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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谚与泰成.谚语比较 
 
 

第一章        引言 
 
论文题目的来源 : 
 
 从研究者学习好几年汉语的直接经验来看, 要想理解相当数量的汉语 
 
词汇,必需好好地掌握谚语.因为它们是汉语词汇中的一个主要成分.  关于这一点 
 
我们首先要理解谚语的性质 , 分类以及创造手法 , 要进一步体会它们的语义和 
 
含义 .  再说,学习汉谚不仅能掌握词汇,而且汉谚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都反映出 
 
汉民族的各方各面.例如 :文化方面,生活方面,环境方面,人们的道德观和习俗 
 
等等 .因此,研究者就想研究一下汉谚.这样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民族 
 
特点以及他们的思想和乡土习俗 . 
 
 比较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跟泰成. 谚语 ,  更好地理解两个国家 
 
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 以下先举些鲜明的例子来比较  . 例如  : 
 
      汉谚       泰成.谚语 
 
杀鸡给猴看      เชือดไกใหลิงดู 
 
出得龙潭,又入虎穴.    หนีเสือปะจรเข 
 
 
 
 
 
 
 



一只手抓两条鱼.     จับปลาสองมือ 
 
大鱼吃小鱼.      ปลาใหญกินปลาเล็ก 
 
对牛弹琴,一窍不通.    สีซอใหควายฟง 
 
人是衣服,马是鞍.    ไกงามเพราะขน คนงามเพราะแตง 
 
解铃还是系铃人.     เรียนผูกตองเรียนแก 
 
 
论文的目标: 
 
一 . 能够体会到谚语的本质,来源,分类以及创造手法 . 
 
二 . 能比较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 谚语  . 
 
三  .能总结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 谚语, 在反映两个民族.  
 
各个方面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论文研究范围 : 
 
一 . 在比较的时候,研究者只比较讽颂谚 , 事理谚 , 规戒谚和 一部分修辞谚但这

些 
 
谚语的语义必需跟泰成.谚语相似或相近 . 
 
二 . 在分类方面 ,  研究者将从古至今的谚语全部来分  . 

 
 
 
 
 
 
 
 
 
 
 



第二章 
 

谚语的性质 
 

2.1 谚语的意义 
 
 由于谚语是以口头而流传下来,它的内容包括生活中的各种经验,因此 
 
研究谚语的学者给谚语定义的时候,都是大同小异.以下是几位谚语专家的定义. 
 
 ��:谚语是一种以口头流传的词汇,它的内容都含有警告,表现出�� 
 
对生活的经验.它的语言简短而易懂. 

 王勤:谚语反映人类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定.人类从中吸收这些规律,  
 
由于它是以口头流传为主,使得语言易懂,流行在人民的心目中. 

 马国凡.武占坤:谚语是一种短小易懂,常用音韵式,以口头流传为主,流行 
 
于民间. 

 周志容: 谚语是一种警告句.以口头流传为主.主要内容包括生活中的 
 
种种生活经验,成为后代的教人的标志. 
 
 刘秀勤: 谚语是一种人类直接经验的词汇,反映出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 

以及逻辑性. 

 以上的定义可总结为谚语是一种以口头流传的词汇,它所使用的语言大都 
 
是短语,简略而易懂.在内容方面,它反映出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经验,含有警戒的 
 
意味. 
 
2.2 谚语的来源 
 

 从可靠的资料来看,最早把谚语记录下来的是 夏谚 这本书.( 发现于 
 

夏代 , 公元前2100-1600)从当时一直到如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谚语的 
 

的数量十分丰富,大都是反映出汉民族的文化. 



 
 
 

2.3 成语和谚语的差别 
 

 研究成语和谚语者都发现,要把成语和谚语区分开来是挺难的.因为这 
 

两种词汇都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它们都是很常用的词汇,语言都能表达得有声 
 

有色.可是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这两种词汇,就可以按照以下五个区分点来区分 
 

他们. 
 

 一 . 语体风格的区别 
 

 成语大都是来源于古代的寓言,历史故事或古书的语句,由文人加工, 
 

通过古书流传下来.因此,它们主要是书面形式或者比较正式的语言. 例如: 
  
   管 窥 蠡 测 , 扑 朔 迷 离 , 抹 马 厉 兵 
  

 上面三个例子表明成语的语体风格通过文人的加工, 使得它们的语言 
 

属于 书面语 
 

 谚语来自人民的口语而流传下来,谚语的语言比较简略,易于记住,  使得.  
 

大部分的谚语都属于口语. 可是有些谚语的语体风格跟书面语相似,例如: 
     
   忠  言   逆耳   利于   行 ，良 药 苦口 利于 病. 
 
  远 水 难 救 近 火. 
 
 上面两条谚语经常在古书上引用,由于经常使用在口头上 , 我们就把  
 

它们归为谚语.因此,除了这类古书上存在的古谚外,有些谚语和成语之间,尽管 



 

意思相同,而文白的区别却很明显.例如: 
 
  成语               谚语  
 
求 全 责 备           金 要 足 赤, 人 要 完 人. 

 

畏 首 畏 尾        前 怕 狼 ，后 怕 虎.  
 

自 作 自 受             搬起 石头 砸 自己 的 脚. 
 

一 暴 十 寒           三天  打鱼 ，两天 晒  网. 
 
  
 
  
 
  
 
  
 
 
 
 
 
 
 
 
 
 
 
 
 
 
 
 
 
  

 





注意:有时不能用内容形式有区别这个特点区分成语和谚语. 
 

如 
 
 苦 海 无 边 ，回 头 是 岸. 
 
 百 尺 杆 头 ，更 进 一 步. 
  
 这两个例子所使用的语言形式都是对联式的短句,可是它们都属于 
 

成语类.但是也有不少辞典的编者把它们归为谚语. 
  
 三 . 造句功能的区别 
 

  成语和谚语都能充当主语,谓语和宾语.如 
 

  哪 有 没  走  错 路 的 人 , “人 有 失 足 ，马  有 失 蹄” 
 

就是 这 个 道理. 
 

 “ 亡 羊 补 牢”造成  数不清  的  损失。 
 

  上述谚语和成语充当句子的主语. 
 

 “ 种 瓜 得 瓜 ，种 豆 得 豆”。我 慢慢地 体会 到  它   的   真理.  
 

 以前，这里“ 一 无 所 有”，但是 从 解放 以来 什么 货品  都  很 
 

充足 。 
 

 上述谚语和成语充当句子的谓语 
  
  谦虚 的 小 李 , 他 的 企业 天天 发展 起来 ，所谓“  虚心 使 
 

人 进步 ，骄傲 使 人 落后 ”就是 如此 。 
   



 不知  什么  原因 ，今天 的 他 会 “ 回 心 转 意 ”, 成了 一  
 

个    善良   的   孩子 。 
 

 上述谚语和成语充当句子的宾语. 

 大部分成语常充当句子成分, 而谚语能充当独立的句子. 

例如: 
 

 “ 平 生 不 作 亏心 事, 半夜 敲 门 不 吃惊”。我 从来 没  
 

害过 谁 , 什么 都 不 怕. 
 

 “ 脸丑 怪不着  镜子 ”. 你 之所以 这 次 考试 的 成绩  不 太 
 

理想 ，是 因为 你 光 想 玩儿 而 不 好好地 准备.  
  

 “ 哪 个 人 也 不 全， 哪 个 车 也 不 圆 ”.我 想 要 找   一 
 

个   又   英俊   又     没有   什么   缺点   的   男人   是Ã 不  可能   的。 
 
 四 . 定型性强弱不同 
 

  成语象一般词语一样,定型性极强.比如: 
 
 

吹  毛   求  疵    不能说成      吹   毛   求   病 
  

 此外,成语结构不能任意增减,如   
 
一  鸣   惊 人    不能增为         一   鸣  而  惊  人 

 

畏  首  畏  尾                                      不能减为                畏  首  尾 
 
 结构也不能任意改变,如 
 

自  作  自  受   不能写成     自  受 自  作 



 
不  破  不  立                                 不能写成         不  立  不   破 
 
有  始  有 终     不能写成                 有  终  有   始 
 
 可是,谚语的定型性是比较弱的.在不影响表较功能的前提下,较较的 
 

变动,个别改字,减字的同义形式是允许的.如 
 

  三  个 臭皮匠 ，顶过 诸葛 亮. 
  
  三     个   臭皮匠 ， 赛过    诸葛   亮 

  三  个 臭皮匠 ，合成 诸葛 亮. 
 
 

 上面三条谚语的语义相同,但所用的词有些不同(顶过,赛过和合成 ), 
 

这种变体的谚语是允许的,因为仍保持原来的意思. 
 
 

  经 一 事 ，长 一 智. 
   
  不 经 一 事 ，不 长 一  智. 
 

  这里用 不 加在第二条谚语上,但意思仍然不变. 
 

  总之,上面的谚语例子都表现出它的定型性要比成语弱, 灵活 . 
 
 

 五 . 历史来源的差异 
 

  大部分的成语都来自寓言,历史故事或者古书,特别是很多古代成语

直 
 

到今天都仍然主要在书面语里存在.如: 
 



            纸上   谈   兵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口  密  腹  剑 

 (资治通监.唐玄宗天宝元年) 
  
          草  木  皆  兵 

       (晋书.苻坚摘记) 
 

 可是,谚语由于以口头流,因此很难找到它们的出处.每次见到谚云 , 
 

谚曰,或者俗语说的时候,都表明这些谚语都已经被记录下来,但没有说到它们 
 

的出处. 
  
 总之,谚语与成语有共同点和不同点.要想区分它们,可以用以上所说 
 

的五个判断点.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判断点来区分所有的成语和谚语,如果想深刻 
 

地地理解这两种词汇,自己该下功夫去研究. 
 
 

 
 

第三章 
 

 

谚语的分类与创造手法 
 

 

 在论文的第二章已说明谚语的性质.因此,这一章就进一步讲一讲谚语 
 

的分类与创造手法.这样能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谚语的语义和它们的含义.首先 , 

我们先说说谚语是怎么分类的,按照什么标准来分合适.然后,讲一讲谚语的创造 
 

手法,为了更容易理解, 每一类谚语的创造手法都举些例子. 
 



 

谚语的分类 
 

 谚语的内容十分丰富,要想体会到它们的意义必需知道它们的分类.谚 
 

语的分类能让读者至少懂得它们的基本意义,所以起着很大的作用. 
 

 从前,这方面的学者已把谚语分门别类, 但分类各执己见.有的把谚语 
 

分为古谚和现谚两类.有的分为普通谚语和农谚两类.有的学者按照地方来分, 
 

例如 : 广州谚,南京谚,常州谚等等.如果我们深入的研究一下,我们就发现上面 
 

的各种分类法仍然不概括数量繁多的谚语. 最近几十年来, 很多谚语研究者提 
 

提出各种分类的标准, 他们的观点大都大同小异. 以下说一下一部分谚语专家 
 

的分类法. 
 
 

几位谚语专家对谚语分类的观点 
 

 王毅说 : 谚语可分为四类就是风土谚,讽劝谚,训诫谚和农谚. 
 

 符淮青说 : 谚语可分为农谚,气象谚,风土谚,讽颂谚,规戒谚, 生活 
 

常识谚等六类. 
 
 陈克说 : 谚语可分为生活谚,社会谚,农谚,天气谚,医学谚以及 地理 
 

谚等六类. 
 

 马国凡和武占坤说 : 谚语可分为生产谚,天气谚,讽颂谚,规戒谚,  
 

事理谚,常识谚,风土谚和修辞谚等八类. 

以上的各种分类法大都是以内容为主,但是如果仔细地考虑到谚语的 
 



数量,我们该按照马国凡和武占坤的分类法,因为他们的分类能够概括数量繁多 
 

的谚语. 
 
谚语的分类 
 

 要想理解谚语的意义首先必需懂得它们的分类, 因为知道谚语的分类 
 

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它们的意思.按照马国凡与武占坤的分类法,我们可以把谚语 
 

分为八类. 
 
 一 . 生产谚 
 

  生产谚是农民的各种各样的直接经验, 如 农业,畜牧业,林业, 
 

渔业 ,狩猎业等等, 其中关于农业的数量最多.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  
 

的封建社会国家, 大部分的人民都是农民 .这些农民不断地积累农业经验 , 
 

形成谚语流传于一代又一代.生产谚可分为四小类.  
 

  ( 一 ) 农谚 
 

 农谚是指农民对耕地园田方面的谚语  .  不包括林业 , 畜牧业, 和渔业这 
                                   

类谚语的比例是全部谚语的五分之一,  我们可分农谚为两大类 . 
 

 一 . 关于耕田的谚语 
 

  关于肥料的 
 

 庄稼  一   枝  花 ，全   靠  肥  当   家。 
 
 积  肥  如  积  粮，粮  在  肥  中  藏。 
 



 ( 上面的两条谚语都说明肥料对农作物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农作物从 
 

出苗到成熟的整个过程都需吸收养料,所以都离不开肥料.) 
 
 羊 粪 当年 富, 猪 粪 年年 强。 
 

 (意义是讲猪粪和羊粪的肥效高低 )  
 
 大  粪   一   季 ，油饼   一   年。 
 

 (意义是大粪肥效快,但持久性差,油饼肥效慢,但有效时间长.) 
 
 

      关于种田的 
 

 千  算  万  算，不  如   粮  种  合  算。 
 

 (这条谚语说明要好好地选用良种.在适宜的地区和适当的条件下种 
 

植良种 ,生产效果十分显著.)  
 
 种子  年年  选 ，产  量  节节   高。 
 

 (这条谚语劝告我们选种不能一劳永逸.不论什么品种,如果不注意  
 

选种,时间一长就会发生混杂退化的现象.) 
 

  关于耕作的 
 

  深耕  加   一   寸，顶上   一   茬  粪。 
    

   耕地 深 又 早, 庄稼 百 样 好。 
 

 (这两条谚语都是讲深耕的意义.深耕是整套耕作措施中的基本环节.  
 

深耕可以疏松土壤,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的水份和通气性力.还可以增加  



 

土壤里的有效养分.又可以把土壤中的害虫翻到地表,便于消灭.)  
 
 

  关于防治病虫害的 
 

 有 虫 治 ，无 虫 防, 庄稼 一定 长 得 强 。 
 

 种子  不   消   毒 ，别   怨   苗   不   出 。 
 

 (这两条谚语劝农民该采取消毒拌药的方法预防病虫害 ) 
  
 

 二 . 关于蔬菜的 
 

 关于各种蔬菜的季节 
 

 摘  蒜  不  出 九 ，出  九  长  独  头。 
  

 二月  二 ，黄瓜   茄子  都   落地。 
 

( 这两条谚语是讲各种蔬菜裁种的节气有差异, 它们早晚的顺序  
 
 

是相对不变的.以春种为始,在常见的蔬菜里,以蒜为最早,白菜为最晚.) 
 
 

  关于园田管理的 
  

 种  园  不 用   问 ，全   靠    功夫   水   和  粪。 
 
  

要  想  吃  蔬菜 ，浇 水  要  勤快。 
 

 ( 这两条谚语说明园田生产需要功夫,水和肥.) 
 

 金瓜  要  裁  枝 ，南瓜  要  裁  顶 。 



 
  

 要  想  吃 大蒜 ，地  要  挖  八  遍 。 
 

(这两条谚语说明不同的蔬菜,往往需要不同的管理方法.) 
 
 

 关于蔬菜的某种特点 
 

  韭菜 黄瓜 两头  香 。 
 

 (意义是韭菜和黄瓜都能在春季或秋季收.韭菜是春天刚出的新苗和 
 

秋后出的晚苗最嫩.黄瓜也是刚结的新瓜和秋后结的晚瓜最清香.) 
 
  

   冻   不   死   的   葱 ，干  不   死   的   蒜。 
 

 ( 这条谚语说明葱不怕冻 , 蒜不 怕干. ) 
 
 

 林业谚  
 

 这类谚语都是讲怎么造林以及各种各样的林业经验.可分为两类 
 
 

  关于造林的 
 

搞  好 四 旁 绿化 ，风  沙 旱涝 不 怕 。 
 

  

 裁  树  在  河畔 ，防  洪  保  堤岸. 
 
  

 山  上  多  裁  树 ，等于 修  水库 ， 
  
  雨    多   它    能     吞， 雨    少    它    能     吐。 



(上面三条谚语都说明造林的利益,造林能够防止风沙,抗旱涝和水土 
 

流失.) 
 
 

  关于林业管理的 
 

  裁   树  容易 ，保   树  难 。 
  
  光  裁   不   保 ，越   来    越    少 。 
 

 (这两条谚语都表示造林比保林容易得多.) 
 
 畜牧谚  
 
  冬天   不   喂   牛 ，春天   急    白头。 
 

 (这条谚语说明牛马过冬,需加料喂养好,否则来年春天春耕时牛马不能 
 

健壮有力.) 
  
   上    槽  不    饮水 ，下   槽   不    打滚。 
 

 ( 条谚语说明马上槽吃草之前,不要饮水,以免影响吃草.吃饱下槽时, 
 

不要让它打滚,否则引起肠胃梗阻病.) 
 
  羊   盼   清明 ，牛  望   夏 。 
 

                 (清明时,百草回青,羊已可以放牧,但供牛吃还是不够的.夏季草长, 靠青 
 

饲料喂牛才没有问题.) 
 
   猫   三   狗    四 ，猪    五    羊   六。 
 



 ( 指猫,狗,猪和羊的孕期各为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  
 
 副业谚   
 
 这类谚语是有关果树,蚕桑,狩猎等谚语. 
 

 种  得    一   亩   桑 ，可   免    一    家    荒 ， 
  

    养    得   一   季    蚕，可   抵   半  年   粮 。 
 

 (这条谚语讲一季养蚕的价值,可抵半年生产的粮食.)  
 
  

 一   猪   二   熊   三   老虎。 
 

 (这条谚语指难于猎取的野兽第一是野猪 , 第二是熊 , 第三是老虎.) 
  
 四月   月 半   潮 ，黄鱼   满   船   摇 。 
 

 ( 这条谚语说明四月月半是捕捞鱼的最旺时期.) 
 
 钓鱼 要 分 时，上午 七 至 十,下午 二 至 四。 
 

 ( 这两个时间是鱼类寻食的主要时间.) 
 
 二 . 天气谚 
 
 天气谚讲的是反映风云雷雨气候现象的自然规律.以前,往往把天气谚 
 

作为农谚的一个附类.因为这类谚语对生产起着直接的作用.但如果仔细地看 , 
 

天气谚的使用面比较大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直接联系. 因此,我们把它们归为 
 

一大类. 天气谚可分为两类. 
 

   (  一 )    季节谚  



 
  未   吃   端午粽，寒衣  不  可  送 ， 
 

        吃 了 端午粽, 还要 冻 三 冻。 
 

 (端午节是吃端午粽的节日.一般在阳历六月上旬.端午节后,天气有 
 

时还会变冷,特别是北方地区,所以防寒的衣服还是不可送的.) 
 

正月   寒 ，二月  温 ，正好   时候    三月   春 ，暖 四月 ,  燥 五月 
  
   热 六月, 沤 七月 ,不 冷 不 热 是 八月，九月   凉 ，十月  冷 ， 
 
  寒  冬  腊  月  冻   冰  雪 。 
 
 (这条谚语主要概括旧历十二个月中国气温的特点.)   
  

  ( 二 )  气候谚 
 
  春天   孩儿  面 ，一   日   变    三    变 。 
 
 (这条谚语讲春天的气候变化无常,低气压出现,天就容易下雨.低气压 
 

过去,天就清明.象小孩儿一样.忽哭忽笑,一日数变.) 
 
 

 八月  初一    难   得   雨 ，九月  初一   难   得   晴。 
 
 (这是东南沿海的谚语.阴历八月这个地区还受着夏季风的控制太平洋 
 

的热气团势力尚盛,因而天气稳定,下雨现象较少,所以说难得雨.到了阴历九月  
 

初,冬季风渐盛,夏季风渐退,在冷热两种气团交替期间,容易下雨,甚至出现秋 
 

雨连绵的现象,所以说难得晴.)  
 



           久   晴   大   雾  必  阴 ，久  雨  大  雾  必  晴。 
 

 (这条谚语讲天气长久晴朗,空气中一般水量不多,形成大雾的可能性小. 
 

如果出现大雾,说明外地暖湿空气侵入本地.因而,天有变坏的可能.久阴天气 , 
 

空气湿度虽大,但因云层覆盖,地面热量不易散失,温度不会剧降,出现大雾的 
 

可能性少.如果出现了,说明天气有转好的可能.) 
 
 

 总之,天气谚对农民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们跟农谚的关系是互不可缺的 
 

但是也该注意到天气谚的地方性挺强.一条天气谚语能正确地说明某一个地方的 
 

天气现象,但不能使用于别的地方.因此,使用的时候,该好好地体会到某某地方 
 

的自然条件 . 

三 . 讽颂谚 
 
 颂谚的内容都集中于是与非,善与恶.对这些观念有所歌颂和批判.由于 
 
中国曾是一个封建国家,  人被分为两类,   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  这类谚语多数是 
 

反映出人民对统治者的感受 .  我们可分为两类. 
 

  歌颂和赞扬的 
  

不    忘    过去    冬    夜    寒  ，更    知    如今    春    日    暖。 
 

 旧     社会    苦得     象     盐    咸  ，新    社会     甜得     似    甘露。 
 

 (这两条谚语都歌颂如今的社会比以往好得多.可是人们不该忘记以往 
 

的辛苦日子.) 
 



 揭露和批判的 
 
 敌人    笑    脸    似    利    刀  ，敌人    甜    言   似    毒药。 
 
 
 哪   个   老虎   不   吃   人  ，哪   个    财主  不  黑心。 
 
  牛   角    越    长    越    弯  ， 财主    越    大    越    贪。           
   
 富人   四  季    穿   衣  ，穷人   衣   穿    四   季 。 
 

 (这四条谚语都表示阶级社会所造成的阶级差别与不公平.) 
 
 

 总之,讽颂谚是直接表现人们的爱憎,是非,褒贬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 
 

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为讽颂谚带有讽刺的意味,因此就不被广泛使用 

,使得这类谚语的数量不多. 
 
 

 四 .规戒谚 
 

   规戒谚的内容是说人们该怎么生活的, 注重于道德有教育和劝勉的 
 

意思 . 
  

 没有    爬不过    的    山  ，没有    渡不过    的    河。 
 
 胆大    飘    洋    过    海 ，胆小    寸    步   难    行 。 
 

 真  金  不  怕  火 ，松柏  不  怕  严寒. 
  
 冰  炭  不  同  炉 , 敌  我  不  同  路。 
  
 宁    喝    朋友    水  ，不    吃    敌人     蜜。 
  



  海水    倒    不    尽  ，知识    学    不     完 。 
  
 活     到    老   ，学     到     老  ，还    有     三      分     没    学    好。 
  
 三      人      行  ，必     有     我      师。 
 

 ( 这些谚语都注重于劝告人们在生活方面该有道德.)  
  
 五 .事理谚 
 

                  事理谚的内容都着重总结客观事物的必然性,  规律性的,具有一定哲理 
 

意味 . 它跟规戒谚的不同点就是规戒谚教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事理谚则 
 

让人认识什么,了解什么. 
 
 百  闻    不如   一    见  ，百    见    不 如    一     干 。 
  
 看    花     容易  ，绣     花     难 。 
  
  抓    鱼    要    下    水  ，伐    木     要    入    林 。 
  

 ( 这三条谚语都让人知道.只有亲自动手办事,才能弄清真实情况.) 
 

   种   瓜   得   瓜 ，种   豆    得   豆。 
  
  没有   春   风 ，难  下   秋   雨 。 

 ( 这两条谚语说明因果的必然较系.)  
 人   有   失  手，马   有   漏   蹄。 

 

  这条谚语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无人没错过因此,知错改错,就是好人 .) 
 

  没有   家    亲 ，引   不   来  外   鬼。 
 

 (这条谚语用比喻的方法说明如果没有家里的鬼,外鬼哪能进得来.) 



 
 六. 常识谚 
  
 常识谚是有关日常生活各种知识的谚语. 
  

  夏   走    十  里  不  黑 ，冬  走   十  里  不    亮。 
 
 (这条谚语告诉我们夏天天黑得很慢,可是冬天亮得很慢,冬天的白天  
 

比晚上短, 天黑得很早.) 
 

  燕   孤  一   时，雁   孤   一  世。 
 

 (这条谚语说明小燕雌雄双方如果死掉一只,活着的不久即另找配偶.但 
 

是大雁却不同, 如果一方死掉,生者即不再择偶.) 
  
 枇杷  黄 ，医者  忙 ，桔子  黄 ，医者  藏 ， 
  
   萝卜   上   场 ，医者   还   乡 。 
 
 (这条谚语说明枇杷熟于旧历四五月间,此时正是细菌蔓延之时,人们 
 

容易生病,所以医者就忙.等到桔子黄,萝卜上场 ,已是秋冬季节, 患病者则少, 
 

只好还乡.) 
  

  南   船   北  马 。 
 

 (这条谚语说明中国旧日的交通情况.南方水乡,交通工具主要是船.而 
 

北方多旱路,交通工具主要是车马.) 

  总之,这类谚语的内容比较多样化.如果能够好好地学习和掌握,我们 
 

的知识就一定很丰富. 

 七 . 风土谚 



 
          风土谚反映中国山河的壮丽,物产的丰饶,乡土习俗的特点.因缺乏搜

集 
 

整理,故多数谚书记录不多.可分为三种. 
  
  江山多娇 
 
 桂林 山水 甲 天下 ，杨朔 山水 甲 桂林 。 
 

 (这条谚语说明桂林的风景绝佳,其中有一个地方叫杨朔 ,  
 

桂林最美的地方 .) 
 
  

 上 有 天堂 ，下 有 苏 杭 。 
 

 (这条谚语说明苏杭风景优美.苏州在春秋时代已相当繁华,而杭州从 
 

宋代以来已有天堂之称.这两个城市的风景从明清朝代就开始有名起来.) 
 

物产丰饶 
 

 湖 矿 熟 ，天 下 足 。 
 

 (这条谚语指出湖北与湖南的矿农产品十分丰饶.) 
 
 

 吃 在 广州 ，住 在 苏州 。 
 

 (这条谚语指出如果要想吃精美的食物,该到广州去.想安安静静地居 
 

住就到苏州去 , 因为苏州有优美的园林.)  
 
  乡土习俗和自然环境的特点 
 



 四川 太阳 云南 风 ，贵州 落 雨 如 过 冬。 
 

 (这条谚语说明各个地方的自然现象.四川气候炎热,云南多风,而贵州 
 

雨天温度降低的时候就象冬天一样冷.) 
 

 四 季 皆 四 夏 ，一 雨 变成 秋 。 
 

 (这条谚语说明海南岛的气候特点.一年四季都是夏季,但一下雨,气温 
 

就下降好象是秋天的感觉.) 
 昆明 市 一 大 怪 ，不 放 辣子 不 作菜。 
 
  

(这条谚语指出昆明海拔很高, 四季如春, 多雨. 由于气候温湿.因此  
 

昆明人认为吃辣子有防风湿作用.) 
   
 南 甜 北 咸 ，东 辣 西 酸。 
 

 (这条谚语说明中国各地的口味习惯.广州一带爱吃甜食,黄河以北习 
 

惯咸食,山东喜欢吃辣,山西喜欢吃醋.) 
  
 总之,风土谚的内容表明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本民族的 
 

特色. 
 

 八 . 修辞谚 
 
 以上所说的七类谚语,内容都很丰富.但由于谚语的历史很悠久,因此 
 

剩下的部分也挺多, 我们只能把这一部分称为修辞谚 .  修辞谚主要是对事物的 
 

特点 ,  性状.程度的描绘或渲染. 
 



 嘴 里 甜 如 蜜 ，心 里 辣 似 姜。 
  
 嘴 里 阿 弥 陀 佛 ，心 里 毒 蛇 窝。 
 
 (这两条谚语是嘴甜心狠的修辞性说法.意思是形容那些台上握手,台 
 

下踢脚的人.) 
 
 按 下 葫芦 起来 瓢 。 
 

 (这条谚语是对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出现别的问题的一种形象比喻.) 
 

 吃 曹 操 的 饭 ，作 刘 备 的 事 。 
  

 (这条谚语是吃里爬外的修辞性说法.) 
 

 吃 五 谷 想 六 谷 。 

 (这条谚语是对贪得无厌的修辞性说法 ) 
 

谚语的创造手法 
 

 以上说过谚语的数量相当多, 它们的创造手法也多样化 .谚语广泛地 
 

运用各种修辞手法, 把抽象的意思形象化,平凡的知识新鲜化,表现了人民群众 
 

创造语言的艺术才华.其中,最有代表性或最流行通用的创造手法有九类. 
 
 

 一. 比喻 

  比喻是把两种有差别的事物作形象的比较,往往通过联想,使这一事

物的 
 

特征在那一事物中得到表现, 从而清楚地认识这一事物的本质.由于比喻能让人 
 

从喻体直接联想到本体,因此使读者更容易懂得本条谚语的含义.比喻可分为三 
 



种 . 
 

  甲. 明喻 
 

 明喻是用一种事物来比另一种事物,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打比方,常用  
 

象,似,好象,犹如,如等喻词.例如: 
 
     时间 好似 东 流 水 ，只 见 流 去 不 流 回 。 
 
 (这条谚语的意思讲时间流去不会回来, 我们该好好地珍惜.) 
 

 病 来 如 山 倒 ，病 去 如 抽 丝 。 
 

 (这条谚语的意思是说病来时很厉害, 病好却很慢. ) 
  
 没有 知识 的 生活 ，就 象 没有 香味 的 玫瑰花 。 
 

 (这条谚语的意思说明知识的重要性.) 
 
 上面的例子都说明明喻都出现了喻词,这样能让它们形象鲜明,语义 
 

显豁. 
 

 乙 .暗喻Ã 
 

 暗喻是在本体和喻体之间不用比喻词, 例如 : 
 

 星 多 天空 亮 ，人 多 智慧 广 。 
 

 (这条谚语的意思是人越多, 事越早办成.) 
 
 谎言 怕 真理 ，黑暗 怕 阳光 。 
 

 (这条谚语的意思是说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以上两个例子都由喻体和本体两部分组织起来的.一般来说,喻体在前 , 



 

本体在后.但有的时候,本体出现在喻体的前面,如: 
 
 

人 是 衣服 ，马 是 鞍 。 
 

(这条谚语的意思是人们如果讲究打扮,就能让他们漂亮起来.) 
 
注意: 象这种先本体后喻体的谚语, 经常出现 “是”这个词. 
 
  丙.借喻   
 
 这是一种最精炼的比喻方法, 在谚语中大量运用.它不说出本体,也 
 

没有说出比喻词,而是直接把喻体当成本体来说.例如: 
 

 癞蛤蟆 想 吃 天鹅 肉 。 
 

 (这条谚语的意思是身份低贱的人想得到完美的东西.) 
 

 睡着 的 鸟 容易 射 中 。 
 

 (这条谚语的意思是警告人们做事该多多注意.) 
  
 大海 哪 能 没有 浪 。 
 

 (这条谚语的意思说明要办任何事情总有困难.) 
 

 以上三个例子都表现出借喻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把喻体和本体连 
 

成一体,象第一条谚语用“癞蛤蟆 ”代表出身低贱的人而用“天鹅 ”代表出身 
 

高贵的人.等等.这样能让谚语通俗易懂. 
 
 

 总之, 比喻是一种最常使用的修辞手法,  



 

这种形式能够让读者容易理解 
 

语义,那些比较抽象的事物或者从来不太熟悉的东西,通过使用比喻手法,能使 
 

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 
   
 二 . 借代  
  借代是不把要说的事物直接说出来,而用和该事物有密切关系的名

称 
 

来代替有关的人或物,能收到突出的效果,深化意境.运用借代时,除了要注意在 
 

形象上或性质上有特征之外,一般还需要在上下文里有所交代.谚语的语言简短, 
 

因而借体必需典型,明确 ,褒贬分明,还要有普遍性的特征,使人一目了然.借代 
 

可分为四种 ,例如 : 
 

  以部分代整体 
   

众人 的 舌头 ，能 把 高 山 说 倒 。 
  
     众人 的 嘴唇 ，能 把 大海 说 干 。 
 

 (上面两条谚语都说明舌头和嘴唇都是嘴的.代替者与被代替者是部分与  
 

整体的关系.) 
 
   以具体代抽象   
 
 宁 作 蚂蚁 腿 ，不 作 麻雀 嘴 。 
   
 只 见 别人 眉毛 短 ，不 见 别人 头发 长 。 
 
 (第一条谚语的蚂蚁腿是指代辛勤劳动 , 麻雀嘴是指代不劳而获.第二 



 

条谚语的眉毛短和头发长是指代短处与长处 .借代的事物和本体事物之间, 是 
 

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这种借代的意义,就在于化抽象为形象,变显豁为含蓄.) 
 
 

  以个别代一般  
 
 人 多 出 韩 信 ，深 山 出 李 逵 。 
  
 三 个 臭皮匠 ，合成 诸葛 亮 . 
  

 (上面两条谚语说到韩信.李逵和诸葛亮等三个历史人物.韩信和诸葛亮  
 

是智慧者的代称,而李逵是草奔英雄的指代.它们都是专有名称, 在 指代本体 
 

事物上具有典型意义,因而有鲜明语感的修辞作用.) 
 
 

  双重借代 
   
 宁 跟 红 脸 打 一  架 ，不 跟 白 脸 说 句 话 。 

 (这里的红脸指代红脸的人,白脸指代白脸的人,这是以特征代本体的关系 
 

而红脸又指代性格直爽,白脸又指代性格狡猾的人. 这是一种引申式的具体代 
 

抽象.这种多层次指代,表义更为含蓄.)   
 
  
 三 . 亲切的拟人 

   这种手法是把物当作人来描写,让它有人的举止行为,思想感

情,使读者 
 

感到亲切有趣, 生动活泼. 谚语运用拟人,要数以物拟人为多,以物拟物的较少, 
 

以人拟物的最少.有关农谚气候谚,使用这种手法最多.这是因为: 一来,自然界 



 

的变化与农业生产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劳动人民特别关心.二来, 打雷 , 闪电 , 
 

刮风 , 下雨,天晴等气象变化,不易描述,运用比拟,尤其是以人比拟,即方便, 
 

又容易懂. 例如 : 
 
 太阳 早 发笑 ，大 雨 淋 破 庙 。  
  
  谷子 生 得 乖 ，无 水 不 怀胎 。 
  
 雷 雨 先 唱歌 ，有 雨 都 不 多 。 
 
 (这里的发笑,怀胎以及唱歌 , 都是说明人的动作行为的寻常词语.用在 
 

这里, 使非人的事物有了人的情态,寻常的词语有了不寻常的用法,有助于加强 
 

这类谚语的感染力,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四 . 轻松的幽默Ã 
 

 劳动群众,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战天斗地 ,变革现实, 战无不胜 , 攻无  
 

不取.富有朝气和喜气.他们的经验感受和是非爱憎化为谚语时,往往形成幽默的 
 

风格 , 例如: 
  
 死 猪 不 怕 开 水 烫 。 
  
 秃子 不要 笑 和尚 ，脱 了 帽儿 就  一样。 
  
 鱼 找 鱼 ，虾 找 虾 ，乌龟 找 癞蛤蟆 。 
  
 嘴 上 叫 哥哥，腰 里 摸 家伙 。 
  



 (这类谚语大都是于谐趣中寓褒贬,于轻松中表爱憎,反映了创造这类谚语 
 

的劳动群众,在假,丑,恶面前鲜明的是非观,和满怀胜利信心的斗争精神.) 
 
 

 五 . 夸张  
   夸张是谚语比较常用的一种积极修辞方法.它抓住客观事物

的某些本质 
 

特征 ,加以适当地强调, 突出, 夸大或缩小, 使它比实际生活中的事物更高, 
 

更强烈,更典型. 例如: 
 
  
 

三 人 同 心 ，黄 土 变成 金 。 
  
 绳 刳 木头 断 ，水 滴 石头 穿 . 
  
 一 粒 入 地 ，万 粒 归 仓。 
  
 (这些夸大其词的说法,由于它是以客观事理的真实性为基础,不是毫无 
 

根据的吹大牛,说假话 ,因而读起来不仅使人毫无过甚其词之感,反而觉得真实  
 

自然,中肯有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六 . 双关  
   
 这种手法是利用同音的双关互相代替, 使读者一看到一个词的时候能够 
 

联想到另外一个声音相似的词.双关手法可说是汉语使用中的一个特点.例如:  

 东边 日 出 西边 雨 ，道 是 无 晴 却 有 晴 。 
 



 (这里的晴和情是双关的.)  

 讲 情 又 说 理 ，打 破 沙锅 璺 到 底 。 
 

 (这里的璺是问的同音词.) 
  
 但 将 冷 眼 观 螃蟹 ，看 你 横 行 到 几时 。 
 

 (这里的横行与“横着爬行”和“横行霸道”是双关.) 
 

 这种一词双关,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辞手法,使这些谚语含蓄深沉,或 
 

幽默风趣,都提高了表达效果. 
 
 
 七 . 鲜明的对比 
 
      对比时,经常把正反的两件事物或相反的两个意思对比着写出, 使其大 
 

与小,真与假,美与丑, 善与恶格外分明, 给人一种极其生动,鲜明的感觉, 增强 
 

了谚语的说服力.可分为两种 
 
 

 不同事物的对比 
 

 花 鲜 易 落 ，松 老 常 青 。 
 
 旧 世界 听 天 由命 ，新 世界 人 定 胜 天 。 
 
  

不 走 高 山 ，怎 知 平地 ？ 
 
 通过这种对比,事物之间的性质,状态,程度等各个方面的矛盾对立,就 
 
鲜明地显示出来了.例如 :把鲜花和老松加以对比, 花朵虽美,易于凋谢, 松树  
 



虽老, 却四季常青,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更加突现出来.  
   
 同一事物的对立两面的对比 
 
 

 从 善 如 登 ，从 恶 如 崩 。 
   

 宁 为 英雄 死 ，不 为 奴隶 生 。 
  
 这种同一事物两面对立的对比,有助于我们把道理讲得更全面,更充分 , 
 

现象摆得更鲜明, 加强了这些谚语的表现力. 
 

 八 . 回环 
 

 回环手法运用的频率并不多,但它却有独特的表达效果,它通过相同词语 
 

反复出现,表达两个相反相成的意思,达到强调语义的目的 . 例如 : 
 
 

 来者 不 善 ，善者 不 来 。 
  
 难者 不 会，会者 不 难 。 
 
 真 金 不 怕 火 ，怕 火 不 真 金 。 
  
 (这些谚语正是借助回环手法的巧妙安排, 把道理说得更肯定, 深刻 , 
 

含蓄.) 
 
 
 九 . 朴素的白描  
 

 有些谚语,特别是有关生产知识和生活知识的谚语, 在表现手法上, 不 
 

渲染, 不粉饰, 不雕琢, 完全是一种通俗的明叙, 显豁的白描.它除掉语句凝练 



 

的特点外, 在说法上和一般语句几乎毫无区别. 例如 : 
  
 人生 七十 古 来 稀 。 
  
 好 种 出 好 苗 。 
  

 人 怕 出名 ，猪 怕 肥 。 
 
 (这些谚语都是开门见山,单刀直人,语言扑素.它们的语言形式虽然质朴 
 

无华,但由于内容上的智慧在闪光, 使手法的白描, 绝不给人浅薄之感,语言的 
 

浅易,决不影响语感的深沉.) 
  
 总之 ,以上所说的谚语运用的几种常见的创造手法,在介绍过程中,为 
 
了叙述方便,一般都是从一个角度来说明的.实际上  , 一句谚语或一则谚语往往 
 
同时用了几种创造手法,这样能增加谚语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准确性,精炼性,更 
 
富有艺术美和感染力. 
 
 
 
 
 
 
 
 
 
 
 
 
 
 
 
 
 
 
 
 



 
 
 

第四章] 
 

汉谚与泰成.谚语比较 
 

 从研究汉语发现,事理谚,常识谚,规戒谚以及一部分的修辞谚.  有一部分 
 

是意义跟泰成.谚语相似.至少在1200条谚语 之中有 74 条可以把它们的语义与泰 
 

成 . 谚语作比. 其中可分为 3  类 ,  就是 : 
 

 一 . 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谚语,   喻体一样. 
 

 二 . 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谚语,  喻体不一样. 
 

 三 . 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谚语,而泰成.谚语没有喻体. 
 

 以下就每一类举些谚语和例子. 
 

4.1 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谚语,用来比较的东西一样. 
 

1. 一   个  印   盒   拖  下来 。  เหมือนกันราวกับพิมพเดียวกัน          
 
                  我   第    一   次   见到   小   王 ， 就   认得  出来   她   是   你   的    妹妹 . 因为 
 

你们  俩     长 得   像  “ 一   个  印  盒   拖  下来。 ” 
   

2. 人   有   失   手 ，马  有   漏   蹄。  ส่ีตีนยังรูพลาด นักปราชญยังรูพล้ัง 
    

          常言   道 ：“ 人   有   失   手 ，马  有   漏   蹄 。” 谁   办   事儿  能    保证 
 

不  出   点儿   差错  ? 
 

3.    人    伴    贤   良   智   转   高.   คบบัณฑิตบัณฑิตพาลพาไปหาผล 
 



       李克   从   跟   王    教授   学习     以后 ，他   已   变成   一   个  很  聪明   的    人 
  

了。 真   像    俗话   所说 :  “ 人   伴    贤  良  智   转   高.” 
  

4.  大   鱼   吃   小   鱼 ，小   鱼   吃  虾子。   ปลาใหญกินปลาเล็ก 
  

        常言   道 ：“ 大   鱼  吃   小   鱼 ，小   鱼   吃   虾子。”  现在  我们  的   公司 
 

快   被  和平   集团  吃掉  了。 
 

5. 井  底   癞蛤蟆  没   见   什么   天  日。   กบใตกะลาครอบ 
  

         我们   应该   到  工厂  .  农村  各地   去   看看 。如果 老  呆   在    办公室   里 , 
 

就   成  了   “ 井   底   癞蛤蟆  没   见   什么天  日。” 
  

6.   打   草   惊   蛇      แหวกหญาใหงูตื่น 
 

          正在   打仗   的   时候   不   应该   采取  “  打   草   惊   蛇  ” 的    行动   , 不然 
 

 我们   一定  面对  失败   的  情况。 
  

7. 对   牛  弹   琴 ,  一   窍   不   通 。   สีซอใหควายฟง 
  

         你   甭   跟   老   三   谈   关于   科学  的   事 了 ,   因为  他   从来   没  上过 
 

学 ,  你   跟   他   谈    ,     就像    俗话    所说   “ 对  牛  弹   琴 , 一  窍   不   通 ”. 
 

 8. 按   牛   头   吃   不   得   草。    ขมเขาโคขืนใหกินหญา 
   

俗话   说：“ 按  牛   头   吃  不  得   草。”  我们    相爱    已经   十   年  了, 
       

你  不会    要  我    嫁给   别人   吧。 
 

9.  不   知者   不  作罪。     ผูไมรูยอมไมผิด 
 



                   这    件   事儿   不   该   怪   他 。因为  他   不   知道 ,   办了  以后 ，结果 
 

就    变成   这样.  就像    俗话    所说 :“ 不   知者  不  作罪 。” 
 
 
 

10.  趁   水   和   泥 ，趁  火   打  铁 。   ตีเหล็กเมื่อไฟยังแรง 
 

          中国   的    经济   正在   繁荣  ,  我    想   到   那边   去    投资  ,  俗话   说  ： 
 

“ 趁   水   和   泥 ，趁   火   打   铁 。” 
  

11   杀   鸡   给   猴  看。     เชือดไกใหลิงดู 
 

          陈   克杰     受贿     终于   被   判处   死刑 ,   使得   别   的   官员  不   敢   贪污 , 
 

这   就是 “ 杀   鸡   给   猴  看 ”  。 
  

12. 一   只   手   难    抓   两   条   鱼 。    จับปลาสองมือ 
 

          “ .一  只  手 难  抓 两 条 鱼 。”你     应该    好好地   做   作业 ，现在   不是 
 

看    电视    的     时间 。 
   

13. 牙齿   也   有   和   舌头   打架  的   时候 。   ล้ินกับฟน 
 

                他们    俩    虽然    爱得   很   甜   ,  但   也   有    打架  的   时候  ,   像    俗话   说 : 
 

“. 牙齿   也   有   和   舌头    打架   的  时候 。” 
  

14. 狗   改   不  了   吃   屎 。     หมาอดไมไดที่จะกินขี้ 
   

           俗话   说 ：“ 狗   改   不   了   吃  屎 。”. 我    早    就    告诉   你    他   不是 
 

好人 。 
  



15.  一   个  巴掌  拍  不   响 。     ตบมือขางเดียวไมดัง 
 
          你   该    知道“ 一   个   巴掌   拍  不  响 。”我    对    人家   有意  ，不知   
 

人家    对   我   怎么    想 ？ 

4.2 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谚语,用来比较的东西不一样 
 

1.   一   人   难  称   百   人   心 。   คนรักเทาผืนหนัง คนชังเทาผืนเสื่อ 
 

           作   人   是   很   难  的 。俗话  说 ：“ 一    人    难   称   百  人 心。”别   管     
 

这些   小人   的   议论    吧 。 
   

2.    水  火  不  相   容  。       ศรศิลปไมกินกัน 
 

            这   两   个   老头 ，从   年轻   到   现在   一直  是 “ 水   火   不   相  容 ”， 
 

谁   也   不   让   谁 ！ 
 

3.       关公  面前   耍   大刀 。    สอนหนังสือใหสังฆราช                 
 

           别   在“  关公  面前   耍   大刀 。”.你   大概    不    知道   他     是   我们    班 
   

成绩    最    好    的 。 
 

4. 吃   五   谷    想    六    谷 。  ไดคืบก็จะเอาศอก 
 

     俗话  说 ：“ 吃  五  谷   想    六  谷。”秦    始皇    这    个    人    太     乱   想   了 , 
 

 哪   有   人    能   活着   不    死    呢 ？  
 

5. 草    入   牛  口 ，其   命   不   久 。  ออยเขาปากชาง 
 

      他  爱   占 便宜 ,  厂 里   有   什么   新   东西  都   想   先   使用 ， 然后   就    占有 . 
 

今天   刚来   的  收音机 ，我  想  也  是“ 草   入  牛  口 ，其   命   不   久 。” 



 

6.   鱼   靠   水 ，水   靠   鱼 ，鱼    水   不   分离 。  น้ําพึ่งเรือ เสือพึ่งปา 
  

         “ 鱼   靠   水,  水   靠    鱼 ，鱼    水   不   分离 。” 我们    公司   如果   没有    
 

大家   的   合作 ，就   没有   今天   的   成功 。 

7.    到  什么   山 ， 唱   什么   歌 。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俗话   说 ：“  到    什么   山 ，唱   什么   歌 。”  我们   无论   作   什么    
 

事 ,  都    要    根据    实际    情况   来    办理 。 
 

8    胳膊  扭  不   过   大腿   .        อยาเอาไมซีกงัดไมซุง 
 

 “ 胳膊   扭 不 过   大腿 。”咱们   只是   小   人物 ，哪儿   敢   反对   领带 ？ 
 

9.    人  是 衣服，马  是  鞍 。        ไกงามเพราะขน คนงามเพราะแตง 
 

    她  可   真    会   打扮 ！ 怪不得   人家  都     说 ：“ 人    是   衣服  ，马  是   
 

鞍。 ” 
 

10  不  会  掌   船  赖  河  弯。       รําไมดีโทษปโทษกลอง 
 

 “ 不  会  掌  船  赖  河  弯。”是  你  自己   不行 ，怎么   能    怨   
 

 别人   啊？ 
  

11.  孤  猴 儿   跳  不  出  如来佛  的  手心。      ลูกไกในกํามือ 
    

          古人  说 ：“  孤    猴   儿   跳   不  出  如来佛   的    手心。”他    还   能   有    
 

什么   办法   对付   我   吗 ？ 
 

12.  三   个   臭皮匠 ， 顶   个  诸葛  亮.   หลายหัวดีกวาหัวเดียว                        
  



         常言 道 ：“  三   个   臭皮匠 ， 顶   个   诸葛   亮.”。  我们 组   十  几    
 

个   人    就 是   好几   个   诸葛  亮  ,  有   什么   事儿   办  不  成 ？ 
 

13.  海   底   捞   月   一    场   空。    สรางวิมานในอากาศ 
          你    想    跟    江   主席    一起    吃饭  ,   我    想    那    是    白日做梦 , 
 

“ 海   底   捞  月    一    场    空。” 
 

14.  贼   去   关   门 ，雨   后   打   伞 。   วัวหายลอมคอก 
    

          俗话   说 ：” 贼   去   关  门 ， 雨   后   打   伞。”  正月   十五   才   来    贴 
 

门神   太   晚  了。 
  

15.  有   眼   不   识    泰山 。     มีตาหามีแววไม 
 

          你   怎么   不     相信   他   说  的   话 ？他   是      这    方面     的    权威 。你   
 

是“ 有  眼   不   识   泰山 。” 
 

16. 佛  口   蛇   心 。   มือถือสาก ปากถือศีล 
 

   碰到“ 佛  口   蛇   心.” 的   人  ，别   忘   拒绝  他们  的 “  友谊  ”。 
   

17.     睁   一   只   眼 ，闭  一   只    眼。   เอาหูไปนาเอาตาไปไร 
 

          对  群众  反对  的   问题   要   认真   解决 ,  而   不    能  采取“  睁   一  只   眼，   
 

闭  一   只    眼 ”的   态度。 
   

18.  小   小   石头，打   坏   大   缸     เล็กพริกขี้หนู 
 

          苏联   这    一 百    三十   年  无    人    敢     抵抗   的  大国 ，被   这    个   平凡    
 

的  叶利欣   打破  了,  如   俗话    所谓 ：“  小   小   石头 ，打  坏   大   缸 ”。 事情    



 

果   真   是   如此 。 
  

19   打 油  的  钱  不  买  醋 。     อยาเหยียบเรือสองแคม 
 

 “ 打 油   的   钱   不  买   醋。”不该  把    这    笔    钱      挪作别用。 
 

20.   见  了  和尚   骂   贼   秃 。    ตีวัวกระทบคราด 
         

  你   把    话    说       清楚，   不要“ 见   了    和尚   骂    贼    秃 ”,   到底    是    谁     
 

偷   你  的   鸡 ? 
 

21.  好   鞋  不   踏   臭   狗   屎 。              อยาเอาพิมเสนไปแลกกับเกลือ 
 
 俗话    说“.  好     鞋   不   踏    臭  狗   屎 。”这   件   事儿  你   不该   亲自  去 办

。 
   

22. 好  了   伤疤   忘  了  痛 。   วัวลืมตีน 
  

             现在   很   多    年轻    人    都   是“ 好  了  伤疤   忘  了 痛。”他们   富起来 
 

就    忘  了   那些    帮助   过   自己   的   人 . 
 

23. 龙   生  龙 ， 凤  生    凤  ，老鼠  养   儿  会   打洞 。 ลูกไมหลนไมไกลตน 
   

          古人     说 ：“ 龙    生    龙 ， 凤    生    凤 ， 老鼠 养  儿  会  打洞 。”没有 
   

他  这   个   善良  的  家长 ， 哪儿    能   出   好   儿  女   呢 ？  
   

24. 龙   配   龙 ，凤  配  凤 。     กิ่งทองใบหยก 
  

           常言      道：“  龙    配    龙 ， 凤   配    凤 。” 但   这   句   话    恐怕  在  
 

目前   的    社会   是   很   难    行得通  的 。 
  



25.  打  了  骡子  马  也  惊 。     เขียนเสือใหวัวกลัว 
 

             张    三    被   判处    死刑 ，吓坏 了  他   的   伙伴  老   李 ，真   是   所谓 
 

“ 打  了   骡子  马   也   惊 。” 
   
 
 
 

26.  出   得   龙   潭 ，又  入   虎   穴 。    หนีเสือปะจระเข 
 

           这   几   年   他    接连不断   地    处理   了   一些   难 事儿 ，真  是“ 出 得 
 

龙   潭 ，又   入   虎   穴 。” 
 

27. 割   鸡   焉   用   牛  刀 。   ขี่ชางจับตั๊กแตน  
 

          “ 割   鸡   焉   用  牛 刀 。”这    件    小   事儿  我   去   处理   就  可以  了, 
 

你   这   位   领导   干部   不必   亲自   出马 。 
 

28. 引  鬼  入 门 。      ชักศึกเขาบาน. 
 

          你  把   这些   不三不四   的  人    带到    我们    家里来 ，岂    不是“ 引  鬼 
 

入   门 。”吗 ？ 
  

29. 台  上   握   手，台  下  踢   脚 。    ตอหนามะพลับ ลับหลังตะโก 
 

          对于   那些“ 台   上   握   手，台  下   踢    脚  ”的 人  ，我们    应该  疏远 
 

 他们 。 
 

30. 以 毒  攻  毒，以  火  攻  火 。    หนามยอกเอาหนามบง 
 

          他  以   恶劣   的   态度   来   对   我， 我   也    要    用 “ 以  毒   攻  毒 ， 
 



以  火     攻     火  ”的   办法   来     回报    他。 
  

31. 一  个  馒头   起孝 ，一 笼   馒头   起孝 。                 ปลาเนาตัวเดียวเนาทั้งของ 
 

          王丽   是   我们   团   的   代表 ， 她   不   应该  对   头儿  表示  不   尊敬  真 
 

是“ 一   个   馒头   起孝 ，一  笼   馒头   起孝 。” 
   
 
 

32. 水   火  不  同  炉。   ขมิ้นกับปูน 
 

 他们  俩 是“  水   火  不  同  炉 ”,  一   见面    就    吵架 。 
    

33. 远   在  天   边儿 ，近  在   眼  前 。   เสนผมบังภูเขา 
 

 你   要   找   的  人  ，“  远   在   天   边儿 ，近  在  眼  前 ”， 其实  就是 
 

他。 
   

34. 木   蟋   生    虫 ，墙   罅   蚊   入 。                     เกลือเปนหนอน  
 

           我们    被    打败   是    因为   小   王  当  了   敌人   的 侦察 ，背叛  了   我们 ， 
 

俗话  说 ：“. 木   蟋見生    虫 ，    墙      罅    蚊    入。” 
   

35   纸   包不住   火 。             ชางตายทั้งตัวใบบัวปดไมมิด 
 

          “ 纸   包不住   火 ”,   人   包不住   错。他  的  这    种    贪污     行为  总有       
 

一天    要    被    揭露  出来   的 。 
 

36. 一  块   石头   落  了  地 。   ยกภูเขาออกจากอก 
 

 我   终于   把   论文   写   完  了，真是“  一   块    石头   落  了 地  ”。 
 



37. 无  牛  抓  了 马   耕  田 。   จับแพะชนแกะ 
   

              老话    说 ：“  无   牛  抓  了  马   耕   田 。”   我们   没有  合适   的  工具 , 
 

只好 用  它   来   代替 。 
   

38. 牛  头  不   对   马   嘴 。      ไปไหนมาสามวาสองศอก 
 

          我  问   他   什么   时候   回来 ，他   却    说    我   想    去  北京 。真是 
  

“  牛  头   不   对   马   嘴。” 
   

39. 乌  狗   吃   食 ，白   狗   当   灾    แพะรับบาป 
 

     走上    黑暗   社会  的  人    总有   一   天   是“ 乌   狗   吃食，白  狗  当  
 

  灾 ”.  
 

40  鸡蛋   里   挑  骨头 。              ฟนฝอยหาตะเข็บ 
 

 你   太   年轻  ,  如果  他   不   从“  鸡蛋   里   挑   骨头 ” ，今天  他   的  官 
 

怎么   抬得   怎么   高 ？ 
 

41. 天   落   馒头  ，也   要   起早  去   拾 。      น้ําขึ้นใหรีบตัก 
 

 “ 天   落   馒头 ，也   要   起早 去   拾 。” 这   次  机会  很  难得 ，我   劝 
 

你  要   抓住   别   错过!  
 

42  乌鸦   笑   猪  黑 ，自  丑   不  觉得 。       วาแตเขาอิเหนาเปนเอง 
 

            常言  道 ：”乌鸦   笑   猪   黑 ,  自  丑   不  觉得。”你    还是    先   用   镜子 
 

 照照  自己   吧 ！ 笑   别人   实际   是   笑  自己。 
 



43.  鸦   窝   里  出   凤凰  。             เพชรในตม 
 

            穷苦  的   杨家    有 怎么   漂亮   的  女儿 ，这   真是“ 鸦   窝  里   出    
 

凤凰  。” 
 

44. 一   波  未  平 ， 一  波  又   起。           ความวัวยังไมทันหาย ความควายก็เขาแทรก  
 

           难得  的  是  平静 。十  年  来“. 一  波  未    平，一  波   又起”,  我   实在 
 

受不了。 
   
 

45   叫花子  比   神仙 。            ตางกันเหมือนฟากับดิน 
 

           把   中国   解放  前   的  情况   来   跟   如今   的   状况  相比 ，真是    所谓 
 

“ 叫花子   比    神仙”。 
   
 

46  打  一   巴掌    柔一柔 。     ตบหัวแลวลูบหลัง. 
 

              厂长   使用“  打   一    巴掌   柔一柔 ”的  方法   来   对付   示威  的   工人  , 
 

工人   受骗  了。 
 
  

47. 刀  对  刀 ， 枪   对  枪 。   ตาตอตา ฟนตอฟน 
 

          不  能   给   他  软   的  ，就   跟    他“ 刀   对   刀 ，枪    对   枪 ”,   让   他 
 

他   有   法   开始   无   法   收场 。 
   

48.  打    开   天窗   说   亮   话 。    เปดอกพูด 
  

          大家“ 打    开   天窗   说   亮   话 ”,   把   问题   和   想法  都    坦率   地 
 



说出来  了。 
 

49. 作   一   天   和尚 ，撞   一  日  钟 。                               ตําขาวสารกรอกหมอ 
 

          做事  不该   象   俗话   所说  ：“  作   一   天    和尚 ，撞   一  日  钟 。”   
 

不然  你   这   一辈子  就   别    想   成功。 
 

50  瓜   熟   自  落 。          สุกก็จะหอม งอมก็จะหลน 
   

          你  不用  催   他   结婚 。俗话   说  :  “ 瓜   熟  自  落 。”  到   那  时候 
 

他   一定   会    找到    一   个   很   好   的   妻子  的。 
  

4.3  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谚语 , 而泰成.谚语没有任何比较. 
 

1.    木偶  不  会 自己  跳  ，幕   后   必  有  牵线  人 。       ชักใย 
 

           俗话  说  ：“ 木偶   不   会  自己   跳 ，幕   后   必   有  牵线   人  ”,  我    
 

看  这  个  人   是   有   人   在   后台  支持   他。 
 

2. 一   个   香炉   一   个   罄  ，一    个   人   一   个   性 。    นานาจิตตัง 
 

                  “ 一    个   香炉    一   个     罄  ，一   个   人   一   个   性 。” 各人 都  有 
 

自己   的   愿望   和   爱好 。 
 

3.    三   天  打鱼 ，两   天   晒   网 。            ผัดวันประกันพรุง 
 

           学    外语   要    长期   坚持 , “  三    天     打鱼 ，两   天    晒  网 ” ,  怎么   能 
 

学好 ？ 
 

4.  一   兵  不   能   成   将 ，独   木  不   能    成     材。         สามัคคีคือพลัง 
  



           “ 一    兵   不   能   成    将 ，独    木   不   能   成    材”,   这    件    事情   所以 
 

办成 ,   是   靠  大家  共同  的  努力 。 
  

5.    过   河   拆   桥。             ถีบหัวสง 
 

  跟“  过   河   拆    桥 ”的   人    交   朋友 ，对  自己  有   害。 
 

6    刀子  嘴，豆腐 心。            ปากรายใจดี 
 

           村里  人   都   知道   小   黄   说话  厉害 ，心    却   善良 ,  都   说  她  是 
 

“ 刀子  嘴，豆腐 心”. 
   

7.   滴   水  成   河 ，粒  米  成   箩 。                 เก็บเล็กผสมนอย 
 

          俗话   说  “ 滴   水  成   河 ，粒   米  成   箩 ”,  一    毛    钱  也  不   该    抛弃. 
 

8.   解   铃   还是   系   铃   人 。             เรียนผูกตองเรียนแก 
    

          常言   道 ：“  解     铃    还是    系    铃    人 。”  你们   两人    的   矛盾   都是 
 

你   造成   的 ，还是  你   去    解决   吧 。 
    
   
 

 
 
 
 
 
 
 
 
 
 
 
 
 
 



 
 
 
 
 
 
 
 
 
 
 
 
 
 
 
 
 
 
 

 
 

 

第五章 
 
 

汉谚与泰成.谚语的形象 
 
  

       汉谚与泰成.谚语的内容都反映出两个民族的自然景物, 气候 , 日常 
 

生活 , 风俗习惯,信仰以及两国人民对某种事情的看法和价值观.这些方面我们  
 

两国有共同点和不同点. 
 
 

5.1 自然景物与气候 
 

        一 . 自然景物 
   

        中国与泰国都位于亚洲.因此使得两个国家的自然景物, 气候有比较 
 

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不相似的地方.由于中国的面积十分广阔,因此它的自然 



 

景物比较多样化.它有壮阔的山脉,大小河流,而且还有一部分地区是沙漠, 而 
 

中原一带是平地.这方面泰国也象中国一样具有不少的山脉, 特别是在泰国北边 
 

儿一直联到东部.南方两岸都靠海边儿.除了这些地方以外,泰国的中原地区都是 
 

平地.所以有一部分汉谚与泰成.谚语都说到这一点.例如 : 
 

 过 河 拆 桥 。    พอถึงฝงก็ถีบหัวเรือสง 
             水   清   石  自  见    .                                                         น้ําลดตอผุด 
 

(这两条谚语都说明中泰两国都有大的河流) 
 

  上 山 容易 ，下 山 难 。  ขึ้นเขางายแตลงเขายาก 
 到 什么 山 ，唱 什么 歌 。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有 眼 不 识  泰 山 。   มีตาหามีแววไม           

 (这三条谚语反映出中泰两

国都有好多山, 而第二条泰成.谚语说明泰国 
 

人喜欢在河流附近建城,这标志着泰国的平地比较多.) 
 
 
  
              二 . 气候 
 

           由于中国的面积非常广阔,使得各个地方的天气有所不同.如 北方 
 
 

的冬天比较寒冷,水可结成冰,到了夏天天气又很热.中原地区天气比较凉快,  
 
 

因为受到海水的影响,有时也经常下雨.中国南方的气候跟泰国相近,不太冷有雨 
 

季,夏天的时候气温有点儿高. 
 



        中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泰国则有夏季,雨季和冬季三个季节.泰 
 

国的夏季气温比中国高,因为位于亚热带.以下就举些反映中国气候特的例子: 
 

                   一 日 不 见 如 隔 三 秋 。 
 

      一    木    不    成    材 ，一    花   不   成   春 。 
  

       雪上  更   加   霜 。 
  

 (上面三条谚语能够表明中

国气候的特点就是有春季和秋季可是泰国都 
 

没有.) 
 

5.2 植物与动物 
 

          一 . 植物与水果 
 

          泰国与中国有相同的植物和水果,如莲花,波箩,桔子等等,像汉谚 
 

与泰成.谚语所反映出来的,如 : 
 

                        藕    断   丝   不  断 。  ตัดบัวใหเหลือใย  
 
                        可是中国的气温比泰国低,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更是如此.有些植物或 
 

水果只能在冷天发育,这些植物或水果在泰国找不到.例如 : 
 

           牡丹   花   虽  好 ，还   要   绿叶  去  扶 。 
  

             枣   核桃    一起  数 。 
 

                        二 . 动物 
 

          中国和泰国都是农业国家,两国人民所养的动物比较相似.如水牛, 



 

黄牛,鸡,鸭,马,猪等等.养鸡,鸭为了吃,养马当作交通工具特别是旧日,养牛是 
 

用来耕地.以下举些关于动物的汉谚.泰成谚语.例如 : 
 

          杀   鸡   给   猴   看 。                    เชือดไกใหลิงดู 
          鸡   鸭   到了   庖人   手 。               ลูกไกในกํามือ 
                       人  是  衣服 ，马  是   鞍 。                                   ไกงามเพราะขน คนงามเพราะแตง 
                       人   有   失  手 ，马  有   漏  蹄 。 ส่ีตีนยังรูพลาด นักปราชญยังรูพล้ัง 
                       大   鱼   吃   小   鱼 ，小  鱼   吃   虾子 。        ปลาใหญกินปลาเล็ก  
             一   只   手  难   抓   两   条   鱼 。     อยาจับปลาสองมือ 
                        按   牛  头   吃   不   得  草 。                                     อยาขมเขาโคขืนใหกินหญา 
 

                       有些动物在一个国家有,但另一个国家没有或者很少见.如龙是中国 
 

的神物,标志着丰富和吉祥. 像这种动物泰国没有. 鄂鱼是泰国具有相当数量的 
 

动物,可是我们只能在中国的南部地区见到.此外,中国人习惯养羊.而泰国没有, 
 

这是跟中国的气候有关.冬天的时候,天气非常冷,中国人习惯吃羊肉,为了多给 
 

自己热量.以下就举些关于龙,鄂鱼以及羊的汉谚与泰成.谚语.例如 :   
 

                           龙   配   龙 ，凤   配   凤 。  (กิ่งทองใบหยก) 
                      一   龙   九   种 ，种种  个别 。   (นานาจิตตัง) 
                      出   得   龙   潭 ，又   入    虎   穴 。  หนีเสือปะจระเข 
         割   鸡   焉   用   牛  刀 。     ขี่ชางจับตั๊กแตน 
         纸   包不住   火 。     ชางตายทั้งตัวใบบัวปดไมมิด 
                      争   得   鸡   来    失   了   羊 。                                           ( ไดอยางเสียอยาง ) 
 

5.3 风俗习惯 
 

         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些习惯跟泰国人比较相似,有的习惯 
 

跟泰国人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人和泰国人都是以米饭为主食的国家.但中国北方 



 

人和南方人在这方面也有差别.北方人习惯吃面食,而南方人习惯吃米饭.此外, 
 

关于吃饭的工具, 泰国和中国人就有差异. 中国人用碗来吃饭, 习惯用筷子来 
 

夹菜,可是泰国人用盘来吃饭,习惯用勺子和叉子.以下举些关于上面所说的汉谚 
 

与泰成.谚语的例子 : 
 

 饭  来   张  口 ，衣  来    伸   手 。   (งอมืองอเทา) 
 

             天   落   馒头 ，也   要   起 早   去   拾 。                              (น้ําขึ้นใหรีบตัก) 
 

               一   根   筷子  容易   折 ，十  根   筷子   硬   如   铁 。 
 

             此外,还有一些汉谚表示以前中国人居住地方都有自己的井,如汉谚 
 

所说: 
 

 井底   癞蛤蟆 ,  没   见   什么   天  日。            กบใตกะลาครอบ 
 

              在建筑方面,中国人和泰国人都一样喜欢盖简单的楼房,有墙壁 , 有门 , 
 

有窗户,如汉谚与泰成.谚语所说: 
 

 墙    有   眼睛 ，壁  有  耳 。    หนาตางมีหู ประตูมีชอง 
 

               关于打铁与造箭,两国人民早已知道.但是从汉谚来看,我们发现中国人 
 

对造箭比较熟悉.因为,以前的中国经常发生战争,箭是一种最常用的武器.以下 
 

就举些说明这些内容的汉谚与泰成.谚语. 
  

               趁   水  和  泥 ，趁   火   打   铁 。  ตีเหล็กเมื่อไฟยังแรง 
 

 造  弓   的  造  弓 ，造   箭  的   造   箭 。  (หนาที่ใครก็หนาที่คนนั้น) 
 



               泰国人和中国人对死者的尸体有不同的观念.泰国人习惯把尸体火烧, 
 

可是中国特别是南方地区的人经常把尸体装进棺材,然后搬到坟墓去埋葬.每年 
 

的清明节,死者的子子孙孙都到坟墓去祭祀,打扫,烧香等等.像汉谚所说 :  
 

 不  见   棺材  不  流泪 。                                                ( ไมเห็นโลงศพไมหล่ังน้ําตา ) 
 

                 哪里   黄土   不   埋   人 。 
 

      在音乐方面,中国人和泰国人很早就有自己的乐器.有的是比较相似的, 
 

如泰国人和中国人都喜欢弹琴,可是琴的种类就不太一样. 此外,中国人和泰国 
 

人都对打鼓比较熟悉.以下的汉谚与泰成.谚语说明这个方面.例如: 
  
               不  会  掌   船   赖   河   弯 。  รําไมดีโทษปโทษกลอง 
 

 对 牛 弹 琴, 一 窍 不 通 。                    สีซอใหควายฟง 
 

5.4 观念与价值观 
 
 

      汉谚与泰成.谚语都反映出两国人民对某些动物, 婚姻,或者钱有大同 
 

小异的观点.如 无论是中国人或泰国人都对黄牛和水牛很熟悉.因为大部分人 
 

是农民.我们经常用牛来代表劳动,用它来比喻不聪明的人.像汉谚与泰成.谚 
 

语所说: 
 

 对 牛 弹 琴, 一 窍 不 通 。   สีซอใหควายฟง 
 

 牵   牛  要   牵  牛  鼻子 。     สนตะพาย  
 

              关于蛇,泰国人与中国人都觉得它是一种凶狠有毒的动物,蛇标志着危险. 
 



蛇在某些汉谚与泰成.谚语中含有贬义, 提醒大家要注意危害.如: 
 

 打   草   惊   蛇 ．     แหวกหญาใหงูตื่น 
 

 佛  口   蛇   心 。     (มือถือสาก ปากถือศีล) 
 

 打   蛇   打  七  寸 。     ตีงูใหหลังหัก 
 

             中国人和泰国人都对狗有共同的观念.他们认为狗是一种不好的动物. 
 

人们经常把狗来比喻那些行为不端正的人, 狗出现在汉谚与泰成.谚语的时候, 
 

都含有贬义.例如: 
 

 狗   改  不  了  吃   屎 。    หมาอดไมไดที่จะกินขี้ 
 

 恶   狗   挡路 。     หมาดีไมขวางทาง 
 

             此外,中国人和泰国人都很尊敬长辈.由于我们两国曾是封建国家,因此 
 

使人与人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 
 

关系.每一家人的关系都密不可分. 再说 ,人们比较讲究尊敬老年人,注重报恩. 
 

例如: 
 

 一   日 为   师 ，终  身  为   父 。               ความกตัญู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ของคนดี 
 

      在婚姻方面我们两国都讲一夫一妻,对这方面仍保持保守态度.人们认为 
 
 

丈夫是家长.像汉谚与泰成.谚语所说: 
 

 一   女   不  吃  两   家   茶 。           ผัวเดียว เมียเดียว 
 嫁   鸡   随   鸡 ，嫁  狗  随  狗 。          สามีเปนชางเทาหนา                
      ภรรยาเปนชางเทาหลัง 
 

               中国人和泰国人都很看重教育. 好多汉谚与泰成.谚语都说明这一点.如: 



 

             活   到   老 ，学   到  老 。 (ความรูไมมีวันเรียนไดหมดไดส้ิน) 
 
            人    伴   贤   良   智   转   高 。                                             คบบัณฑิตบัณฑิตพาลพาไปหาผล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泰国人都非常重视钱.特别是现代人把钱看得高于一切, 
 

使得有些人不讲道德,友谊.这反映在谚语中, 如: 
 

 钱   可  通   神 。      เงินคือพระเจา  
 

5.5 信仰 
 

      在信仰方面,一部分信佛教的中国人与信佛教的泰国人都一样,相信 
 

因果,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外, 还教人该依赖自己, 像汉谚与泰成.谚语 
 

所说: 
 

              种    瓜   得  瓜 ，种   豆   得   豆 。                          กรรมใดใครกอ กรรมนั้นยอมสนอง 
 

 害   人   害   己 。             ใหทุกขแกทานทุกขนั้นถึงตัว       
 

 求   人   不如   求   己 。              ตนแลเปนที่พึ่งแหงตน 
 

 佛   口   蛇   心 。               มือถือสาก ปากถือศีล 
  

5.6 文学与历史故事 
 

      由于谚语是以口头而流传下来,因此很少来源于历史故事或古书.但也有 
 

些汉谚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例如说到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诸葛亮.关公 , 
 

等 . 以下举些这方面的例子. 
 
 三 个 臭皮匠 ，顶 个 诸葛 亮 .       ( หลายหัวดีกวาหัวเดียว ) 
 关公  面前   耍   大刀 。    (สอนหนังสือใหสังฆราช) 



 乌鸦   笑   猪  黑 ，自  丑  不  觉得 。   วาแตเขาอิเหนาเปนเอง 
      总之,上面所说的内容都很好的表明汉谚与泰成谚语都能反映出两国人民 
 
各方各面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使得两个民族互相理解,能够促进两个国家的友谊. 
 
 
  
 
 
 
 
 
 
 
 
 

第六章 
 

总结和推荐 
 

 

谚语的性质 
 

 谚语来自人民的口语而流传下来,它的语言简短,易于记住,大部分内容都  
 

是生活中的各种经验. 
 
 

谚语与成语的差别 
 

 谚语和成语都是常用词语,因此我们要把这两种词语的区别搞清楚.为了  
 

能够很好地判断是否是谚语,以下是区别谚语与成语的五个判断点. 
 

 一 . 语体风格的区别 
 



  成语大部分来源于寓言,历史故事或者古书,由文人加工,通过古书  
 

流传下来, 因此大部分成语属于“书面语 ” 
 
  谚语来自人民的口语,主要是以口头的形式存在.因此大部分属于  
 
“口语 ” 
 
 二 .  内容形式的区别 
 
  成语的内容往往是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性质,状态, 程度等进行具体  
 
的形容,形象的比喻和生动的描述.它概括的内容大都是复杂的概念. 
  

 谚语的内容多是以判断推理的形式,表达人类的生活经验. 一般说 
 

来, 成语以四言组合为基本形式. 虽然也有的成语是多言形式,但是是少数 .  
 
反而谚语的基本形式是对联式的短句或韵语.此外,成语的结构大部分是主谓 
 
形式,但谚语的结构是不固定的. 
 
 
 三 . 造句功能上的区别 
 
  谚语和成语都能充当主语,谓语或者宾语.但是大部分的谚语能当  
 
独立的句子,而成语常充当句子的成分. 
 
 
 四 . 定型性强弱不同 
 
  成语的定型性比较强,它不能用意义相似的词来代替.也不能任意  
 
增减.此外,它的结构不能任意改变. 
 
  
  谚语的定型性比较弱.在不影响表义功能的前提下,谚语的变动,  
 
个别改字减字的同义形式 , 都是允许的. 



 
 
 五 . 历史来源的差别 
 
  成语,特别是那些历史久的成语,从古书上大都可以找到它们形成的  
 
来源或出处.谚语则不同,由于谚语是以口语流传下来,因此,很难找到其书面的  
 

来源与出处. 
 

  总之,以上所说的五种判断点对区分谚语与成语的界线是很有用的.  
 

但我们不能用这五个差别来判断所有的谚语和成语. 
 
 

谚语的分类与创造手法 
 

 由于谚语的数量很多,能够把握住它们的分类和创造手法有很大的作用. 
 

因为谚语的分类和创造手法使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它们的内容与含义.谚语可分为 
 

以下八类. 
 

 一 . 生产谚 
 

  总结生产斗争的谚语,其中包括农,林,牧,副,渔等方面.这一类是谚语  
 

中数量最多的. 
 

 二 . 天气谚 
 

  反映风云雷雨以及气候气象变化规律. 
 

 三 . 讽颂谚 
 

  对是非善恶的歌颂与批判. 
 



 四 . 规戒谚 
 

  对人们的道德观,是非观有所教育和劝勉.此外,还说明人该如何做人,   
 

如何处世. 
  

 五 . 事理谚 
 

  着重总结客观事物的必然性,规律性.这类谚语与规戒谚的差别在于  
 

规戒谚主要是讲人们道德观的事理问题,而事理谚主要讲道德观以外的普遍规律  
 
 

 六 . 常识谚 
 

  讲有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知识.  
 

 七 . 风土谚 
 

  反映中国山河的壮丽,物产的丰饶,乡土习俗. 
 

 八 . 修辞谚 
 

  大都是指那些无法概括在上述各类里谚语.主要是对事物的特点,性状  
 

以及程度进行描绘.  
 

  谚语常用的九种创造手法有比喻,借代,拟人,幽默,夸张,双关, 对比, 
 

回环以及白描.其中,比喻与夸张是最常用的. 
 
 

汉谚与泰成.谚语的比较  
 
 

 从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跟泰成,谚语的比较来分析.我们可分为以 
 



下三类.那就是: 
 

 一 . 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谚语, 喻体一样 . 
 

 二 . 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谚语, 喻体不一样. 
 

 三 . 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谚语,而泰成.谚语没有喻体. 
 
 

汉谚与泰成.谚语比较的结果  
 
 

 我们可以说从那些语义相似或相近的汉谚与泰成.谚语比较的角度来看, 
 

用来说明道理的那些东西大部分是不相,反映出两个国家生活中各方各面的不同.但 
 

也有有一部分用来说明道理的那些东西是相.意味着中泰两国有共同点. 因此 ,  
 

在分析较的时候个,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们两国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 样能让我们 
 

两国人民更好地互相理解对方各个方面的生活, 有利于促进两国友好的关系 . 
 

谚语的局限性 
 

 一 . 地方性 
 

  由于中国的面积很广阔,使得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气候特点,因此某个 
 

地方的天气谚,有时就不适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气候现象.例如 : 
 

   未 吃 端午粽,寒衣 不 可 送,吃 了 端午粽,还 要 冻 三 冻. 
 

  (这条谚语只能用于中国北部地区.因为到了农历五月份,中国南方 
 

地区就开始暖和起来,不必用寒衣.) 
 
 



 二 . 科学性 
 

  大部分的农谚都来自农民的直接经验.因此,有时就没有固定的合理性.  
 

此外 , 有些关于医疗的谚语并不科学 . 例如 : 
 

  不 乾 不 净 , 吃 了 没 病. 
 
 

 三 . 有些谚语的意义彼此有矛盾  
  

  这方面的局限性是因为谚语的数量繁多,有些谚语的意义彼此发生  
 

矛盾,例如 : 
 

  人 多 事 早 完 ,水 大 好 掌船. 
 

  人 多 乱,龙 多 旱. 
 

  (这两条谚语让读者怀疑,到底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 这种彼此矛盾  
 

的现象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问题的,因此要使用哪一条谚语的时候必需考虑到场 
 

场合,这样才能用得准趄  
 

  总之,要正确地使用谚语,必需把握住它们的局限性. 
 
 

论文的推荐 
 

  这篇论文没有研究谚语的结构特点.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谚语  
 

的话,我们就发现其实谚语的结构是多样化的.例如 : 
  

  百闻不如一见. 
 

  (这条谚语的结构是属于主谓句.) 



 

  白马改不了原色,黄金改不了本色. 
  

  (这条谚语的结构是属于并列式.) 
 

  大鱼吃小鱼 , 小鱼吃虾子 . 
 

  (这条谚语的结构是属于递进式.) 
          

      还要好多谚语结构形式没在这里指出,希

望对谚语结构感兴趣的读者 
 

下功夫在这方面好好地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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