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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选取汉语和泰语的谚语进行对比研究,从反映汉族和泰族的宗教信仰、价值取向、传统习俗、社会结构四

方面的谚语入手, 以探讨汉语谚语和泰语谚语各自蕴含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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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语言植根于文化,

并从中不断汲取养分。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从谚

语中窥见一斑。因为谚语是人民群众口头流传的通俗易懂

又富于哲理、含义深刻、结构相对固定的句子,是语言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它源于人们的实际生活经验, 反映了民族的

宗教信仰、价值取向、传统习俗、社会结构等方面, 一般能揭

示客观规律、具有教育意义, 是民族文化的结晶。研究一个

民族的谚语, 既是对该民族语言的探索, 又是对该民族文化

的探索。在中国, 汉族是主体民族, 泰国的主体民族则是泰

族, 这两个民族使用的语言分别是汉语和泰语。所以,本文

选取汉语和泰语的谚语进行对比研究,以探讨它们蕴含的文

化意义。

二  汉泰语谚语的文化内涵

(一 )反映宗教信仰

在中国, 影响深远的宗教当属儒教、佛教和道教,三教渗

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其文化影响自然也反映到语言之

中。我们可以发现, 汉语里有很多反映儒佛道三教思想的谚

语。比如:

家不可一日无主 ,国不可一日无君。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黄金不为贵, 仁义值千斤。

油多不坏菜, 礼多人不怪。

流言止于智者。

黄金有价, 信誉无价。

上述谚语充分反映了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架构 ) ) )

三纲五常, 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

智、信。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 自汉唐期间传入中国后, 因其轮回

转世、因果报应的教义符合统治阶层维护其自身利益的需要

而一直被大力推广,佛教思想深入人心。汉语里有很多能反

映这一教义的谚语,例如 :

不修今世修来世。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做善好消灾。

杀生不如放生。

为善最乐,作恶难逃。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帮人一口得一升,救人一命积善功。

积金不如积德,克众不如济人。

广种福田留余步,善耕心地好收成。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包含自古融于民间的宗教

迷信色彩, 其教义中的 /无为0、/清静0、/自然0、/寡欲0思

想深深渗入中国文化, 道教更是从很早前就提出了阴阳互

济、物极必反等朴素的辩证思想, 汉语中有很多能反映这些

的谚语,例如:

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水可行船,水可覆船。

河有两岸,事有两面。

柔可克刚,弱可胜强。

乐极生悲,否极泰来。

花开必落,月圆必缺。

弯过了头要折,拉过了头要断。

素以 /黄袍佛国0著称于世的泰国,其民众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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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反映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是一个在社会学中广泛应用的术语,但是很少

有明确的定义, 广义地讲, 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

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 狭义地讲,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

会阶层结构。社会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地位、角色、群

体和制度, 能在很多谚语中得到反映。比如, 中国历经长达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阶层、制度等都能在汉语谚

语里找到它们的影子 :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财主的金银, 穷人的性命。

民怕兵匪抢, 官怕纱帽丢, 穷怕常生病,富怕贼人偷。

败为寇, 成为王。

君无戏言, 出口成律。

一朝天子一朝臣。

官大一品压死人。

当官的动动嘴, 当兵的跑折腿。

文臣安社稷, 武将定戈矛。

八字衙门朝南开 ,有理无钱莫进来。

泰国历经数个王朝, 期间的封建统治在泰语谚语里也能

找到痕迹, 例如:

  一仆不事二主。

僧人是泰国社会占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阶层,因为佛教

在泰国有着凝聚人心、教人向善、传播知识与促进社会稳定

的功能,所以佛教及僧人深受统治阶层重视, 早在素可泰王

朝就确立了僧王制度,该制度奉行至今。譬如当今的曼谷王

朝,政府设有宗教厅, 专门管理宗教事务。僧侣们还成立僧

务委员会,负责管理僧侣, 主席由僧王担任。僧王是僧伽界

的最高领导人,但不得过问政治。僧王的爵位是由国王御封

的,次于僧王地位的长老, 则出任僧务委员会的委员。至于

僧务委员会秘书长一职, 依例由政府的宗教厅厅长兼任。僧

王是泰国佛教界的最高领袖, 也是泰国人民的精神领袖, 在

民众心目中,僧王是泰国灵魂的象征。因此, 僧王必须具有

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德行。了解了这些, 我们才能理解下面

这条谚语讽刺不自量力行为的意味:

三  结 语

谚语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它闪烁着民族特色之光。我们通过上文对汉泰语谚语

的比较可以看出,汉族人民和泰族人民在谚语蕴涵的文化方

面体现的一些共同特点和不同特点。比如, 谚语能反映出一

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汉语谚语反映的是汉族人民信奉的儒佛

道三教思想,泰语谚语反映的是泰族人民的原始信仰以及对

佛教、婆罗门教的信仰。谚语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价值取

向,汉族人民和泰族人民都崇尚勤劳, 鄙视懒惰; 鼓励节俭,

反对浪费;提倡谦虚, 反对骄傲;提倡礼让忍耐。谚语能反映

出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汉族人民和泰

族人民各有特色的一些风俗习惯。谚语能反映出一个民族

的社会结构,中国和泰国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时期, 所以

在各自的谚语中都有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社会阶层、社会制

度等方面的体现。因为不同的民族从各自的具体环境出发

去认识客观世界,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自然有一致之处 (共

性的体现 ), 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民族的烙印 (个性的

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从上文看到汉泰语谚语中反映的宗教

信仰、价值取向、传统习俗、社会结构方面有这么多相同以及

不同之处。

目前中泰两国学术界对各自的汉语谚语和泰语谚语收

集、整理工作比较到位,但对汉语和泰语谚语的对比研究却

很少触及。所以希望凭借本文抛砖引玉, 引起人们对这一研

究领域的关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欣赏汉泰两族谚语,

并从有 /语言之花、智慧之果、民族之光 0这一称号的谚语里

更加清楚地了解汉族和泰族的民族文化, 从而增进不同文化

之间的理解和包容,增进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

注释:

¹ 泰国的佛历以佛祖释迦牟尼涅槃 (圆寂 )后一年为纪

元之始,比现在全世界通用的公历早 5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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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Apply ing the recen t theo ry and approach on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vocabulary test, th 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c iden tal acqu is ition of wo rd know ledge and lex ical competence through extensive reading am ong interm ediate learners. Them a in parts

o f the research inc lude a one- year test on ex tensive read ing, a vocabu lary test that cove rs m ean ing, co llo ca tion and syntax in term s of

productive and receptive competence respective ly, and ana lysis o f the test da ta. It is revea led tha t on the wo rd know ledge acquisition,

learners tend to acqu ire meaning first, then co llocation and syntax; on the lex ica l com petence, lea rners tend to lea rn mo re receptiv e

w ords than productive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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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is pape r se lectsH an and Tha i proverbs to do a comparativ e study on four aspects such as re lig ious be liefs, v iew s on

va lues, convention and socia l structure o fH an nationa lity and Thai nationality. By analyzing the proverbs w hich can reflect the m en-

tioned four aspec ts,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respective cu ltura l connota tion o fH an and Tha i prove 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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