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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谚语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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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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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集成的编纂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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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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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何时，如何。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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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日。先人有

言一，或索性指明所引乃“周谚”、“夏谚”。清人杜文澜的《古谣谚·凡例》说：。谣谚之

兴，其始止发乎语言，未著于文字。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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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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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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各自的点滴生产、

生活心得。他们便开始逐步将那些行之有效且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一次再次地概括提

炼为易讲、易传的短言句式。你讲我讲．久而久之，这种短言句式便渐趋定型，成了所

谓“谚语”。在我国先秦古籍中，生产谚就位居古谚之首。诸如《易经》的。士判羊无血，

女承筐无实”、《诗经》的。朝跻予西，崇朝其雨”等，出自商周奴隶农牧劳动和天气占
‘ 验的生产谚，几乎俯拾即是。

谚语发端于劳动，但也并不止于反映劳动生产。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谚

语逐步由认识自然，总结劳动经验，而广泛涉足社会生活，涉足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

种社会矛盾。这些后起于生产谚的其它谚语，来源更庞杂，内容更丰富。为了便于表述，

我们权且统称之为“社会谚”．社会谚同生产谚一样，依然是人民群众的I：l头集体创作。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衣食住行之事，统统倾注子谚海，

举凡事理德行、时政社交、FI常生活，以至风土人情，都不乏精妙之作。这些谚语的总

和，反映了劳动人民全部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历史经验，成为世世代代人民群众认识生活

的教材、陶冶性情的艺珍、斗争自强的武器，以至改造社会的指南。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阶级社会中，当谚海向广袤的社会生活不断扩展时，也会不

可避免地出现。两种文化一现象。由于剥削阶级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无不与

劳动人民形成截然的对立，为了维护并散布其自身的思想，势必也极力设法利用谚语这

一具有奇妙交际效应的艺术语言。他们或是扭曲谚语的本旨，随心所欲地。采以为谈”I

或是偷梁换柱地对谚语进行篡改和伪作，把剥削阶级的种种思想观念和处世哲学深深地

渗透于谚海之中。鲁迅曾指出：“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

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他同时剖析“各人自扫门前雪，英管他家瓦上

霜”一谚说，。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

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l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一寥寥数语，便十分明白地揭示

出了谚语的阶级性。 I

我们探讨谚语源流，既要剖析谚海的“两种文化”现象，还需研究谚海海域的消长

变迁。谚语既是一种口头传承，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必然会不断出现变异、增

长和消亡现象。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谚语也不例外。从谚海整体看，总的趋势是

与日俱。长露的l而从各个局部_海域一看，却是从不间断地在时长时消．所谓。时

长”，主要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视野的El趋开阔和经验、认识的日益更新，不断有

大量新的谚语涌现出来，致使辽阔的谚海日渐加深加宽。所谓搿时消一，主要是指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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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历史时代的一些谚语，或因其所反映的事态已时过境迁。或因其所使用的语言已发

生变异，不再为人们所口传、引用，因而又总会随之在谚海中悄然消逝．不难看出，正

是这种时长时消的规律，在影响和制约着谚海这一。海域一，使之始终处于永不干涸而又

充满生机的流动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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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释文。谚，俗语也”I《国语》韦注“谚，

俗之善谣也”，《汉书》颜注。谚，俗所传言也”，‘文心雕龙》的“谚者，直言也"，I：说

文解字注》的。凡经传所称之谚，无非前代故训”I及‘古谣谚·凡例》的“谣训徒歌”、

。谚训传言”，二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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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界说与称谓，各执其理，各遣其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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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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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由于

要编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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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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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或反映成

功，或总结失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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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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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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的I：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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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的诗一。在语言里，它既

是特殊表达成份，又是艺术表达方式。它广用辞格，巧织句式，节奏鲜明，音韵铿锵，常

见的形式是由两句构成，也有一句、三句、四旬的，在技巧上，谚语还常常运用民间诗

歌特有的排比、对偶、比喻、层递、倒装、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以增强其艺术上的感

染力和论理中的说服力。
。

这里简略提到的只是谚语在内容、形式上所通常表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特征。为了厘

定谚语的界限，同时还须以此为依据，去细辨谚语和它的近邻们的区别。编纂方案规定，

。本《集成》只收谚语，不收俗语、格言、成语、歇后语。一方案所列。不收”诸语，便

是易与谚语混淆的“近邻一．

在所有近邻中，俗语最易与谚语相混。这固然同谚语历来多和广义的俗语称谓混用

有关，更因两者确实相距太近所致。我们所谓俗语，是指狭义俗语，即对于某种思想和

社会生活进行直接间接形象化描述的定型语句。两者突出的区别是：谚语旨在推断某条

道理或经验，而俗语则大多描述某种情状或性质，谚语必是完整的句子，而俗语则不乏

短语式的。残旬”，多需借助上下文，庶几完整旬意。

谚语与格言一般不难区分。谚语系群众集体创作，查无作者，格言则多为名人“可

为法式”的语录。有作者可查I谚语富IZl语特色，使用时可易字句，格言书面语特色较

浓，且一字也不可改动。

谚语与成语可做多方面对比：谚语是整句，可单用，而成语多是词组或短语，只能

充当句中的“词”。谚语只大体定型，使用时可小有变异；成语则非常定型，一般不容擅

改。从风格特色看，谚语以俗为本，口语味儿浓，成语则文墨味儿重，多作书面引用。

在多数情况下，谚语与歇后语界限分明。谚语侧重言事言理，歇后语侧重喻形喻情；

谚语主谓语浑然一体，歇后语喻解体若即若离，讲述时可以乃至必须有较长的停歇，谚

语的“有效成份一蓄于全句，歇后语的“有效成份”只在后半句(解体)，谚语独立成旬，

歇后语多作句子成分，或依附某语言环境。

必须指出的是，谚语和它上述近邻虽可类分，但它们之间也有交叉现象，有的却也

难以截然断面，因为它们毕竟共属一个语言大家族——熟语。它们在来源、语义、表达、

流传等某一或某些方面，维系着或远或近、或浅或深的“血缘”．甚至难免“混血一跨类。

我们既反对不分界限，又承认谚语和它的近邻有跨类交叉现象，例如s。满招损，谦受

益”，既是格言，又是谚语I搿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既是俗语，又是谚语，。哀兵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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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既是成语，又是谚语，“单面锣打不响”，既是歇后语，又是谚语，这类相互交叉的

作品，我们认为也可入<谚语集成》。

谚语，被誉为民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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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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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t=民要术》、宋陈隽著《农书》、元娄元礼著鬈田家五行》、明徐光

启著《农政全书》，皆循崔塞足迹悉心采集农牧渔副生产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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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近人李鉴堂的鬈俗语考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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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不得不屈尊俯就。《文心雕龙·书记》说，“夫文词鄙俚，莫过于谚，而

圣贤诗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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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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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曹

伯韩、钟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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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曹伯韩先生当时统计，短短一二十年间，各省出版的谚语专著，即不下

三四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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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分类诠释，从古谚寻源，到今谚集锦，从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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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概观，到少数民族作品合壁，不断有新集问世。就理论研讨而言，在有关谚语的搜

集整理，界说分类，内容缕析，艺术探讨，语言寻踪，以至国内外谚语的比较研究等领

域中，众多选题，有的已经成书，有的已始于谚语学者的探索笔触。在此期间，公开出

版的专著和类书，少说也逾百余，见诸报刊的零星论文，更是数以千计。

古往今来，我国谚语宝藏业已展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喜人。然而，我们也无须讳

言，这些已有的发掘与研究，较之我国谚语宝藏的实际储量，较之我国谚语研究的应有

水平，较之世界谚语研究的发展形势，毕竟还很有限，或日差距不小。全面发掘谚语文

化遗产，致力提高谚语研究水平，进而卓然确立“中国谚语学”的光荣使命，历史地落

到了当代中国谚语工作者的双肩。

有鉴于此，早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就积极酝酿并倡议在全面普查、

采集的基础上，编纂出版包括l：中国谚语集成》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丛书。这一倡

议，得到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高度重视与鼎力支持。1984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

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联合签发了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接着

便组织班子，制订方案，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发掘、编纂谚语集成的宏大工程。

在1986年5月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三次工作会议上，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正式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列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

四

‘中国谚语集成》以广集我国谚语之大成为己任，自1984年下达关于编纂民间文学

三套集成的《通知》之后，<集成》工作通过全国省、地、县各级文化部门和《集成》机

构，即纷纷培训骨干，发动群众，组织了全国性的谚语大普查、大采集。在普查采集过

程中，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草原林海，到边寨渔村，无不遍布谚语工作者的辛

劳足迹。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谚语的搜集犹如大海捞针，需要一点一滴、一句一条

地积累，其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正是靠着众多同志默默无闻的

埋头苦干和献身精神，终为‘集成》的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将永远记下他

们的功绩。集成工作开展以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工作不甚平衡，但就普查面之

广、采集量之多而言，已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编纂《方案》规定，。原则上以现今流

传于世的作品为界，存于古籍而未见流传者，一般不予入书。一通过此次普查采集，全国

“现今流传于世”的谚语，包括那些确已在I：I头流传而为群众所认可的新谚语，大体已经

掌握。真正集我国数千年岁月、数十个民族谚语文化之大成以编纂成书，这在过去时代，

断不可能做到，甚至连想也不敢想。这也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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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有可能完成的大业．

‘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与出版，是在全国范围内囊括普查、采集、翻译(部分少数

民族谚)、鉴别、遴选、分类、编排，以至印制出版等项内容的浩大的系统化工程。编纂

‘方案>总体要求，这项工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性、全

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真实、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各民族谚语创作和流传的面貌，体

现八十年代我国对民间谚语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的水平及成果”。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把确定一个明确的编辑指导方针，放在

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由于谚海存在。两种文化”现象，加之许多谚条流传久远，时空跨

度甚大，作为历史的产物，不能不受到时代的、思想观念上的局限，特别是受到占统治

地位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与干扰。因此，其中有些作品难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

迷信的、宿命论的观念。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收作品时，必须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认真区别对待。凡属内容反动、格调低劣、对人民群众有害无

益的作品，一律剔除不收。当然，我们也同时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出发，始终注意把不同时代产生的作品，放回到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分析、观，

察，并从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多方位地去审评它

们的功能与价值，而力求避免用今人的眼光去机械地、简单化地苛求和否定前人之作。因 一7。

此，凡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揭示作用和认识价值的作品，尽管它们在现实生

活中已失去借鉴意义，我们依然予以收录。对于一些因受到历史的、认识上的局限，而

带有狭隘性、片面性，在事理的分析上已显得陈旧过时的作品，只要它们尚属无害于民

的传统佳作，我们也适当保留下来，以留给读者去批判地继承。此外，对于语言艺术上

的特殊表达，诸如“母勤女不懒，父懒儿不勤”、。宁养败子，不养呆子”一类因强调某

一点而故意极而言之的作品，亦不简单视之为粗伪糟粕，动辄一笔删汰。总之，既注重

社会效益，又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二者兼顾，审慎筛滤，是本《集成》在编纂过

程中贯彻始终的编辑指导方针。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对入选的作品严格贯彻。三性”原则。所

谓“三性”，即一讲“科学性一，务求采集、整理、翻译、鉴别以至编排等各个环节，都

具有忠实性、准确性，反对无视科学的随意性，二讲搿全面性”，务求全书所收作品，基

本囊涵全国现今五十六个民族的各类谚语，包括富有实用和研究价值的异文变体，三讲

。代表性”，务求入书作品业已经久流传，有较强延续性和一定覆盖面，在本地区、本民

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凡属乡土味较浓之本地区代表作．有多少收多少，跨省的“通用力谚，

也择优入书。这三条原则，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明确了《集成》的学术准绳，又

提供了协调全国编纂工作的统一规范，以力求保证本书应有的质量。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按内容分类方式建立自己的编辑体系。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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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容蕴繁杂，按内容进行分类，虽有相当的难度，且迄今未见公认的内容分类范本，但

为了增强本《集成》的可读性与可利用性，我们仍坚持采用了按内容分类体系。要求作

品归类时各就各位，依类相从，并照顾各类作品内在的联系，以供查阅方便。我们试将

入书谚语的内容分作“大，中、小一三个层次，进而在各个层次中按内容立目划类。要

求全书各卷的类别。大一统，小变通”，即：大层类别各卷大同，中层类别各卷允许有若

干增减调整I小层类别则可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谚条构成情况，灵活听便。小类中具体

排列谚条时，各卷更可自酌内容而巧为编织，但求井然有序。尽管这样的分类编排方式

还属一种尝试，偏颇不当之处自是难免，目的却是期望能用一条透射内容的视线，把犹

如一颗颗微雕艺珠的谚语，有层次、有条理地贯串起来，既使全书在宏观上自成系统，又

让各卷在分类上充分展示各地谚语宝藏的百态千姿，既有利于不同文化水平、多种生活

阅历的各界读者随意检索．又方便诸多学科的研究家们从中摘取资料、进行研究。

《中国谚语集成》凡三十一卷(台湾卷暂缺)。自1990年起一卷接一卷地同读者见面。

它采自民间，又要带着油墨的鬈香回到民间去。作为它的编纂者——我们及全国谚语集

成工作者，对于世世代代中华儿女智慧和经验的宏伟结晶的成书问世，无不满怀喜悦之

情。然而，正如谚语“瓜无滚圆，人无十全”所说，天下未见有十全十美之事。《中国谚

语集成》的编纂工作，限于主、客观诸多条件的不足，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罅漏，令人

喜中隐忧。我们殷切期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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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卷是根据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84)808号文件精神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中国谚语集成编

辑细则》的规定，在全自治区范围内经过广泛深入地普查后，认真编选出西藏各地(市)、县

鬈谚语卷》资料本，并参考了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西藏古典文学作品，以及西藏和平解

放以来所出版过的有关书籍和个人搜集提供的资料等加以精选，严格按照科学性、代表

性、全面性的要求进行汇编的基础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组织在北京的专家和藏学

家认真复审、核对，严格修定，重新分类编选而成。

二、本卷所收入的谚语，除以在西藏自治区流传的藏族谚语为主外，还包括门巴族、珞

巴族、侵巴人、夏尔巴人等生活在西藏地区各民族人民中间口头流传的，具有浓厚的民族

特色，而且过去鲜为人们搜集到的谚语。此外，本卷为了体现民族团结，也收入了少量流传

在西藏的汉族和回族的优秀谚语。

三、本卷所收入的谚语，根据“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先用藏文直接记录和整

理，然后进行分类，编选出《藏文卷》，最后在通过严格地复查、鉴别和筛选的基础上译成汉

文稿。

四、本卷是从藏文翻译而成，为了译文符合汉语表达规律和习惯，又能忠实准确地反

映原文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采取了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对于方言土语和地

方性专有名词，有关宗教和民族风俗等方面必须说明的内容，以及一些费解的词和句子在

当页注释或注音，其译文力求做到“信、达、雅”，并尽可能保持西藏各民族劳动人民口头文

学的原貌。 一

五、本卷为了客观地反映西藏谚语的发展变化，保存谚语资料，收入了一些内容陈旧

的谚语，并在编排上作了适当的处理。

六、本卷谚语均按内容分类编目，为事理、修养、社交、时政、风土、生活、行业、自然、附

类等9类52目。本卷以《中国谚语集成编辑细则》为分类准则，同时根据西藏谚语的实际

情况，作了一些调整，增设了《拉萨尔王传》谚语选粹、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

修身论等次目。

七、卷内谚语后面均标明采集地名，卷内谚语除标明族屑外，均为藏族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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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卷卷首有与西藏谚语内容关联的风物图片若干幅，《西藏行政区划图》一幅，提

供读者了解与西藏谚语相关的各方面情况。因普查工作做得全面故不再附普查示意图·

九、本卷附录西藏谚语搜集(提供)者一览表，《中国谚语集成·西藏卷》地(市)资料本

编辑人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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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北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毗邻，东连

四川省，东南与云南省相连，南、西部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国接壤，形成了

中国与上述国家边境线的全部或一部分，全长近4000公里。全区土地面积为122万多平

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2．8％。

西藏的北部是连绵不断的唐古拉山，南部的喜马拉雅山成为这片高地的天然屏障，西

边是高耸入云的喀喇昆仑山，东边是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正是重重雪山的环境和拱卫，

使它形成了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的雄伟壮丽的雪域高原。地理学家们称之为“世界的屋

脊”，或者“地球第三极”。

喜马拉雅，意为“雪的家乡”。它由许多东西走向的平行山脉组成，主要部分坐落在西

藏与印度，尼泊尔的交界线上，全长2400公里，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海拔8848米的世

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高高隆起于中尼边境的雪山群峰之巅；周围还有8000米以上的高

峰4座、7000米以上的高峰38座，构成了西藏高原最为密集、最为雄奇、最为魂丽的“世

界屋脊”景观。

西藏高原是诸多国际河流的源头。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孔雀河、象泉

河、狮泉河都从这里的皑皑雪山之间流出。雅鲁藏布江是西藏第一大河，发源于喜马拉雅

山北麓仲巴县境内的杰马央宗冰JuI，最后经珞瑜地区流入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它全长2057公里，流域面积24万多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河，也是藏族人民的母

亲之河。地处米林、墨脱之间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达5382米，全长496公里，是地球上

最深的峡谷。

广褒的高原上密布着大小湖泊1500多个，湖泊面积总计24183平方公里，约占中国

湖泊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密集区，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范围最大、

数量最多的高原湖泊区。阿里的玛旁雍错湖，藏北的纳木错湖，山南的羊卓雍湖，被称为雪

域高原的三大神湖。它们像玉兰的松耳石，镶嵌在雪山草原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把周

围的风光装点得如同仙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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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考古发掘的古文化遗址证实，早在

四、五千年前，藏民族的祖先就在这块雪山高耸、雪水长流的土地上农牧渔猎，繁衍生息，

并且与中原汉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

公元7世纪初，藏王松赞干布兼并了雪域高原上各个部落，建立西藏历史上空前统一

和强盛的吐蕃王朝，并与东方的大唐亲善友好，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随着

唐蕃两次和亲、八次会盟，两族“和同如一家”，商量“社稷如一一，。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一，为

此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西藏萨迦派首领八思

巴为大元帝师，领总制院，授与管理西藏13万户的大权。公元14世纪后期，明朝中央封西

藏帕珠王朝的首领为“灌顶国师舢阐化王”，采取“尚用僧徒”、。多封众建”的办法管理西

藏。公元17世纪中叶，清朝中央封西藏政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

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的地位得到清朝中央的正式承认，形成

历辈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经过中央承认和册封的历史定制。清朝还派驻藏大臣督办西藏

政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

公元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变成了一

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得手后，很快把侵略魔爪伸到他们垂涎已久

的西藏。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军队两次侵略西藏，屠杀数以千计的僧俗民众，强

迫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1913年，英帝国主义又在印度西姆拉召开

会议，妄图使分裂西藏合法化。这次会议遭到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会议以破裂而告终。从

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西藏独立一的斗争，提上了全国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的革命

日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西藏人

民从此生活在平等、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帝国主义势力从此被彻底驱逐出西藏。

1959年，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在世界屋

脊上展开。百万农奴从此站了起来，成了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也成为自身的主人．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实施。此后，。文化革命”十年动乱，给西藏各

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拨乱

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西藏高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国家在这里实施了一系列

旨在加快发展经济文化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和广泛的民主权利。1994年，国家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西藏稳定

发展的措施，同时加快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步伐。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正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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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西南边疆。

根据2001年全国人口统计，西藏现有人口262万人，其中藏族人占96％。除藏族外，

还有门巴族、珞巴族、汉族、回族，以及夏尔巴人和位巴人。藏族是西藏的主要民族。藏族

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语又分卫藏、安多、康区三种方言。在西藏自治区全

部人口中，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另有少数人信仰苯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

(三)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这片世界上最高的土地上，勤劳、勇敢、智慧的藏族人

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也创造了极为灿烂的精神文化。在人类进入21世纪

的今天，这些文化更加显示出它不同凡响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不妨列举人们熟知的一些例子．在文化遗存方面，从昌都卡若遗址到拉

萨曲贡遗址。从布达拉宫到阿里古格故城，从金碧辉煌的大昭寺到誉称‘‘第二敦煌”的萨迦

寺，从哲蚌寺的晒佛到昌都强巴林寺的跳神，从察雅仁达摩崖造像到扎什伦布寺世界之最

强巴佛⋯⋯无不堪称稀世之宝。至于经典方面的藏传佛教大藏经和苯教大藏经，医药方面

的始于公元8世纪的《四部医典》传承，绘画方面的公元15世纪形成的门塘派和青孜派绘

画，戏剧方面的业已演出500多年的白面具藏戏和蓝面具藏戏，历史著作方面的敦煌藏文

卷子、数以百计的各类史籍，文学创作方面的《萨迦格言》、《米拉热巴道歌》、《仓央嘉措情

歌》、小说《雄罗达美》等等，更是丰富多彩，美不胜收。

这里尤为必要提及的是，在精神文化中，藏族人民世世代代口耳相承的民闻口头文

学，占有无可争议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本书所集的谚语，跟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一样，就

是在雪域藏土广泛流传，人民群众家喻户晓的民间文学的瑰宝。过去西藏老百姓大都不识

字，对于谚语的掌握和使用有着一种特别的爱好和热情。藏族谚语说“没有谚语不成话，没

有美酒不成席”、。没有盐巴的茶难喝，没有谚语的话难懂”、。最好的饮品是甘露，最美的语

言是谚语”等等，正是谚语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真实写照。

(四)

谚语，藏语叫“当贝一，意为“带比喻的语言"。在各种社交场合，人们都非常讲究谚语的

运用。古代，藏族男子从小要锻炼九能：即身之三技、语之三技、意之三技。语之三技即包

括谚语的运用。一个人掌握谚语的多少以及能否恰当地表述，往往成为他是否有口才、智

慧和学识的标准。假如善于运用生动准确的谚语说明问题，他就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公众

的信任，以至请他说合婚嫁、公证买卖、调解纠纷、代理诉讼。在西藏民间，父母教育儿女，

前辈教育后辈，师傅教育徒弟，长老教育幼僧，从种田、放牧，到学艺、修行、做人，往往都用

现成谚语来表述。因此，谚语成了藏民生活中公认的最生动、是形象、最精辟的语言，是



。语中之盐纾，是“眼睛里的瞳仁，鸡蛋里的蛋黄”。

藏族谚语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和丰富，可以说是西藏社会的百科全书。对于研究雪域

高原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以及人民的生产、生活、心理素质、风俗习惯，谚语堪称一座

最为理想的知识宝库，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藏族的文人学者、高僧大德就有汇集谚语，使之传世的先例。就目

前所见材料看，公元9世纪前后已有书面记录谚语的专集。在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写卷中，

有一份《松巴谚语》的残卷，完整地保存了30多则古代谚语。如；“君王即使博学，也要取法

于人I良马虽然善走，也要策之以鞭"、“善言相睦，是家庭的根基f恶语相伤，是魔鬼的入

门”。时至公元11世纪，著名噶当派大师格西博多哇(1027--1103)善于引用谚语宣讲佛理

教法，后由其弟子扎巴和协热多吉整理辑录成书，即《喻法宝聚》。书中记录了不少谚语。

如：。雄鹰纵使凌空飞，最终还需落地上抑、“量头做帽，量足做靴”，等等。

。 在西藏古代历史、文学，传记作品中，运用谚语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使用谚语既可增

加作品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也利于表现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性格特征。前面提到的《敦

煌整理本吐蕃历史文书》，即是一例。还有公元11世纪米拉热巴编唱的《道歌》，以及《王统

世系明鉴》(萨迦索朗坚赞著，公元14世纪成书)、鬈米拉日巴传》(桑杰坚赞著，公元15世

纪成书)、《贤者喜宴》(巴俄·祖拉称瓦著，公元16世纪成书)，都准确而适时地使用谚语

说明问题，增加文学色彩。多嘎夏仲·次仁旺杰所著《颇罗鼐传》、多仁·丹增班觉所著《多

仁班智达传》等等，精彩的谚语更是比比皆是。谚语有如珠玑在字里行间闪现，构成这些传

统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 ．-

脍炙人口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本身就是汇聚西藏谚语的宝库。文人创作的民歌

体寓言《猴鸟的故事》，谚语使用得极为精当和贴切，而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八大藏戏，剧

中人物道白时的谚语尤为妙趣横生，在观众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在文人作品中，最接近谚语的是格言，藏语叫“来谐”，意为“美语”。格言每旬七个音

节，多为四句，两句引用比喻，两句说明本意。西藏最早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格言，是《萨迦

格言》，作者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他运用格言的

形式，吸收谚语的形象和比喻，表述自己的政教主张，还有做人处世的方法，开格言创作之

先河。后世学者受其影响，相继写出了许多格言集。如，班钦·索朗扎巴(1478--1554)的

《格丹格言》、贡唐·丹巴准美(1762一1823)的《水树格言》、米旁·朗杰嘉措(1846--1912)

的《国王修身论》等等，内容和形式大体类似《萨迦格言》。本集成所附录的上述四种格言，

具有相当程度的藏族谚语色彩，有的简直就仿作于当时流行的民谚．这些文化遗产,fF为

资料保存，大可供读者研究和欣赏。
“

．还有一部作品在西藏民间广泛流传，叫《卡切帕鲁'，意思是。回族老人的训诫一．作者

自诩为回族人，但是此书是用藏文写成的，所喻事物几乎也都关涉藏族生活，所宣扬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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