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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浙江谚语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文化学为基点，描述和阐释浙江谚语与各种文化现象的生态
联系；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角度来探讨浙江谚语的生存状
态与衍生机制；从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全面解读浙江谚语的社
会文化功能及其价值。
本书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地域文化和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分省（自治
区、直辖市）立卷的《中国谚语集成·浙江卷》，为确立“中国谚语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和
范式；二是研究独具地域文化特征的谚语在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区域文化上具有创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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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谚语的保护与传承。
对谚语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庞大的工程。
主要体现在：（一）谚语的采录与研究。
对谚语的采录与研究不能停留在目前已有的资料收集和分类阶段，要了解谚语的属性及其传承的特点
，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
（1）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角度来探讨它的生存状态与衍
生机制；（2）从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伦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多方位地去研究它们
，剖析谚语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其价值。
（3）加强谚语学理论的分析、阐释和建构，促进谚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结合民俗文化背景
，将谚语放置在特定环境下来开展研究。
（二）谚语的保护与利用。
一个民族的性格智慧、希冀追求、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凝结在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中。
谚语是民族民间文化载体，也是民族民间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的一种方式。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得原本以口耳相传和习得方式传承的民族民间文化逐渐式微、甚至归于泯灭。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形式下，不仅改变了谚语生存和传承的环境，也使谚语逐渐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和
空间。
因此，对谚语的保护和利用应做到：（1）科学化的管理和保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谚语进行了大规模采录、整理和出版，我们要对采录
的谚语进行收藏整理，建立资料库，为其永久保存创造条件。
（2）保存与传习相结合，培训专业人才，建立保护网络。
譬如，在中小学乡土教材中，增加乡土谚语的学习。
定期举行乡土谣谚的比赛，促进谚语的保护等。
浙江谚语的蓄积量厚，搜集、研究谚语者各代相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浙江谚语的文化功能及其价值研�>>

编辑推荐

《浙江谚语的文化功能及其价值研究》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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