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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是一种结构系统，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与社会、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就语言与文化来说，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变化，是共存共变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记录、反映、表现文化信息及其兴衰的景象，并为
文化传承、传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文化是语言的内容与底蕴，它赋予语言以丰富、深厚的内涵
与旺盛的活力，是语言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其具体表现，对促进语言文化发展，提高语言、文化的教学、研究水平，增
进语言文化交流等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而厚重，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活动的精神结晶，又为中华民族的不断进取和
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并提供无穷的动力，激励着中华民族从一次辉煌走向另一次辉煌！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我们的祖先给后代留下
的巨大财富。
就精神文化而言，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还有思想观念、
伦理道德、心理思维、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内容广泛，博大精深，灿烂辉煌！
中国传统文化在演进中需要不断创新与发展，并包容、吸收其他国家、民族先进文化的精髓，以保持
长盛不衰的活力和鲜明的先进性。
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汉字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字，汉语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语言文字，从雅言、
通语、官话、国语到普通话，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到现代汉字，包含和
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广博、精深、厚重的内容与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保存与传播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
研究汉语言文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具体内容，对促进汉语言文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
，增强汉语言文字能力，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提高汉语言文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研究和应
用水平，无疑会有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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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研究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学术专著。
全书十八章，全面梳理了汉语言文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及重要表征，对其精髓进行具体的论
述，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作者分六个方面探讨了汉语与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具体问题：汉语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汉语与社会
变迁、文化变异的关系；汉语与宗教、语言迷信心理的关系；汉语与民族思维偏向的关系；汉语专名
、称谓与民族文化心态的关系；汉语表述与社会文化取向的关系。
     作为修订本，本书增加了“从汉字考察远古图腾崇拜”、“佛教文化对汉语复合词发展的重要影响
”、“汉语色彩词的传统文化内涵”、“汉语数词与传统文化”等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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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锦桴，1936年生，福建漳州人。
196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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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禁忌》、《中外广告妙语赏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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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汉语的意合特点与中国人的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有密切关系。
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是注重整体性。
从《易经》的八卦思维开始，及至老子、庄子的混沌思维，两宋道学的太极思维，都注重对天、地、
人的探索。
这种探索从来不是孤立、分开地进行，只研究天，只研究地，或只研究人，而是把天、地、人三者有
机地贯通起来进行研究，把自然、社会、人生看成是一体化的系统，互相比附、联想，这便体现整体
性的思维方式。
汉语虽然缺乏表示句子内部语法关系的形态，但中国人的思维善于融汇语句内部各要素的语义关系。
抓住“意义支点”，同时，又善于把语句内部的语义和语句外部的“外围语义成分”联系起来，内外
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整体，从整体上去理解语句。
所谓语句的“外围语义成分”，包括句子的上下文、说话的情景、说话人的心理因素等。
济南著名的大明湖有一副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这副对联全部用名词性词组组成。
领会这副对联的内容，人们很快会联想大明湖的自然景色，即用“外围语义成分”来理解它所蕴含的
诗情画意。
整体性思维有整合作用，它使我们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重于对语句的融会贯通，凭着经验，
凭着上下文的语境去意会和补充语句的整体内容。
对整体了解越多，对语句个别词义的了解也越多。
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A.A.列昂捷耶夫曾经根据大量实验得出结论认为，人们理解和记忆话语都无须掌
握一句话的全部词汇，重要的是要抓住几个“意义支点”。
这种“意义支点”往往是语句的主要信息所在。
整体思维是可使我们善于抓住语句的意义支点。
汉语意合特点，反映中国人尤善于抓住意义支点理解句子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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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于1993年6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笔者所知，此书出版后不久便销售一空。
当年12月中有位台湾大学生买不到此书，特来信请我代购一册寄去，随后，我即前往人大出版社购买
，谁知此书已售完。
我只能怏怏而归，无法为其代购。
（惜乎我也没有多余的书可赠送。
）2003年，有位朋友参加全国语言文字应用研讨会，会议中，有学者打听，“能否到人大出版社邮购
此书？
”我的朋友只能回答让他失望的信息。
本书出版后，在国内外语言界也引起一些反响。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教授陈章太和伍铁平二位先生在读了笔者的拙著之后曾来信表示赞赏和鼓励。
陈章太教授在来信中说，此书“材料很丰富、翔实，有不少独立见解，使人获益匪浅”。
对此鼓励，笔者深致谢意。
此外，我的海外朋友也告诉我，此书在韩国、日本也受到一些汉语言学者的重视、引用，并在教学中
加以运用。
这些都给笔者带来不少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
近几十年来，我国有关汉语与文化研究的书籍已出版不少，它们各有各的特色，无须赘言。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的拙著能有机会进一步修订出版，这是十分值得珍惜的。
为此，笔者尽心尽力对全书各章的内容作了不少补充和修改。
如第一章增加“从汉字考察远古的图腾崇拜”一节，第七章增加“佛教文化对汉语复合词发展的重要
影响”以及“佛教文化对民间俗语的影响”两节，等等。
另外，还新增加“汉语色彩词及其传统文化内涵”和“汉语数词与传统文化”两章内容。
但总体说来，本书基本上保留了原书的轮廓和内容。
因为笔者觉得，既然是“修订”，那么就不宜过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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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修订本)》：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审订。
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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