเหตุจากสิ่งต่อไปนี้ 

yàaŋthîisâapkan dii wâasǎahèetthîithamhâykə̀ətrôokpàakhɛ̂ŋnánnʉ̂aŋcàaktɔ̀mnáamlaay 

nay 

pàakmâymiikaanphalìtnáamlaayɔ̀ɔkmaadaŋnánphaaynaypàakcʉŋmâymiikhwaamchûmchʉ́ʉnt

hîiphiaŋphɔɔsǎmràpkaanthamŋaanthîiphìtpòkkatìkhɔ̌ɔŋtɔ̀mnáamlaay con 

thamhâykə̀ətpàakhɛ̂ŋnán mii sǎahèetcàaksìŋtɔ̀ɔpayníi 

众所周知，口干的原因是 因为口腔中的唾液腺不会产生唾液。 因此，口腔

中的水分不足。 对于引起口干的唾液腺功能异常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https://www.honestdocs.co/dry-mouth-causes-symptoms） 

 

 

 

 

 

 

 

  

https://www.honestdocs.co/dry-mouth-causes-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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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现代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隐喻和转喻对比 

 
第一节 隐喻 

 

“隐喻”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意是从一个到另一个，从本体到隐喻，从起点

到终点的映射和转换。隐喻是通过比较一个事物的名称和另一个事物的名称而形

成的。这个比喻不是用比喻性的词语来进行的，而是直接把事情描述为第二件事。

第一和第二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似性是隐含的。莱考夫认为，隐喻不是语言的表

面现象，而是一种深层的认知机制，它组织我们的思想，形成我们的判断，使语

言结构化，从而具有巨大的语言生成力。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

基本思维方式。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到另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的结构映

射，即从“起源域”到“目的域”。隐喻是建立在人类基本经验基础上的。摘要

人体词语隐喻作为隐喻的一个范畴，是建立在人体感知的基本经验基础上的。隐

喻是一种普遍的语义扩展认知机制，它利用源域(身体经验)对目标域(扩展意义)

进行推理，并将源域的信息投射给源域，为源域产生新的理解提供依据和选择。

隐喻本质上是概念上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其本质是人们用一种事物去

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隐喻常常用具体的概念去理解抽象的概念，这是我们理

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Lakoff 1993:232)。对隐喻的研究最早

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Poetics）和《修辞学》（Rhetoric）

中多次提到隐喻的构成方式和修辞功能。认为隐喻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

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
①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1936 年，英国著名

语言学家理查兹在他的《修辞学哲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语义互动”理论。指

出隐喻就是把一个事物(本体) 的思想抽象出一个特征，然后把这个特征 (隐喻

意义) 附加到另一个事物 (隐喻本体)上。Jakobson &Halle.M (1956) 《语言原

理》（Fundamentals of Language）中指出,语言有选择和组合两个特性，这两个

特性凝聚在隐喻和换喻两种现象之中。1962， Max Black 发表《模型与隐喻》 

(Modes and Metaphor),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 Richards提出的“语义互动理论”。 

 

 

 

                                                             
①束定芳：《隐喻学研究》（重印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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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喻的本质 

在 Lakoff & Johnson（1980）出版《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

存的隐喻）的著作中，从认知科学角度来探讨隐喻的理论，描述和阐释隐喻的定

义，强调指出隐喻的认知作用:隐喻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隐隐喻的本质是“用

一件事物理解并体验另一件事物”。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思

维方式。隐喻的本质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形式，是从一个概念域到另一

个概念域的映射，是一种预言现象。隐喻的理解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它也是

一种以词语为中心，以语境为框架的语用现象。隐喻的意义在于通过映射源域和

目标域来建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认知目的。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常常借助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在思维中理解无形的概念和抽象的概

念，形成不同概念相互联系的认知方式。① 

卡西尔(1985：140)“语言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隐喻式的。它不能直接描

述事物，而是求助于间接的描述方式，求助于含混而多歧义的词语。”②认知语言

学家指出，人们在陈述中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隐喻语言或隐喻思维。按

Lakoff & Johnson 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指出，“隐喻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集中在我们的语言中，也集中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

事实上，我们的概念体系是以隐喻为基础的，而语言中的隐喻只是思维隐喻的象

征。因此，隐喻的研究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而且是一个思维和认知问题。”
③ 

英国著名新修辞学的最重要理论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Richards 所著的《修

辞哲学》（1936）首次提出“语义互动”理论。在他看来，隐喻是从一个事物(本

体)的思想中抽象出一个特征，然后把这个特征(隐喻意义)附加到另一个事物(隐

喻体)上。但这种映射也有其规律性的特点:(1)隐喻映射是单向的，即隐喻映射

只能从源域映射到目标域，而不能从目标域映射到源域。例如，我们倾向于用“旅

行”而不是“浪漫关系”来概念化“旅行”:旅行者不被描述为恋人，车祸不被

描述为心碎。(2)隐喻映射是部分的，因为只有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认知和推理模

式从源域映射到目标域。(3)隐喻映射不是随机的，它遵循不变性原理，即隐喻

映射以与目标域内部结构一致的方式映射源域的认知拓扑，即意象图式结构

(Lakoff 1993: 232) 

 

                                                             
①李雪：《念隐喻、概念转喻与词汇研究》，《外语学刊》2012 年，第 4 期。 
②卡西尔.人论:语言的本质(上),上海译文 1985 年版 
③（美）乔治·莱考夫，（美）马克· 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695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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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理论最早是在 Lakoff & Johnson 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

出的。概念隐喻是 Lakoff 隐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概念隐喻的形成是以人

体的经验为基础的，因此人体在人类认知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个从特定概念域到抽象概念域的系统映射。隐喻

是一个思维问题，它可以在语言中体现出来。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

概念隐喻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一般隐喻表达方式的概括和总结。

概念隐喻是人类认知模式的基本类型，是人类思维的基本特征。它的主要特征是

生成性、系统性和一般性。概念隐喻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许

多隐喻表达。Lakoff & Johnson 对隐喻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概念隐喻的探

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 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隐

喻是跨概念领域的系统映射。映射遵循恒常性原则；概念隐喻的使用是潜意识的

等等。概念隐喻理论的革命性观点促进了认知语义学的全面发展。《我们赖以生

存的隐喻》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类:结构隐喻、位置隐喻和本体隐喻。结构隐喻是

指用一个概念构建另一个概念，如“时间是金钱”；方位隐喻是指一个概念通过

完整的体系构建另一个概念，如“高兴为上”、“控制为上”对应有“情绪高涨”、

“在我的掌控之下”；本体隐喻以物体和物质来理解经验，把它们看作是统一范

畴内的离散实体或物质，如“山腰”。它没有规定山坡是多少海拔，“早、中、晚”

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我们都把它们看成是离散的。概念隐喻以文化和经验为基础，

不同文化中的隐喻是不同的。 

人体隐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摘要身体隐喻是构建新的语言形式的

重要基础。人们常常利用身体某一部位的特征来形成一个隐喻概念。虽然两种语

言不同，但人们对其他事物特征的理解和认识是一致的，即人体的隐喻方式，这

使得不同语言之间的理解成为可能。 

三、隐喻运作机制 

隐喻理论，理查兹&布莱克的“互动理论”，莱考夫&约翰逊的“映射理论”，

法尔科内的“综合理论”等。都是为了解释隐喻意义的过程，即隐喻的运作机制。

这些理论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隐喻运作过程的一些特征，但它们并不是完整的

解释理论。我们试图说明隐喻涉及不同领域(范畴) 的两个概念，隐喻意义的产

生是两个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映射实现的。在映射过程中，

属于一个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概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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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即隐喻意义。这种映射和整合过程的基础是两个领域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① 

概念隐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映射”，这也是隐喻工作的机制。Lakoff 

(1993)明确指出“隐喻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不同概念域之间的这种映射

是隐喻的基本运作机制。隐喻是从一个已知的、熟悉的、具体的、容易理解的源

域映射到一个未知的、不熟悉的、抽象的或难以理解的目标域，或者隐喻是两个

概念域之间的映射或投射现象。已知和未知的概念域之间没有联系，但是人们根

据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在两个没有关系的不同概念域之间建立联系。 

相似性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相似性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相似性既

包括生理上的相似，也包括心理上的相似。物理上的相似，可以是外形上的相似，

也可以是功能上的相似；心理相似性是指由于文化、传说、主观视角、生活经历

或其他心理因素，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认为某些事物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②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经历在不同的事物之间看到一定的相似之处。人

们倾向于寻找规律的、相同的或相似的东西，小的变化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对

一件事的了解建立在对另一件事的了解的基础上。为了能够思考和理解一个人不

知道的东西(目标领域)，一个人利用他已经知道的东西及其结构(源领域)。隐喻

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运动，涉及两件事，两个不同的领域。Gibbs(1992)指出

隐喻所涉及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域不是映射的，也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经验特征

的限制。换句话说，隐喻的形成是基于经验的。它不是一个临时的偶然的范畴概

念，而是在人的长期记忆中已经存在的概念的反映。 

 

第二节 转喻 

 

一、转喻的定义 

转喻起源于拉丁语 Denominatio，最早出现在公元前 1世纪的匿名拉丁文献

《修辞与解释》中。转喻是指当事物 A与事物 B不相似，但又有密切联系时，可

以利用这种关系用事物 B的名称代替事物 A的修辞手法.转喻的重点不在“相似”；

但是在“协会”里。转喻也叫转喻，转喻或转喻。 比如“I am reading Lu Hsun.

我在读鲁迅”（用 Lu Hsun 鲁迅，表示 Lu Hsun's works 鲁迅的作品）。“转喻”

在传统汉语修辞学中被称为“借代”，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转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

段，也是一种认知机制。沈家煊（1999）在《转指和转喻》中认为转喻不是一种

                                                             
①束定芳：《论隐喻的运作机制》，《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年 02 期 
②阮氏黎心：《汉越人体名词隐喻对比》，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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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修辞手段，而是转喻中的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转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①修辞学家陈望道的定义是：即使所述事物与

其他事物不相似，如果它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作者也可以用相关事物的名

称来代替所述事物。② 

Lakoff & Johns on (1987:77) 转喻主要是一种指称功能，允许我们用一个

实体代替另一个实体。人们认为，在转喻中，容易理解或容易感知的事物的性质

或方面被用来代替事物的整体或另一个方面或部分。如果一个人的头很大，在他

的身体特征中很突出，可能就会被别人称作“大头儿”。根据 Unger & Schmid 

(1996: 128) 的观点，隐喻可以定义为跨不同认知域的映射现象，转喻是同一认

知域内跨不同概念范畴的映射现象。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隐喻侧重于“隐喻”，

突出“相似”的关系；转喻侧重于“生成”，突出了“邻近”与“突出”的关系。 

Langacker 的转喻定义：转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参考点现象。更准确地说，

转喻实体通常被用作参考点，为期望的目标实体(即实际实例)提供心理通道。巴

塞罗那的转喻定义: 转喻是从一个概念域即源域到另一个概念域即目标域的映

射。源域和目的域属于同一个功能域，它们之间的语用功能联系使目的域在心理

上被激活。Radden 的转喻定义:转喻是一个概念实体(转喻)在同一个理想化的认

知模型中为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 

徐盛桓（2009）论证了转喻机制的核心是“本体是载体”。“本体是一种载体”

就是将本体的部分外延和内涵转化为一种载体，似乎传递了本体的部分外延和内

涵。从本体论所传递的外延和内涵中选择和识别载体，从而使人们获得用载体还

原解释本体论的认知效果。人体词中有许多器官词，这些器官的具体位置、特征、

功能和地位各不相同。因此，运用部分转喻的认知方法，结合其他语素构成的人

体词，借助各个器官的特点，指称一定的社会群体。③ 

概念转喻和概念隐喻也是人类拥有的认知模式。在不同的民族和语言中，转

喻思维是产生人类语言、基本词汇和科学概念的根本途径。也印证了千百人提出

的语言发展过程中转喻先于隐喻的观点，转喻是一种更依赖于生存而非孕育的认

知工具。转喻和隐喻在一定程度上大致相同，转喻也将源域的经验投射到目标域，

有助于理解目标域的认知机制。人体词的转喻包括四个方面: 指人、指长度单位、

指人体相应部位的特征或功能、指人体各部位的相应动作。 

 

                                                             
①
沈家煊.《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1999(1):3-15. 

②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③徐盛桓.《外延内涵传承说--转喻机理新论》.《外国语》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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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喻的本质和运作机制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转喻不再是语言之外的一种现象，而是语言内部

一种有效的认知手段，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和言语方式。转喻的本质是指指称

具有突出事物属性的另一相关属性或整体事物的认知方式。在转喻现象中，转喻

词所指定的一个高度突出的实体作为认知参照点或载体，唤起其他不那么突出的

实体，这些实体处于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ICM)中。提供通往另一个被描述的目

标或实体的心理通道。借用的概念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范畴的语言激活扩散模

型,本文试图计数器旋转于揭示心理机制,同时指出的那样,他们和一些重要的认

知原则如邻近原则,相对突出的原则,激活和可访问性的原则,等等,转喻的认知

操作过程中通过中央大脑神扮演了一个角色。转喻作为对我们生活经验和行为的

高度概括的描述，具体阐释了转喻的各种生成关系和认知功能机制。通过揭示转

喻的作用机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转喻的本质，充分利用转喻，从而达到更彻

底地认识世界的目的。目前，Lakoff（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理想认知模型

和以 Fauconnie（福康尼）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所倡导的概念整合理论，为研

究语言使用背后的认知活动建立了统一的理论框架，成为目前解释隐喻和转喻工

作机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模型。后者强大的解释力使其服务于多个领域。 

 

三、隐喻与转喻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转喻等语言修饰手段都源于人们在表达过程中的需求。

为了识别新的信息和事物，大脑会利用已知的事物和已有的语言形式来识别新的

事物。可以说，隐喻和转喻具有强大的认知功能，是人类认识周围世界的手段和

途径。     

然而，隐喻和转喻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机制。隐喻是不同

认知模式之间的映射，转喻是一种认知机制，本质上是概念性的，映射在同一认

知模式中。具体来说: 1。就映射而言，隐喻基于相似性，转喻基于接近性。隐

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转喻只涉及同一认知领域的事物之间的

关系。2.就映射而言，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属于不同的高级认知域，而转喻的源

域和目标域属于同一认知域。3.理解隐喻的过程是将源对象的特征映射到目标对

象的过程，而对转喻的理解则是根据喻体的特征来确定实际的对象；4.从功能上

来说，通常用隐喻来描述，可以创造“诗”和“意境”，更有认知价值，而转喻

主要是将具有某种特征的东西替换掉，其主要功能是指代；5.就映射方向而言，

隐喻往往是单向的，而转喻映射是可逆的。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转喻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模式，在很多情况下转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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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更基本，为隐喻提供了动力。从认知的角度看，隐喻和转喻既有相同之处又

有不同之处。隐喻和转喻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修辞手段，也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现

象。它们也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对人类认识事物、事物概念结构的形成以及

语言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节 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隐喻对比 

 

人类学家维科指出，在所有语言中，大多数涉及无生命物体的表达都是借

用人体及其部位的隐喻，以及人类的情感和激情。我们经常用已知的、熟悉的、

具体的概念去理解和解释未知的、不熟悉的、抽象的概念，或者用突出特征的事

物命名，或者用相关的名字命名。隐喻是思维层面的认知方式，在语言层面体现

为隐喻构词。隐喻构词通过思维方式影响词汇的生成，并通过类比、关联和因果

关系将两个不相关的范畴联系起来。在认识和命名物质世界的过程中，隐喻思维

从根本上指导甚至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两个不相关的事物可以通过隐喻思

维的影响而联系起来。我们用身体的每一部分作为比喻，与其他事物或物体进行

比较，这就是身体的比喻。我们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自然，越

符合人类心理学的认知发展。从人类词汇的出现到它们的表征意义，从词汇的起

源到它们的引申意义，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现象。人体是一种人类非常

熟悉的东西，所以人们用自己的身体来指代这个世界。隐喻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和

日常生活的体验和认识。对隐喻的经验基础的讨论，使得隐喻意义的一些动机自

然产生，并符合人们的认知心理发展。隐喻，在于“隐喻”，突出了二者的相似

性。人类把对各个部分的认识投射到接触到的事物上，建立了由许多隐喻概念构

成的相互关联的隐喻系统。 

汉泰人体核心语素中有一些词是利用人体部位与事物对应部位的相似性，

将事物拟人化，然后命名的。这些名字既生动又容易理解和记忆。不相关的事物

之间可以有各方面的相似，比如位置、结构、性质、形状、功能、时间、程度的

相似。人体隐喻是将人体各器官的位置、结构、性质、形状、功能、时间、程度

投射到与人体无关的事物上。 

 

一、人体位置隐喻 

人体位置的隐喻是利用人体各器官在人体上的位置来比较其他事物各部分

在事物中的空间位置，从而形成人体名称所表达的各种事物概念(冯凌宇，2008)。

以人体为参照物，人体的每一个部位和器官都有自己的位置。如果人体的某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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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外界某个东西的某个部位处于相似的位置，也说明它们具有相同的位置图式，

所以我们可以用人体这个部位的词来指代该东西的其他部位。如顶部的“头”，

中上部的“眼”，连接内外的“口”，前面的“脸”。由于各自在位置上的特点，

也有一些隐喻。 

 

（一）、“头”和“หัว”/hua̯˩˩˦/ 

从“头”的定义上来看，“头”在位置范畴上指的是“上部、前部”，“头”

在表“上部、前部”这一义项时倾向于人在垂直站立时头处的位置，而“头”在

表示“前部”这一义项时倾向于人在水平躺下时头所处的位置。“头”在表示这

些位置意义时都和“脚”相对。 

在汉泰语中，人的“头”居于人体的最上端，“脚”处于在人体的最下端，

我们可以用“头”和“脚”因此出现了很多喻指其他事物前面、正面和上端和下

端的词语。如山的顶端或最上部称为“山头”，下端称为“山脚”；墙的顶端或上

部称为“墙头”，下部称为“墙脚”；“脚”的此类意义表达有“裤脚”、“一秧脚”、

“翼脚”、“韵脚”等。 

泰语人体词中的“头（หัว）”可以投射到“最上面、最前面、最后面、最凸

出、最高端”的位置隐喻，例如：หัวมุม/hǔamum /（角头），头引申为最前边，指

拐角处；หัวหาด/hǔahàat/（滩头），头引申为海滩最凸出的部分；หัวถนน/hǔathanǒn/

（路头），头引申为路的最前面；หัวเรือ/hǔarʉa /（船头），头引申为船的最前面；

หัวแหลม/hǔalɛ̌ɛm/（半岛末端），头引申为岛的最后面。หัวส าเภา/hǔasǎmphaw /（舟头），

头引申为舟的最前面；หัวคุ้ง/hǔakhúŋ/（河曲的开头处），头引申为河曲的最前面。

หัวนอน/hǔanɔɔn/（床头），头引申为床的最前面。หัวแถว/hǔathɛ̌ɛw/（最棒的人）。首

先头转喻为人，然后发生隐喻“头”=最前部的部分，所以指“最前面的人或最

棒的人”。หัวรถจักร/hǔarótcàk /（头+机车），头引申为车最前面的部分，车头；หัว
สะพาน/hǔasàphaan/（桥头），头引申为桥最凸出的部分；หัวหน้า/hǔanâa /（领导），

转隐喻:首先头转喻为人, 然后发生隐喻（头+面=领导）。 

 

（二）、“心”和“ใจ”/t͡ɕaj˧/ 

“心”的位置在人体内中部，由这个位置特征喻指某事物的中部，或处在中

部的物体，如“轴心”、“河心”、“球心”、“掌心”、“重心”、“靶心”、“江心”、

“脚心”； 

汉语的“心”在位置隐喻中可以指代“中心”的位置，表示最重要的部分，

也指“核心部分”。汉语表达有“球心、圆心、眉心、枕心、手心、灯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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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心、重心笔心、”等。而泰语“ใจ”位于人身体的中间，也是人最重要的器官，

所以它的位置可以指代“中心”的位置,表示最重要的部分，也指核心部分。泰

语表达有“ใจกลางเมือง/chai klaaŋmʉaŋ /（市中心）”、“ใจผัก/ chaiphak/（菜心）”、“ใจมือ/ 

chaimʉʉ/（手心）”、“ใจกลาง/ chai /（心中）”等。泰语和汉语的隐喻类型分类很相似，

泰语和汉语都有位置的隐喻，都指“中心”的位置。但是泰语“ใจ”和汉语“心”

在构词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泰语有“ใจกลางเมือง（市中心）”，在汉语中没有相

应的构词方式。 

 

（三）“耳”和“ห”ู/huː˩˩˦/ 

“耳朵”的位置特征是它处于头的两旁，我们用“耳”命名与“耳朵”位置

相似的物体，如“耳房”、“耳门”、“耳帽”；“耳”，以位置[+处于头两边]为取像

点来喻指处于两边的事物，如：耳房、帽耳、หกูระทะ/hǔukràthá/（耳+锅子=锅耳）、

กระจกหูช้าง/kràcòkhǔucháaŋ/（镜子+耳+大象=后视镜）。汉语和泰语一样都把人体器

官耳（ห）ู用作隐喻。根据参考 Wiezbicka（1988:174）的说法，身体器官的隐

喻使用对于身体的意义可以分为：将身体隐喻为物体；将身体的部分隐喻为与人

关系密切的物体；将身体的部分隐喻为人。 

 

（四）“面”和“หน้า”/naː˥˩/ 

“面”处于头的前部，由这个位置特征喻指物体的前面、正面，或物体的外

表，如“封面”、“路面”、“桌面”、“地面”、“球面”、“鞋面”等； 

在汉语中“脸（面）”不仅可以投射到“最突出”、“最前面”的部分，还可

以继续投射到“方位、方向、里/外”。齐沪扬（1998）认为汉语中的“面”可以

分为三类：1）指方位，例如北面、南面、西面、东面；2）指方向，如上面、下

面、左面、右面、前面、后面；3）指“里/外面”。  

泰语“面/脸（หน้า）”的位置隐喻常常用来代表最明显、最突出、最前面的

部分，例如：泰语中的“面顶”汉语的意思是顶房”，“面房”汉语叫“家最前面

的部分”，泰语中的“封面”与汉语中的“封面”是一对相对的词。如：“หน้าปก”
（面+封）封面，“面”指的是上面，书或杂志的封面；“หน้าหม้อ/nâamɔ̂ɔ /”（面+发

动机）车头，指的是汽车的前部；“หน้ามุข/nâamúk /”（面+阳台/门廊）阳台/门庭，

指的是房子最前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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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皮肤”和“ผิวหนัง”/pʰiw˩˩˦.naŋ˩˩˦/ 

“皮肤”指被覆在人和脊椎动物身体表面的部分。脊椎动物的皮肤分表皮和

真皮两部分。有保护身体、调节体温、排泄废物等机能。在隐喻中由包在人体外

面的特征喻指物体的外面的一层皮，如：“车皮”、“封皮”、“信皮儿”；“皮肤之

见”、“肤皮潦草”、“肤浅”等很多人体部位及器官词都由它相应人体部位及器官

的位置特征转出各种各样的隐喻意义。在泰语中位置隐喻中，由以位置和“表面”

来喻指事物的表面，如：“ผิวเผิน/phǐwphə̌ən /（肤浅、粗浅）”、“ผิวจราจร/phǐwcaraacɔɔn/

（路面）”、“ผิวน ้า/phǐwnáam/（水面）”、“ผิวดิน/phǐw din /（地皮/面）”。例：（1）เรา
ต้องปรับผิวดินให้เรียบ/raw tɔ̂ŋpràpphǐw din hâyrîap/我们需要把地皮/面修得平缓一些。

（2）มองอย่างผิวเผินมาก/mɔɔŋyàaŋphǐwphə̌ənmâak/从表面上看很肤浅。 

 

（六）“脚”和“เท้า”/tʰaːw˦˥/ 

汉语的“脚”的位置处于人体的最下端，可以投射到物体的最下端、最底部,

如：汉语主要表达有“山脚、裤脚、杯脚、脚注、脚灯”等。泰语的“เท้า/脚（足）”

的位置处于人体的最下端，可以投射到物体的最下端、最底部。泰语表达有“ตีน
มุ้ง/diinmúŋ/脚+蚊帐”指蚊帐的最下边、“ตีนตู้/diintûu/脚+橱”指橱柜的最下边、“ตีน
ภูเขา/diinphuukhǎw/脚+山”指山脚、“ตีนบันได/diinbanday/脚+楼梯”指楼梯的最下面

等。① 

“脚”的词义发展过程中，主要基于相似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隐喻义，这种

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位置和功能上。“脚”的引申义词汇数量相差不多，在这些

“脚”的引申义词汇中，“位置”特征的词汇与“功能”特征的词汇并重。不同

于“手”的引申义词汇那样偏重于“功能”特征。这是因为人们在对于“手”和

“脚”的认知上存在偏差，对于“手”的认知，人们更集中在抓取，挥动等各种

手部“功能”的特征上，对其位置并不看重。而“脚”又不同，因为“脚”的位

置与其“功能”特征关系密切。“脚”具备支撑功能，又位于人体的下端位置，

这两种特征互为依赖不可分割。 

汉泰语的隐喻类型中都有位置的隐喻相似性，位置的隐喻都指“下端、底下

部分”的位置，但是汉语和泰语“脚（足）/เท้า”在构词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如

汉语的构词方式以“脚+名词”搭配：脚跟、左脚、右脚、脚下（足下）、后脚、

前脚、裤脚、杯脚、脚注、脚灯等，在泰语中是没有相应的构词方式的。泰语表

达有“ตีนมุ้ง 蚊帐脚”指蚊帐的下边，山的最下边、“ตีนตู้ 橱脚”指橱柜的最下边、

                                                             
①转自黄伟玲.泰汉人体词语引申义对比研究[D].广西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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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ตีนภูเขา 脚山”指山脚、“ตีนบันได 楼梯脚”指楼梯的最下面等，在汉语也没有相

应的构词方式。 

 

（七）“手”和“มือ”/mɯː˧/ 

汉语“手”位置的隐喻。“手”在身体的外侧，按照手的位置，就可以把它

投射到“旁边、左边、右边”的位置。如：左手拐弯、右手拐弯、靠右手第三个

人等等。而在泰语中“มือ”则不能投射为“形貌、位置、时间、功能”。泰语和汉

语的隐喻类型分类有一定的差异，汉语可以投射到“位置的隐喻”表示“旁边、

左边、右边”的意思,如：左手拐弯、右手拐弯、左手第二个，而泰语中没有投

射到位置的隐喻。 

在泰语中“มือ”从人体器官的本义有投射到动作隐喻上，如“เชื่อมือ/chʉ̂amʉʉ 

/（放心）、จับมือ/chapmʉʉ /（握手）、ท ามือ/thammʉʉ/（手工）、หลุดมือ/lùtmʉʉ/（脱手）”

等表动作的语义。 

 

（八）“眉”和“คิ้ว”/kʰiw˦˥/ 

汉语的“眉”的隐喻在位置的隐喻中，“眉”被喻为“上端空白的物体”例

如：眉题、眉批、书眉等等。而泰语的“คิ้ว”对应汉语的“眉”。眉是长在眼睛上

面的显弓形状，泰语中的“คิ้ว/眉”被喻为“边或脊”，如下：“คิ้วไม้ ”（眉+木）目

脊，“眉”引申为“脊”；“คิ้วกระเบื้อง/khíwkràbʉ̂aŋ /”（眉+瓦）瓦脊，“眉”同样引

申为“脊”。泰语和汉语相同之处在于“คิ้ว”和“眉”的隐喻方式都有位置的隐

喻，不同之处在于泰语的“眉”被誉为“边或脊”，而汉语的“眉”被喻为“上

端空白”的物体。而在构词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泰语有“คิ้วไม้”指目脊、

“คิ้วกระเบื้อง/khíwkràbʉ̂aŋ /”指瓦脊，在汉语没有相应的构词方式。汉语有“眉题”、

“眉批”、“书眉”的构词方式，而泰语也没有相应的构词方式。 

 

（九）“鼻”和“จมูก” /t͡ɕa˨˩.muːk̚˨˩/ 

汉语“鼻子”的隐喻在位置隐喻中，“鼻子”可以代有孔的事物，例如“门

鼻儿”、“针鼻儿”等。泰语“จมูก”的隐喻类型只有一类，即“位置的隐喻”。可

以按照它的形状和位置投射到无生命的物体上，如：“จมูกข้า/chamùuk/鼻子大米”

指是“大米最突出的部分”；“จมูกซุง/chamùuksuŋ/头鼻木”指木头上有两个孔的地

方，可以把绳子穿进去等。泰语“จมูก”可以指“突出的部分”和“带孔的东西”。 

泰语和汉语的隐喻类型分类很相似，泰语和汉语都只有“位置的隐喻”。泰

语“จมูก”隐喻为“有孔的事物”、“突出的部分”，而汉语隐喻为有孔的事物。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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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จมูก” 和汉语“鼻”在构词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泰语有“จมูกข้าว 大米鼻”

是“大米最突出的部分”；“จมูกซุง 木头鼻”指木头上有两个孔的地方，而汉语没

有相应的构词方式；汉语有“门鼻儿”、“针鼻儿”，而泰语也没有相应的构词方

式。 

 

（十）“背”和“หลัง”/laŋ˩˩˦/ 

“背”在汉语中的位置隐喻可以投射到“反面”如“椅背”、“弓背”、“刀背”

等。而在泰语中“หลัง”可以投射到某些物体的反面。如：“หลังมีด 背刀”指的是

刀背、“พนักหลัง/phanáklǎŋ/背椅子”指的是椅背、“หลังมือ”手背。泰语和汉语的隐

喻类型分类很相似，泰语和汉语都有位置的隐喻，泰汉语位置的隐喻都投射到“反

面”如泰语的“หลังมีด 背刀”对应汉语的“刀背”，“พนักหลัง/phanáklǎŋ/背椅子”对

应汉语的“椅背”，可泰语还能继续投射到“后边”如“หลังรถ/lǎŋrót/背车”指车的

后部、“หลังบ้าน/lǎŋbâan/背家”指家的后面，汉语没有这种用法。 

 

（十一）“腹/ท้อง”/tʰɔːŋ˦˥/ 

泰语的“腹、肚/ท้อง”位于身体中间最中间的部位，人们把“腹、肚/ท้อง”
投射到表“中间”的位置。如：“ท้องคุ้ง/thɔ́ɔŋkhúŋ/腹+河曲”指河曲的中间、“ท้อง
น่อง/thɔ́ɔŋnɔ̂ŋ/肚子+腿”指腿的中间，腿肚子、“ท้องเรื่อง 腹部故事”特指故事中的

剧情，情节等。在汉语中“腹/肚”不可以隐喻为“形貌、位置、时间、功能”。

由此看得出泰语和汉语的隐喻类型分类有很大的差异，泰语有位置隐喻，位置的

隐喻可以投射到“中间”部分，而汉语中没有出现。 

综上所述，隐喻往往利用已知的具体概念来理解未知的抽象概念，是人们理

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隐喻使人们能够通过相对具体和清晰的

概念来理解和认识那些相对抽象和缺乏内部结构的概念。它是人们抽象思维和认

识抽象概念的主要方式。隐喻在我们的认知客观世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

有时会把人体器官的位置特征投射到更抽象的事物上，表达更抽象的概念。例如, 

一个人的头是人体的重要器官的集合, 如视听、思考、讲话, 等等,这些器官的

位置特性和相对容易描述, 如“面子”和“脸”是头部的前面位置,双方立场的

“耳朵”,等等。虽然身体的不同部位不明显的头部,他们的认知优势“中心、中

间,中心”和“终点”,因为他们正处于人类的身体和四肢手脚等人体,使身体的

不同部位的位置特征更容易发展成词的意思。内脏器官位于人体内，位置特征不

明确、不明确，很少有机会发展为词义。因此，身体词被用来根据其位置和成就

衍生出其他意义，这是隐喻意义根据其位置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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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体形状隐喻 

人体的每个器官和部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形状。当人们发现外部物体的形状

与人体某个器官的形状相似时，可以用代表人体这个器官或部分的词语来比喻那

个相似的物体。形状是对事物最直观的感觉，形状相似形成的隐喻也最容易理解。

人体不同器官形状不同: “头”是圆的，“眼”是小的，“嘴”是圆的。当遇到形

 

 

（一）“眼”和“ตา /taː˧/” 

眼睛的小圆形孔洞的外貌特征使“眼”和“ตา”有了形貌隐喻意义，如用这

种称谓的表达有“鼻眼儿”、“肚挤眼儿”、“嗓子眼”、“耳朵眼”（身体上的）；“虫

眼”、“针眼”、“枪眼”、“芽眼”、“炮眼”、“窟窿眼儿”、“炮眼”、“钱眼”、“砂眼”、

“钥匙眼（无生命的物体上的）等。泰语中的“ตาข่าย/taakhàa/”（网眼）、“ตา
น ้า/taanáam /”（泉眼）、“ตาหมากรุก/taamàakrúk /”（棋盘的方格子）、“ตาทแยง/taathayɛɛŋ/”

（棋盘上的斜格子）；泰语和汉语的隐喻类型分类很相似，泰语和汉语都有形状

和时间的隐喻。泰汉语形状的隐喻都投射到“小洞，中间空白的物体”，但是汉

语还指“身体部位”的意思，汉语时间的隐喻指“空间距离很接近”，而泰语指

“到或现在”。泰语“ตา”和汉语“眼”在构词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泰语有“ตา
ข่า 眼+网”指网子、“ตาหมากรุก 眼+棋子”指棋盘的格子， “及到或现在”的意

思，如泰语的“ถึงตาเธอแล้ว 到眼+你了”指到你了，而汉语“眼”没有相应的构词

方式。汉语有“鼻子眼”、“耳朵眼”、“肚庇眼”，而泰语也没有相应的构词方式。 

 

（二）“手”和“มือ”/mɯː˧/ 

在《现汉》（7）中解释为“人体上肢前端能拿东西的部分。”手作为人体中

重要的部位之一，自然也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参照点，很多与手有关的词语也因

此具有隐喻义。汉泰语中“手”和“มือ”的隐喻义，在形状隐喻中有投射，用来

喻指形状像手的事物，一般用在一些植物上，如“ส้มมือ/sômmʉʉ/（佛手桔）”、“มือ
ต าลึง/mʉʉtamlʉŋ/（手葫芦）”、“มือบวบ/mʉʉ bùuap/（西葫芦）”等。 

 

（三）“脸（面）”和“หน้า”/naː˥˩/ 

“脸（面）”同样可以用来指与脸的形式相似的物体，多指平面，例如，桌

面、海面、地面、河面、水面、片面、布面、路面等等。泰语的“หนา้”可以用

来指与脸的形式相似的物体，多指平面，例如：“หน้ากระดาษ/nâakràdàat/面+纸”指

纸面、“หน้ากลอง/nâaklɔɔŋ/面+鼓”指鼓面、“หน้ากระดาน/nâakràdaan/面+黑板”指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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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面；泰语和汉语的隐喻类型分类非常相似，泰语和汉语都有形态隐喻。泰语和

汉语的形态隐喻也可以用“平面”形态来表达。泰语“หน้า”和汉语“脸”在构

词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泰语“หน้า”（有面封，指封面）、“หน้าซอง”（指信封），

而汉语“脸”没有相应的构词方式；汉语有北、南、西、东、上、下、左、右、

前、后，泰语没有对应的构词方式。 

 

（四）“耳”和“ห”ู/huː˩˩˦/ 

泰语和汉语“耳（ห）ู”在构词方面存在差异。“耳（ห）ู”的形状隐喻主要是

靠耳朵的形状来投射物体，主要用来表示在形状为圆形而中间为空的物体，在汉

语中“耳朵”也可以投射到“耳朵形”，如:“黑木耳”、“银耳”“木耳”等。泰

语的“耳”也是是靠耳朵的形状来投射物体，如：“หูโทรศัพท์/hǔuthoorasàp/耳+电话”

（话筒）、“หูกระเป๋า/hǔukràpǎw/耳+包”（包的提手部分）、“หูกระทะ/kràthá/耳+锅”

（锅柄）、“หูกางเกง/hǔukaaŋkeeŋ/耳+裤子”（裤头）、“หูแก้ว 耳+杯子”（杯子柄）。

从隐喻的类型看，汉语和泰语“耳（ห）ู”都有形貌隐喻的类型。汉语“耳”没有

对应的构词方式。 

 

（五）“嘴”和“ปาก”/paːk̚˨˩/ 

在汉语中，“嘴（口）”可以投射到“口形”的物体上，例如:窗口、口袋、

袖口、门口、枪口、瓶口、杯口等。此外汉语的形状隐喻也能投射到人的破裂处，

如：“裂口”、“伤口”、“封口”、“切口”、“创口”、“断口”、等等。泰语中“嘴（ปาก）”
的隐喻，通常是人们把身体的“口”的部分投射到“ 口状”的物体上，如下：

“ปากหม้อ/pàakmɔ̂ɔ/口+锅”（锅）、“ปากขวด/pàakkhùat/口+瓶”（口瓶）等，此外，泰

语的形状隐喻还能投射到人的破裂处，如:“ปากแผล/pàakphlɛ̌ɛ/口+伤”（伤口）、

“ปากซอง/pàaksɔɔŋ/口+封信”（封口）等等。 

 

（六）“心”和“ใจ”/t͡ɕaj˧/ 

汉语的“心”可以隐喻为“心形”。在汉语中表达有“莲子心、油灯心”等。

泰语“ใจ（心）”的可隐喻为“心形”。如：“รูปหัวใจ/rûuphǔa chai/形+心”指心形、

“หน้ารูปหัวใจ/nâarûuphǔa chai/脸+心形”指心形脸、“หมอนรูปหัวใจ/mɔ̌ɔnrûuphǔa chai/枕

头+心形”指心形枕头等。泰语和汉语的形状隐喻类型很相似，泰汉语形状的隐

喻都可以投射到“无生命的心形”物体。泰汉语形状的隐喻都指“心形”。但是

汉语“心”和泰语“ใจ”在构词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泰语有“ใจกลาง
เมือง/chaiklaaŋmʉaŋ/心+中市”指市中心、“หน้ารูปหัวใจ/nâarûuphǔa chai /脸+心形”，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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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没有相应的构词方式;汉语有“莲子心、油灯心”“球心”,而泰语也没有相应

的构词方式。 

还有汉语的“胆囊”和“脾”的隐喻，投射到“器皿内部可以盛水、空气等

物体的东西”，如“胆囊、热水瓶的胆囊”。泰语中没有“胆”和“脾”。 

 

三、人体时间隐喻 

“时间隐喻”又是头部词语隐喻研究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大家在表达抽象

事物的时候常常使用隐喻，也就是借助一些具体事物来表现抽象的事物，如“心

灵是容器”、“时间就是金钱”等。在这种语言范式之下，人们可以通过事件的出

现和消失来表明时间的开始和结束。因此，时间既具有空间特征又具有动作特征。

人们使用隐喻表达在一段时间内所发生事件的先后顺序，表达时间的空间关系

(陈栩茜 2011)。① 

 

（一）“头/หัว”/hua̯˩˩˦/ 

汉语中，常有“头年”、“头天”、“头次”等说法；泰语中的“头”在时间隐

喻上的表现，如：“头晚上”、“头天”、“头年”都是根据头部的“顶端”属性，

延伸比喻到作为时间的前端。如：“หัวค ่า 头晚上”指“早中晚（晚上的前端）”，

“头”引申为前端或开始、“หัววัน 头天”指“早上的前端”，“头”引申为前端或

开始、“หัวปี 头年”指“年初”，“头”引申为前端或开始。 

汉语“眼”可以隐喻为“空间距离很接近”例如：“目前”、“眼下”都表示

现在和此刻的意思。而泰语的“眼/目”可以隐喻为“到或现在”的意思,如:“ถึง
ตาเธอแล้ว/thʉ̌ŋtaathəəlɛ́ɛw/到眼+你了”,指到你了。 

 

（二）“脸,面/หน้า”/naː˥˩/ 

在汉语人体词“脸/面”也有时间隐喻义，但表达的意思有差异，“脸”在这

里指短的时间，瞬间，如：“转脸”、“扫脸（现代支付快速手段之一）”。 

在泰语中“หน้า（脸/面）”常常可充当表“时间”用。泰语人体词中的“面”

跟“背”相反，“หน้า（脸/面）”喻指未来，而泰语的“หลัง（背）”喻指过去。因

此，泰语的“หน้า”具有“将来、以后，今后，未来”之意，如：“ปีหน้า/piinâa/（明

年）”、“สัปดาห์หน้า/sàpdaanâa/（下星期）”、“วันหน้า/wannâa/（日后）”、“เดือน
หน้า/dʉannâa /（下个月）”、“ครั้งหน้าต่อไป/khráŋnâatɔ̀ɔpay/（下次）”。 

                                                             
①陈栩茜,张积家.时间隐喻在汉语时间量词语义加工中的作用,心理学报, 201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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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语中还可以用来喻指“季节”。泰语人体词“面”可以喻指当下的季

节，因为人的“脸/面”是具有个性的，因此用来喻指不同的季节，如：หน้า
ทุเรียน/nâathúrian/（榴莲季）、หน้าฝน/nâafǒn /（雨季）、หน้าแล้ง/nâalɛ́ɛŋ/（旱季）、

หน้าหนาว/nâanǎaw/（冬季）例：ในหน้าฝนมีคนเป็นไข้หวัดกันมาก / nay nâafǒn mii 

khonpenkhâywàtkanmâak/（在雨季时期很多人都感冒了。） 

 

（三）“背/หลัง”/laŋ˩˩˦/ 

在汉语中“背”可喻指“时间在后”，是以位置和“后面”来喻指时间在后。

而在泰语中“หน้า /naː˥˩/（面）”喻指“时间在前”相反，如：“ฟ้าหลังฝน/faː˦˥ laŋ˩˩˦fon˩˩˦ 

/（雨过天晴）”、“ทีหลัง/tʰiː˧ laŋ˩˩˦ /（以后，日后）”、“หลังจาก/ laŋ˩˩˦ t͡ɕaːk̚˨˩/（从此以

后）”。汉泰人体词“背”和“หลัง/laŋ˩˩˦/”都可以用来喻指“后面”。但是汉语“背”

不能喻指“时间在后”，而是使用“后”来替代。 例：คราวหลังอย่ามาสายอีกนะ 
/khraawlǎŋyàa maa sǎayìikná/（以后不要迟到了。） 

 

四、 人体功能隐喻 

人体的每一个器官或部位都有各自的功能。周围事物的功能与某个人体器官

部位在人体中的功能相似时，人们用该器官部位来隐喻本事物。这种隐喻在汉语

和泰语中也出现，如“头、脑”表思维、考虑和思想倾向的功能，“手”的持、

抓握的功能，“脚、腿”的把人体移动的、支撑的功能， 

事物间的相似性并不是单一存在的，事物之间很多方面都存在着相似，如人

的“脚”和“床脚”有处于下端的位置相似和支撑的功能相似两方面的相似特征；

人的“腿”和“椅腿儿”、“桌腿儿”间既有功能的相似，也有位置相似和形状相

似。眼睛和耳朵的功能主要是观察事物、收集信息，因此“眼”和“耳”经常连

用喻指打听信息、收集情报之人。“眼和耳朵”，是指秘密调查情况或收集信息并

告知的人。在泰语里同样也有“หูตา”（耳目）的表达。 

能够产生功能隐喻义的人体词，我们节选了其中的几个来作对比。汉语主要

有“头”、“ 口”、“眼（目）”、“脸”“手”、“耳”、“脚”、“腿”、“足”、“骨”、“咽”

等词，泰语有“หัว”、“ปาก”、“ตา”、“หน้า”“เท้า”、“หน้า”、“มือ”、“ใจ”等人体词。 

（一）汉语中“头（หัว）”投射到功能隐喻上，指“头发或发式”的意思，如：

“分头、寸头、梳头、烫头”，在泰语中有表示“หัวล้าน/hǔaláan/（秃头、平头）”、

“โกนหัว/koonhǔa/（剃头）”；可表智力、思维、考虑、思想倾向和情感方面的功能，

如“หัวค/ิhǔakhít/智力，思想，脑力”、“หัวใส/hǔasǎy/思想敏捷，灵敏”、“หัวเก่า/hǔakàw/

旧观念，旧思想”、“หัวเสีย/hǔasǐa/（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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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泰语中“口（ปาก）”投射到功能隐喻上，都有喻指“出入通道”，以

功能为取像点的隐喻义通过“口”使食物进入体内的这种功能，是出入食物、声

音、呼吸的通道，通过隐喻，来喻指事物的出入往来必须经过的处所或通道，如： 

“山口”、“岔口”、“道口”、“道口”、“港口”、“口岸”、“进口”、“出口”、“关口”、

“隘口”、“转口”、“出海口”、“京口”等，泰语有“ปากตรอก/pàaktrɔ̀ɔk/（巷口）”、

“ปากแมน่ ้า/pàakmɛ̂ɛnám/（河口）”、“ปากอ่าว/pàakàaw/（港口）”。汉语中“口”喻指

“可以打开或闭合”，以功能为取像点的隐喻义通过口的闭合-张开功能，来喻指

可以打开或闭合的事物，如：书口、白口、黑口、勒口、切口。而泰语中没有这

项喻指。汉泰语中“口”和“ปาก”同样可以用来喻指“出入通道”，泰语的“口”

却不可以用来喻指“可以打开或闭合的事物”的义项。 

汉语“口”的此类意义，很多情况下跟泰语“ปาก”表示进、出口的隐喻意义

不太一样。泰语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如：“ปากขวด/pàakkhùat/瓶口”、“ปาก
กระบอก/pàakkràbɔ̀ɔk/枪口”、“ปากถ ้า/pàakthâm/山洞口”、“ปากถนน/pàakthanǒn/路口”、

“ปากตรอก/pàaktrɔ̀ɔk/巷口”、“ปากน ้า/pàaknám/河口”、“ปากอ่าว/pàakàaw/港口”、“ปาก
กระโถน/pàakkràthǒon/痰盂口”。将“口”的“磨物锋利”的功能特征聚焦突显为特

定意象后投射给具有相似功能的“刀、剑”的刃口,“口”这个词由此也就可转

指刀、剑的刃口。①这就是“口”的功能相似之结果。 

（三）“眼（ตา）”投射到功能隐喻上，汉语中以表事物的关键处功能，用人

体词加“看”来喻指“引起注意的部分”，指关键的部分，如：画龙点睛、诗眼、

戏眼、节骨眼儿。在汉泰中“眼、目”和“ตา”同样可以用来喻指“圆形事物或

者有孔的事物”。但是泰语“ตา（目）”不能用来喻指“事物的关键”。 

（四）“脸（หน้า）”有重要的功能意义，它是所有表情的载体，人的情绪有喜

怒哀乐，而这些情绪表现在脸上就产生了不同的表情，所以“脸”是可作为“情

绪”和“表情”的隐喻的。如：好脸（和悦的脸色）、冷脸子（冷淡的态度）、翻

脸（对人的态度突然变得不好）、绷脸（不高兴）；“面”的功能性隐喻还可以表

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身份。如：给面子、爱面子、争面子等。泰语“หน้า”的功

能性隐喻没有汉语的突出。 

（五）“耳（ห）ู”在汉泰语中有相同的隐喻意义，在汉语中“耳”原指听觉和

平衡感觉的器官。隐喻意义用作语义成分结构，即“将身体隐喻为物体”，隐喻

的形式如“耳闻”、“耳熟”。用身体器官的名称来称呼周围的事物。在泰语中用

来做语义成分结构形式，像耳朵一样的形状，如：“หูฟัง/hǔufaŋ/（耳机）”、

                                                             
①黄碧蓉：《人体词语语义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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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หูโทรศพัท์/hǔuthoorasàp/（电话筒）”。 

（六）“骨（กระดูก）”在汉泰语中有相同的隐喻义，可以用来喻指“形容最深

的、事物内部支撑的架子”。汉语中的“骨”以“功能+支撑身体”为取像点来喻

指事物内部支撑的架子，如：骨架、骨子、龙骨、扇骨，泰语“กระดูก/kràdùuk /”

隐喻形式，如“กระดูกงูเรือ/kràdùukŋuurʉa/（指船的龙骨）”。 

（七）“手（มือ /mɯː˧/）” 在汉泰语中有相同的隐喻义，可以用来喻指具有

“抓拿”、“抓取”功能的事物，如：มือต าลึง/ mɯː˧ tam˧.lɯŋ˧/（红薯卷须）、มือ
บวบ/mɯː˧bua̯p̚˨˩/（丝瓜卷须）、มือกล/mɯː˧kon/（机器手）等。汉泰人体名词“手”

可以用来比喻形状像手的东西。此外，泰语单词“手”可以作为抓取功能的隐喻，

但汉语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八）“脚（เท้า/tʰaːw˦˥/）” 在汉泰语中有相同的隐喻

义，可以用来喻指起“支撑作用的事物”，如汉语中的“吊脚楼”、“三脚架”，泰

语中的“เท้าคู/้tʰaːw˦˥.kʰuː˦˥/（一种折层桌脚）”、“เท้าสิงห์ /tʰaːw˦˥.sǐŋ/（一种桌脚，其

脚部像狮子的脚）。综上所述，在汉泰语中“脚（เท้า）”的隐喻类型是相似的，但

是在构词方面，汉泰语的构词方式是不一样的。 

人体隐喻意义并不完全是基于单一方面的相似特征，有的人体词的隐喻意义

是基于某个人体器官或部位的位置相似和功能相似、或形貌相似和功能相似、或

形貌相似和位置相似特征而得到的。比如“头”和“หัว/hua̯˩˩˦/”的“领导者”义

项是根据头部在人体上部的位置特征和头部思维的功能特征；“口”和“ปาก /paːk̚˨˩/”

的“器物的口”义基于口的功能特征和形貌特征；“脚”、“腿”和“เท้า/tʰaːw˦˥/”

的“下端”义基于“脚”、“腿”的支撑功能特征和人体最下端位置特征。“口、

齿”的嚼碎的功能，“口、舌”的说话功能，“鼻子”的呼吸和嗅闻的功能，“耳

朵”的听的功能，“眼睛”的看的功能，“脸、面”的与外界接触的功能，“腰”

的支撑的功能，都映射到我们周围的事物的功能上，于是人们将本器官来隐喻在

功能上与之相似的事物。 

 

第四节  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的转喻对比 

 

一般来说，转喻并不直接表达要说的内容，而是使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名称。

两种不同的事物虽不相似，却又密不可分，所以常常用一种事物的名称来代替另

一种。就是借用 a来表达 b，但前提是 a 必须与 b密切相关，在本质上有相似之

处。我们将汉泰语人体核心词按照所在位置分成四类：头部词语、躯干词语、四

肢词语和内脏词语。其转喻意义, 即从人体词这层关系转向另一层次关系的比喻

意义, 具体根据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几类，人体-功能类、部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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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数量单位和人体-动作类。 

一、头部语素的转喻 

 

“头”和“หัว”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 

1.“头”可指“思想”一是用作“头绪”，如“摸不着头脑”；“头脑”、“有头

脑”、“思路清晰”等。在泰语中同样如此，因此人体名词“头”借“大脑”的功

能来描述人的细想倾向，如：หัวด/ีhǔadii/（聪明、聪慧）、หัวโบราณ/hǔabooraan/（旧

思想、旧观念）。 

2.“头”可指“能力、理智、智力”，如“头昏脑胀”形容人的繁忙或事物毫

无头绪,“头头是道”多形容说话做事很有条理,“头脑发热”指得一个人情绪激

动使人不能自已，做出一些过激的、非正常的行为。它形容做事冲动,不冷静。

在泰语中用“头”来转指大脑的功能，例如：表智力： หัวไว/hǔaway/（聪明）、หัว
ขี้เลื่อย/hǔakhîilʉ̂ay/（笨）、หัวทึบ/hǔathʉ́p/（愚笨）。 

3.“头”有指“感情”，大脑可以控制人的情感抒发，表达各种思想感情，如：

痛心疾首、垂头丧气、昂首挺胸。泰语中也有表达“情感”意思，如：หัวหด/hǔahòt/

（缩头，表胆怯、紧张的状态）、หัวเสีย/hǔasǐa/（表心烦意乱）。 

4.“头”有指“头衔”指官衔、学衔等称号 

（二）部分-整体类 

“头”也用来指物体最上面(或最前面)的部分，相当于头部在人体内所处的

部位。另一种用法是利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进行转喻互换。 

1.“头”可指“人”，用“头”作为事物，具有代表人的一部分代替如：头

影(人影子);头役(旧时官府中的差役);头翁(旧时对官府差役的謏称)。泰语中有

หัวแก้วหัวแหวน/hǔakɛ̂ɛwhǔawɛ̌ɛn/（掌上明珠、心头肉）、หัวไม้/hǔamáay/（流氓）等。 

2.“头”可指“地位、职位、领导”，一是比作首领。如：首脑，是指代国家

或政府的领导人；头目：某些集团为首的人；头人：指代旧时某些少数民族中的

首领。头目(首领;领导人);头头脑脑(为首的人);头马(领头马);头儿脑儿(头面

人物);头行人(带头的人)。泰语中有 หัวหน้า/hǔanâa/ (头儿)、หัวหน้าห้อง/hǔanâahɔ̂ŋ/

（班长）等表示领导或主管的意思。 

3.“头”可以指“头发、头发、发型”，如：头须(束发的丝带);剃头;平头;

头毛(头发);头白(老人发白。即白头);头发上指(形容盛怒);各种头发(形容老人

的短发 )用头指代“头发、发型或发型”。泰语中有 โกนหัว/koonhǔa/（剃

头）、 หัวล้าน/hǔaláan/（秃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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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头”可指“年龄、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头发会慢慢由黑变

白。因此，灰白头发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年龄，如:头白牙齿清，头白脸白，

头白。泰语中有 หัวหงอก/hǔaŋɔ̀ɔk/（白头）指老人的意思。 

5.“头”可以指“脸、尊严、尊严”，如:头角，比喻青年的精神或才华；低

头，低头贴耳，有头有脸。泰语中有 ก้มหัว/kômhǔa/（低头）。 

（三）器官-动作类 

“头”可以指“动作和行为”，而“头”可以转到“人”。人的行为和动作也

可以用“头”来指代，比如:摇头撒脑、摇头晃脑、抱头抓脑、头上乱窜。泰语

中有 หัวซักหัวซุน/hǔasákhǔasun/（指狼狈逃窜）、หัวหกก้นขวิด/hǔahòkkônkhwìt/（指不着

家的人）、ข้ามหัว/khâamhǔa/（指做事僭越）。 

（四）作数量单位 

“头”也用来指物体最上面(或最前面)的部分，相当于头部在人体内所处的

部位。“头”不仅可以用来衡量人，还可以用来衡量其他事物以及个体量词。比

如更多的牲畜:一头牛。意思是“大概不定的字数”，比如:三头五百。次序在前，

第一：头等、头生。表示“件、桩”，如：每责一头；捕得两三头；这头亲事，不

是情愿与的。--《水浒传》、潭中鱼可百许头。--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

记》，以一头进。--《聊斋志异·促织》。泰语中有 หัวหอมหนึ่ง หัว/hǔahɔ̌ɔmnʉ̀ng hǔa/

（ 一 棵 葱 头 ）หัวผักกาดสาม หัว/hǔaphàkkàatsǎamhǔa/ （ 三 棵 萝 卜 ）คน หนึ่ง 
หัว/khonnʉ̀nghǔa/（一个人）等。 

从总体类型来看,汉语和泰语都有从人体-功能类、部分-整体、人体-数量单

位和人体-动作类。汉语和泰语的“头”在四个方面具有相同的转喻意义，但在

构词法上却不完全相同。例如泰语有“头好”指智力、“头快”指聪明、“头暗”

指愚笨,而汉语没有相应的构词方式;汉语有“头昏脑胀”、“头头是道”、“头脑发

热”,泰语则没有相应的构词方式。汉语“头”和泰语“หัว”也可转喻为数量单位,

但使用的对象不同。 

 

“脸”和“หน้า”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 

1. 汉语“脸（面）”可指“人的表情”，如：嘴脸、笑脸、变脸、脸红、脸色、

绷脸、红脸、上脸。急赤白脸、哭丧着脸、涎着脸；绷脸。这种表达方式泰语中

没有，只有 หน้าเลือด/nâalʉ̂at/（暴力的性格）。 

2. 汉语“脸（面）”可指“或物体的容貌”，如：脸脑（面孔）；脸帕（洗脸

巾）；脸道（脸面，面容）；脸庞（脸面形状轮廓）；脸谱；脸相；脸模子；脸貌。

http://www.hydcd.com/cy/htm2/lb9538.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A8%E6%83%85/32790
https://hanyu.baidu.com/zici/s?wd=%E7%AC%91%E8%84%B8&cf=zuci&ptype=term
https://hanyu.baidu.com/zici/s?wd=%E5%8F%98%E8%84%B8&cf=zuci&ptype=term
https://hanyu.baidu.com/zici/s?wd=%E8%84%B8%E7%BA%A2&cf=zuci&ptype=term
https://hanyu.baidu.com/zici/s?wd=%E8%84%B8%E8%89%B2&cf=zuci&ptype=term
https://hanyu.baidu.com/zici/s?wd=%E7%BB%B7%E8%84%B8&cf=zuci&ptype=term
https://hanyu.baidu.com/zici/s?wd=%E7%BA%A2%E8%84%B8&cf=zuci&ptype=term
https://hanyu.baidu.com/zici/s?wd=%E4%B8%8A%E8%84%B8&cf=zuci&ptype=ter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B8%E6%A8%A1%E5%AD%90/89928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B8%E8%B2%8C/8992418


129 

 

泰语中有 หน้าตา/nâataa/（面容）、หน้าผี/nâaphǐi/（鬼脸）、面目一新 รูปลักษณ์
ใหม่/rûuplákmày/。 

3. 汉语“脸（面）”可指“体面，面子，颜面”，没脸见人；赏脸；丢尽了脸。

泰语中有 เหน็แก่หน้า（给面子）、ไม้ไว้หน้า（不给面子）、แก้หน้า（嘲讽）。 

4. 汉语“脸（面）”可指“情感”，因“面”是可以表达情感，可用来转指“情

感”，如：绷脸、变脸、愁眉苦脸、翻脸。泰语中有 หน้าชา（丢脸、生气）、หน้าชื่น
ตาบาน（笑逐颜开）、หนา้ชื่นอกตรม（强颜欢笑）。 

（二）部分-整体类 

汉语“脸（面）”可指“人”，可用来识别人的特征，如：麻脸、旧面孔、新

面孔。泰语中有 เปลี่ยนหน้า/plìannâa/（换人）、หน้าใหม่/nâamày/ （新面孔）、พร้อมหน้า
（人齐了）。 

（三）人体-动作类 

汉语“脸(面)”可指“方向、部位”。如：正面、片面、全面、四面八方、前

面。反面、片面、全面多面手、对面。泰语中的“หน้า”不能转指“方向、部位”

的表达方式。 

（四）作数量单位 

汉语中的“脸(面)”可作“量词”，计算平面物的单位，多用于扁平的物件。

如：一脸鼓、一面红旗、一面镜子；一面国旗、两面镜子、三面墙。还可以用于

计算见面次数的单位。如：见过一面。泰语中有 เอกสารพิมพ์ดีดไม่น้อยกว่า 150 
หน้า/èekkasǎanphimdìitmâynɔ́ɔykwàa  150 nâa/（这份材料打印不少于 150 页）、หนังสือ
เล่มนี้มี 200 หน้า/naŋsʉ̌ʉlêmníi mii  200 nâa/（这本书有 200页）。 

 

“耳”和“ห”ู的转喻对比 

汉泰人体词“耳”和“ห”ู的转喻，根据照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可分为 2 

类， 

即人体-功能类和部分-整体类。  

（一）人体-功能类 

1.“耳”可指“听力、听觉”，如：刺耳、耳背、耳识、耳重(重听，耳朵听

觉不灵敏);泰语中有 หูฝาด（听错）、หูตึง（耳背）、หูตูบ（听不清）。 

2.“耳”可指“听说、想法、思考”，如：耳闻、耳软、耳聪目明。泰语中有

หูไว（敏锐的耳朵）、หูเบา（耳根软）、หูหนัก（不容易相信别人）。 

3.“耳”可指“情感”，如：耳红、耳鬓相磨、耳不离腮、耳红面赤。泰语中

有 หูแดง（耳红，害羞）、ควันออกหู/khwanɔ̀ɔkhǔu/（生气、气愤）。 

https://dict.longdo.com/search/%E0%B8%AB%E0%B8%B9%E0%B8%95%E0%B8%B6%E0%B8%87
https://dict.longdo.com/search/%E0%B8%AB%E0%B8%B9%E0%B8%95%E0%B8%B9%E0%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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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整体类 

 “耳”可指“人”，如：耳目、耳报、耳报神、หูที่สาม/hǔuthîisǎam/（其他人、

别人）、คู่ห/ูkhûuhǔu/（搭档）等。 

综上所示，汉泰人体名词“耳”和“ห”ู都可以用来转指人、想法、思考，

但汉语中没有用“耳”来表达感情的义项。 

 

“鼻”和“จมูก”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可细分为：  

1.“鼻”可指“面貌、容貌”，如：鹰钩鼻、门鼻、印鼻。泰语中有 ปากนิดจมูก
หน่อย/pàaknítcamùuknɔ̀y/（小嘴巴小鼻子）、จมูกคมสั้น/camùukkhomsân/（帅气）。 

2.“鼻”可指“呼吸”，如：鼻息、仰人鼻息、嗤之以鼻。  

3.“鼻”可指“嗅觉”，如：鼻观、刺鼻、扑鼻。  

4.“鼻”可指“情感、性格”，如：酸鼻子、哭鼻子、鼻子气歪了、蹬鼻子上

脸。  

（二）部分到整体类 

汉语“鼻子”可指“人”,如:一个鼻孔出气儿。泰语中有：“ปากเป็นปากจมูก
เป็นจมูก/pàak pen pàakcamùuk pen camùuk/长得嘴巴是嘴巴,鼻子是鼻子”指代“漂亮

的人”；“จมูกคมสั้น/camùukkhomsân/鼻子高”指代“帅气”等（黄伟玲 201）。 

整体而言，汉泰人体名词“鼻”和“จมูก”可以用来转指嗅觉。但是泰语“鼻”

不能转指“情感、性格”，而汉语“鼻”不能转指“容貌”。 

 

“口（嘴）”和“ปาก”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  

1.“口”可指“言语”，口声(议论;舆论;口实;话柄)、口重(言语太重，使

人难以接受)、口齿咽喉药、口齿厉害多了、口角春风、吹牛、等。泰语中如：

ปากกว้าง/pākkwāng/（大嘴巴）、ปากกล้า/pākklā/（直言不讳）、ปากหมา（乌鸦嘴）

ปากเต็มไปด้วยพล่าม/pàaktempaydûayphlâam/（满嘴胡言）、ปากหวาน/pàakwǎan/（嘴甜）

等。 

2.“口”转指跟“吃”相关动作，如：口味、口腹之欲、口感忌嘴、可口、

苦口、口服。泰语中有 หอมปากหอมคอ（不贪吃）、ตามใจปากจะล าบากท้อง（贪嘴就会

闹肚子）。  

3.“口”转指“经济情况”，如：糊口、混口饭吃。泰语中有 เงยหน้าอ้า
ปาก/ŋəəynâaâapàak /（经济情况较好）、เลี้ยงปากเลี้ยงท้อง/líaŋpàaklíaŋthɔ́ɔŋ /（混口饭吃）、

http://www.hydcd.com/cd/htm4/ci067093o.htm
http://www.hydcd.com/cd/htm_a/84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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อดอยากปากแห้ง/òtyàakpàakhɛ̂ŋ/（经济状况不好）。  

4.“口”转指“牲口年龄”，如:口小(牲口年龄小);口硬(指牲口年龄较小，

较壮的)。 

（二）部分-整体类： 

“口”转指“人”，如：口辩户说（口头争辩并挨户劝说）、户口、家口。泰

语中有 เป็นปากเสียง/penpàaksǐaŋ/ （代言人）、ยืมปาก（借别人替自己开口）

ปากมาก/pàakmâak /（多嘴）。 

（三）人体词语转指数量单位 

“嘴(口)”做数量单位，用于某些物品、家畜及人等，如：三口之家;一口

井;二口猪;一口钢刀、三口人。两口缸。泰语中有“嘴（ปาก）”也可以做“量词”,

如:“แหปากหนึ่ง/hɛ̌ɛpàaknʉ̀ŋ/”（一张鱼网）、“อวน 2 ปาก/uan 2pàak /”（两口网）、

“พยาน 3 ปาก/phayaan 3pàak/”（一个证人）。 

综上所示，汉泰人体词“嘴（口）”和“ปาก”都可用来转指人、言语、吃、

经济情况。但泰语“口”不能转指“牲口年龄”。 

 

“牙、齿”和“ฟัน”的转喻对比 

（一）部分-整体类 

1.“牙”可指“年龄”，如：年齿、老掉牙、马齿徒、序齿、牙口、看看牙

口、ฟันน ้านม/fannámnom /（幼儿）、ฟันปลอม/fanplɔɔm /（老年人）。 

2. “牙”可指古称军中长官住所，如：牙将(古代中下级军官);牙门(长官

前的牙旗);牙官(牙门官。武官) 

（二）人体-功能类： 

1.“牙”可指买卖介绍人;经纪人。如:牙郎(掮客;买卖双方的中间介绍人);

牙媪(牙嫂。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从中渔利的妇女，官媒);牙人(旧时居于买卖

人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以获取佣金的人。又叫牙子，牙郎，牙侩)  

2.“牙”可指“言语”，如：拾人牙慧、不足挂齿、挂齿、佶屈聱牙。  

3.“牙”可指“情感”，如：咬牙切齿、张牙舞爪。泰语中的如：กัดฟัน/kàtfan 

/（愤怒）、ขบเขีย้วเคี้ยวฟัน/khòpkhîawkhíawfan /（咬牙切齿）、เคี้ยวฟัน/kheī̂ywfạn/（咀嚼

牙齿）。 

4. 形容一个人聪明，敏捷，机警，灵巧，不好对付。如:这孩子真牙 

（三）人体-动作类： 

汉语中可指“咬”。如：《战国策·秦策三》：「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

有争意也。」；汉·高诱·注：「牙，言以牙相噬」。泰语中“ฟัน”可指动作行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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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如：การต่อสู้กันด้วยดาบ/kaantɔ̀ɔsûukandûaydàap/（剑道相互交接）、ฟันฝ่า/ fanfàa/

（战胜困难）、ฆ่าฟัน/khâafan/（打杀）等。 

总而言之，汉泰人体名词“牙、齿”和“ฟัน”都可以转指,年龄、情感。但

泰语“牙”不能转指“面貌、言语”和“古称军中长官住所”，汉语“牙”不能转

指动词“切、割”。 

 

二、肢体词语的转喻 

 

“手”和“มือ”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 

1.“手”可指“做、帮助和情绪”。“手”能转喻为“帮助”的意思,汉语表

达有“助手”。此外“手”还能表现人的“情绪”如:“拍手称快”、“手脚冰凉”、

“手心出汗”如：助手、帮手、人手不足。泰语中的“手”如：แก้มือ/kɛ̂ɛmʉʉ/（改

变）、แข็งมือ/khɛ̌ŋmʉʉ/（尽力完成事情）、จับมือใครดมไม่ได้/càpmʉʉkhraydommâydây/（找

不到做错事的人）。  

  2.“手”转指“技能、本领”，如：手法（技巧，方法），手段、留一手等、

拿手戏、身手、生产能手。又如:手爪(手艺，技艺;手指);手熟(手艺纯熟);手戏

(百戏杂技的一种);手高(手段高强);手里有活(手里有些功夫);手长的(手快或

手段灵活的人 )。泰语中的“手”，如 :มือตก/mʉʉtòk/（能力下降）、  เชื่อ
ฝีมือ/chʉ̂afǐimʉʉ/ （技能、本领）。  

  3.“手”转指“花销”，如：手头、手紧、手笔、大手大脚、手面阔绰。泰

语中的“手”，มือเติบ/mʉʉtə̀əp/（超额开销）、มือห่างตีนหาง/mʉʉhàaŋtiinhǎaŋ/（大手大

脚）。 

  4.“手”转指“字迹”，如：如:手命(亲手所写的文书);手教(亲自教育);

手批(官员亲手批示的公文);手奏(亲手写的奏章)手疏(亲手书写奏章)、手记、

手迹、手简、手笔、手书、手书、手札、手诏。泰语中的“手”，ลายมือ/laaymʉʉ/

（笔迹）、จดหมาย/còtmǎay/（手札）。 

5.“手”转指“情感”，指代兄弟，如：手足、亲如手足、情同手足。 

（二）部分-整体类 

汉语中的“手”可指整个“人”,如：“歌手、枪手、水手、杀手、老手、新

手、选手、旗手”等。泰语中的“มือ”也同汉语一样指整个“人”，如：“อมมือ/om 

mʉʉ/”（幼儿）、“มือขวา/ mʉʉkhwǎa/”（右手）、“มือเก่า/ mʉʉkàw /”（老手）、

“มือใหม่/mʉʉmày /”（新手）、“มือไว/ mʉʉway/”（手快之人）、“มือที่สาม/ mʉʉthîisǎam/”

https://dictionary.sanook.com/search/dict-th-th-pleang/%E0%B8%A1%E0%B8%B7%E0%B8%AD%E0%B9%80%E0%B8%95%E0%B8%B4%E0%B8%9A


133 

 

（第三者）、“มือปราบ/mʉʉpràap/”（警官）、“มือปืน/mʉʉpʉʉn/”（抢手）等。 

（三）人体-动作类 

汉语中的“手”能指代“手脚”：暗中采取的行动，如：做了手脚；手不干

净。也可以指角力﹑摔跤﹑手搏、之类的搏斗。泰语的“手”，如：“ลงมือ/loŋmʉʉ/”

（下手）、“วางมือ/waaŋmʉʉ/（放手）”等。 

（四）作数量单位 

汉语“手”还可以代“量词”如:“一手好字”。如: 他露了两手绝招。 泰语

有：มังคุด ๕ ลูก เป็น ๑ มือ/maŋkhúthâalûuk pen nʉ̀ŋmʉʉ/（山竹五个为一手）。 

 

“脚（足）”和“เท้า”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 

1. 汉语的“脚（足）”可指“根基、基础”，如：筑墙脚、立脚、立足、脚

注、山脚、墙脚。  

2. 汉语的“脚（足）”可指表演戏剧、拍摄电影等所依据的底本，如：电影

脚本  

3. 汉语的“脚（足）”可指“感情”，如：充足而立、捶胸顿足、跺脚、跳

脚。  

4. 汉语的“脚（足）”可指“富裕的，够量、足够”，如：足月、足见、足

智多谋、满足、美中不足、十足、足食足兵 (指国内粮食兵备均甚充足) 。 又

如:足民(富足，民生富足);丰足(富裕)。 

5. 汉语的“脚（足）”可指“值得”，如：不足为外人道也。(为，向、对。)-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不足为外人道也。(为，向、对。)--晋·陶渊明《桃

花源记》；不足与图大事；卑不足道；微不足道。又如:足信(值得信赖);不足(不

值得;不够格)。 

（二）部分-整体类 

 汉语的“脚（足）”可指“人”，旧时指与体力搬运有关的：脚夫、脚户、

脚行（háng ）、脚钱、拉脚、脚乘、足手头。泰语的“เท้า”有：ตีนผี/tiinphǐi /（飙

车党）、ตีนแมว/tiinmɛɛw/（小偷）、ตีนโรงตีนศาล/tiinrooŋtiinsǎan/（指寻找好处的人）”

等。 

（三）人体-动作类 

汉语的“脚（足）”可指“痕迹”动作，如：脚印，脚印儿、足迹、泰语的“เท า”有

指所有的动作行为,如：ยืนเอามือเท้าโต๊ะ/yʉʉn aw mʉʉtháawtó/ （手撑着桌子）、เอามือ
เท้าเอว/ aw mʉʉtháaweew/（手掐着腰）、ย่างเท้า/yâaŋtháaw /（慢吞吞地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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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泰人体词“脚（足）”和“เท้า”都可以用来转指人，但泰语“เท้า”不能转

指“脚本、根基、值得、足够、花销、富裕的，够量、足够、表情”，而汉语没有

用“脚（足）”来表达的动作行为。 

“臂”和“แขน”的转喻对比 

（一）部分-整体类： 

汉语的“臂”可指“人”，如：臂膀、臂助、左膀右臂、臂鹰(使鹰停在手臂

上。即架鹰。引申为打猎的人)。泰语的“แขน”有：แขนขวา/khɛ̌ɛnkhwǎa/（右臂）、

แขนขา/ khɛ̌ɛnkhǎa/（臂膀）。 

（二）人体-功能类：  

1.汉语的“臂”可指“力量”，如：三头六臂、螳臂当车、攘臂。泰语的“แขน”
有：เท้าแขน（脚臂）。 

2.汉语的“臂”可指“感情”，如：把臂入林、把臂徐去。 

3.汉语的“臂”可指“容貌”，如：臂有四肘。 

 

“膝”和“เข่า”的转喻对比 

（一）部分-整体类： 

汉语的“膝”可指“长辈”，如：儿久离膝下、膝前、膝下；膝馒头(膝盖);

膝下荒凉(指无子女)。 

（二）器官-功能类： 

汉语的“膝”可指“尊严”，如：男儿膝下有黄金、卑躬屈膝、膝行而前、

膝行而进。泰语的“เข่า”有：คุกเข่า/khúkkhàw /（屈膝）。 

 

三、躯体词语的转喻 

 

“脖（颈）”和“คอ”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  

  1. 泰语“คอ”可指“言语”，如：ขัดคอ/khàtkhɔɔ/（抢话）、คอเป็นเอ็น/ kh
ɔɔpenxĕn /（顶嘴，毫不妥协）、คอสอง/ khɔɔsɔ̌ɔŋ /（接着唱歌的人）。 

2. 泰语“คอ”可指“兴趣、爱好”，如：คอกาแฟ/ khɔɔ kaafɛɛ /（咖啡爱

好者）、คอลูกหนัง/ khɔɔlûuknǎŋ /（足球爱好者）、คอหนัง/khɔɔnǎŋ /（电影爱好

者）。 

3. “脖（颈）”可指“性命”，如：颈血 (刎颈时流出的血。比喻不惜一死)、

丹颈、斩首、抹脖子、刎颈之交、刎颈交、折颈而死。--《韩非子·五蠹》。泰语

http://www.hydcd.com/cd/htm15/ci295737l.htm
http://www.hydcd.com/cd/htm15/ci295725s.htm
http://www.hydcd.com/cd/htm3/ci049968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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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คอ”有：คอขาดบาดตาย/ khɔɔkhàatbàattaay /（一个致命的情况）。 

总而言之，汉泰人体词“脖（颈）”和“คอ”都可用来转指性命，但是汉语

“脖”不能转指“言语、兴趣、爱好”。 

“腰”和“เอว”的转喻对比 

部分-整体类： 

1.汉语的“腰”，可指人的身材，胯上胁下的部分，在身体的中部：腰板儿、

腰杆子、腰背、腰身、腰肢、腰围。เอวบางร่างน้อย/eewbaaŋrâaŋnɔ́ɔy/（削肩细腰）。 

2. 汉语的“腰”，可指“驿站”，如:腰站;腰顿 

3.汉语的“腰”，可指“钱财”，如：腰缠万贯、腰包、金腰带。 

 

“骨”和“กระดูก”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 

1.汉语的“骨”可指指人的品质、气概：侠骨、骨气、傲骨; 媚骨; 骨清 (超

凡脱俗, 具有神仙资质); 骨格(品德;气度)。泰语的“กระดูก”中有 คดในข้องอใน
กระดูก（无法信任的人）、กระดูกขัดมัน（很小气）。 

2.指文学作品的理论和笔力：骨力（ａ．雄健的笔力；ｂ．刚强不屈的气概）。

风骨（古典文艺理论术语，指文章的艺术风格，亦指作品的风神骨髓）。 

3.比喻文学作品的刚健风格，如：骨格 (诗文的体式和风格); 风骨 (诗文

雄健有力的风格) 。 

（二）部分-整体类 

1. “骨”可指“人”，如：骨肉、亲生骨肉、骨血、尸骨。กระดูกอ่อน/kràdùukɔ̀ɔn 

/（没有经验的人）、กระดูกแข็ง /kràdùukkhɛ̌ŋ/（坚强的）、กระดูกเหล็ก/kràdùuklèk/（身

体健康的人）。   

2.“骨”可指“身材”，如：尸骨、骨朵、กระดูกเดินได้/kràdùukdəəndâay/（骨瘦

如柴）、หนังหุ้มกระดูก/nǎŋhûmkràdùuk/（瘦骨伶仃）等。 

综上所示，汉泰人体词“骨”和“กระดูก”都可用来转指“人、品质、身材”。

而文学作品的理论和笔力和文学作品的刚健风格在泰语中没有相应的构词。 

 

“肩”和“ไหล่”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 

1.“肩”可指“担荷”，如:身肩重任;肩舆(两人抬的小轿子);肩舆入内(准

予坐小轿入宫);肩位(承担;敢任);肩承(担当)；担负;承当。 

2.汉语的“肩”可指“情感”，如：耸肩（轻蔑、惊讶、疑惑）、胁肩谄笑。

https://dictionary.sanook.com/search/dict-th-th-royal-institute/%E0%B8%81%E0%B8%A3%E0%B8%B0%E0%B8%94%E0%B8%B9%E0%B8%81%E0%B8%82%E0%B8%B1%E0%B8%94%E0%B8%A1%E0%B8%B1%E0%B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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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的“ไหล่”有：ไหล่ห่อ/làyhɔ̀ɔ/（害怕）、หอไ่หล่/hɔ̀ɔlày/（受惊）。 

3. 相提并论或等齐。如:肩随(跟上，比得上);肩差(肩相差次。指并立) 

（二）部分-整体类 

“肩”可指“人”，如 比肩继踵、比肩接踵、换肩、肩摩毂击。泰语的“ไหล่”
有：กระทบไหล่/kràthóplày /（会面）、ตีไหล่/tiilày/（关系很好的朋友）。 

总而言之，汉泰人体名词“肩”和“ไหล่”都可用来转指人和情感。但是泰语

人体名词“肩”不能转指“担荷”。 

 

四、内脏词语的转喻 

 

“心”和“ใจ”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 

1.“心”可指“心绪;心情”， 如：心猿难系(喻人心思散乱,难于把握);心

荒撩乱(心荒意乱);心惊骨软(神态惶恐);心持两端(分心,心绪不集中)、心花怒

放、心急火燎、心急如焚、心急如火。泰语中的“ใจ”有：ใจขุน่/ɕinkhùn /（闹心）、

ใจชื้น/ɕinchʉ́ʉn/（放心）、เสียใจ/sǐaɕin/（伤心）、ดีใจ/diiɕin/（高兴）等。 

2. “心”惯上指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情况，感情等：心理、心曲、心魄、心

地。心扉、衷心、心旷神怡、人心惟危、心重(思虑太多);心趄(变心;不遵守诺

言);心模(揣测;估量)。  

3. “心”可指“心中，心里、心愿”。如:心喻口,口喻心 (自己反复思量、

揣度);心肝道儿(心思。亦指财欲); 心甜的 (心爱); 心丧 (心里悼念) 。泰语

中的“ใจ”，如：สมใจ/sǒmɕin /（如意）、พอใจ/phɔɔɕin /（满意）。 

4. “心”可指“中央，枢纽”，主要的：心腹、中心。泰语中有：ศูนย์/sǔun 

/（中心）。 

5. “心”可指“智慧”，如：心猿智慧 (喻头脑机敏灵活); 心拙口夯 (心

笨口笨);心坌(愚笨);心知(心智) 

（二）部分-整体类 

“心”转指“人”，如：心抱、心腹、心肝、心头肉。泰语的“ใจ”有：ดวงใจ/duaŋɕin 

/（心肝）、แก้วตาดวงใจ/kɛ̂ɛwtaaduaŋɕin/（心肝）。 

总之，汉泰人体名词“心”可转指“人、愿望、心情”，但泰语人体词“心”

不能用来转指“思想”。 

 

“肝”和“ตับ”的转喻对比 

http://www.hydcd.com/cd/htm16/ci308513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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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功能类 

1.汉语的“肝”可指“性情”，如：肝火、动肝、肝旺。、肝肠寸断、肝气、

肝颤。泰语的“ตับ”也同转指“感情”，如：ตับแลบ（乏困、非常累）” 

2.比喻人的内心。如:肝怀(内心);肝心(比喻人的内心);肝血(比喻赤诚之

心);肝脾(比喻内心) 

 

“胆”和“ดี”的转喻对比 

人体-功能类 

1. 汉语的“胆”可指“不怕凶暴和危险的精神、勇气”：胆量、胆气、壮胆、

胆魄、胆大妄为、胆落 (丧胆落魄)、 胆大如斗(比喻人的胆量极大)。 

2.汉语的“胆”可指“味苦”，如：胆汁、胆液等。泰语中的“ด”ี有：ดีบัว/diibua 

/（莲心，味苦）、ดีเกลือ/diiklʉa /（苦咸的盐）。  

3. 汉语的“胆”转指“情感”，如：胆惊心颤、胆颤心寒、披肝沥胆。泰语

中的“ดี”有：ดีเดือด/diidʉ̀at/（疯狂的,狂暴的）、ดีฝ่อ/diifɔ̀ɔ/（惊吓）。  

总之，汉泰人体名词“胆”同样可以转指“情感”，汉语人体名词“胆”还

可以喻指形状像胆的事物和转指勇气，但泰语人体名词“胆”没有这种表达方式。 

 

“血”和“เลือด”的转喻对比 

（一）人体-功能类 

1. “血”可指“血缘、血统”人类因生育而自然形成的关系，如：混血、

血缘。泰语中的“เลือด”有：เลือดผสม/lʉ̂atphasǒm /（混血）、สายเลือด/sǎaylʉ̂at/（血缘）。 

2. “血”可指“凶残、暴力事件”，如：报血仇、血海深仇、血案、血债、

血战。泰语中的“เลือด”有：เลือดทาแผ่นดิน/lʉ̂atthaaphɛ̀ndin /（为国而战）、นอง
เลือด/nɔɔŋlʉ̂at /（满地血）。 

3. “血”可指“情感”如：披肝沥血、热血沸腾、血心(忠心;热忱)、老夫

哭爱子，日暮千行血。--唐·顾况《伤子》。泰语中的“เลือด”有：เลือดข้ึน
หน้า/lʉ̂atkhʉ̂nnâa /（上脸，脸红）、บ้าเลือด/bâalʉ̂at /（疯+血=发脾气）、เลือดเดือด/lʉ̂atdʉ̀at 

/（血+沸=生气）。 

4. “血”可指“言语”如：血口喷人 

（二）部分-整体类 

“血”可转指“有血统关系的人”， 如：血族、血缘、血亲。又如:血叔(嫡

亲的叔父);血胄(后裔);血胤(同一血统的子孙后代;犹血统);血嗣(指子孙);血

属(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泰语中的“เลือด”有：เลือดข้นกว่าน ้า（血浓于水）、

http://www.hydcd.com/cd/htm_a/10394.htm
http://www.hydcd.com/cd/htm3/ci050719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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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ลือดเนื้อเชื้อไข（自家子孙）、เลือดในอก（子女）。 

综上所示，汉泰人体词“血”都可转指“血缘、血统”，也可以转指“凶残、

暴力事件”。 

通过对比发现，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汉泰民族各自有不同的

思维方式。针对不同的身体部位的认知，对身体部位也有不同的功能理解及地位

呈现,在人体核心词隐喻和转喻方面的差异都有表现。“隐喻是两个概念领域的反

映或整合，哪些特征被投射或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①对汉语和泰语人

体词的隐喻意义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汉泰语的人体词隐喻义内容和隐喻义的产

生表明：就人体词语引申义词汇数量而言，由头部引申出来的词语数量是最多的，

接下来是由肢体躯干引申的词语，最少的是由内脏引申出来的词语。头部的词语

因为其明显的位置、特殊的形状和重要的功能而突显度最高，在时间隐喻方面不

够之前三个方面的多。从人体头部的功能元素去考虑，汉泰文化都将此作为头部

词语引申义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其引申义词的数量上相比，汉语头

部词语的语义转移数量要多于泰语的。汉泰语在人体词语引申义词汇上还有另一

个共同点就是头部词语的数量与肢体词语的数量相差很大。但不同的是，泰语中

身体词的转喻数量与内脏器官词的数量相差不大，而在中国则相差很大。其原因

可能与自然地理环境、宗教信仰、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有关。汉泰语

的身体词根据词性范畴和语义场可分为四类。如头隐喻，身体隐喻，身体隐喻和

内脏隐喻。词语在人体的各个部位都有不同的隐喻，其中最突出的是功能元素，

如汉语和泰语中的头部。人体器官的转喻是通过器官与交通工具之间的邻近关系

进行延伸的，转喻机制可分为三种类型:部分-整体关系、器官-功能特征关系和

器官-行为关系。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是文化的镜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透过一个

民族的语言层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语言是一个民族

文化的结晶，所有民族语言都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因为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不同民族的文化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化形式上的差异必然会出现在语言

系统的不同层面。人体词语的文化内涵是民族思想和精神的体现。事实表明，习

惯了某种文化的人，往往不会把习惯了的行为看成是某种固有的符号规律支配的

结果。一个文化概念越强，人们对这个文化符号及其表意功能的意识就越弱。社

会上的每一种表达形式都是基于既定的习惯。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文化差异

在词汇层面最为突出，涉及的领域最为广泛。词义引申作为人类的一种符号活动，

                                                             
①王守元、刘振前.隐喻与文化教学，外语教学，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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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想为必要的心理基础。作为一种心理活动，交往存在于文化传统中，并受到

文化传统的刺激、引导和制约。①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不同

的身体部位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这些语义上的差异(隐喻) 显示了泰语和汉语

身体词的语义转移。 功能隐喻意义主要是通过其他事物与人体部位的外观和位

置之间的类比产生的。 此外，汉语和泰语中也有一些意思是纯粹基于它们之间

的功能相似性。 

不同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在词的内容和数量上，在词义的搭配上都各有自

己的特点。②这使我们能够通过词汇语义的异同来了解不同民族的一些特点，了

解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是我们研究民族文化的重要出发点。不同国家侧重于不同身

体词汇的引申意义。泰语和汉语人体核心语素的差异和强调是由两国不同的民族、

地理、语言、文化和历史背景造成的。当然，各种背景因素造成的差异是不可避

免的，但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两个民族的相似之处，那就是

我们都认同人的头、心、手是人体三大类中最重要的部分。培养隐喻思维，需要

从更深层次去理解中国文化。从人类词汇的角度来看，人类词汇还包含复杂的文

化因素，如“口”字，它是食物进入人体的通道。中国有句成语叫“病从口入”，

我们也把“口”作为判断病情和感知生老病死状态的重要途径，因此在中医学的

领域也产生了“口”命名的身体部，如“寸口”就是中医学的切脉部位名。 

  

                                                             
①周光庆.汉语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心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5)：39 页 
②罗常培.语言和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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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汉泰人体核心语素对比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词汇的学习，就是对词语的词义系统、文化意蕴、认知手法等进行全方位的

习得。目的是为了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帮助学生准确地掌握人体词语，对词

义本身以及词语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扩大词汇量并在实际交际中能准确地使用。

下面以给出一些教学方面的建议。 

 

一、充分认识汉泰语两种语言的个性差异 

由于文化传统和地域的原因，泰汉语两种语言既存在共同的地方,但同时也

存在着差别，这就为两国学生在学习对方语言的过程中，具有可借助的地方，但

同时也普遍存在障碍。即使人类的客观世界是一样的，但却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方

式，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不同的语言中体现出来。相同事物在一种语言中使用属性

定义，而另一种语言中则可能从功能或其他方面命名，往往是认知方式上的差异

造成的。 

不同语言的人有不同的认知方式，这是因为人对某件事的认识往往是经历从

表层到深层的过程，认识事物是需要时间的。在一些国家，认知方式主要是从小

到大看，也有人看不起大。所以人们对事物的功能和属性的认知肯定是不一样的，

有的国家对事物的认知很强，有的国家就没那么强，这也造成了对事物的概念不

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完全符合人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

泰语和汉语都是分析孤立的语言，汉语和泰语的基本语素大多是单音节的。在泰

语中，不同的声调可以区分词汇和语法。因此，两种语言的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可以为学习泰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提供很大的帮助。 

我们对人体词的构成与词义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进行了分类研究，清

晰地展示了人体词从形象到抽象发展的表意特征。就二语习得而言，不仅有助于

理解中国文化，也有助于理解汉语词汇的含义，而不是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含义。

这种学习方法对汉语和泰语学习语言都有很大的帮助。总之，要想在语言教学中

取得良好的效果，就必须深入细致地研究汉泰语的特点，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服

务于语言教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对于泰汉人体词语的研究工作，我们仅

做一点探讨，旨在让人们在词义引申的研究中广泛吸收词语，从形体的角度来描

述身体，而不仅仅是包含人体器官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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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体语素教学与文化的内容教学相结合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隐喻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与文化互动。

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语言离不开文化。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力量和文

化模式。人们从小就学习这种语言，其中的文化符号已经深深融入到自己的思想

中。 

语言是文化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词语的语义演变离不开社会文化和习俗。

汉泰身体词汇与两国的历史、文化、思维特点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它植根于深厚

的中泰文化遗产，经过几千年的锤炼，成为中泰民族文化的结晶。不同民族文化

之间的差异往往会导致语义理解的差异。人的思维是由人的思维能力引起的，隐

喻的机制可以应用于词汇教学中的多义词教学。在人体词汇教学过程中，应考虑

学生的民族心理特征，运用相关的文化伦理。在词汇教学中进行文化对比分析，

文化教学可以优化学生的国情知识和交际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解释人体的

含义时，我们应该从学生的文化背景特点出发，努力学习历史、文化和习俗习惯

等各种因素投入到教学上，在学习的过程中可增强学生在交流中准确使用人体词

汇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从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揭示词汇本身体现了民族性、

民族心理、宗教、社会、蕴含的文化性等。第二语言习得者的民族性、民族心理、

宗教、社会、蕴含的文化因素差异，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也不同,从而引起对人体

语义的理解不同。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二语习得是一个词汇加工的心理过

程。通过不同语义层次的不断思考，完成识别，然后自动激活巩固。 

“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学习问题解决的基本知识，培养他们将这些知识

应用于问题解决情境的能力，即迁移能力。在教给学生迁移的方法后，教师应该

让他们有意识地、准确地使用它。有必要教育学生有意识地运用迁移规律来学习”。

（游辉彩，2016）。汉泰语人体核心词都可以用来指人体器官。因为汉泰语人体

的大多数核心词都有相同的特定参考对象，所以泰国学生对人体核心词汇的第一

个含义和词汇构成可采用直观方法和母语解释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引导和解释。一

方面，这些词语的产生保留了根本意义，另一方面，词语的衍生意义和基本含义

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语言的词义存在差

异。在教学之前，我们可以考虑各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积极

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尊重差异，引导多样性。人类话语的文化附加意义通常与

联想有关，因此在外语人类汉语词汇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母语和中文之

间的差异，特别是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联想和比较来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加深

对人体词意义的理解。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汉语中人体器官意义的分布规律和构



142 

 

词规则，使汉语教学更好。 

 

三、联想教学，语素教学法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量是检验学生汉语水平的重要标准。仅从教科书中

的生词来解释词汇的有限意义，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交际需要，也不能为学生的

汉语习得提供正确的方法。联想教学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所谓“联想教学

法”，是指在教学中经常引导学生对某一知识、某一现象或某一问题形成相关联

想，从而激发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效率的一种教学方法。联想方

法自由、灵活、多样，富有启发意义。它对人们认识问题、思考问题，特别是创

造性地解决问题，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从记忆理论的角度来看，非汉语母语者

的汉语习得过程往往是学习后很容易遗忘的过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更多

的生词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能力。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一些分类的、有意义的、系

统的知识比零散的知识有更长的记忆时间和更深的记忆。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应

有意识地对词汇进行梳理，形成词汇系统，并发送样本加深学生对词汇的记忆。

有必要对这一体系进行梳理，并按照体系的每一项进行教学。 

盛炎（1990）最早提出“语素法”的概念①。肖贤彬（2002）最早为语素法下

了定义，且认为语素法应称为“语素扩展法”。②他指出，在词汇教学中，应在

教学目标意义和用法的基础上，将词语中的语素(词)分离出来，再与其他学过或

没学过的语素结合，以巩固旧词，扩大新词。如在讲解“头”这个词的时候，讲

解它的本义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是学生自学就能得到的知识，教师要做的是此

为基础，在学生学习的不同阶段加入隐喻义。初级阶段可通过简单的结构融入已

经习得的一些语素比如“非人体语素+头”，类似的词语有“车头、山头、桥头、

船头”等，让学生们理解“头”这一语素由于位置的相似性可形成无数的词语，

而这些词语的意思都是可通过联想猜测出来的。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在学生进

入高级阶段时就可把隐喻理论融入到成语教学中，既要对“头”在成语中的意思

讲解清楚，又要让学生对词语整体的比喻义有正确的认识。另外，由“头”构成

的词语的类别从初级到高级不等，每到一个阶段都可对上一阶段习得的内容进行

复现式学习，致使在学生的脑中扎根并且形成一定的系统，这样学生的记忆才会

更牢固。 

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既可以独立构成单词，也可以相互构成复合词。

掌握词素作为构词法的最小单位，作为对我汉语教学的一种教学水平，可以把握

                                                             
①盛炎.《语言教学原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②肖贤彬.《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语素法”的几个问题》，《汉语学习》第 6 期,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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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的基本特征和词汇教学。人体词汇的重要特征是隐喻的系统性。现行的第二

语言教学中的词汇教学通常是依赖翻译来辅助，通过对应词来理解词义。但汉语

和泰语中大部分对应关系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用用翻译法来理解词义时有时

会成为学生习得产生偏误的诱因。而建立语素教学是解决词语难的方法之一。例

如，在汉语中大多数的语素为单音节，其构词能力极强，且很多单音节语素本身

就是词，所以掌握一定数量的语素和构词法可使学生容易扩大词汇量。其次，多

数语素和字是对应关系，学习语素有利于建立字音、形、义的联系，增强语素词

的记忆同时降低错别字的出现率。 

再一个，进行语素教学的步骤有以下两点：第一，选择语素。语素可以大致

分为成词根和词缀两个部分。能纳入语素教学的应该是常有构词成分，主要是一

些活动能力极强，结合面较宽的成词素。第二，合成与分解。合成与分解是落实

语素教学的主要途径。合成是将构词能力强、能产的单音节的成词语素突显出来，

以它为共同词根合成若干的词。如以“目”作为词根能构成“耳目、头目、名目”

等词语。分解就是把复合词分解成语素，分解出往往含有构词成分的语素用于教

学，如:“须眉—须+眉”、“头子—头+子”。词缀“头”“子”是分解出的须特别

讲解的语素，一般它表义语素结合后改变原词的词性、使原词发生转义的作用。

分解和合成的同时也可以进行词义分析，如“头子”=“为首的人”。 

在语素的隐喻作用下发生引申义，因而具有多义性。有助于在词汇学习中形

成追本溯源和举一反三的能力。我们知道概念隐喻是我们熟知的事物命名未知事

物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很多新词，那么从反方面来说我们要理解这些概

念就需要建立起隐喻的思维模式。在词汇教学过程中，结合具体语境，构建多义

词义项网络，再加入借助隐喻及转喻机制，不断地对多义词的基本义进行扩展，

从而分析它的不同义项，如申义、比喻义等。教师在讲解多义词时还可以讨论各

种词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学生能够构建多义词的语义范畴网络。 

 

四、放射性语素教学法 

放射性词汇教学法是在词汇教学过程中，注重从词的形、音、义及其词法、

句法特点出发，以所学词语为放射点，分别向词语的形、音、义及其构词法、句

法反射串联已学完或即将学习的词语，引导学生在词语形、音、义及句法表征间

建立起精确丰富的连接。以在词语的一词多义、一词多性现象中能够准确分析词

义和词性，降低词语学习难度，巩固对新词的掌握度。 

以词根语素“头”为射点，可以向词义方向来放射串联它的同义语素“首”

构成的一系列词语。二者的子意义和引申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首”的本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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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在这个义项上引申出的词语，如“头像、头巾、首饰”等，基本义是相

同的，词性相同，且结构形式也都是主从式，这样的教学法能够大大减少形式的

学习任务，又能帮助学生扩大了词汇量。 

同时也可以向构词法方向进行放射性串联。例如头部的语素在构词时会呈现

出某种相同的借代意义，如：人们常用“头”来指代某组织或机构团体的领导者，

这一意义也变成了该语素的一个义项。在教学设计方案时，可利用这种固定的借

代手法进行词汇扩充。在讲解到“首”的时候就顺势推出“元首、回首”等词语。

在进行词汇教学中帮助学生建立清晰、明了的词汇网络，使教学工作提高效率。

通过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可将词语的多方面内容有侧重点地进行归类和分析，

使学习者有效提高词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在教学策略上，教师应在充分诠释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多层面、

差异化教学。我们也可以试着从情境教学方法的角度, 这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建生动具体的场景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为主体, 它

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 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 开发学生的学习和理

性的功能。情境教学法的核心是激发学生的情感。充分利用游戏教学、故事教学、

手工制作、多媒体展示等手段，充分调动课堂气氛，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

例如，运用比较教学法教授“脚”的汉语和泰语词义的分布。对比教学方法是指

比较和分析一些教学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和差异教学活动找到他们的相似点和不

同点, 这样学生就可以自然地联想到另一个内容后明确表示内容, 并能理解和

掌握它, 从而实现预期的教学母亲的目标。通过词义对比的方法，教师可以直接

进行讲解，将两个意思相同的词放在一起，并有与这两个词相对应的句子和单词，

很容易看出这两个词的不同方面。此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活动教学法、示范教学

法和文化教学法来辅助知识点的整个教学过程。 

 

五、教学实例 

课 型：汉语综合课《体验汉语》（第一册）第五课   

教 材：《体验汉语》第一册 

教学对象：泰国中级汉语学生 

教学时间：1课时（50分钟） 

课 题：我的眼睛很大  

教学目的： 

通过对《体验汉语》（第一册）第五课《我的眼睛很大》中的“头”、“嘴”

“脸”“眼”、“手”、“脚”等多个身体词生词重点学习和讲解词义对及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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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进行系统地梳理，形成的词语进行系统地汉泰比较学习，在学生可接受的

范围内循序渐进地加入新词，培养学生运用隐喻思维猜测词义的能力让学生学

会说五官的名称相应的一些意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是怎样描述人的五官和体貌和“的”“很”的使用；

难点是培养学生运用隐喻思维猜测词义的能力让学生学会说五官的名称相应的

一些意义。 

教学准备：1.人体模型 2. PPT 生词 3. 身体词语图片 4.卡片 5.教材 

教学步骤： 

一、 复习旧课（5分钟） 

1、复习上一课可让学生两人一组说说自己或邻居养了什么宠物，叫什么名

字，并做简单描述。教师可按组巡视，帮助他们顺利完成交流。 

2、热身：让学生观看《身体歌》，让学生感官身体各部位词语和位置： 

 

身体歌 

头
tóu

 发
fā
 肩
jiān

膀
páng

膝
xī

盖
gài

脚
jiǎo

 

膝
xī

盖
gài

 脚
jiǎo

膝
xī

盖
gài

脚
jiǎo

 

头
tóu

发
fā

肩
jiān

膀
páng

 膝
xī

盖
gài

脚
jiǎo

 

眼
yǎn

 睛
jīng

 鼻
bí
 子
zǐ
 耳
ěr
 朵
duǒ

嘴
zuǐ

 

 

二、 导入新课（40分钟） 

1.用 PPT解释人体不同部位的汉泰语单词，如鼻子、嘴巴、头发、眼睛、

耳朵、头发、肩膀、膝盖、脚等。配合人体文字图片辅助教学。 

2.互动活动:老师指着人体的各个部位，然后让学生回答，比如: 

鼻子、嘴、头发、眼睛、耳朵、头发、肩膀、膝盖和脚 

3.卡牌活动游戏:读、玩、猜或选择排列搭配。 

鼻子、嘴、头发、眼睛、耳朵、头发、肩膀、膝盖和脚 

4.问题链接: 老师问学过哪些与身体有关的单词 (学生可以依次回答，直

到重复所有学过的身体单词，包括头、头发、眉毛、眼睛(眼睛)、鼻子、嘴巴

(嘴巴)、手、胳膊、胳膊、腿(脚)  

5.老师引导学生用游戏接龙的方式用“眼”和“口”说单词，然后写书

6、请学生思考：比如“目”、“嘴”的意思在这些词语中都一样吗？ 

三、教师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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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向学生讲解“头”、“嘴”“手”“眼”等身体词的本义及其引申义，及

其形成的词语进行系统地梳理。 

四、讲解课文： 

对课文对话进行解释，分析课文中的重点和难点，特别是语法点的解释。讲解

完毕，让学生跟读，熟悉课文。根据课文语法点展开来学习和分析，如： 

1.做替换练习，板书：我的名字（最好在“的”下面打上着重号） 

我的眼睛/鼻子/手/嘴巴/耳朵/脚 

他的眼睛/鼻子/手/嘴巴/耳朵/脚 

她的眼睛/鼻子/手/嘴巴/耳朵/脚 

它的眼睛/鼻子/手/嘴巴/耳朵/脚 

2.用 PPT展示两张图片，让学生看出两张图片的对比性然后指着其中的一

张图片问学生并简单回答问题，如： 

它的眼睛大吗？学生答“大” 

指着另外一张图片问学生：“它的眼睛大吗？”学生答“大” 

老师补充，“他的眼睛很大” 

3.替换练习，他/小明/她/它的嘴巴/鼻子/耳朵/手/脚/很…… 

4.让学生来描述同桌的相貌 

5.老师领读课文，学生跟读课文 

五、总结，布置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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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词汇构成和

表意功能上存在差异。因此，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可以揭示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和泰语核心语素的比较研究”。通过对汉泰两

种语言中人类核心语素的构词方式、语义内容、隐喻构成和文化意蕴的对比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一）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在各自语言词汇中都能够成为一个整体系统。我

们通过汉语中的人体核心语素与泰语中的人体核心语素对比罗列出来，发现汉语

表示人体核心语素要多于泰语人体核心语素。在汉语中，人体的一个器官或部位

至少有两种名称，至多有二十来个名称来表示。而泰语里，一个器官或部位一般

只有一个名称，最多有不超过四个名称来命名。也就是说，汉语中的纯粹指称人

体的核心语素比泰语中的纯粹表示人体的词汇更丰富。这个比例也影响着两种语

言中人体词的构词能力和人体语素(词) 组成的词的数量。 

（二）中国和泰国都是有着自己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中泰两民族

都为农耕文化，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两种民族自古以来，

以各自独有的认知，对人类起源、发展以及社会历史进程、变化等进行了诠释，

以自己民族语言和词汇，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宝库。汉泰词汇中的许多词汇反映了

丰富的民族思想和文化特色。如体现在人体核心词汇中，汉语中的“头”、“心”、

“脚”、“脸面”和泰语中的“ใจ（心）”、“หนา้（脸）”、“ขา（腿）”、“ขา（脚）”等

人体词汇比其他人体词汇富有文化背景和内涵。 

（三）就人体核心语素的延伸字数而言，从头部延伸的字数最多，从躯干延

伸的次之，从内脏延伸的最少。头部的词语也许因为其明显的位置、特殊的形状

和重要的功能而突显度最高。从人体头部的功能元素去考虑，泰国文化和中国文

化都将此作为头部词语引申义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其引申义词的数

量上相比，汉语头部词语的语义转移数量要多于泰语的。汉语和泰语在人体核心

语素的引申意义词汇中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词头词的数量与身体词的数量有

很大的不同。但不同的是人体词语引申义上，泰国肢体词语的数量与内脏器官词

语的数量相差不大，而中国的关于这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或许这是中国较为内敛

的社会环境所导致人们羞于去讨论人体内部结构的事情，使得内脏器官的引申义

词语并不广泛。 

语言是人类知识的记录和呈现。人类学习语言可以遵循听、说、读、写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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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语文学习才能适时给予有效的引导，最终达到螺旋式

上升的趋势。通过对人体核心语素汇的研究，针对第二语言教学有以下参考意见：

教师们在教学中，建议能够注重一些教学方法，如“螺旋式”教学模式”和“联

想教学”法。语言的学习是层次感的螺旋上升。螺旋上升，顾名思义，就是一个

循环进步的学习过程。前一个周期是基础，使后一个周期更高、更深、更远。最

后一个周期是对前一个周期的丰富和补充，把学到的东西复习一遍。对于词汇积

累不是很高的学生来说，学习拼写自然要遵循及时复习的学习周期。激发学生思

维、活跃课堂氛围，提高课堂效率的教学方法可给课堂自由、灵活、多样，富有

启发意义，对学生认识问题、思考问题，特别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有着明显的

积极作用。在实际的词汇教学中能够适当増加文化的内涵，有意识地引入跨文化

对比的因素。在语言教学中效果好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深入而细致地研究和分析

汉语及泰语的词汇特点，从而能更好地为语言教学服务，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

成。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各民族语言都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人体核心词语所

蕴涵的文化内涵是民族思想和精神的集中体现。人类核心词转喻的普遍性也说明

了身体隐喻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社会属性。自 20 世纪初美国学者鲍阿斯和萨丕尔

的研究成果以来，人类语言学家越来越重视语言的社会属性，认为语言与其社会

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应该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研究和探讨语言。汉泰语言中的

身体词汇反映了汉泰民族不同的民族心态和认知，甚至泰语中的一些核心词汇也

来源于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可见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汉语和泰语与各自

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 

本文也有很多不足: 

由于精力有限，本文只对《二百词表》的人体名词进行了研究，从共时的层

面着手描写、分析和解释其构词方式、语义内容、隐喻构成、转喻构成和文化蕴

含的异同等。从人体词全面性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从共时和历时两方面同时进

行全面描写、分析和总结，人体核心语素的构词方式、语义内容、隐喻构成、转

喻构成、在成语中的呈现形式和文化蕴含等还有待进一步地扩展。对人体各部位

的词语还可以做更细的划分，如人体词素历史悠久，而本文立足共时层面上研究

人体词素，对历时的考察没有具体到。也可以对以人体器官为部件构成的词语做

分析，这些研究工作都将进一步理解和深化人类的认知方式、探索民族文化发展

的轨迹有重要作用。 

本文以“现代汉泰语人体核心语素对比研究”为对象。由于本人学识和水平



149 

 

有限，另外关于泰国的人体名词的研究和资料欠缺，我们只从具有权威的汉泰词

典上去搜集人体名词的义项和解释，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灵活性的、没有固化的意

义被忽略了。在写作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错误和不足，有些问题的研究上可能存

在片面性，也不够细致和深入，很多问题需有待进一步探索和仔细分析。 

总之，身体不同器官构成人体核心语素表意各不相同，人体核心词语结构上

也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应是最为熟悉的，越是熟悉，对于

它的存在却越会忽略，习焉不察。本文通过对汉泰语身体核心语素的研究及对比, 

发现泰语的人体核心语素义发展演变和汉语的发展既有共性, 也有不同, 发现

认知对语言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着力考察描写、分析和对比人体核心语素的语

义，考察其语用功能。由于本人基础知识较差和水平与能力不足，资料收集不够

完整，整理不够严谨等问题，文章中若有疏漏与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师长的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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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该研究课题，进入论文开题之后，唐老师对我的研究框架与内容进行了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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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汉泰语人体词汇表 

人体词 序号 汉语 拼音 泰语 

 

头 

ส่วนหัวศรีษะ 

1 头 tóu ศรีษะ 

2 头发 tóufà เส้นผม 

3 脑 nǎo สมอง 

4 头壳 tóuké หัวกะโหลก 

 

 

 

脸 

ส่วนใบหน้า 

5 脸、面容 liǎn  miànróng หน้า, ใบหน้า 

6 面颊 Miànjiá แก้ม 

7 太阳穴 Tài yang xué ขมับ 

8 眉毛 Méimáo ขนคิ้ว 

9 下巴 Xiàbā คาง 

10 酒窝 jiǔ wō ลักยิ้ม 

11 胡子 Húzi หนวดเครา 

12 胡须 Húxū หนวดเครา 

13 前额 qián é หน้าผาก 

 

眼 

ส่วนตา 

14 眼睛 Yǎnjīng ตา 

15 睫毛 Jiémáo ขนตา 

16 视神经 shìshénjīng ประสาทตา 

17 眼球,眼珠 yǎnqiú, yǎnzhū ลูกตา 

18 眼睑，眼皮 Yǎnjiǎn，yǎnpí หนังตา 

 

 

耳 

ส่วนห ู

19 耳朵 ěrduǒ หู 

20 耳根 ěrgēn กกห ู

21 耳膜 ěrmó แก้วหู 

22 内耳 nèiěr ช่องในหู 

23 耳垂 ěrchuí ติ่งห ู

24 耳郭 ěrguō ใบหู 

 

脖 

ส่วนคอ 

25 脖子 Bózi ล าคอ 

26 喉咙 Hóulóng คอหอย 

27 脖根 Bógēn ต้นคอ 

28 喉结 hóujié ลูกกระเดือก 

鼻 

ส่วนจมูก 

29 鼻子 bízi จมูก 

30 鼻毛 bímáo ขนจมู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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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词 序号 汉语 拼音 泰语 

鼻 

ส่วนจมูก 

31 鼻梁 bíliáng ดั้งจมูก 

32 鼻腔 bíqiāng โพรงจมูก 

33 鼻孔 bí kǒng รูจมูก 

 

 

 

 

 

嘴 

ส่วนปาก 

34 嘴 zuǐ ปาก 

35 口腔 kǒuqiāng ช่องปาก 

36 上腭 shàng è เพดานปาก 

37 牙，齿 yá，chǐ ฟัน 

38 臼齿 jiùchǐ ฟันกราม 

39 犬齿 quǎn chǐ ฟันเขี้ยว 

40 犬齿 quǎnchǐ ฟันน ้านม 

41 门牙 ményá ฟันหน้า 

42 嘴角 zuǐjiǎo มุมปาก 

43 嘴唇 zuǐchún ริมฝีปาก 

44 牙根 yágēn รากฟัน 

45 齿龈 chǐyín เหงือก 

46 舍 shě ลิ้น 

 

 

 

 

 

 

 

 

手-臂 

ส่วนแขน-มือ 

 

 

 

 

 

47 手心 shǒu xīn กลางฝ่ามืออุ้งมือ 

48 拳 quán ก าปั้น 

49 臂弯 bìwān ข้อพับ 

50 手腕 shǒu wàn ข้อมือ 

51 臂肘 bìzhǒu ข้อศอก 

52 手臂 shǒu bì แขน 

53 上臂 shàngbì ต้นแขน 

54 中指 zhōngzhǐ นิ้วกลาง 

55 小指 xiǎo zhǐ นิ้วก้อย 

56 食指 shízhǐ นิ้วช้ี 

57 无名指 wúmíngzhǐ นิ้วนาง 

58 手指 shǒu zhǐ นิ้วมือ 

59 拇指 mǔ zhǐ นิ้วหัวแม่มือ 

60 指尖 zhǐjiān ปลายนิ้ว 

61 手掌 shǒu zhǎng ฝ่ามื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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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词 序号 汉语 拼音 泰语 

 

手-臂 

ส่วนแขน-มือ 

 

62 手 shǒu มือ 

63 右手 yòushǒu มือขวา 

64 左手 zuǒ shǒu มือซ้าย 

65 手纹 shǒu wén ลายมือ 

66 指甲 zhǐjiǎ เล็บมือ 

67 手背 shǒu bèi หลังมือ 

 

 

 

 

 

躯体部位 

ส่วนล าตัว 

68 腋毛 yèmáo ขนรักแร ้

69 乳房 rǔ fáng ทรวงอก 

70 肛门 gang mén ทวารหนัก 

71 肚子 dùzi ท้อง 

72 肩膀 jiān bǎng บ่า 

73 腋窝 yèwō รักแร ้

74 背部 bèibù ส่วนหลัง 

75 肚脐 dùqí สะดือ 

76 臀部 túnbù สะโพก 

77 脊背 jíbèi สันหลัง 

78 胸部 xiōngbù หน้าอก 

79 乳头 rǔtóu หัวนม 

80 肩头 jiāntóu หัวไหล ่

81 腰 yāo เอว 

 

 

 

脚 

ส่่วนเท้า 

82 腿 tuǐ ขา 

83 大腿 dàtuǐ ขาอ่อน 

84 脚趾 jiáozhǐ นิ้วเท้า 

85 小腿 xiaotui น่อง 

86 脚跟 jiáogēn ส้นเท้า 

87 膝盖 xīgài เข่าหัว 

88 脚/ 足 jiăo/zú เท้า 

骨类 

ส่วนท่ีเป็น

กระดูก 

 

89 骨头 gǔ tou กระดูก 

90 颅骨 lú gǔ กะโหลกศีรษะ 

91 顶骨 ding gǔ กระดูกข้างขม่อม 

92 额骨 é gǔ กระดูกหน้าผา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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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词 序号 汉语 拼音 泰语 

 

 

 

 

 

 

 

骨类 

ส่วนท่ีเป็น

กระดูก 

93 颧骨 quángǔ กระดูกโหนกแก้ม 

94 颞骨 niègǔ กระดูกขมับ 

95 鼻骨 bí gǔ กระดูกจมูก 

96 上颌骨 shànghégǔ กระดูกขากรรไกรบน 

97 下颌骨 xiàhégǔ กระดูกขากรรไกรลา่ง 

98 颈椎 jǐng zhuī กระดูกคอ 

99 肋骨 lèi gǔ กระดูกซีโ่ครง 

100 肋软骨 Lèiruǎngǔ กระดูกซีโ่ครงอ่อน 

101 胸骨 Xiōng gǔ กระดูกหน้าอก 

102 脊骨 jǐ gǔ กระดูกสันหลัง 

103 锁骨 suó gǔ กระดูกไหปลาร้า 

104 肩胛骨 jiān jiǎgǔ กระดูกสะบัก 

105 腕骨 wàn gǔ กระดูกข้อมือ 

106 掌骨 zhǎnggǔ กระดูกฝ่ามือ 

107 指骨 zhǐgǔ กระดูกนิ้วมือ 

108 肱骨 gong gǔ กระดูกต้นแขน 

109 骨节 gǔ jié ข้อกระดูก 

110 胫骨 jìng gǔ กระดูกหน้าแข้ง 

111 腓骨 féi gǔ กระดูกน่อง 

112 跗骨 fū gǔ กระดูกข้อเท้าส่วนบน 

113 趾骨 zhígǔ กระดูกนิ้วเท้า 

 

 

 

 

 

脏腑类 

อวัยวะภายใน 

 

 

 

114 血液 xuèyè โลหิต 

115 胰 yí ตับอ่อน 

116 肝 gān ตับ 

117 心 xīn หัวใจ 

118 脾 pí ม้าม 

119 肺 fèi ปอด 

120 肾 shèn ไต 

121 胆 dǎn ถุงน ้าดี 

122 胃 wèi กระเพาะอาหาร 

123 肠 cháng ล าไ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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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词 序号 汉语 拼音 泰语 

脏腑类 

อวัยวะภายใน 

124 膀胱 pang guāng กระเพาะปสัสาวะ 

125 脉 mài เส้นเลือด 

 

 

附录二 斯瓦迪士 100 核心词汇表 

序号 英文 汉语 

1 I 我 

2 you 你 

3 we 我们 

4 this 此 

5 that 其 

6 who 谁 

7 what 何 

8 not 不 

9 all 皆 

10 many 多 

11 one 一 

12 two 二 

13 big 大 

14 long 长 

15 small 小 

16 woman 女 

17 man 男 

18 person 人 

19 fish 鱼 

20 bird 鸟 

21 dog 犬 

22 louse 虱 

23 tree 木 

24 seed 果 

25 leaf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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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英文 汉语 

26 root 根 

27 bark 壳 

28 skin 肤 

29 flesh 肉 

30 blood 血 

31 bone 骨 

32 grease 脂 

33 egg 卵 

34 horn 角 

35 tail 尾 

36 feather 羽 

37 hair 发 

38 head 首 

39 ear 耳 

40 eye 眼 

41 nose 鼻 

42 mouth 口 

43 tooth 齿 

44 tongue 舌 

45 claw 爪 

46 foot 足 

47 knee 膝 

48 hand 手 

49 belly 腹 

50 neck 颈 

51 breasts 胸 

52 heart 心 

53 liver 肝 

54 drink 饮 

55 eat 食 

56 bite 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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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英文 汉语 

57 see 看 

58 hear 闻 

59 know 悉 

60 sleep 寝 

61 die 死 

62 kill 杀 

63 swim 泳 

64 fly 飞 

65 walk 行 

66 come 来 

67 lie 躺 

68 sit 坐 

69 stand 立 

70 give 给 

71 say 说 

72 sun 日 

73 moon 月 

74 star 星 

75 water 水 

76 rain 雨 

77 stone 石 

78 sand 沙 

79 earth 土 

80 cloud 云 

81 smoke 烟 

82 fire 火 

83 ash 灰 

84 burn 烧 

85 path 径 

86 mountain 山 

87 red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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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英文 汉语 

88 green 绿 

89 yellow 黄 

90 white 白 

91 black 黑 

92 night 夜 

93 hot 热 

94 clod 冷 

95 full 满 

96 new 新 

97 good 好 

98 round 圆 

99 dry 干 

100 name 名 

 

 

附录三  斯瓦迪士 207 个核心词表 

序号 汉语 英语 国际音标 

1 我 I [aɪ] 

2 你 you [juː] 

3 他 he [hiː] 

4 我们 we [wiː] 

5 你们 you [juː] 

6 他们 they [ðeɪ] 

7 这 this [ðɪs] 

8 那 that [ðæt] 

9 这里 here [hiə] 

10 那里 there [ðɛ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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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汉语 英语 国际音标 

11 谁 who [huː] 

12 什么 what [wɒt] 

13 哪 where [wɛə] 

14 何时 when [wen] 

15 如何 how [haʊ] 

16 不 not [nɒt] 

17 所有 all [ɔːl] 

18 多 many [ˈmeni] 

19 一些 some [sʌm] 

20 少 few [fjuː] 

21 其他 other [ˈʌðə] 

22 一 one [wʌn] 

23 二 two [tuː] 

24 三 three [θɹiː] 

25 四 four [fɔː] 

26 五 five [ˈfaɪv] 

27 大 big [bɪɡ] 

28 长 long [lɔŋ] 

29 宽 wide [waɪd] 

30 厚 thick [θɪk] 

31 重 heavy [ˈhevi] 

32 小 small [smɔːl] 

33 短 short [ʃɔːt] 

34 窄 narrow [ˈnæɹə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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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汉语 英语 国际音标 

35 薄 thin [θɪn] 

36 女 woman [ˈwʊmən] 

37 男 man [mæn] 

38 人 man, person [mæn], [ˈpɜːsn] 

39 孩 child [ʧaɪld] 

40 妻 wife [waɪf] 

41 夫 husband [ˈhʌzbənd] 

42 母 mother [ˈmʌðə] 

43 父 father [ˈfɑːðə] 

44 动物 animal [ˈænɪməl] 

45 鱼 fish [fɪʃ] 

46 鸟 bird [bɜːd] 

47 狗 dog [dɒɡ] 

48 虱 louse [laʊs] 

49 蛇 snake [sneɪk] 

50 虫 worm [wɜːm] 

51 树 tree [tɹiː] 

52 森 forest [ˈfɒɹɪst] 

53 枝 stick [stɪk] 

54 果 fruit [fɹuːt] 

55 种 seed [siːd] 

56 叶 leaf [liːf] 

57 根 root [ɹuːt] 

58 树皮 bark [bɑː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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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汉语 英语 国际音标 

59 花 flower [ˈflaʊə] 

60 草 grass [ɡɹaːs] 

61 绳 rope [ɹəʊp] 

62 肤 skin [skɪn] 

63 肉 meat [miːt] 

64 血 blood [blʌd] 

65 骨 bone [bəʊn] 

66 脂 fat [fæt] 

67 蛋 egg [eɡ] 

68 角 horn [hɔːn] 

69 尾 tail [teɪl] 

70 羽 feather [ˈfɛðə] 

71 发 hair [hɛə] 

72 头 head [hed] 

73 耳 ear [ɪə] 

74 眼 eye [aɪ] 

75 鼻 nose [nəʊz] 

76 口 mouth [maʊθ] 

77 牙 tooth [tuːθ] 

78 舌 tongue [tʌŋ] 

79 指甲 fingernail [ˈfɪŋɡəneɪl] 

80 脚 foot [fʊt] 

81 腿 leg [leɡ] 

82 膝 knee [ni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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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汉语 英语 国际音标 

83 手 hand [hænd] 

84 翅 wing [wɪŋ] 

85 腹 belly [ˈbelɪ] 

86 肠 guts [gʌts] 

87 颈 neck [nek] 

88 背 back [bæk] 

89 乳 breast [bɹest] 

90 心 heart [hɑːt] 

91 肝 liver [ˈlɪvə] 

92 喝 to drink [dɹɪŋk] 

93 吃 to eat [iːt] 

94 咬 to bite [baɪt] 

95 吸 to suck [sʌk] 

96 吐 to spit [spɪt] 

97 呕 to vomit [ˈvɒmɪt] 

98 吹 to blow [bləʊ] 

99 呼吸 to breathe [bɹiːð] 

100 笑 to laugh [laːf] 

101 看 to see [siː] 

102 听 to hear [hiə] 

103 知 to know [nəʊ] 

104 想 to think [θɪŋk] 

105 嗅 to smell [smel] 

106 怕 to fear [fɪ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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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汉语 英语 国际音标 

107 睡 to sleep [sliːp] 

108 住 to live [lɪv] 

109 死 to die [daɪ] 

110 杀 to kill [kɪl] 

111 斗 to fight [faɪt] 

112 猎 to hunt [hʌnt] 

113 击 to hit [hɪt] 

114 切 to cut [kʌt] 

115 分 to split [splɪt] 

116 刺 to stab [stæb] 

117 挠 to scratch [skɹæʧ] 

118 挖 to dig [dɪɡ] 

119 游 to swim [swɪm] 

120 飞 to fly [flaɪ] 

121 走 to walk [wɔːk] 

122 来 to come [kʌm] 

123 躺 

to lie 

down (action), 

to lie (état) 

[laɪ] [daʊn], [laɪ] 

124 坐 

to sit 

down (action), 

to sit (état) 

[sɪt] [daʊn], [sɪt] 

125 站 

to stand 

up (action), to 

stand (état) 

[stænd] [ʌp], [stæn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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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汉语 英语 国际音标 

126 转 to turn [tɜːn] 

127 落 to fall [fɔːl] 

128 给 to give [ɡɪv] 

129 拿 to hold [həʊld] 

130 挤 to squeeze [skwiːz] 

131 磨 to rub [ɹʌb] 

132 洗 to wash [wɒʃ] 

133 擦 to wipe [waɪp] 

134 拉 to pull [pʊl] 

135 推 to push [pʊʃ] 

136 扔 to throw [θɹəʊ] 

137 系 to tie [taɪ] 

138 缝 to sew [səʊ] 

139 计 to count [kaʊnt] 

140 说 to say [seɪ] 

141 唱 to sing [sɪŋ] 

142 玩 to play [pleɪ] 

143 浮 to float [fləʊt] 

144 流 to flow [fləʊ] 

145 冻 to freeze [fɹiːz] 

146 肿 to swell [swel] 

147 日 sun [sʌn] 

148 月 moon [muːn] 

149 星 star [stɑ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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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汉语 英语 国际音标 

150 水 water [ˈwɔːtə] 

151 雨 rain [ɹeɪn] 

152 河 river [ˈɹɪvə] 

153 湖 lake [leɪk] 

154 海 sea [siː] 

155 盐 salt [sɔːlt] 

156 石 stone [stəʊn] 

157 沙 sand [sænd] 

158 尘 dust [dʌst] 

159 地 earth [ɜːθ] 

160 云 cloud [klaʊd] 

161 雾 fog [fɒɡ] 

162 天 sky [skaɪ] 

163 风 wind [wɪnd] 

164 雪 snow [snəʊ] 

165 冰 ice [aɪs] 

166 烟 smoke [sməʊk] 

167 火 fire [faɪə] 

168 灰 ashes [ˈæʃɪz] 

169 烧 to burn [bɜːn] 

170 路 road [ɹəʊd] 

171 山 mountain [ˈmaʊntɪn] 

172 红 red [ɹed] 

173 绿 green [ɡɹiː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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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汉语 英语 国际音标 

174 黄 yellow [ˈjeləʊ] 

175 白 white [waɪt] 

176 黑 black [blæk] 

177 夜 night [naɪt] 

178 昼 day [deɪ] 

179 年 year [jiə] 

180 暖 warm [wɔːm] 

181 冷 cold [kəʊld] 

182 满 full [fʊl] 

183 新 new [njuː] 

184 旧 old [əʊld] 

185 好 good [ɡʊd] 

186 坏 bad [bæd] 

187 腐 rotten [ˈɹɒtn] 

188 脏 dirty [ˈdɜːtɪ] 

189 直 straight [stɹeɪt] 

190 圆 round [ɹaʊnd] 

191 尖 sharp [ʃɑːp] 

192 钝 dull, blunt [dʌl], [blʌnt] 

193 滑 smooth [smuːð] 

194 湿 wet [wet] 

195 干 dry [dɹaɪ] 

196 对 correct [kəˈɹekt] 

197 近 near [nɪ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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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汉语 英语 国际音标 

198 远 far [fɑː] 

199 右 right [ɹaɪt] 

200 左 left [left] 

201 在 at [æt] 

202 里 in [ɪn] 

203 与 with [wɪð] 

204 和 and [ænd] 

205 若 if [ɪf] 

206 因 because [bɪˈkɒz] 

207 名 name [neɪ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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พ.ศ. 2555 - 2558   อาจารย์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ตรีนนทบุรี จังหวัดนนทบุรี 
พ.ศ. 2558 - 2559   อาจารย์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าชภัฏนครปฐม 
พ.ศ. 2563 - ปัจจุบัน  อาจารย์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าชภัฏจันทรเกษ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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