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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沈玮的专著力图用交叉学科文艺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对汉语俗语特有的文学性和图像性作一新的
透视和缕析。
　　“文艺民俗学”作为文艺新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为了能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用现代意识、多元
化文化眼光、交叉学科理念，对于一国固有文艺和文化的关系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应用，从而认
清文化多元化语境下中国文艺的本土本色，以便进一步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多元文化的发现和发展是当代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文化的多元化是指各民族大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依旧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精神特质，并在全球化中汲
取营养，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包括文艺的发展，从来都是依附在民族固有的、一定的精神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国固有的文化，如同潜在的河床，总是规范着一国文艺的走向。
因此不同的文艺从来总是有相对应的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
由此而言，文艺是文化的产物，文艺本身也是一定多元文化的展演。
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化特征，也是多元文化中独特中华文化的文学化语言的结晶。
　　自人类问世以来，记录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文化符号，一度聚集于各类文字的表达。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发现，相伴于人类进化的文化符号还有行为和图像等其他形态，特别是图像。
一个人生活在人间一天24小时，对事物的认识和信息的交流，不少是非文字的图像、影像的传送和思
维，尤其是进入当今多媒体的“读图”时代，形象化的图像思维更为发展。
然而传统的文字思维和图像思维并不是对立的，实际上，两者的内在是衔接在一起的，本专著研究的
问题与这两者也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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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从文艺民俗学的视角出发，以文艺作品中的汉语俗语及其下属类别谚语
、歇后语、惯用语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与文艺和文化的相互关系。
作者综合运用语言学、文艺学、民俗学等学术视角和理论成果，深入阐释了汉语俗语背后的文学审美
与民俗文化内涵，拓展了俗语研究的视野。
　　《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适合语言学、文艺学、民俗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者，以及对俗语感兴趣
的相关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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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现有标准无法准确界定成语　　如果单从音节来看，成语虽以四言为主流，但也有非四言的成
语，如：“莫须有”、“坐山观虎斗”、“迅雷不及掩耳”等；而惯用语或一般短语中也有不少是四
个音节构成的，如：“捅马蜂窝”、“江湖骗子”、“小道消息”、“万紫千红”、“改革开放”等
等。
　　如果单从文体出发，成语虽多用于书面语，但也不排除在口语上使用的可能性；而惯用语的口语
性虽强，但也常在书面作品中出现。
　　即便是把这两项标准结合起来，还是会因为缺少更客观的标准或个人主观判断标准的不一致而产
生界定上的困难或者不统一。
这时，时间节点就是比较客观并容易执行的标准。
　　2.“五四”白话文运动带来中国书面语的变革　　在“五四”之前，白话文就已经发展起来，像
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等，这些都是用当时的白话书写的，但文学的正宗还是文言文。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旨在以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取代传统的文言文。
它动摇了文言的统治地位，实现了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使白话逐渐取得了文学语言的地位并
最终彻底取代了文言，在汉语书面语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白话文运动促进了书面语和口语的结合。
1918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目标：（1）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
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3）推倒迂
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语言自此开始由儒雅向通俗过渡。
因此，将“五四”白话文运动作为界定成语的时间标准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四、“格言”　　《辞海》将“格言”定义为“可为法式的言简意骸的语句。
如：满招损，谦受益。
《宋史·吴玠传》：“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
”　　格言包括的内容不是太广泛，一般是人生经验和规律的总结，侧重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
所有格言的内容都应该是积极向上的，如果是消极的，就不能称之为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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