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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谚语集成·山西卷》是山西省民间谚语的总汇，是山西省历代人民集体智慧与

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山西各族人民语言艺术的精华。

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之西而得名，亦称山右，春秋时期地属晋国，故简称晋，战国初期，

韩、赵、魏三家分晋，因而又称三晋，山西，位居黄河之东，秦、汉、唐、宋时曾先后设河东郡、

河东道、河东路等，历史上又称河东f元代称河东山西道，明代改称山西行中书省，旋改称

山西承宣布政使司；清代设置山西省，其名沿袭至今。

山西省地处华北平原以西、黄土高原东缘。东倚太行山与河北相连，西隔黄河与陕西

相望，南与河南相邻，北以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相接。全境位于北纬34。367—40。447，东经

111。157—114。32’。南北长约550公里，东西宽约230公里。全省面积15，6万平方公里。襟

山带河，地势险要，而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素有“表里山河，形势完固”之称，历来为商贸来

往的大道，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金史·完颜伯嘉传》中载有一句民谚：“不得河东不雄一。

原文这样写道：伯嘉上书谏日：“中原之有河东，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东不雄。万

一失之，恐未易取也。一于此可见，山西地理位置之重要。

山西历史悠久，为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远在170余万年

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山西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全省目前已发现的旧

石器文化遗址，如芮城匾河、西侯度等有100余处。新石器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相传

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缧祖教民养蚕于夏县；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 ．

都安邑”都在山西晋南一带I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也都与

山西有关。 ．
．

山西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古往

今来遗留下丰富的文物古迹。云冈石窟是全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五台山为我国四大佛教圣

地之首，应县木塔是我国最古、最高的一座木塔式建筑，恒山悬空寺、洪洞广胜寺、太原晋

祠、隰县小西天、芮城永乐宫、解州关帝庙、永济普救寺等等，都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瑰 乙

宝，也是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的旅游胜地。

山西2700万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创建有晋察冀、晋冀鲁

豫、晋绥三大革命根据地和太行、太岳两个军分区。山西的山山水水浸透着先烈们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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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每一条山脉、河流与山西人民一样，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八路

军总部驻扎在山西武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革命家都在山西留下了光辉的足

迹，至今仍流传着许多生动感人的民间文学作品。

山西境内山川纵横，丘陵起伏，是一个被黄土覆盖的山地高原。地质结构复杂，地层较

为丰富。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形成了山西丰富多彩的矿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煤炭能源基

地之一。谚语说得好s。山西不缺烧，住在煤旮旯一。山西煤炭的蕴藏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全

省100余县市中有94个县市产煤．因而历来被誉为“乌金世界一、“煤炭之乡一．

如果说，煤炭是山西的物质财富宝藏，那么，民间文学则是山西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宝

藏。浩如烟海的民间谚语，则是民间文学这份取之不尽的宝藏中闪闪发光的一串串珍珠。．

山西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与生产斗争中，口耳相承，总结传授生活与生产的经验教

训，创造并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谚语。·’
。

．

早在战国时期，出生在山西的伟大思想家苟况在他的著作中就引用了许多民间谚语。

比如《劝学》篇中的。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后来演化为“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再如《大

略》篇中的。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知者一，鬈王制》篇中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等。

《新唐书·食货志》与《全唐诗》中均载有“古无门匠墓”这条饱含黄河船工血泪的民

谚。《全唐诗》中这样写道：。唐时漕经底柱入三门，每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

乃能上，覆者及半．故谚云云。谓皆溺死也。一至今山西平陆三门乡一带仍流传着“门匠无

墓”的谚语与故事。说的是三门峡黄河中古有三门山，水流湍急，中有巨石称砥柱，河水至

此，分流三股，南为鬼门，中为神门，北为人仃，舟行此处，频频倾覆，即使熟悉水性的门匠，

也难逃葬身鱼腹的悲惨命运，陆上没有他们的墓地。解放以后，此处建成三门峡水库，黄河

船工的苦难一去不返，而此谚语却仍在流传。 。

·

。魏晋时代的裴秀，山西闻喜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著有《禹贡地理图》十八

篇。在《晋书·裴秀传》中记载：。时人为之语日：后进领袖有裴秀。”这条谚语无疑产生于民

间口头，而又借助古籍更广为流传。
。

有些谚语，在民间流传很久，却在古籍中难以找到。比如“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

生动地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谚语来自实践。古来如此，追溯得再早一些，我国殷商时期

的虞地圣人涧(即今山西平陆县)曾经出过一个圣人，名叫傅说(音yue)。他原是一名奴

隶，在修路劳动中探索出一种省工、省时、省力的好办法，即用两片木板相夹，中间填上湿

士，然后捣实，层层加高，筑为土墙，从而解决了大水常冲塌路基的问题。这一技术，为以后

的修筑长城、城堡、民间垒墙创造了好的方法。至今3000多年，农村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垒

墙。商帝武丁在私访中发现了这个人材，破格提拔他作了宰相。。打墙板，上下翻”的谚语，

就是从那时逐渐产生而流传下来。此语原意是指版筑技术，后来人们又将其理解为世事沧

2

●



桑，循环变化，于是有人续了一句“奴隶能把宰相干”。 、

山西谚语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自然、军事、宗教、民族，及

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和各行各业。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它深刻地阐述了生活的哲理、

斗争的方法，生动地反映了人们的实践经验，发人深省，耐人寻味，不愧为人民群众集体智

慧的结晶。“担水看湿道，拉煤看黑道”、。河有两岸，事有两面”、“斟出来才是酒，做出来才

是手”等，旬句是朴实无华的至理名言．

山西是一个农业犬寒．农林谚、自然谚与时令谚的数量相当可观。一年中的四季、十

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农林牧副渔业，时时处处都有谚语。。春打六九头，遍地走耕牛”、

。春耕深一寸，顶上一层粪”、。种在春犁上，收在夏锄上”、。伏天不肯晒背皮，十冬腊月饿肚

皮一、“秋天弯弯腰，冬天不缺烧”、“冬天比粪堆，来年比粮堆”等等，在全省广为流传，家喻

户晓。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一些表现季节性的谚语中又反映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和适用范

围。比如。清明前后，安瓜点豆”(晋南)、。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太原)、。小满前后，种瓜点

豆”<左云)，“白露种四山，秋分种平川”(翼城)、。秋分麦入土一(屯留)、“秋分早，霜降迟，寒

露种麦正当时”(临汾)，“麦到芒种谷到秋，豆子寒露用镰钩”(运城地区)、“小满麦挑旗，芒

种麦秀齐”(吕梁地区)。

谚语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作品，经过千百万年的口耳相承、辗转流传，不

断加工润色而日臻完美。然而由于历史、时代、阶级的局限，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本集成

在编选中既注意到选择健康积极的内容，同时也适当地保留了一些此类谚语，供作参阅、

研究资料。

随着历史的发展，谚语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一部分古谚语逐渐消失，而大量的新

谚语应运而生。比如。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村干部”、。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一、“不

怕老天旱，就怕政策变”、。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等等即是近些年中涌现的谚语。

在长期的流传中，有些谚语发生了讹传现象，本集成在编选时都注意做了订正。比如

。跟上龙王吃河鱼”，应为“跟上龙王吃贺雨”，。贺雨”是指祈雨得雨后的贡品。再如“舍不得

孩子打不住狼一，应为。舍不得鞋子打不住狼”，“鞋”，晋南土音hQi，意指舍得磨破鞋子(谓

多跑山路)才能抓住野狼。

山西历史上有许多人在收集、整理、研究谚语，尤其是农谚。比如清代的祁离藻

(1793--1866年)，字叔颖，山西寿阳平舒人。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年)中进士，历任兵部

尚书等职。他自幼敏学，后益博大精深，曾教过道光、咸丰、同治三代皇帝，民间有。三代帝

王师”之美誉。本卷附录了祁寓藻编的《马首农言》农谚部分． ．

民国年问，山西河津人刘逵九(1882--1948年)也十分重视收集农谚。他从山西农林

学堂毕业后，留学FI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任山西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他曾编著过一本

《山西农家俚言浅解》，全书汇集了山西各地区的农林、水利、自然、气象等数百条谚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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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作出相当科学的注解，并注明流传地点．

1949年后，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对谚语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更加重视，成果 ，

累累。

1959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宁华堂牧羊经验》(吕效吾等编著)一书中附录了百余条

畜牧养羊及气象谚语，生动地体现了劳动人民口头创作与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宁华堂

(1910--1973年)山西陵川人。50年代被山西农学院特聘为大学教授，以一个牧羊工登上

了大学讲台。他收集并运用的“先坏后好，越吃越饱”、“肥母出胖羔一等谚语，我们直接选录

入本卷中．

山西丰富多彩的谚语不仅广泛地运用在人们日常生活、社会交际中，而且大量地反映

在山西作家的作品中。著名的语言大师、号称“铁笔圣手”的。山药蛋”派代表赵树理，他十

分热爱谚语，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30年代，赵树理在沁水与太谷任教时，都曾向学 J

生布置过收集谚语的假期作业。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十分贴切、巧妙地运用了许多谚语，使

作品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用于说理的提高了语言的说服力，比如“要得人不知，除非己

莫为”(‘三里湾》)、“理怕众人秤一(<十里店》)、“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小二黑结婚》)，用

于记述的增强了语言的概括力，比如“新官上任，不摸秉性”(《锻炼锻炼》)、“胜败乃兵家之 ’

常一((---关排宴》)、。什么样的老母下什么样的儿一(《登记》)f用于刻画人物形象的增强了

语言的感染力，比如。烧的纸多，惹的鬼多”(《老定额》)、“狗仗人势”(《邪不压正》)、。树倒

猢狲散”(《石不烂赶车》)。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每篇都能看到一串串的谚语，读起来生动活 ，

泼、妙趣横生，在文中起到了画龙点睛和锦上添花的修辞作用。谚语使文学作品增色，给读

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

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有限、时间比较匆促，编辑工作中难免有挂一漏万、归类不当、注

释欠妥以及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专家与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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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力I
中国民问文艺家协会

本书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

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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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变梯田．

定年变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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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州塔会冒烟，

莺莺塔会叫唤。

霍泽仁摄

绛州塔 F屯武播

孵NF

平遥的城墙

绛州的教堂。

自由恒摄

远看擎天桂．近看百尺莲。(应县术塔)

顾壤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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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祠

周柏

圣母殿



官向官，民向民．

关老爷向的蒲州人。

(解州关帝庙)

樊晋菇摄

云冈大佛像．

坐在云头上。 常嗣新提供

先有佛光寺．后钉K台山。 顿尊摄 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 馋承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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