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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问文艺家协会)1984年联

合签发的《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

成>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省，地(市)，县各级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组织广

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及基层文化单位进行全面普查与采录，又经层层汇总选编，而分省(自

治区，直辖市)立卷的《中国谚语集成》，终于陆续编定出版问世了。这套集成的编蔡

出版，是为了辑录，保存我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宝贵的谚语文化遗

产，并使其在新时代起到实际应用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中国谚语集成》和另外两

套大型系列化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的联袂问世，是

我国民族民间文学史上一项旷古未有的荟萃之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一项意

义深远的建设性工程。

中国谚语宝藏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然而，它究竟。源骨于何时，如何口流骨长，

却因鲜见确凿之依据而一语难详。先秦典籍援引谚语时，或称。古者有谚竹，或日。先

人有言一，或索性指明所引乃膏周谚骨，曩夏谚带。清人杜文澜的《古谣谚·凡例》说t

4谣谚之兴，其始止发乎语言，未著于文字。-明确指出谚语源于文字之先。这一论断

是十分正确的。从我们五十年代所掌握的尚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采风资

料中，也可看到谚语同歌谣，神话，传说一样，在原始公社的人群中就已起根萌芽。可

惜的是，我国文字产生前的谚语多已流失，无典籍可考。但从谚语历久不泯的这一基本

规律却不难推认。现存于可考古籍中的古谚，当有不少是文字产生前的先民遗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源于劳动。作为直接反映人类劳动，生活和斗争经验总

结的文艺形式之一，谚语自然更不例外。当然，在人类的劳动能力和对外界事物的认识

水平都还十分幼稚的原始社会中，谚语是难以成形的。谚语的成形有赖于人类的劳动生

产，生活经验积累到一定的高度，同时也有赖于抽象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发展成熟到一

定的高度。当先民具备了这些方面的条件，为了相依为命，交流，传授各自的





本《集成》编纂方案指出： “编谚语集成，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谚语。"关于谚语的

界说，乃是一个自古而今众说纷纭的问题。我国古代见诸书面的谚语界说不胜枚举。其

中影响较大者有： 《尚书》的“俚语日谚竹； 《札记》释文“谚，俗语也”；《国语》

韦注“谚，俗之善谣也竹； 《汉书》颜注“谚，俗所传言也”； 《文心雕龙》的“谚者，

直言也”，《说文解字注》的“凡经传所称之谚，无非前代故训静；及《古谣谚·凡

例》的4谣训徒歌骨， “谚训传言骨，二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骨，

等等。另有一些典籍，还对谚语以里谚、俚谚、俗谚、鄙谚、野谚，口彦，里语、鄙

语，俗话、古话、常言等相称。这些界说与称渭，各执其理，各遣其阋，但大多流于片

面，偏重管窥谚语的俗传性特点。唯“前代故训”一说，倒多少点出了谚语的实质。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郭绍虞先生深入谚语若干本质特点，在《谚语的研究》中说：

4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而用美的言词以表现者，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而规

定人的行为之言语。”半个多世纪以来，谚家群起，界说更丰，但迄今也未能定于一

尊。可喜的是，这些界说业已广涉谚语实质的方方面面，大体勾勒出了谚语作为科学字

眼的涵义和范畴。

在此情况下，博采众长，为谚语草拟一个较为妥当的定义，应该说是可能的，由于

要编《集成》，确定一种协调工作的界说，无疑也有必要。据此，我们便在《集成》编

纂方案中权且作了这样的界定： “谚语是民间集体创作，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

型的艺术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这个定义，未必尽善尽美，

但实践表明，用它协调全国谚语集成工作，是基本可行的。当然，作为定义它只原则厘

定了谚语的基本范围。为求进一步地理解和掌握它的实质，我们还须由此剖析谚语的基

本特征。

谚语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从内容看，谚语首先具有经验性。它或源于直接感知，或兼含间接推理；或反映成

功，或总结失败I无不是体验或观念的经验性结晶。谚语还富有哲理性。它总是升华带

规律性的经验，洞察事物的本质，从而能够十分准确地表达出某种深邃而又闪光的见

解，具有令人折服的说理性和训诫性。

从形式看，谚语既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则无不具有通俗、上口的口语性特征。

这一点甚至成为我们辨别谚与非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谚语又总是以最简约的形式，蕴

涵最赅博的内容，表现出非凡的精练性。任何复杂纷繁的事物，抽象深奥的道理，一旦

进入谚海便出奇地精练。谚语还以其高度的艺术性而被誉为“浓缩的诗”。在语言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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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被誉为民问的知识总汇和大百科全书，蕴蓄着人类社会广博的智慧和经验。

对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谚海大国来说，积累和弘扬谚语文化，无疑是具有

重要意义的。

早在一千八百年前，东汉的崔蹇就首先辑当时流行于世的农谚作《四民月令》，成

为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谚语采辑家。嗣后，又有三国吴陆玑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

疏》、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宋陈芬著《农书》、元娄元礼著《田家五行》、明

徐光启著《农政全书》，皆循崔塞足迹悉心采集农牧渔剐生产谚。全面发掘，辑录包括

生产谚在内的各种谚语，一般认为当始于宋。宋人龚颐正的《释常谈》，周守忠的《古

今谚》，系现存我国书海的最早的谚语大观。此后，明人杨升庵的《古今谚》、清人杜

文澜的《古谣谚》、曾廷枚的《古谚谭》?以及近人李鉴堂的《俗语考原》、史襄哉的

《中华谚海》、朱雨尊的《民间谚语全集》，等等，都是各自时代积累弘扬谚语文化的

杰出成果。

值得瞩目的是，历史上对于谚语遗产的传承光大，并不仅限于发掘汇辑成书，更大

量的·还表现在连楹充栋的各种典籍的广泛采用。就连对民间口头创作深怀阶级偏见的

高贤雅士，有时也不得不屈尊腑就。 《文心雕龙·书记》说， “夫文词鄙俚，莫过于

谚，而圣贤涛书，采以为谈”，便是明证。事实也的确如此。先秦典籍保存的大批古

谚，诸如《国语》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战国策》的“宁为鸡口，毋为牛后”、

《韩非子》的“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等，历时两三千年，至今仍闪耀着华夏

先人聪明才智的奇辉。现在仍活在人们口头上的“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忠言逆耳利

于行，毒(今作良)药苦口利于病”等名谚，是《史记》流传于世的。唐宋以来，随着

市民文学的蓬勃兴起，从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到元代杂剧，明清小说，被采撷入墨的

谚语更是数不胜数。例如，单是《红楼梦》前八十回所引谚语，即达数百则之多。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用

的“谣谚”，引起了当时文化界的特别关注。除继续大量采汇成书和引入写作外，郭绍

真，曹伯韩、钟教文、黎锦熙，朱介凡等不少学者，纷纷起而著文立说，揭开了我国谚

语现代研究的序幕。据曾伯韩先生当时统计，短短一二十年间，各省出版的谚语专著，

即不下三十四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谚语的发掘与研究步入了崭新的时代。就发掘成书而论，

从单类集子，到综合选编，从一般介绍，到分类诠泽；从古溏寻源，到今谚集锦}从汉I ，

族谚语概观，到少数民族作品合莹，不断有新集问世。就理论研讨而言，在有关谚语时 ／

黾㈨











9．本卷《前言》，《后记》试图从谚语的性质，特点，功能、形式发展及本卷的编

辑过程等诸多方面，对河北谚语进行理论性探讨，供谚语研究者参考。

lo．卷末另附部分谚语搜集人员简介和搜集谚语迭300条以上者名单，以及部分地

(市)，县谚卷本工作人员一览表，作为河北编谚资料，以便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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