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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出版说明

(一)本《中华风土谚志》是中华乡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株新草，

它所汇集的史志性风土谚语两千四百余条，分属五大类篇，十五章

节，三十一细目，覆盖了中华乡土文化的多个方面。谚条的注文，是以

散文的笔法，“情”理”交融地对民族乡土事物、习俗风情，进行了铺

赋和点染，因而它又是一部情趣性的乡土知识《小百科》和《小品文》。

(二)本《中华风土谚志》所收的谚条，原则上是以1949年前后尚

在流传的为准。属于历史内容的风土谚，也以过时尚不甚久或尚为今

人所知为限。新生的风土谚，只斟情收录个别条目。

(三)为求本书对乡土文化有较广的覆盖面，收录了少量的禁忌

谚、预兆谚。从内容上看，这些谚条大都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封建迷信

的东西。这让革命者看来，难免有“自然主义”之嫌。但禁忌俗、预兆

俗，的确又是民间习俗的历史存在，甚或今天尚有余风。像阿Q一

样，以自己头上的“癞疮疤”相夸耀，固然“无赖”，但因此就忌“光”，忌

。亮”，我个人也认为大可不必，所以，本书终于还是设了。预兆“禁

忌”两个小目，在指出这种习俗不科学的前提下，还是收录了一些禁

忌谚、预兆谚，这不是鼓吹大家头上还去继续生癞长疤，只是估备一

格而已。

(四)本书注文的文格，有时有。边叙边议”，“事”情”杂出，。事”

“理”联缀，在释义叙事的同时，往往涉笔议论或抒情。这要按一般工

具书对语条释义的章法看，就大大有乖文格了。但本书不是“辞典”。

这是本书的主编者，为求注文活泼些，而故做不拘一格策划的，如见

笑于辞典学家，请唯主编者是问，不要怪罪撰稿人。

(i／i：)本书谚条，人篇入章，定位、定序的原则，首先是按谚条内容

的“义场”义类”义位”定篇、定章、定节。同节的谚条，有多数仍可进

一步按语义归类者，再行进一步划分，但不再标目。最终定位、定序的

原则，是按谚条所出的省市次序排列。省市的次序，足以《中国地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册》排列的次序为准。只有“年时节令”目例外，该目是按年节的时序

定位、定序的。

(六)谚条内容多项，分属多个省份时。按首先出现的内容定位、

定序，如属综合性内容，涉及多省者，则排列于该节之首。多项内容之

间有主次之分者，按主要的内容定位、定序。

(七)同一个谚条，定位、定序有两可情况者，以社会的共识为准，

只取其一。

(八)谚条间，注释内容出现交叉重复时，多以。参见”某某条的办

法解决．

(九)同一个谚条，有几种性质不同的注解时，分别归属不同的类

目，勿疑为重条。

(十)为便于查阅，本书后附《谚条音序索引，。

(十一)所有宋天锁、王春来两同志署名的条目均引自朱介凡著

‘中华谚语志》一书。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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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华风土谚志》

海峡遥隔，未能读到《中华风土谚志》全稿。尽管如此，本书主编

者、谋划者的高明见地，强力企图，周延策划，经之营之，出版界、学术

界对该书的看重，寿堂已得知不少讯息了。好欣慰，好感激。

风土谚志的出版，正是现代中国谚学发展之水到渠成。它与整个

国家历史进程、社会思潮、学术文化的大势所趋，息息相关。

谚语深具民族特性。乡土色彩，群众认知，还有诗情画意的感情

拈连。往古原始社会，语言生活发展过程中，有一股劲遒强大的主流，

时或潜沉水底，时或激荡扬波。这主流，便是语言的文字、词汇、短语

和成句的谚语，千秋万世递嬗不绝，代代相接的集累。宋儒杨万里名

论：“古者有亡书，无亡言。”且今，好些少数民族虽无文字，而仍一直

有其谚语传承。

《尔雅》，或以为其中的字多已死亡，若《释畜》篇关乎马的部分，

殊不知它还活在新疆蒙藏陕甘宁过游牧生活人们的现代语言中，情

歌《花儿》及其谚语，例证在在。更有甚焉者，“十大民间文艺集成”竣

工后，其数百巨册国家卷，并同数量以二三十倍计的地方卷(已先后

各有刊本)，所呈现的这种事例，必然尤见其多。

总之，十大文艺集成，产生了许多承接而来的新课题，有待学术

界大力拓展。它必将使我们大字典、大辞典的内涵更加丰富。这可是

毕生尽瘁于此的前辈王云五、黎锦熙、张其昀、孙楷第、杨家骆诸位先

生在世之日，想也想不到的情况。

谚语传承，虽时移世易，而仍不易走失。这种情况的了知，前人但

有蒙胧体认，不及深入考察。先秦古典书册之看重谚语，可以孔子引

南人有言，庄子鄙谚、野谚，孟子夏谚．左传周谚，以及许多典籍提说

谚语而未明白指陈，如《论语·八佾》：“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是其

例证。

不说近代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俗文学、语言学、社会意识

学、文化人类学的分析认证，古史也先有记载，前人早有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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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笮都夷者，武帝所开，以

为笮都县，其人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清·王先谦《集解》：夷中

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

夷经。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

少数民族谚语的存在，《中国谚语集成》三十一卷巨册，每一卷

里，皆有所序列。两千多年前，西南夷的耆老，正与先秦时代中原文化

古谚“养老乞言”的往代政治体制如出一辙。《诗·大雅·生民之什·

行苇》篇序：“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

事黄耆，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礼记·内则》篇：。既养老而后乞

言”，乃是古今中外，尊邦国元老为资政也。

中国文化上，集谚而成专书，始自后汉崔塞《农家谚》，较《旧约》

《箴言》、《诗篇》为迟。而早于崔蹇两百年前的刘向，他在《说苑》的《丛

谈》中，已著录谚语，只因与格言、经典警句混杂序列，致难显出谚书

特色。晋·葛洪《抱朴子》指出，他见过《谚书》，惟后世失传。

唐宋下迄明清，谚语、恒言、常语、俗语、乡谈、方言(广义的谚语)

以名书，记说谚语，则代有著录。

至以现代观点，论究谚语，调查、纂集谚语．实始于1919年“五

四”新文化运动之际，略举起初千年，好些位前驱者启导之功。

郭绍虞《谚语的研究》1921年2、3、4月《小说月报》十二卷卷

二、三、四期。

史襄哉《从中国谚语看教育的原则和实施》约1924年，史氏东

吴大学毕业，赴美国进修，博士论文，全以英文写成。引证出诸中文典

籍，也涉及前此英美传教士关于中国谚语的论著。无中文译本。抗战

初，南京陷落，其全稿与青年会所同毁。

傅振伦 《关于谚语、俏皮话之研究》1924年11月、1925年4

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一卷六十八期√＼十七期。
。

钱玄同、杜同力等 《关于谚语》(通信)1925年7至10月，北京

《国语周刊》6至19期。

胡朴安 《俗语典》1922年9月，上海广益书局。

陈和祥《童谣大观》1922年9月，上海世界书局。此书谣谚杂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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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陈君馥‘语体作文材料11922年10月，上海广益书局。集古今

谚语、中外格言编成。

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1925年3月，江苏南通、翰墨林。

史襄哉‘中华谚海}1927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

常 惠《谚语选录》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歌谣小丛书”。

孙楷第 ‘宋元明清四朝谚语类辑》1930年前稿存《中国大辞

典》编纂处。1950年后，归社会科学院。几年前，孙氏函我，迄未出版。

他随即逝去。

齐如山 《谚语录}1930前。1961年，齐氏故世。后两年，《齐如山

全集》在台北出版。此书收入全集第七册。

郭绍虞 《元曲中引用谚语》稿本未刊，1948年秋，寿堂赴上

海同济大学晤郭氏，特谈此书。

陈铁恨《谚语》上海商务印书馆。

费洁心《民间隐语》。

陈光矗《歇后语选录》北平启明堂。

陈光轰《歇后语研讨》上海商务印书馆隐语、歇后语，皆指俏

皮括。

苏 辛 《风暴时雨古人多托之神话试缕陈土俗相沿之谣谚而

以学理推理其原因11913年10月，北京《地学杂志》三卷九、十期。

南北各地农谚，1924--1930年 南京金陵大学《农村新报》，逐

期普查，纂集与释说。

。五四”以后。国人纂述，地方性谚语集，南北纷纷竞出。但举

1930年以前者。顾颔刚《吴谚》、胡祖德《有其说无其行的苏谚》、《沪

谚》、严芙孙《上海俗语大辞典》、伍稼青《武进谣谚集》、洪为法《江北

谚语》、陈训正《甬谚名谓籀记》、陈屺怀《倪言》(倪，譬喻也)、叶镜铭

t绍兴谚语》、湖南益阳第九师范《湘语汇编》、曹伯韩《长沙谚语》、王

国栋《河北省谚语类辑》、庆博如、张次溪《北京俗语旁验偶记》、蔡省

吾、张次溪《都门谚语》、严工上《说话流口辙》(北平口语练习法)、齐

铁恨《北平俏皮话》、山东省民众教育馆《山东谚语集》、赵质宸《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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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集》、姚雪垠《南阳语汇》、范啸天《粤谚》、张祖基《客家谚语格言

韵编》、陈天夫《闽谚采鲭》，连横、吴槐、蔡煜、陈绍馨、苏维熊、李献

璋、曹甲乙、廖汉臣关于台湾谚语的纂述与研究，唐枢《蜀籁》、刘安国

《秦谚初稿》、李敷仁《干话本》(陕西俏皮话)、冯国瑞《天水乡谚考》、

赵尺子《东北风土谚语》。

1931年后，这六十年的谚学发展，波澜壮阔，须得专文论之。于

此，略述一二。

朱炳海取精用弘。1931年，他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负责天

气预告，主编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月刊，辟“科学歌谚”栏，

广征各地气象谚语，择取极精，予以科学诠释。经十年研究与实务体

验，撰《中国天气俚谚汇解》。1952年，更名《天气谚语》。锲而不舍，逾

半世纪，1987年．北京农业出版社刊其《气象谚语》，九万字，周延简

扼，深入浅出，学理与实际．凝结如青海盐块之透亮。

由朱炳海的例，证实了自己1985年“寿堂梅花五愿”的第一愿：

“谚语资料在各科学术的研究与印证。谚语资料丰富，可提供各科学

术研究的课题，其十之五或十之九的资料，尽在谚语志中，只要另凭

十之五或十之一属于自己专攻学科的论点与资证，即可各为本科专

题的充分研究。”(《中华谚语志》、《寿堂谚语工作年表》)不论哲学、教

育、医药、家庭、妇女、儿童保育、政治、经济、社会、兵学、以及自然科

学、应用科学、语言、文学、艺术、史地哪一部门的课题。

欣念及此，我这个83岁的老汉，颠沛一生，今日独处斗室，写此

序文，提说到纯学术的探求上，真是大有厚望焉!中央乐团的弦乐队

的箫独奏，卡带播出《梅花三弄》，伴我清思。武占坤这一伙学人，为

《中华风土谚志》下力十分，此书定必能鼓舞全世界的中国人，也让外

国朋友在此中得以亲切的洞悉，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知性、感性、爱

心、德性、理想究为何如了．

黎锦熙《方言谣谚志》。黎师认为方志的编修、普查，最能巨细无

遗的获得语言学的活资料，因撰《方志今议》。所述修志体例与方法．

颇有超乎史学家、方志学家之处。尝告我，这是越过了语文本行。抗战

中，地方政府，莫不视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军事为首要，独陕西城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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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余正东，一秉士君子德性，倾心黎师所见，竟能为此非。当务之

急”的工作，请黎师主持，集西北联合大学师生之力督修城固、洛川、

同官等八县及黄龙山设志局志书，皆在1945年前，八年抗战最艰苦

时期，以典雅线装的形式出版。内容质量，空前完美，其《方言谣谚志》

尤为语言学、民俗学、方志学的瑰宝。于现代中国谚学，展现了新的篇

页。黎师屡以初印散页篇章，写注不少眉批示我。前年秋，连同所有谚

语书册、档卷、资料，赠与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典藏。

台湾社会十年集谚热潮，由于何凡、林海音伉俪的看重，1954

年，寿堂为台北《联合报》副刊写“谚话”专栏，激起台湾集谚热潮，持

续三年之久。海音则认为有十年，恰是她主编“联副”时期。谚话者，取

诗话体裁，谈说谚学。1985年前后，寿堂在台湾大学研究图书馆阅

览，始发现薛诚之教授1936年发表硕士论文《谚语研究》(极得胡适

之先生看重)，同时也有几则。谚话”(均见于这年五月燕京大学《文学

年报》第五期)，其旨趣与我相同。诚之未能接受我的怂恿，后来搁置

了谚学，只在大学教书。前几年，逝于武汉。

附带的，一沾感慨．实在不能已于言也。

40年来，于台湾各大学、研究所、各学会、机关、社团、乃至监狱，

作谚学专题讲述屡矣，只因未在大学正式开课，竞少能引上接棒者。

偶遇三两位，旋即交臂失之。

所欣慰者，文革后，内地南北谚学同道，无不论著卓越，乐于从

游。

尽瘁谚学60年，工作总结于《中华谚语志》(1989年8月，台湾

商务印书馆版)500万字纂述，录谚五万余条，其四分之一部分，属风

土谚，寿堂所以非常同意本书主编武占坤教授在。前言”中的论点。他

这番恳挚情意，高明见地，教人十分倾服。

《中华风土谚志》的出版，使中国人．尤其是后世子孙，就跟我们

的历史、文化、民族、社会、乡土，永远活生生连结在一起了。。周虽旧

邦，其命维新!”

朱介凡 a

一九九四元旦于台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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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风土谚，是我们先民多少代人的情思，是对神州风采的讴歌和炎

黄风情的礼赞；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乡土习俗、自然风貌、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等事物现象认识的智慧概括。因而，它既是口碑载记的

《民俗志》、《地理志》和《名物志》，又是谚语形式的《风·雅·颂》，是

画龙点睛的“志书”，是有句无章的“诗篇”，是“情”、“智”的结晶，

。风”、“志”一体的文化瑰宝。作为出自田夫野老之口的“国风”．它自

无文人笔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慷慨豪情，更无“垓

下之围”那样形象生动、情节细腻的内容，然而，它在民族文化体系

中，却是泥土香浓、民族性显、传承性久、感染力强的血型性或基因性

的文化细胞。

民族的乡土事物，五光十色，森罗万象。而能进入人们口碑，取得

谚语形式的，却寥若晨星。因而，在乡土文化的天幕上，风土谚也正如

启明星一样显得格外明亮。因为，它所概括的事物现象，对该民族来

说，大都是接触久、根基深、风靡广、最能触情思、动心魄．被认为是

真、善、美的东西，而且风土谚的形成，也比一般谚语更需要时空条件

的孕育和历史机缘的撮合。我国的名山胜水，星罗棋布，但是，进入人

们口碑，有风土谚说法的却是少数。例如，不是明代旅游家徐霞客把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认识写进他的游记中，不是宋

人李曾伯把他对桂林风景的观感“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评语有机会刻

在《重修湘南楼记》的碑石上，作为黄山这座名山，桂林这一名景就不

见得进入俗谚口碑或起码不见得是以这种说法进入口碑。故而，在任

何一个民族的民谚里，风土谚都是稀有元素，在乡土文化宝库中，真

如。凤毛麟角”般的珍贵了。

风土谚的地域封闭性较强，不加注释，很难成为全民的财富。如

“人到扬州老，船到仪征小”、“清风雅雨建昌月”、“曲阳的鬼，赵州的

水，赞皇有个武洛美”等等，这类风土谚，异地他乡的人们，很难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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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了解它们的含义。人到扬州为什么。老”?船到仪征为什么。小”?

风、雨、月，对任何地方都是普遍的自然现象。“一轮明月照九州”么J

为什么在建昌就成为风土现象了7这都需要很费一番文心进行注释

的。

本书i即以风土谚为骨骼，以文心雕龙的铺赋笔墨为血肉。使封

闭性的、口碑形式的风土谚，在画龙点睛的升华中取得人所易知、全

民共享的文献形态，。口是风，笔是踪”么!从而锦上添花地展现中华

风土谚这个稀有的乡土文化元素量的丰富和质的闪光。“量”是覆盖

着中华古国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历史时空风土文化之量，。光”

是神州大地，江山如画，宝藏如金，地灵人杰，物华天宝之光；是炎黄

子孙古典而又浪漫的生活情趣之光；是中华民族、山魂水魄，泥香土

韵的精神气质之光，从而在民族文化的万里长城上添一座“烽火台”，

一个“吹民族意识东风，烧爱国主义烈火”的灵台!在乡土文学的大观

园中，建一处“稻香村”，一个“杏帘招客饮，桑榆燕子梁”的文化山村!

打开这本书，足不出户，祖国的名山胜水奔来眼底，异地的习俗风情，

争相入目，诚可谓笼天地于襟袖，览万象于须臾。开眼界、长知识、畅

心神、冶情操，给人精神生活以巨大的享受。

本书，对于异国朋友来说，是了解我们中华的广角镜头。从这里

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江山多娇的风貌。从这里他们可以嗅到我们

五千年之久文明生活史的馨香气息，从这里他们可以听到我们炎黄

子孙的胸膛中，那颗勤劳、勇敢、热爱真理、追求善美、富于情思的伟

大心脏的跳动声，在日常生活习俗好尚面前，所谱奏出的优美旋律和

乐章，从而加深对我们民族美好的心态的认识和理解。

本书，对于流连异国的游子来说，是“子规”的催归，是乡土的呼

唤，唤醒他们爱祖国，爱民族，爱乡土的良知和信念，激发他们“要饮

还是家乡水，要看还是故乡美”、“水是家乡甜，月是故乡明”的乡恋之

情，焕发他们“儿不嫌母丑，士不嫌国贫”、“宁恋本乡一坏土，不爱他

邦万两金”宁为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的高尚情操，使异国

寻梦的人们梦回，让数典忘祖的人们怀祖。

展读这本书，对于广大的海外侨胞来说，无疑会感受到母亲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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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馨和母亲乳汁的甘甜，从而加深他们。水源木本”之恩，“落叶归

根”之念，为他们的寻根探祖热传递乡音。

展读这书．可使后世子孙充分意识到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是寸

土寸金得天独厚的地方，他们的列祖列宗，是如何地发挥聪明才智，

创业维艰地为他们修下了气壮山河的万里长城，造下了巧夺天工的

苏州园林、避暑山庄，留下了号称世界之最的殷鼎周钟、秦俑汉刻

⋯⋯使华夏列名四大文明古国而毫无愧色；为他们留下了一系列充

满古典风情和祥瑞色调的年时节令，例如，新年的爆竹潮，元宵的花

灯海，清明的踏青行，端午的龙舟赛，中秋的赏月俗．重九的登高风，

除夕的交子饭，“人日”的长寿面，寒食的子推燕，腊八的七宝粥，等

等。使人们日常生活的画卷气象万千，让人们平凡岁月的长河浪花朵

朵，从而，显示我们华夏民族的文明教化的蕴藉风范，使子孙们不会

为生为炎黄的后裔，来自黄土高原，育自黄河文明，生了一身黄色的

皮肤等“四黄”的际遇而自卑。而是满怀豪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自强不息地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在今后的生存问题上，不断地“龙飞九

五”的历史任务。

展读这书，对于那些当年曾为捍卫国家主权立下汗马功劳，现在

却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阙“安魂曲”，安他们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之魂的乐曲，捧读这个卷本，会唤起他们对自己当年“三

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戎马生活的缅怀。他们中问有人

可能曾经是“转战华山”的抗日英雄，有人可能在长沙城保卫战中浴

过血，桂林城中宿过营，当他们在此书中读到“华山自古一条路“生

成的桂州府，铁打的长沙城”的谚条时，“故国神游”之思，。忆往夕峥

嵘岁月稠”之感，便会油然而生，这当是老年人安度晚年，最酣最醇的

精神美酒。

读到这里．有的同志难免要提出异议：这本书不就是说山道水，

说土俗道风情吗?哪里有这种社会价值。我们说，常言道：“万水千山

总是情”么!说山道水的风土谚，就是道爱国之情，道乡恋之情，道民

族生存环境得天独厚之情。说土俗的风土谚，就是道我们爱生活、爱

历史、爱文化之情。山水之谚，习俗之志，寄托着我们民族慷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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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执著的追求，美好的憧憬和吉祥的祝愿，君不见“蓬开先百草，戴

了春不老”、。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

这类抒情诗般的习俗谚吗?它就是道我们民族“爱青春”惜韶光”的

情思和对“芳华永驻”的真挚祝愿的。君不见。天下黄河九道弯，宁夏

一弯到潼关”万山之祖属昆仑，五岳独尊有泰岱”这类名山胜水谚

吗?它不正是我们民族精神气质的象征和我们民族历史道路的写照

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任凭世界风云的变幻，任凭历

史上民族竞争激流的冲刷，我们这个民族不始终是。青山依旧在，几

度夕阳红”，象昆仑一样，“横空出世”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惯

看春月秋风”吗?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民族的历史道路，尽管也

象黄河一样，有过九曲十八弯的曲折，但是到头来，还不是“抽刀断水

水更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狂风万里走东海”吗?

也许有人又说，今天是海洋文化领袖风骚的时代，中华风土谚是

黄河文明的一角，泥模土样，土气十足，不应称道。我们说，不同民族

的文化类型，都有它童年的黄金时代和老化的衰弱时期，黄河文明的

童年时代，不仅使华夏列名四大文明古国，就是时至今日也仍有它：

“宝刀不老”的作用。历史不能割断，“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即使

是全新的事物，也离不开孕育它的“母体”，我们吸收外来的新技术、

新思潮，就不要适应国情，就不要以我们民族艰苦质朴的泥土精神为

支柱吗?有人说黄河文化泥沙太多，包袱太重。然而“金无足赤”物无

尽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宗教上企求的“净土”所

谓“玉宇无尘”，也只能是艺术语言的夸张，古人有言“细看斜日隙中

尘，始觉天下无处不纷纷”，“无处不纷纷”，这才是真实的现实。黄河

文明中有泥沙，难道海洋文化中就没有腥风酸雨和暗礁吗?吸收古今

中外的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自不待

言的。

我们编写这本风土谚，向我们祖国的壮丽山河顶礼，向我们祖先

留下的良风美俗膜拜，就是要弘扬这里面蕴寓着、象征着属于我们民

族自身传承下来的、基因性的、血型性的、最真、最善、最美的东西，发

扬之、光大之，为我们中华民族这条东方巨龙，在经济上的腾飞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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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雨，为我们炎黄子孙这只火凤凰，在贫困之火中的“涅巢”而富强永

生，呐喊助威，那些愚昧落后的。土”、固步自封的“土”、污泥浊水的

。土”，阻挡我们历史前进的垃圾之。土”，当然要彻底抛弃。

词语的褒贬色彩，也随着时潮的涨落而涨落。在“阿Q”时代，

。洋”字臭得不得了，因为。洋”字总和“假洋鬼子”里通外国”这些革

命对象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了，。土”字，又大犯忌讳，“土老冒”，成

了最风行的贬词。风土谚沾了。土”字边，难免不被误解。其实。土”在

本义上，国土的土、乡土的土、土地的土，是个极其伟大的字眼，常言

道“万物土中生．一切归于土”，试看大千世界的森罗万象，红尘人寰

的花花绿绿，哪一样不以土为根基呢?人的一生都在吃土、穿土、住

土。古代人的最后安息还要“终需一个土馒头”．把一切归还给土。真

正的造物主是“土”而不是“神”。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氏”不就是

用泥土造人吗?《旧约·创世纪》上说上帝耶和华造亚当，不是也用的

地上的尘土吗?。土”的本义意味着根基、载育、生长、创造、纯正质朴、

民族的、大众的。风土谚的土，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土。因而，本书充满

了泥土的芳香、泥土的风情、泥土的精神、泥土的气质，而且是“黄土

高原”的粗犷、豪放、慷慨、坚韧善于凝结的黄土气质。

本书编写的宗旨，就在于寄情风土谚以展现我们神州大地的紫

陌红尘为目的，以弘扬民族的山魂水魄为题旨。集中华风土谚的精

华，驰骋注释文字的笔墨，把本书集注成一卷激发人们爱国情思的

‘神州颂》，集注成一支召唤人民民族童心的《摇篮曲》，集释成一首歌

颂乡土风情的《抒情诗》，集汇成一曲振奋民族精神的《大风歌》。

风土谚出自乡土文化的深层，它的语言形式，虽无出自艺术宝宫

的古典诗词那样婀娜多彩，但它的质朴、凝炼、遒劲的神韵，却是文人

的笔墨所难以企及的。例如“万山之祖属昆仑”自古黄河不夜渡”、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湖广熟，天下足”

之类的风土谚，它们每句的字数虽然多不过十言．但是昆仑之。雄”，

黄河之“险”、洞庭之。大”、岳阳之“胜”、苏杭之“美”、湖广之。饶”，却

力透纸背地表现出来了。这种一字千钧的道劲之力，在群芳谱中，恐

怕只有梅花的铁于虬枝的风格能与之媲美，古人有诗咏梅花说。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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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倒人，古木硬为铁，一花天下春，万里江山雪。”愿这本书的出版能

给风土谚的研究带来。一花天下春”的局面，给广大读者带来“沾衣欲

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感觉。

主编武占坤

1992年3月18日于河北大学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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