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5, 15(6), 150-158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6361   

文章引用: 张雨润(2025). 颜色隐喻研究及其机制. 心理学进展, 15(6), 150-158.  
DOI: 10.12677/ap.2025.156361 

 
 

颜色隐喻研究及其机制 

张雨润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5年4月30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5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18日 

 
 

 
摘  要 

在具身认知思潮的影响下，对颜色的隐喻研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本文通过文献梳理颜色隐喻的相关研

究，发现颜色隐喻是指用颜色来理解其他抽象概念。颜色隐喻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不同抽象概念

的颜色隐喻；颜色隐喻对心理功能的影响；颜色属性的隐喻研究和不同文化的影响。同时，对于颜色隐

喻的形成机制，心理学家在隐喻研究的理论基础上还提出了习得性联结理论和颜色情境理论来解释。此

外，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各颜色属性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颜色的隐喻含义，以及颜色与抽象概

念之间的映射关系，这种隐喻联结会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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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 of embodied cognition, the metaphorical research on colors has 
gradually been valued by peopl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color metaphor 
through literature and finds that color metaphor refers to the use of color to understand other ab-
stract concepts. The researches on color metaphor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aspects: color meta-
phor of different abstract concepts; The influence of color metaphors 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Metaphorical research on color attribute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ultures. Meanwhile, re-
gard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lor metaphors, psychologists have also proposed the learned 
association theory and the color-in-context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metaph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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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ain. Furthermore, in the future,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color attributes, the metaphorical mean-
ings of color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rs and abstract 
concepts, and the impact that this metaphorical connection have on an individual’s cognition, emotions 
and behaviors can be further explored in depth. 

 
Keywords 
Color Metaphors, Embodied Cognition, Conceptual Metaphor, Cultur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人类生活在客观的物理世界中，时刻受着物理环境因素的影响。这种物理环境因素可以按感官手段

分为视觉因素、听觉因素、触觉因素、嗅觉因素和味觉因素(聂欣宇，2018)。其中，视觉因素是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接触最多，也是最容易影响人们认知和行为的一种因素。颜色作为生活中常见的物理环境因素，

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缺的元素，在视觉环境中起着重要作用。颜色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如中国的交通灯

“红灯停，绿灯行”；颜色可以用来表达情绪，如在中国传统婚礼上，人们常用红色来表达“喜庆”；颜

色还可以影响人的行为与决策，如食物的颜色会影响人们对热量的判断(于瀚，2024)。从中可以看出，不

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内在含义，即颜色不仅是一种视觉感受，而且具有隐喻意义(张地，2023)。 
心理学对颜色的研究由来已久(Elliot, 2015)，且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颜色的研究也从知觉领域逐

渐扩大(李悦等，2013)。同时，隐喻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最开始的语言学领域扩展到新的领域——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认知方式。因此，对颜色的隐喻研究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心理

学家对此提出了习得性联结理论和颜色情境理论来解释颜色隐喻的形成机制。两个理论都认为，社会和

文化会对颜色隐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颜色会有着怎样不同的隐喻含义？

这种颜色隐喻会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研究本文结合具身认知的有关理论，对颜色隐喻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归纳整理，并对其未来发展

进行展望。 

2. 文献综述 

2.1. 颜色 

2.1.1. 颜色的定义 
颜色也称为色彩，是通过眼、脑和人们的生活经验所产生的一种对光的视觉效应。广义的颜色包括

非彩色(白色、黑色和灰色)和彩色(如红、绿、蓝等)；狭义的颜色仅指彩色。 
颜色具有三个基本属性：色相(Hue)、亮度(Lightness)和色度(Saturation)。色相即色调，是颜色的相对

区别，也是平常所说的颜色名称，如红色、蓝色等；亮度是指颜色的明暗程度；色度是指颜色的纯度或

饱和度，是颜色的鲜艳程度。这三个属性的变化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人的认知或行为(聂欣宇，2018)。 
现在有两种主要的模式来表达颜色：HSL 和 RGB。HSL 模式是运用最广的颜色系统之一，主要通过

H(色相)、S(色度)和 L(亮度)这三种属性进行取值组合的(每个属性的取值范围是 0 到 255)。RGB 模式则

是通过调节 R(红色)、G(绿色)、B(蓝色)三类颜色的混合比例来组合的(每个颜色的取值范围是 0 到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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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颜色的影响 
在心理学领域中，国内外对颜色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同颜色对情绪的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理论依据来解释颜色是如何影响情绪的

(Bonnardel et al., 2011)，但是，已有多项研究证明了不同的颜色会诱发不同的情绪(Lev-Wiesel & Dapna-
Tekoha, 2000; Camgöz et al., 2002; Yildirim et al., 2011; Specker et al., 2018; Baniani, 2022)。具体来看，Kurt
和 Osueke (2014)的研究表明：看见绿色，人们通常会感到平静、生机勃勃和轻松；看到蓝色，人们通常

会感到镇静和安宁；看到红色，人们通常会感到开心、兴奋、勇敢和愤怒；并且颜色可以改变人们的情

绪和情感，从悲伤到快乐，从困惑到智慧，从恐惧到自信。 
同时，在一般情况下，明亮的颜色强调积极的品质，与积极的情绪有关，如快乐、欢快或充满希望；

而深色则强调消极的品质，与消极的情绪有关，如无聊、悲伤或退缩。现有研究证明了这一点(Yildirim et 
al., 2011; Specker et al., 2018)。此外，冷色调与平静、安宁和舒适等情绪有关；而暖色调则与压力和兴奋

等情绪有关(Chen et al., 2020)。 
另一方面是不同颜色对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研究。比如，聂欣宇(2018)研究物理环境因素(颜色和

声音)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发现蓝色比红色更促进利他行为。Xia et al. (2016)研究红色和蓝色对认知任务

表现的影响，Choi et al. (2020)研究背景颜色对情感慈善诉求有效性的影响，这些研究都证明了颜色对人

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且在不同的认知操作任务上红色和蓝色背景具有显著的颜色效应。除了红色和

蓝色，还有研究关注白色、黑色和绿色的影响。比如，Chan 和 Meng (2020)研究黑色和白色产品对亲社

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购买白色产品的消费者之后会更少亲社会，购买黑色产品的消费者之后会

有更多亲社会。De Bock et al. (2013)发现与出于红色背景下的被试相比，在绿色背景下的被试对道德行为

的评价更积极。 

2.2. 隐喻 

2.2.1. 隐喻的定义 
“隐喻”(metaphor)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语“metapherein”，“meta”表超越之意，“pherein”表传

达或转移之意。最开始，隐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学、语言学等领域。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最早对隐

喻进行研究，认为隐喻其实就是把其他事物的字词，借来用作表达某一事物，即用一个事物(喻体)来说明

另一事物(本体)。Lyons 认为，从修辞学角度上看，隐喻是一种能影响词语意义的辞格；从语义学角度上

看，隐喻能够对句子中的谓语进行描述，具有“装饰”功能。可以看出，早期人们将隐喻视为语言上的修

辞活动，是语言的附属品，与内在的思维、认知无关。 
后来，随着具身认知的逐渐兴起，概念隐喻理论也随之提出。概念隐喻理论不断完善和丰富了隐喻

背后的认知机制(Yin et al., 2013)。Lakoff 和 Johnson (1980)认为隐喻是个体进行思维的手段，并对隐喻概

念进行界定：个体借助已熟悉的概念来认知与理解当前所面对的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事物的过程。换言

之，隐喻即人们使用常见的具体概念了解复杂的抽象概念。此外，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隐喻是一种基于

身体感觉的映射过程。 
综上而言，最初关于隐喻的研究主要从语义学和修辞学等方面探讨，将隐喻视为语言的附属品。而

这种观点存在一定局限性。再加上具身思潮的兴起，隐喻研究开始逐渐向认知研究发展，与内在的思维

紧密联合，其内容也更为丰富与具体。 

2.2.2. 隐喻研究的理论基础 
1) 具身认知理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一直是西方心理学的主流。传统认知心理学在计算机科学的影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6361


张雨润 
 

 

DOI: 10.12677/ap.2025.156361 153 心理学进展 
 

响下，认为认知是信息的表征和操控，类似于计算机的符号加工，是离身的(叶浩生，2011)。而 21 世纪

以来，认知心理学历经了“后认知主义”即第二代认知主义的洗礼后，引发了具身认知的蓬勃发展(Goldman 
& Vignemount, 2009)。 

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ECT)强调，若个体的身体状态发生变化，则会对其认知进

程产生一定影响，个体加工信息时，身体发挥重要的作用(Wilson & Golonka, 2013)。换言之，认知是具身

的。叶浩生对此进行了解释与总结(叶浩生，2011)：首先，身体的物理属性决定了认知过程进行的方式和

步骤。其次，身体也为认知提供了内容，个体的身体及身体同外界的互动提供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最原始

概念。最后，认知依赖于身体，而身体又是根植于环境的。认知、身体和环境组成一个动态的统一体。简

而言之，环境是认知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 
2) 概念隐喻理论 
在具身认知思潮的影响下，Lakoff 和 Johnson (1980)把具身认知观引入隐喻，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该理论主张，概念隐喻的本质是利用具体的形象概念去理解抽象的

概念(叶浩生，2010)。而具体的形象概念为源域，抽象的概念为目标域。通过隐喻映射，可以实现源域(具
体概念)向目标域(抽象概念)的转化，如 Zhai 等提出“明亮为道德，黑暗为不道德”(杨继平，郭秀梅，

2016)。此外，这种对复杂抽象概念进行隐喻表达的行为，实际上是以个人的身体经验为基础的(Zhai et al., 
2018; Lakoff & Johnson, 1999; Landau et al., 2010)。因为最基本的隐喻往往来自于身体。像“道德”、“清

白”、“邪恶”等抽象概念，最初都是藉由身体发展而来的(杨继平，郭秀梅，2016)。 
总体而言，概念隐喻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为以下几个方面(殷融等，2013)：第一，抽象概念是主

体在具体概念与具体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第二，由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的隐喻化过程是通过概

念结构“架构”而成的。第三，经架构而形成的抽象概念同源概念具有紧密的联系。第四，抽象概念具

有体验性。 
3) 感知运动模拟隐喻理论 
Slepian 和 Ambady (2014)在概念隐喻理论和知觉符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感知运动模拟隐喻理论。

知觉符号理论也是在具身认知思潮下产生的相关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觉具有知觉性，尝试根据知觉符号

解释行为和认识如何在大脑中实现(Pezzulo & Calvi, 2011)；同时主张具身效应是双向的，具体概念影响

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影响具体概念，这种双向关联源于早期经验(郑皓元等，2017)。 
感知运动模拟隐喻理论主要添加了两点内容(郑皓元等，2017)：第一，隐喻映射具有双向效应，即具

身效应具有双向性；第二，隐喻是人们学习获得的，并不是依靠早期经验而来的，即人们对新隐喻的学

习和掌握离不开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早期经验并不是必要的。 
综上，与具身思潮有关的理论表明，认知是具身的。隐喻来自身体，个体以具体的形象概念理解抽

象概念，而这种过程也可以反过来，即这种隐喻映射是双向的。 

2.3. 颜色隐喻 

2.3.1. 颜色隐喻的含义 
颜色隐喻是隐喻的一种形式，是指用颜色来理解其他抽象的概念。比如，有人研究绿色和环境保护

的隐喻联系(程枭，2018)，发现绿色最能代表环境保护；还有人探讨过红色和愤怒的隐喻联系。从中可以

看出，有不少研究使用颜色来表征和理解抽象概念。 

2.3.2. 颜色隐喻的研究范式 
颜色隐喻的研究范式与大多隐喻研究一样，使用以下几种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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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分析范式是指个体结合自身的隐喻概念体系和对外界事物的体验来对某一概念进行语义研究的

一种方法；Stroop 范式是通过颜色与含义相同或不同的字体来研究被试反应的一种方法；内隐联想测验

通过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测量概念词和属性词间的内隐联结程度，从而测量个体的内隐态度；语义启

动范式，又叫概念启动范式，是指通过前面刺激(词汇、句子等)的启动从而会对后面实验任务产生影响的

一种方法；情境操纵范式通过操纵被试所在实验室或现场环境中的物理刺激，观察被试的行为表现。 

2.3.3. 颜色隐喻的研究现状 
颜色的丰富性决定了颜色隐喻内容的多样性，关于颜色隐喻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不同抽象概念的颜色隐喻。不论是生活还是实验研究中使用颜色来表征和理解的概念有不少，

包括情绪、权力、风险、环保等。1) 情绪概念。不同的情绪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比如红色表示开

心、愤怒等，蓝色表示冷静、忧郁等，绿色表示平静等。有不少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马子凤发现红色

与消极情绪相联系(马子凤，2012)，Takei & Imaizumi (2022)发现黄色背景下的快乐情绪识别更快。2) 权
力概念。在理解权力概念时，也会使用颜色来帮助理解。同时，有实证研究也支持了颜色和权力之间存

在隐喻联结，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金色与高权力间存在联系(杨惠兰等，2015)。3) 风险概念。在日常

生活中，会使用红、橙、黄、绿等多种颜色来传达风险信号，如交通灯。并且，已有研究证明了红绿色和

高低风险概念之间存在“红高绿低”的隐喻联结(孔雄，2023)。 
二是颜色隐喻对心理功能的影响。颜色具有情绪意义，可以影响人的心理功能(顾子贝等，2016)。1) 

颜色具有情绪意义。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证明了不同的颜色会诱发不同的情绪。比如，Moller 等发现红

色可以引发人的消极情绪，绿色可以引发人的积极情绪；Frühholz et al. (2009)发现蓝色与积极情绪相关；

Choungourian 则相反，认为红色与积极情绪相关，蓝色与消极情绪相关。虽然，研究结果有差异，但都

说明了颜色对情绪的影响。2) 颜色对心理功能的影响。除了情绪外，颜色还对其他一些心理功能产生影

响。比如，在认知方面，Elliot et al. (2007)研究表明在成就情境中红色条件下被试的认知表现要显著低于

其他颜色条件下的被试。Mehta 和 Zhu (2009)的研究表明，红色可以促进被试对单词的记忆，而蓝色可以

促进被试完成联想测验。在行为与决策方面，颜色能够影响人们对食物的偏好和选择。Huang (2023)发现

红色、黄色等暖色调通常与美味和诱惑力相关联，而蓝色、绿色等冷色调则给人以清新和健康的感觉；

Cai 和 Chi (2020)也研究了食物的颜色亮度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 
三是颜色属性的隐喻研究。颜色基本属性包括色相、亮度和色度。色相是大多研究关注的重点。上

文提到的两个方面中的研究大多是以色相为中心，关注红色、绿色、蓝色、黑色、白色等基本色调的隐

喻，对亮度和色度的研究较少。但也有研究关注亮度和色度。比如，有研究发现饱和度高的暖色(如红色、

橙色等)更容易被人注意到，具有注意力优势(Lindsey et al., 2010; Tchernikov & Fallah, 2010)。Jonauskaite 
et al. (2019)发现被试的颜色选择在色相、亮度和色度上因情绪而异，较亮的颜色与积极情绪相关，较暗

的颜色与消极情绪相关。张腾霄(2019)发现高(中高)亮度、低(高)蓝–黄维度的口红颜色更能提高冷白皮

(暖黄皮)亲社会性。 
此外，除了研究不同属性的颜色对心理功能的影响，还有研究发现心理因素会对亮度判断产生影响。

Meier et al. (2007)证实，在积极(相对于消极)评价之后，知觉判断会偏向更亮的方向，具体来说，在受到

积极影响后，被试会认为灰色方块亮度更亮。Song et al. (2012)同样发现被试认为积极的情绪面孔亮度更

亮，消极的情绪面孔亮度更暗。这表明不同情绪效价的面孔引发了不同的颜色视觉体验。 
四是不同文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一种颜色可以表达多个抽象概念。也就是说不同文化

背景下颜色隐喻存在差异。就拿红色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红色通常被视为是一种积极正向的

颜色(黄雪贞，2015)，常与积极情绪、成功、婚嫁、吉祥幸福等抽象概念相关。实验研究也证明了红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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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绪中具有启动效应，蓝色则在消极情绪中有(王婷婷等，2014)。对于西方人来说，红色更偏消极。

在西方研究中，红色多与消极情绪有关。如 Kaya 和 Epps 认为红色与愤怒的联系被认为是最有力的颜色

–情绪配对。并且，在西方文化中，红色还与权力、竞争等抽象概念有关。如 Martin 发现在竞争情景中

穿红色衣服会让运动员感觉更有自信。从这可以看出，社会文化背景会在颜色隐喻中起作用(Martin, 2017)。 

2.3.4. 颜色隐喻的理论解释 
除了前文所提到隐喻研究的理论基础外，还有一些专门针对颜色隐喻提出的理论，如习得性联结理

论和颜色情境理论。 
习得性联结理论(Learned Association Theory)解释了颜色对情绪的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任何颜色对

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影响都是通过后天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稳定关系模式来发挥作用的，并且这种关系

模式会影响到人们对颜色的感知(Baldwin & Meunier, 1999)。人们通过类比或比较熟悉或不熟悉的事物来

学习颜色，逐渐建立了对颜色知觉的联结过程。这说明，颜色经验联结是通过后天的社会经验习得的；

经验习得与社会文化相关，不同的社会文化可以形成不同的颜色经验联结，导致同一经验在不同的社会

文化下拥有不同的意义联结(关倩男，2019)。 
颜色情境理论(Color-in-Context Theory)是由 Elliot 和 Maier (2007)提出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第

一，颜色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包含着一系列丰富的信息，显著影响着个体的情绪、认知和行为(Elliot & 
Maier, 2012)；第二，人们对颜色刺激的敏感度是后天学习和先天进化的结果；第三，人们对颜色的感知

是无意识、自动化的过程；第四，颜色的心理表征与特定环境密切相关，同一种颜色在不同环境下会有

不同的含义。 
综上，两个理论都强调了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影响。换言之，文化差异是会影响颜色隐喻的形成和

理解的。个体在出生前就已经有了对颜色认知的能力，随着成长，外界接收到的颜色信息会影响个体对

颜色的认知。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颜色信息，加之遗传因素的影响，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对颜

色的认知会有着不同的看法。那么在用颜色理解其他抽象概念时，不同文化的人们可能会用同一种颜色

代表不同的概念，如大多情况下中国人用红色代表积极，西方人则将红色与消极联结；或是用不同的颜

色代表同一种概念，如结婚，中国传统文化中用红色，西方则更偏向白色。 

3. 总结与展望 

3.1. 总结 

总体而言，通过对颜色、隐喻和颜色隐喻这三个主题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在具身认知思潮的

影响下，对颜色的隐喻研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颜色隐喻是指用颜色来理解其他抽象概念。而关于它的

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不同抽象概念的颜色隐喻，像权力、风险等抽象概念可以用颜色来帮助理

解；二是颜色隐喻对心理功能的影响，颜色会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三是颜色属性的隐

喻研究，对颜色隐喻的研究可以从色相、亮度和色度等基础属性入手；第四是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不同

文化背景下颜色有着不同的隐喻含义。 
同时，对于颜色隐喻的形成机制，心理学家在隐喻研究的理论基础(即具身认知理论、概念隐喻理论

等)上还提出了习得性联结理论和颜色情境理论来解释。可以发现，颜色隐喻的形成与先天生物进化和后

天社会学习都密切相关。 

3.2. 展望 

首先，未来关于颜色隐喻的研究，需要考虑各颜色属性的影响。就色相而言，红色、蓝色、黑色和白

色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但有些同样重要的颜色并没有多少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就比如绿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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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红色的互补色，经常作为对照色来验证红色的心理效应。未来可以更关注一些在生活中常见重要但未

有多少实证研究的颜色如绿色。与考虑色相的研究相比，考虑到亮度和色度的研究就更少了。但有实证

研究表明这两个属性也是很重要的。换言之，在未来进行研究时，可以考虑研究颜色的亮度和色度。因

此，未来的研究要根据研究者的目的，综合考虑各颜色属性(色相、色度和亮度)的影响。如果只研究一种

颜色属性时，需要控制好其它属性的影响，避免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 
其次，未来研究需要重视文化背景。已有不少研究表明文化在颜色隐喻中的重要作用。但不应该只

考虑到中西方文化背景，也可能需要考虑到民族背景，以及情境因素。比如在竞争情境中，红色会诱发

回避，避免高难度刺激；但在另一项简单的竞争中，红色提高了被试的注意力，提高了成绩(Kwallek et al., 
2015)。此外，同一种颜色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隐喻含义，但有些颜色是具有跨文化的稳定性的，

比如黑色。因此，颜色隐喻研究需要综合考虑文化的影响。在研究之前，需要明确一下，准备研究的颜

色是否在研究的地区/国家/民族中有差异。比如，研究紫色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可以发现，在中国紫色

是尊贵、吉祥的象征，在西方同样如此。所以说，在进行正式研究时，可以调查下颜色对于被试有什么

样的意义。 
最后，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抽象概念与颜色的映射关系。近年来发展的具身理论开始强调身体因素和

认知因素之间的这种双向关系。且少量已有研究证实在某些具身认知过程中存在反具身效应(抽象认知会

对身体经验产生影响，例如怀疑导致人们对鱼腥味敏感)。同时，通过前文的讲述，可以发现大多是颜色

(身体经验)对认知因素产生影响，但也有研究注意到了认知因素对颜色亮度的影响(如 Meier et al., 2007)，
但这种反具身效应的颜色还是少量的。因此，在探索这种隐喻联结会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的同时，可以对隐喻映射方向进行一个深入探究。就像前人研究一样，可以先启动被试的不

同状态，然后让被试对色块的亮度进行判断(是更暗还是更亮，但事实上色块的亮度并未改变)。未来研究

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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