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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谓
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
化、民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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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人从在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境中民俗像空气一样是人
们须臾不能离开的，对于民众社会来说民俗又是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
准绳是维系群体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这本话说谚语和谜语的小书，是一本文化普及读物，适合中等以至初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尤其是
广大农民读者之需。
本书力求深入浅出，“理论体系”删繁就简，说理表述从俗就习，生僻词语酌予注音或释义，语例选
择、语序编排均注重广大读者的日常实用和阅读方便。
一句话，就是让他们看得懂、用得上。
希望本书能因“小”见“大”，以甚“小”篇幅展现谚、谜两海的宏“大”轮廓。
本书遴选、陈列语例时，力求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让读者能通过极为有限的典型作品，窥见真
实、广袤、绚烂的谚海谜海。
希望本书能以既“新”而“稳”的面目，呈现读者眼前。
本书尽量吸取两“语”研究的前沿成果，既回避学术之争，又袒陈一己之见，让读者易于明了，以免
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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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编 谚语第一章 谚语概况第四节 谚语发展与“谚海”消长任何事物都有这样那样的发展变迁
历程。
经历了漫长历史发展的谚语，当然也不例外。
“谚语”最初是以很普通的“现成说法”出现的。
这些“说法”使用频率很高，在流传中不断被人们修改加工，争相共用，经久流传，慢慢地就发展成
了较为定型的“谚语”。
这是“谚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主流。
所以说，同其他民间口头创作一样，每条谚语都查无作者，也难以认定哪年哪月哪天是它的“诞辰”
。
“谚语队伍”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总量增加，其成员还常常变化无常，飘忽不定。
有的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长河，让人永难再见其风采；有的则被人们修改，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
，如上述《史记》里的“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见于《史记》的“毒药”，后来流传
为“良药”；有的如“唇亡齿寒、众口铄金、利令智昏、投鼠忌器”等，当时叫“谚”，流传时却改
了名儿，现已加入了“成语”的行列。
语言属于全民所有。
民众使用现成话，尤其是谚语这样的艺术语句，只求说听双方耳熟能详，常常随心所欲，并不在乎它
是什么“语”。
因此，有时谚或非谚，便难有截然的鸿沟。
例如“班门弄斧”的使用最初见诸古籍，是以“成语”形式出现的。
如唐代柳宗元《王氏伯仲唱和诗序》说“操斧于班、郢之门，斯强颜耳。
”时至宋代，赜藏主的《古尊宿语录》卷十八，则大同小异地说“鲁班门下弄大斧”。
在这以后，成语体和谚语体，更是交替并用于许多古籍中。
如元代关汉卿在其《金线池楔子》中，首次将它定型为成语：“兄弟对着哥哥跟前，怎敢提笔，正是
弄斧班门，徒遗笑耳。
”明代梅之焕《题太白墓》诗曰：“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
来来往往诗一首，鲁班门前弄大斧。
”所用较宋谚仅“下”与“前”一字之差。
明代另一位文人杨循吉在《蓬轩别记》中写道：“采石江头李白墓在焉，往来诗人题咏殆遍。
有客书一绝云，‘采石江边一坏土，李白诗名耀千古。
来的去的写两行，鲁班门前掉大斧。
’亦确论也。
”杨氏所引，较之上述引用，也仅差只字。
从柳宗元诗序到太白墓诗，“班门弄斧”在成语体和谚语体之问变化无常，忽儿作成语，忽儿作谚语
。
这是字面差异造成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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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谚语谜语》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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