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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九三年春夏之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前身，北京语言学院进行了一次魄力不凡的教学体制改革
，在全国率先创建了学院制。
于是，文化学院就应运而生了。
当时学校把这个学院冠之以“文化”，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根据北语办学的宗旨，从“三个面向
”的理论视角出发，为这个学院未来的学科发展所选择的一方沃土。
创建新的学科，首先考虑的因素是需要。
一是社会的需要；二是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三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文化学院学科专业的逐步创立，定会进一步完善学校的学科群体，有利于语言文化的协调发展，有利
于形成自身特色的学科优势，有利于人才良好素质的培育。
总之，文化类学科不仅不可淡化、弱化，而且必须强化、优化，因为这是学校学科建设重要的一翼。
　　“文化”一词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汇。
但从狭义上说它是专指精神文化，即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
文化学院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说“主要”，也是为文化学院未来的学科专业的拓展留下一些余地。
在透视着东方文明曙光的新世纪里，说不定某些器用文化专业，“当春乃发生”，需要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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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一词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汇。
但从狭义上说它是专指精神文化，即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
文化学院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说“主要”，也是为文化学院未来的学科专业的拓展留下一些余地。
在透视着东方文明曙光的新世纪里，说不定某些器用文化专业，“当春乃发生”，需要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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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设若以此作为禁忌语分类的逻辑出发点，即从禁忌的对象角度或者说是从禁忌语产生、形成的原
因方面来分析，禁忌语就有“崇拜禁忌语”和“趋吉避凶禁忌语”两种类型。
　　1.崇拜禁忌语　　人类社会初级阶段的认识，往往是建立在非科学意识的基础之上的。
特别是原始部族更是常常把某种自然物，如某种动物或植物，甚或某种无生物人化、神化，视如与本
氏族祖先有近缘血亲关系的神圣物和保护神，形成了种种氏族的图腾信仰和神化传说。
于是禁止人们直接言及、冲犯这些已成为氏族徽号、标志或象征等的动物、植物、某种无生物等等，
一些崇拜禁忌语便于此间衍生、形成和发展起来了。
例如，过去在鄂伦春语里忌言“牛牛库”。
“牛牛库”是“熊”的译音，鄂伦春人认为其祖先与熊有近缘关系，不仅禁止捕猎，而且禁忌直呼其
名，须以“阿哈玛”（舅父）、“雅亚”（祖父）、“太帖”（祖母）敬称谓之。
在某些畲族集居地则禁书“九”字，凡遇此形，须作“f天”写，因为据神话传说，畲族是“神犬”的
后裔，“犬”与“九”形近，不得冲犯。
崇拜禁忌语在整个禁忌语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小，且多见之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
　　2.趋吉避凶禁忌语　　在人类社会尚处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时期，人们对于自己还无法解释
，无力抗拒和抵御种种天灾人祸的威胁和侵害，因此往往采取一种畏而远之的消极的防卫态度，对与
这些凶险、不祥的事物有关联的字眼、词眼都加以躲避防患（即“避凶”），或者改换为其他的一些
吉祥字句（即“趋吉”），以为如此便可摆脱凶险的伤害，达到趋吉以避凶的目的。
这类禁忌语较为多见。
例如过去许多地方年节时，除忌言凶险不祥的字眼之外，还忌言“少”“没”“跑”等字，此乃虑一
年的财气、福气会因言之而“少了”、“没了”、“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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