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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习语是语言中的精华。习语是在语言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的

固定的词组、短语或句子，其在固定搭配、语法结构或语言含义上都是特殊的，一般不能随意

改变。本文分析了英语习语的结构特点和语义特点，并着重探讨了英语习语所蕴涵的文化内

涵，以期有助于对英语习语本质的把握，有助于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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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状

态和世界观，它是社会文化的有机部分和载体。

由于各国文化背景不同，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在

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文化特

色。因此，就本质而言，学习一门语言实际上就是

学习一种文化。语言的学习不应该仅仅把语言作

为一种工具，文化素质的培养才是根本。

习语是语言中最具有文化内涵的部分。习语

是经过长期的使用而提炼出来的固定短语，是一

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富有很强的表现力，集中体现

了各个民族的个性文化特征。作为语言宝库中的

瑰宝，习语大都具有鲜明的形象，深刻的寓意，既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也闪耀着语言艺术的光彩，如

果使用得当，可以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意义。

英语作为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语言，它包含大量

的习语，它们或幽默、含蓄，或严肃、典雅，不仅言

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给人一种美的

享受。英语习语没有严格的定义和范围，本文讨

论的是广义上的习语，包括成语、典故、谚语、俗

语、俚语、惯用语等等。

一、英语习语的特点

&、结构特点

（&）组成的复合性

一般认为英语习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

组成，但 有 少 数 学 者，如 %./0122（&,+)）、3.4256
（&,-,）、785418（&,9$）认为单个词也可以成为习

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某些单个词也

归于习语之列。由于本文讨论的习语属广义上的

范畴，所以也认为单个词可构成习语，如 /:;<<16
（水底火车隧道，尤指英吉利海峡下的隧道）、4=.>
（烟雾）、?8;</:（早午餐；早餐和午餐并作一顿吃

的晚早餐）、.@5=@（运算放大器）等等。从本质上

说，它们还是由两个词组成，因为 /:;<<16 A /:5<B
<16 2;<<16、4=.> A 4=.01 C.>、?8;</: A ?8150C542
6;</:、.@5=@ A .@1852D.<56 5=@6DCD18。当然，这样的

习语只占相当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还是属于多

词习语，其成分长短不一。它们可以是合成词，如

C.E:.61（散兵坑）、81F<1/0（乡巴佬）、D/1 * ?815018
（打破矜持的人）；短语，如 1586G ?D8F（早起早到的

人）、2:1 5@@61 .C .<1’4 1G1（珍爱之物）、.;2 .C 2:1
?6;1（意外）；不完全句，如 815F ?12H11< 2:1 6D<14

（领悟隐含的意义，看出言外之意）、I:52 5?.;2
（⋯怎么样）、2;8< 2:1 4/5614（改变局势）；完全句

（即谚语），如 I:181 2:181 D4 5 HD66 2:181 D4 5 H5G’
（有志者事竟成）、(66 8.5F4 615F 2. J.=1’（条条大

路通 罗 马）、I:D61 2:1 /52 D4 5H5G，2:1 =D/1 HD66
@65G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等。

（!）搭配的固定性

习语作为固定短语，结构形式一般比较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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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既不能随便拆开，也不能用别的词替代。

英语习语的限制程度各不一样，可分为两类：

!部分限制。习语中某一部分只能与少数几

个词搭配，如 !"#$%& &’(’) *()!，+,-( +&’(#$."&/0!，
这类习语所占比例较小。

"完全限制。习语中任一部分都不能随意替

代，也不能增添或删除任何部分。如 1,2( ,’ ,3(
!& 4"0’%（另有企图），不能换成 1,2( , 51&..(" !&
4"0’% 或 1,2( , 1,!51(! !& 4"0’%；,) 5&&6 ,) , 5757+*("

（泰然自若），不能换成 ,) 5&&6 ,) , !&+,!& 或 ,) 5&&6
,) , 8,!("+(6&’。又如，*(," 0’ +0’%（牢记）、,! )1&"!
’&!05(（一接到通知）、在 +0’%，’&!05( 前均不能加

任何冠词；相反，/6# 0’!& , ",4(（勃然大怒）、!& !(66
!1( !"7!1（说实话）、-((. ,’ (#( &’（小心看着）等

习语中的冠词却不可以省去。

（9）形式的多样性

英语习语存在的形式多样，从其功能的角度

来看，有 成 语，如 /&66&8 !1( .6&741（务 农）、*7"’
%,#6041!（白天点灯；［喻］徒 劳 无 益）；俚 语，如

-05- !1( *75-(!（死翘翘）、:’56( ;&+（逆来顺受的

人）、/0/!# < /0/!#（半斤八两）；谚语，如 ;8& 5,’ .6,#
!1( 4,+(=（孤 掌 难 鸣）、>&% 1(6.) !1&)( 81& 1(6.
!1(+)(62()=（自助者天助之）、? /"0(’% 0’ ’((% 0) ,
/"0(’% 0’%((%=（患难识知己）；典故，如 ",0’ 5,!)
,’% %&4)（下倾盆大雨）、*7"’ &’(’) *&,!)（破釜沉

舟）；成对词，如 *"(,% ,’% *7!!("（面包黄油）、17)@
!6( ,’% *7)!6(（熙熙攘攘）、",5- ,’% "70’（损坏）、

),/( ,’% )&7’%（安然无恙）；习惯搭配，如 -066 !0+(
（消遣）、!,-( +(,)7"()（采取措施）等。

（A）语法的不规则性

习语是人们从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固定表达法，它们有些不符合通常的语法规则，

但人们仍沿用至今，如 B0,+&’% 57! %0,+&’%=（棋

逢对手）、C0-( 57"() 60-( =（以毒攻毒）、+,-( *(60(2(
（假设），等等。

D、语义特点———整体性和固定性

语义的整体性和固定性是习语的重要特征之

一，是指在意义上习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

个习语的意义不是组成该习语的各单词的意义简

单相加，而是具有新的含义。因此，必须将习语作

为一 个 整 体 来 对 待。例 如，英 语 习 语 )1&8 !1(
810!( /(,!1("，并不是“显示出白色的羽毛”，而是

“表示胆怯”；*"0’4 %&8’ !1( 1&7)(，并不是“拆掉房

子”，而是“博得全场喝彩”；类似的例子还有 )1&&!

!1( *"((E(（闲聊）、*6&8 &’(’) +0’%（使惊讶）、.6,#
!& !1( 4,66("#（讨好观众），等等。

二、英语习语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一个社会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总和，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渗透于社会的各个

方面（季明雨，FGGG）。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

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其发展变化的一面折

射镜。从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该语言的社

会的文化，看到该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

度、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生活哲理。经过长期锤

炼而成的表现力异常丰富的习语，好像一面镜子，

洗炼形象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自然环境、生产劳

动、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

（F）自然环境

从地理位置来说，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

属于海洋性气候，深受北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响，

报告春天消息的是西风，因此，英国著名诗人雪莱

的《西风颂》正是对春天的讴歌。英国的夏季，是

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温和”、“可爱”、“美好”相

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作

夏天，H1,66 I 5&+.,"( !1(( !& , )7++("’) %,#？$
;1&7 ,"! +&"( 6&2(6# ,’% +&"( !(+.(",!( = 同样是由

于气候原因，英国不适宜竹子生长，却特别有利于

蘑菇培植，所以英人很早就发展了蘑菇栽培。反

映在语言上，英语里没有汉语里面的“如‘雨后春

笋’般地崛起”，却有“)."0’4 $ 4"&8 $ )1&&! 7. 60-(
+7)1"&&+)”。

（D）生产劳动

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

仍以英国为例：英国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历史

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因此，英语中有很多关

于船 和 水 以 及 渔 业、航 海 的 习 语。例 如，).(’%
+&’(# 60-( 8,!("（花钱大手大脚）、"()! &’ &’(’) &,")

（暂时歇一歇）、-((. &’(’) 1(,% ,*&2( 8,!("（奋力

图存）、)0’- &" )80+（成败）、,66 ,! )(,（不知所措）、

/0)1 0’ !1( ,0"（徒劳无功）、/0)1 0’ +7%%# 8,!(")（趁

火打劫）、1,2( &!1(" /0)1 !& /"#（另有要事）、.6,0’
),060’4（一帆风顺）、!,-( 0’ ),06（减少活动）、&’ !1(
"&5-)（触礁）等等。

（9）风俗习惯

习语一般都有一定的比喻并能引起联想，而

这些都是由特定民族传统的和现实的社会环境所

决定的。动物意象作为象征物就具有浓厚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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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色及深远的社会历史渊源。英语中不乏此

类相关的习语，如：!"# $%"’& !$’#（激怒某人）、

(’)" &*""+’& ","& ’#（向⋯眉目传情）、+-’, #*" !./0
/, !$’#（行 为 如 小 丑；胡 闹）、&"+’1’#" #*" &*""+
21$( #*" !$’#（把好人与坏人分开）、’ 3$-2 .% &*""+’

& 4-$#*.%!（假装善良的人），通过这些习语，我们可

以知道英语民俗中 &*""+ 是驯顺善良的象征，!$’#
为淫荡邪恶的代表。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英国人

向来重视畜牧业，尤以牧羊为主。能提供羊毛换

来财富的绵羊，本来就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再加上性格温顺，所以更加受人偏爱；

而山羊性情好斗，雄性尾部散发恶臭，而在希腊神

话中，好色淫乱的“森林之神”也是长着山羊腿的

怪物，因而使人嫌恶（刘永红，5666）。

再如，在西方狗被赋予了忠诚、勇敢的品质，

被看作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7"&# 21."%/），因

此，英 语 中 有 关 狗 的 习 语 大 都 没 有 贬 义，象 ’&
2’.#*28- ’& ’ /$!（象狗一样忠诚）、9#’& /$!!"/ #*’#
/$"& .# :（天 下 无 难 事，只 怕 有 心 人）、;$8 ’1" ’
-84), /$!:（你 是 一 个 幸 运 儿）、<="1, /$! *’& *.&
/’,:（凡人皆有得意日）、>$=" ("，-$=" (, /$!:

（爱屋及乌）、;$8 4’%’# #"’4* ’% $-/ /$! %"3 #1.4)& :
（朽木不可雕），等等。很明显，这于汉民族语言中

关于狗的形象多为贬义截然不同。

（?）历史典故

英语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演变而成的习

语，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不能单从

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

《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例如，*’%/31.#.%! $% #*"
3’--: 据《圣经》所述，正当 @"-&*’AA’1 国王在宫殿

大摆宴席、饮酒作乐时，一只神秘的手突然凭空地

出现在他面前，这只手在宴会大厅的墙上写下四

个奇怪的大字，只有 B1$+*"# C’%."- 懂得其意思。

他告诉国王，墙上的字说明他已面临灭顶之灾。

不久，此话果然应验，国王战败被杀。因此产生了

该习语，意为“不祥之兆”。

在西方有关希腊罗马神话的故事，如同《圣

经》一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来自于其中的

习语，由于带有浓重的民族色彩，有些学习者因为

对典故不了解，所以觉得很难理解来自伊索寓言

（D"&$+’& E’7-"&）的如：&$81 !1’+"（聊以自慰）、).--
#*" !$$&" #$ !"# #*" "!!&（杀鸡取卵）、#*" -.$%’& &*’1"

（最大或最好的份额）、8%/"1 #*" 1$&"（保持沉默，

保守秘密）和由希腊神话的内容演绎而成的习语，

如 B’%/$1’’& @$F（灾祸，邪恶的渊源）、D4*.--"&’
*""-（唯一致命的弱点）等。

（G）宗教信仰

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一种

普遍的社会现象，世界上没有宗教的民族和国家

几乎是不存在的。英国民俗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

过：“语言深深的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不了解语

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这种语言的确切含

义”（顾嘉祖，陆升，HIIJ）。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在

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的宗教信仰

和民族心理。这些文化观念的差异，必然会反映

在语言的形式上。

基督教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在西方有着深

远的影响。然而《圣经》（#*" @.7-"）却不仅仅是宗

教经典，它同时还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在世界

范围内广泛传播，对西方的思想、艺术、文化、语言

和生活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顾嘉祖，陆

升，HIIJ）。在英语中有关宗教的习语很多来自

《圣经》，其中不少习语成为人们人生哲学的座右

铭，如：C$ ’& ,$8 3$8-/ 7" /$%" 7,:（想受别人尊

敬，必须尊敬别人）；>"# 8& "’# ’%/ /1.%)，2$1 #$($10
1$3 3" &*’-- /." :（人生短暂，及时行乐）；D &$2#
’%&3"1 #81%"/ ’3’, 31’#* :（婉言可以释怒）。另外

《圣经》中人物众多，其中不少人物至今还时常出

现在日常话语和文学作品中，像 K’(’1.#’% 是《圣

经》中的一个生性乐善好施的人物，现常引申为

“乐于助人者”。据《圣经》记载，D/’(（亚当）为人

类的始祖，故“’& $-/ ’& D/’(”意为“非常古老”或

“非常陈旧”，L8/’&（犹大），是耶稣的 H5 个门徒之

一，据记载他为了 M6 块金币而把耶稣出卖给犹太

教祭司，现成了叛徒和奸细的代名词。

其他出自《圣经》的习语还有：N$/ *"-+& #*$&"
3*$ *"-+ #*"(&"-="& :（自助者天助之）、N$ #$ *"--！

（去死吧！）、L"&8& O*1.&#（表示惊讶）、4’=" $2 P’(0
($%（财神之家）、’& +$$1 ’& ’ 4*814* ($8&"（赤贫如

洗）、1’.&" O’.%（兴风作浪）、’& +$$1 ’& L$7（家徒四

壁）、%$# #$ )%$3 ’ (’% 21$( D/’(（素 不 相 识）、

-$’="& ’%/ 2.&*"&（物质利益）、>’A’18& ’%/ C.="&（穷

人和富人）等等。如果对西方宗教与文化的关系

缺乏了解，就很难理解这些。

（J）价值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既是文化的载体和

表达形式，又是文化传播和继承的最重要手段（刘

永红，5666）。由于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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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

即使对同一事物也往往会有不同的好恶。众所周

知，英语中有许多描述“上了年纪”的习语，如：!"#
$%&’ (%)%*"$（资深公民）、)+" ,-.,$("- %$ ,/"（上了

年纪 的 人）、!",!&$"- 0,$（历 炼 之 人）、/’,12",’-
（灰胡须）等。从这些忌讳使用 &3-，,/"- 的习语

中，我们能够看出来西方人怕老惧老的心理。特

别是在美国，人们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比赛，这

种竞争的压力迫使美国人保持旺盛的精力直到退

休。退休时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用了，社会不再需

要他们，因此在心理上希望自己永远年轻，为此费

尽心机地创造出许多称呼老人的表达方法。

我们知道，美英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

本是发展的根基。在英语里有许多与金钱有关的

习语，如：4&$"1 %! , /&&- !"’.,$) 25) , 2,- 0,!)"’ 6
（人是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奴隶），7+" 3&." &8 0&$"1
%! )+" ’&&) &8 ,33 ".%3 6（金钱是万恶之源）等，这些习

语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给人以启迪和教育，引导人

们积极向上。但英语中也有很多宣扬资产阶级铜

臭观的习语，如：4&$"1 ),39! 6（金钱最有发言权）、

4&$"1 (,$ 0,9" "."$ )+" /&-!6（金钱就是上帝）、

4&$"1 0,9"! )+" 0,’" /&6（有钱能使鬼推磨）等。

很明显，这些习语从深层反映了资本肮脏的原始

积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金钱观和价值观，是毒害

人们的精神鸦片。我们学习和研究英语，除了丰

富我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英语表达能力，还要对

蕴涵其中的西方的价值观念保持警觉，进行批判

地有选择性地接受而不应是全盘西化。

综上所述，习语不仅是语言的精华，而且是语

言全景式的缩影，是语言特征的集中反映。语言

是人在劳动中创造的，大部分的习语就来自普通

老百姓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经历。习语是人们在长

期的语言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反映出文化对语言

的巨大影响，而且习语集中地反映出语言中的各

种修辞手段和表现方法。习语是人的智慧的结

晶。学习英语习语，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习语学

习英美文化，欣赏西方民族表达思想和描绘事物

的独特手法和技巧，从中领略英语国家和民族不

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社会制度及生活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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