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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肃州民间谚语在肃州独特的人文环境中诞生，接受灿烂悠

久的历史文化熏陶，历经来自东西方文明之风吹拂，呈现出开放

博纳、兼收并蓄的磅礴气势，处处彰显着独具神韵的地域特色，

散发着浓郁清香的乡土气息，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浓重的乡音

方言和明显的地域色彩。许多肃州民谚只有用当地方言俗语说

出来，才能既合辙押韵，又朗朗上口，产生脱口而出、妙趣横生的

效果，也才能让人品出肃州民谚独有的韵味来。

肃州民间谚语尽显民间智慧，不仅包含内容丰富，而且艺术

形式独特，是最富于生命活力和艺术魅力的一种，在民间口耳相

传不断积累、不断散佚又不断增新，千古传唱凝华成民间智慧的

结晶，是肃州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自然、社会规律的体验和

中共酒泉市委常委 肃州区委书记 杨克忠
中共肃州区委副书记 区人民政府区长 卢学国



感悟，也是肃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时代的

不断变迁，谚语的民间化趋势更加明显，许多方言俗语被普通话

替代，民间谚语面临失传的危机。要以口头方式把谚语原汁原

味、形神兼备地保留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这就

需要以文字和书典为载体，加以固存并长久地传承下去。

肃州区古文化传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极其丰厚，有丝路文

化、汉唐文化、西凉文化和酒文化等，还有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

烙印。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广大文化工作

者们披沙沥金，挖掘、收集、整理出版这本《肃州民间谚语》，为繁

荣肃州文化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对于弘扬保护肃州优秀民

俗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衷心感谢为肃州民谚挖掘研究付出艰辛努力的人们，为我

们的后辈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更多的人掩卷凝思、开
卷受益时，将是对他们最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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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打牛千鞭成一米，事过千遍出谚语”。在浩如烟海的谚语条群里，酒泉

民间谚语以它浓郁的地方乡土气息、丰富的思想内容、生动活泼的形式，闪

耀着奇光异彩。它以永不枯竭的源流，浇灌着人民群众语言生活的各个角

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褒贬现实、训勉自己、告诫后代的工具。

酒泉民间把谚语叫做“常言”、“俗语”。它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

活实践中，用集体的智慧和艺术才能创作出来的一种口头文学作品。谚语

以其干练、概括、蕴蓄的艺术特点，总结了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经验。它是

人们生活中的“百科全书”，是整个民间文学宝库中一份闪耀着劳动人民智

慧之光的珍贵财富。

（ 一）

谚语和其他民间文学作品一样，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自觉或

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观点，在观察了解周围事物的基础之上，用简洁的语

言加以概括而形成的包罗万象的语言艺术结晶。民间谚语从它产生的第一

天起，便植根于人民生活的肥土沃壤之中，为人民大众所利用、所传播。在

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喜欢用谚语来表达自己的是非观、爱憎观和审美观。

漫长的旧时期，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附庸者们贪得无厌、强取豪夺的

罪恶行径，许多谚语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如“天下衙门面朝南，十个

当官九爱钱”，“钱官司，纸道场”，“嘴里说的仁义礼智信，怀里揣着镰把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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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棒”，“天冷冷在风上，人穷穷在租上”等谚语，寥寥数语就把封建时代的

社会弊端揭露得淋漓尽致。

对社会不良现象和生活消极面，谚语又以讽刺和训诫的手法给予嘲笑

和指责。如“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奸机溜滑吃酒肉，老实头子把苦

受”，“正直人寸步难行，尻子嘴走遍天下”，“香烟搭桥酒开路，谁喂下的狗

咬谁”等谚语，仅仅数字就起到了针砭时弊、鞭策落后的批评作用。

对人民内部的缺陷和不足，谚语则给予了批评和奉劝，如“来人说是

非，必是是非人”，“夜里干下曲曲道，不投天亮人知道”，“狗顶堂屋门，安下

吮蜡心”，“吃屎的狗离不开墙弯子”等谚语。

此外，谚语还提醒做父母的应教育好子女，从小就要养成好学上进、正

直做人的习惯和品德。如“从小逗油儿，到大偷牛儿”，“有错乱护短，坏了不

好管”，“娃娃不听老人言，长大必定受饥寒”，“看庄稼旁人的好，看娃娃自

己的好”，“跟好的学好的，跟上狮公子跳假的”等谚语。

还有的谚语劝导人们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勤俭持家过好日子。农村的

老人们还习惯用谚语总结生产经验，提醒人们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农活，在

什么情况下该注意些什么，比如春天到了，他们便及早向大家提示：“赶早

惊了蛰，后晌拿犁别”，“清明种胡麻，九股八桠杈”，“豆豆种在冰上，荚荚结

在根上”，“沙枣花儿喷鼻子，家家户户种糜子”等。水，在庄稼行里确实是命

根子，为了求得好收成，几乎是所有的农民都在不断地总结如何观察天象，

了解水情的经验，以便根据水的多少决定如何种植。冬天到了，人们盼望着

多下几场雪，因为雪的多少决定了来年雨水的多少。如果在数九天下了几

场雪，人们便说“一九一场雪，来年好种麦”，“九里的雪，请下的客”。每年的

农历正月初一，人们总是趁太阳出山之前，观察祁连山头积雪的情况。如果

山头一片晴白，人们便要高兴地说：“南山头上戴白帽，来年不怕没水浇”；

要是祁连山顶上雾蒙蒙不见白雪，人们便说：“南山头上光又光，一斗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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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升糠”。夏天的水，是农禾丰歉的主要关键，“小旱不过端午，大旱不过十

三”，“五月十三滴几点，肃州城里买大碗”等谚语就道出了庄稼人盼望老天

下雨的急切心情，也总结出了肃州区农历五月上半月是农灌的关键时刻。

此时若还不能浇水，则一年的辛勤劳动便有因旱而歉收的危险。秋天到了，

老农们又用“秋分糜子寒露谷，霜降梨儿下了树”，“立秋不出头（包谷），割

着喂老牛”，“长得崴不如收得净”等谚语告诫大家秋收最佳时节和判断收

成好坏的经验。

谚语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作品，它的精辟之处，不仅在于寓意深刻地反

映生活，而且具有高度的时政敏感性，它常常能够抓住社会生活中某些事

物的表象，及时准确地提示出它的本质。比如在现阶段，某些人趁改革开放

搞活经济之机，利用某种关系或权力搞不正之风，人们对这些违背公德准

则的不良倾向深为反感，于是出现了“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章子不如

面子，面子不如票子”，“领导送上门，干部走后门，群众挤破门”，“不烧香菩

萨不显灵，不送礼老爷不点头”等民间谚语。由于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大都

是人民大众所熟悉所关心的事物，因而很容易被后人们所理解所接受，并

迅速地在民众中传播开去。

当然，谚语中也有一部分作品，本身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指射对象

和多少思想性，但它们往往以含蓄、幽默、风趣的特性，使人们在轻松、愉快

的玩笑声中增长见识，得到精神享受。对于这部分充满机趣的谚语，也应当

给予肯定。

（ 二）

谚语，作为时代的产物，同其他民间文学作品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历

史和环境的局限。鲁迅先生说：“粗略一想，谚语固然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

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人们的意思。……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

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超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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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就为了这缘

故。”《南腔北调集·谚语》）比如旧社会，剥削阶级说：“富一边，穷一边。穷人

把富人的尻子舔，不说富人的尻子深，还嫌穷人的舌头短”，“龙生的龙，凤

生的凤，老鼠生下的会打洞”等，这类内容消极乃至荒诞的谚语，无疑是剥

削阶级歧视、侮辱劳动人民的自我暴露，毫无疑义地应当加以批判和抛弃。

如果把此类谚语也奉为处世信条，那就是极为错误的。然而，谚语本身又是

极其复杂的，不能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一概否定它们，还必须用马列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具体分析。比如“出头的椽子朽得早，会水的

鱼儿浪打死”，“儿孙自有儿孙福，谁与儿孙做牛马”，“人大自然好，树大自

然直”，等等。这类谚语形是义非，模棱两可，哪个阶级都用得着。要准确理

解它的具体真实的含义，搞好它的基本倾向和褒贬等不同的感情色彩，去

芜存菁，去伪存真，或加以改造，正确运用。还有些谚语虽然带有某些封建

迷信或宿命的情调，但在特定情况下也有它的使用价值，比如，“命是个石

八命，一上两石就害病”，“先上来的眉毛，还不如后上来的胡子”，“羊肉没

吃上，倒惹了一身臊”，“好马不备双鞍，好女不事二男”等。这类谚语如果运

用得当或者反其意而用之，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规劝”、“训诫”的作用。

（ 三 ）

民间谚语源远流长，时至今日，谁也说不清它究竟起于何年，为何人所

作。不过，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这一点来看，谚语产

生的年代，无疑先于文字。在我国，谚语在各种古籍的记载中，都有不同的

解释和称谓。《尚书·无逸》称“俚语”曰“谚”；《汉书·五行志》称谚语为“俗所

传言也”；《文心雕龙》：“谚者，直语也。廛路之浅言，文词鄙俚，有实无华，莫

过于谚”；《说文解字》：“谚语乃前代古训”。虽然众说不一，但谚语在史学领

域的地位已可见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语言的不断演变，谚语的内容

也在不断丰富、充实、完善、更替和再造，而且成为人们生活中像盐一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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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缺少的调味品。五四运动以来，一些研究民间文学的大师们把谚语列入

中国民间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对于那汪汪洋洋般

的肃州民间谚语，被用文字记载下来乃至整理成册的却寥寥无几。出于“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这样一种责任感，近年来，肃州

群众文化工作者尝试性地涉足于谚语的收集、整理工作。但苦于水平有限，

又缺乏经验，对收集来的谚语，究竟怎样拣选？怎样分类？某条谚语应该归

到哪类、哪目，真有些“狼吃天爷，无处下嘴”之感。幸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总编委员会编辑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可以排难释疑，这就使编

选、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为了突出地方特色，全面反映肃州人民的生产生活、道德风尚和习俗，

本书的编选准则是“来自民间，群众创作，口头流传，乡土货色”。通过座谈、

走访、通信、发函等方式，向文化专干、乡里耆宿和各行各业的民间文学爱

好者征集谚语五千三百条，经过拣选，编入本书的有三千二百余条。

为本书提供谚语的除区文化馆干部职工和各乡（镇）文化专干外，特别

要感谢张雄思（酒泉中学）、李福仁（嘉峪关）、李缵涛（原中共酒泉市委）、李

敬煊（区民革主委）、雍克恭（酒泉秦剧团）等同志的大力协助。

尽管在编选过程中我们下了一定工夫，但在条目选择和分类上仍难免

存在许多错误和纰漏，欢迎批评指正。

2010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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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政 类

一、祖 国

1．国有富民策，民有爱国心。

2．国富民安，国强民欢。

3．保国的忠臣无下场。

4．宁在家乡喝汤，不在异国称王。

5．国乱思良相，家贫思贤妻。

6．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7．亡国的人，不如丧家的狗。

8．国家国家，没国就没家。

9．国破家必败。

10．国将兴，忠良生；国将亡，妖孽猖。

11．一寸国土一寸金。

12．国乱出忠臣。

13．国败出妖，家败出娇。

14．国家越强盛，人民越自豪（回族）。

15．先去爱祖国，后再爱自己（回族）。

16．英雄保祖国，好汉护家乡。

◆时 政 类◆

时

政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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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谚

语

二、家 乡

1．金旮旯①，银旮旯，不如家乡的穷旮旯。

2．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3．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

4．宁留家乡一撮土，不恋他国万两金。

5．一日离家一日情，好比孤雁宿寒林。

6．虽然此地风光好，总有想家一片心。

7．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8．少不离娘，老不离乡。

9．三九的兔儿不移窝。

10．好出门不如歹在家。

11．宁在家里喝水，不在外地吃嘴。

12．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13．穷家难舍，故土难离。

14．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15．人在外地，老来思乡。

16．出门三分小，月子里的娃娃叫太爷。

17．离城十里路，各有各风俗。

18．五里一个乡俗，十里一个习惯。

19．山不亲水亲，人不亲行亲。

20．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草窝窝。

21．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在家乡翻土块。

22．出的门多，受的罪多。

23．出了门，忘了贫，管他家里人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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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货离乡贵呢，人离乡贱呢。

25．井底里的蛤蟆井底里好。

26．出门问路，入乡问俗。

27．离乡不离腔，土调变洋腔。

28．离家三天两朝，学的南腔北调。

29．知礼不如随俗。

30．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31．生为家乡人，死为家乡鬼。

32．埋骨桑梓地，做鬼也安然。

33．家乡的水比酒香。

34．打桩子盖房，乡邻帮忙。

35．土生土长家乡人，和尚不亲帽帽亲。

36．他乡遇故知，还比酒肉香。

37．乡亲乡亲，离乡更亲。

38．穷家难舍，乡情难忘。

39．宁在阳间喝米汤，不在阴间当鬼王。

40．三里不同乡，十里不同俗。

注释：

①旮旯:酒泉方言，泛指拐角、墙角。

三、阶 级

1．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财主一样狠。

2．穷人的汗，富人的饭。

时

政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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