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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学作为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研究民族

心态和世界图景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某一民族语

言中的概念，足以反映某一民族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式。简

而言之，概念反映了民族语言的世界图景，民族的世界观。

最近几年的出版物中，在语言学中“国”的概念的分析非常

稀少。本文将通过对“国”的概念的历时性意义做出调查，

通过文本的概念分析做出研究，最终得出“国”的概念。

一、语言文化学理论对于概念研究的影响

语言文化学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90年代，术语由捷利娅、

斯捷潘诺夫、阿鲁久诺娃等人提出。为了解不同民族语言和

性格，语言文化学渗入了不同的领域，比如概念学，语义三

角形，隐喻理论，世界图景等。在俄罗斯哲学家布尔加科夫

的理论中认为：语言作为思想和沟通的载体，有着表达哲学

意义的功能。单词作为一种语言传播方式，本质是作为意志

和精神表达可知或不可知事物的方法。单词构成了一个民族

的语言，故单词代表了某一民族对概念的表达和理解。

通过对俄国语言学家科列索夫的语义三角形理论进行研

究，我们可以发现，概念可以作为现实存在事物和思维总和

的互换关系，也作为单词内容对事物形象的集合。本质是作

为“所指”和“能指”在思维和言语行为中的总和。对于概

念的现实意义分析，需要对概念的历史做研究。我们不能说，

概念作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值进行表达。

根据美国语言学家莱可夫和约翰逊提出的隐喻理论证明，

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中，语言作为一种隐喻来进行表达。在这

些隐喻中，概念通过语义转移发生变化——即单词意义通过

表达方式的改变而意义产生变化则变得有预见性和明确性。

这些表达方式构成了我们日常概念的表达和变化。举个例子

来说，在他们的著作中证明：可以通过英语中的名词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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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表达，比如说，单词“绿色”仅仅是形容自然界中的一

个颜色，但是当提到“绿色”的时候，我们很顺畅地想到春天，

草地，生机勃勃或者健康，因此，可以这样表达“绿地；绿

色春天；绿色环境”。但不能说“紫地；蓝色春天或橙色环境”。

对于当今社会，绿色也有了新的隐喻，比如“绿色即环保，

绿色电影即电影分级中的全年龄向电影”，隐喻是随着社会

发展而变化的。由此可见，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这些生活中的隐喻表达构成了语言的

世界图景，也构成了世界图景，即民族心态。

世界图景这个术语最早形成在德国哲学家洪堡的理论中，

俄罗斯语言学家，如扎列夫斯卡娅、库布里亚科娃的著作中

是近几年在语言学中提出了此概念。世界图景被认为是语言

主观的认识世界的产物，不同的民族在运用不同语言的同时

也形成了对世界不同的认识。由此可见，世界图景代表了民

族心态，民族心态又影响了对概念的认知。这种理论从科尔

尼洛夫的作品中得以见到：在我们构建世界图景的时候，语

言世界图景作为一种“词汇 -句法组”的方法构建了一些世

界图景的片段，这些片段则构成了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就变

成了一个人的“天真的世界图景”。“天真的世界图景”最

终会构成一个民族的概念。

基于这些理论，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民族语言

作为交流手段和思维载体在人类的思维中进行命名总结的活

动，这些言语活动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隐喻变成了形容事物的

一个民族的共通的概念，这些概念体现世界图景。

二、国的概念的字形历时性解释

单词作为语言信息单位中最小的单位字符，是能够直观

体现出字的意义的。本节通过对单字“国”的字形分析，进

而得出关于“国”的概念。

1、“国”字的字形解释

从古时便出现了关于“国”的概念，从一些甲骨文和古

籍中便可得到其中解释，这种概念可以作为我国民族的“天

真的世界图景”进行研究。从《说文解字》的原文中，可以

得到：国，邦也。从口，从或。在《说文解字注》中可得到解释：邦，

国也。按邦国互训，浑言之也。周礼注曰：大曰邦，小曰国，

邦之所居亦曰国。析言之也。从口从或。既然“国”与“邦”

的概念在说文解字中同用且容易混淆，那么我们继续从《说

文解字注》中寻找关于“邦”的概念：此谓统言则封竟之内

曰国曰邑。析言则国野对偁。周礼体国经是也。古者城？所

在曰国，曰邑。而不曰邦也。邦之言封也。从中我们可知，

在古代的认知体系中，被分封的城市，是“国”的概念，大

一点的叫邦，但是邦是由多个封地构成的，也就是多个城市，

多个国。自周天子分封制以来，封地叫邦。而小一点的城市

或县邑叫国，这不是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城市的概念。这

种分析一定程度的代表了我国人民最早的认知。也就是说，

在周天子分封的封地内，这些地区性的城市叫“国”。

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作为农耕文明，会开垦荒芜的

土地种植作物，粮食。这些分析可以推断，在被分封的土地

上，“我们”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并且一起聚居，那么这

片土地或者城市，就被称之为我们的“国”；多个国组成了邦。

这种解释带有一定的封建主义，而不是我们现代所了解的国

家的概念，这证明，概念是有变化性的，不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部首进行分析，“国”字部首为“口”，

表示疆域，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推测，首先，“国”的概念是

区域性的，即有一个完整的疆域或者一个有边界的区域性的

地区；这些区域是共同在一个“邦”的管辖范围内，是由周

天子进行分封的。

这种概念是封建统治者进行提出的，是自上而下的认知。

那么可以判断，在古代有记载的概念中，“国”的概念为封

建主通过制度进行命名并成为共通概念的。

2、“国”的概念的历史变化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的是：古代“国”的概念为一个城

市，多个城市组成了邦。通过古籍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继续

探究“国”的概念。从史记中，我们可窥得一二：高祖末年，

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诸侯，天下共诛之。高祖

子弟通行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性，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

此段原文出自《史记·十二本纪·汉姓以来诸侯王年表》，

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在汉代以来，逐渐对“国”的概念有

了新的认知，即诸侯王统治的地区为国。众所周知的是，春

秋战国以来，诸侯王崛起，周天子成了名存实亡的天子，各

路诸侯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进行了土地兼并，扩大疆域。这

个时候，现代“国家”的概念才显现出来，并且到汉代初年，

这种诸侯王统治并称自己治下为国的概念继续延续。

通过北京大学语言智能研究院语料库，我们可以得到以

下例子：曾祖幸，慕容超东牟太守，后率户归国。（《魏书》）

答好心表进经帙诏卿之表弟，早悟大乘，远自西方，来游上国。

（《全唐文》）政和改昭大长帝姬。仁宗十三女。徐国、邓国、

镇国、楚国、商国、鲁国、唐国、陈国、豫国九公主，皆早亡。

周、陈国大长公主，帝长女也。宝元二年，封福康。（《宋史》）

续览喇嘛奏云、吴三桂背主负国、人皆恶之、不来则已、来

则縳之以献。（《清史稿》）从中我们可以继续分析得出结论，

在魏朝，唐朝，清朝这种中央政府强而有力的王朝背景下，“国”

的概念也扩大了。在这种条件下，“国”的概念扩大成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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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明统治的地区，“中国”的概念也逐渐产生。但在宋朝

这种没有强而有力中央政府背景下，“国”的概念则还是——

各路诸侯和王治下的土地。因为诸侯分封制有松散的特征，

这也导致了不会产生统一而强大的“国”的概念。

综上所述，国的概念作为一开始的“城市”概念通过历

史推动逐渐产生了变化，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兼并，“国”

的概念变成了诸侯治下的邦或者地区，进而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和大一统局面的到来，中央强而有力政府的产生，“国”

的概念进而扩大，也就随之产生了“国家”的概念。可以确

定的是，“国”的概念是从“城市”概念而变为“国家”的

概念，可以推断，“国”的概念是随着疆域和边界的扩大而

变化。

三、俄罗斯“国”的概念的历时性研究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外国的关于“国”的概念与汉语概念

的差异性而体现汉语中“国”的概念的独特性。从 V·科列

索夫的作品《古罗斯单词中人的世界》中可以得到这样的观点：

在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俄罗斯国家的概念没有形成，并且

在概念中，“国”的概念被“土地”所代替。在十三至十四世纪，

古罗斯文献中表明，国家和土地的概念是相互对立的，“国”

的概念为敌国或者敌人。但是到了十六到十七世纪，这种对

立变得模糊。从十七世纪开始，俄罗斯国家才指代“俄罗斯人”

的土地。

在古罗斯时代，俄罗斯对于“国”的概念尚不明确，对

于认知层面来说，只有“土地”概念，古罗斯人认为土地概

念等于整个世界的土地。也就是说，虽然有了不同氏族的区别，

但是还是认为土地是一个整体，在十三到十四世纪开始，俄

罗斯人逐渐被外族侵略，在区分两个民族的边界性上，区分

出了“国”和“土地”的概念，在这个时期，古罗斯人认为“土地”

是自己的，“国”是别人的。在十四世纪末，这种土地边界

和所有权原则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土地概念开始逐渐变为俄

罗斯的各个部分，比如说：“莫斯科的土地”，“弗拉基米

尔的土地”等。在这个时期，各个王公崛起，逐渐有了自己

土地或势力范围的意识。在十六到十七世纪国家概念才形成，

即国家——俄罗斯人民。可以判断的是，俄罗斯出现强而有

的中央政府时间较晚，并且没有形成一个同一的俄罗斯疆域

概念。

根据上述对于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结论。在俄

罗斯的概念中“国”的概念形成较晚，具体分为了四个时期：

无“国”的概念时期——“国”作为敌国边界时期——“国”

的概念初步形成时期——“国”的概念最终形成时期。

四、两种国家概念的对比分析和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汉语中“国”的概念

最早是“城市”的概念，在随着王朝的扩张和强而有力的中

央政府的建立，逐渐形成了“国”的概念，即国家概念。在

俄罗斯文化中，“国”的概念一开始并没有产生，通过一段

时期各个封建主和王朝的发展，在十七世纪才形成了国家的

概念，这种概念产生的时间较晚，并且其本质和我国“国”

的概念不同，在清代“国”的概念为一个“有边界有主人且

文化认同的区域”而俄罗斯文化中的“国”的概念到十七世

纪发展成了“俄罗斯民族所在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文化中，最早创建“国”的字形

之时明确表示了这是一个“有疆域有边界感”的地区，城市。

但在俄罗斯文化概念中，“国”的概念是一个“有俄罗斯人

民”的地区。也就是说，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在中世纪和近

现代，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从民族的世界

图景的方面分析，这代表了俄罗斯人的民族心态，即崇拜“强

而有力的人或集体”。那么从我国的历史进程来看，无数的

民族和国家都被包容在了一个“有边界有疆域”的地区内，

在这个地区内，我们都可以被称为“一国人”或者“一家人”。

如果从民族世界图景来思考，这或许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民

族心态，即渴望“包容和团结”周边的民族和文化，最终汇

成一个整体的文化保存下来，这是一种温和中庸的态度。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分析得出语言文化学的结

论，即从中国文化和汉语语言的角度来探讨“国”的概念，

可以知道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态是包容的，和平的，中国文化

也是爱好和平的，反战的。而“国”这一概念则是在一个疆

域或边界内包容一切文化形成的国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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