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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80年代以来，中国语言学界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文化语言学，逐渐发展起来。
语言学的刊物发表了许多有关的论文，一些专著先后问世，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特别是
把汉语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
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热潮的出现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这是因为语言与文化确实存在着密不
可分的水乳交融的关系。
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社会制度，经济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风俗习惯等无不在其语言中得到反映。
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透过语言看到与语言相关的文化现象，探究语言的文化的源流
。
另一方面，一个民族文化背景的发展变化又时时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的发展变化。
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它可以使我们从文化角度更好地认识语言，了解某种语言在语音、
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民族特点。
文化语言学的出现，实际上开辟了语言学研究的新途径。
把汉语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开创了汉语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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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80年代以来，中国语言学界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文化语言学，逐渐发展起来。
语言学的刊物发表了许多有关的论文，一些专著先后问世，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特别是
把汉语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与中国文化>>

作者简介

　　鲁宝元，1964年4月生于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1985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讲师。
1989－1991年到日本福井县立足羽高等学校、福井大学任讲师。
1996－1998年到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任客员教授，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
 　　神里常雄，1930年3月生于日本冲绳县。
1955年任职于流球银行。
1956年9月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科研究院。
1990年3月从琉球银行退休。
1991年-1997年数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短期留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与中国文化>>

书籍目录

序言汉语语音与中国文化1 从《施氏食狮史》谈起——汉语词汇的谐音现象2 “年年有鱼（余）”与“
碎碎（岁岁）平安”——谐音替代与取吉避凶3 “向前看”与“向钱看”——谐音字和词语的翻造4 道
是无晴（情）却有晴（情）——谐音与文学艺术汉字与中国文化5 仓颉造字，夜有鬼哭——圣人造字
说的由来6 敬惜字纸与测字算命——文字的迷信和崇拜7 性别歧视与“女”字旁——从汉字看古代女性
的社会地位8 贝币、铜钱与金银——从汉字看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9 丝绸与丝绸之路——从丝字旁汉字
看中国古代的丝绸业汉语语汇与中国文化10 状元、举人、秀才——词汇与科举制度11 说“气”——词
汇与特有的思想观念12 从“毛病”说起——词义的衍生与民族文化背景13 从“万元产”说起——新词
语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汉语语法与中国文化14 从“火”说起——汉语词语的兼类现象15 “屡战屡败”与
“屡败屡战”——汉语词序的语法作用16 从“吃食堂”谈起——汉语表达的意合特点17 “德才兼备”
为什么不能说“才德兼备”——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与汉语构词方式18 汉语诗文中的对句艺术
——汉语表达的对称美19 对联——汉语对句艺术与民俗汉语植物词的文化义20 谈“桃”说“李”——
汉语植物词的文化义漫谈之一21 岁末春初话寒梅——汉语植物词的文化义漫谈之二22 采菊东篱下——
汉语植物词的文化义漫谈之三23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汉语植物词的文化义漫谈之四汉语动物词
的文化义24 说“龙”——汉语动物词的文化义探源之一25 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汉语动物词的文化义
探源之二26 兽中的王者“虎”——汉语动物词的文化义探源之三27 说“马”——汉语动物词的文化义
探源之四28 蒙冤受屈的中国狗——汉语动物词的文化义探源之五汉语颜色词的文化义29 青、蓝、绿—
—汉语颜色词的文化义探源之一30 革命的红色词族——汉语颜色词的文化义探源之二31 从中央正色到
色情的代称——汉语颜色词的文化义探源之三32 说“黑”——汉语颜色词的文化义探源之四33 说“白
”——汉语颜色词的文化义探源之五汉语器物词的文化义34 说“玉”——汉语器物词的文化义漫谈之
一35 三分天下话鼎足——汉语器物词的文化义漫谈之二36 象棋与熟语——汉语器物词的文化义漫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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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词的文化义39 受欢迎的“8”与令人讨厌的“4”——数字的好恶姓名、别称、地名与中国文化40 
从“留名青史”说起——名字的产生与命名的方式方法41 张、王、李、赵遍地流（刘）——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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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教是在中国古代鬼神迷信、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吸收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以及阴阳五行的学
说而形成的一种宗教。
产生于东汉中叶，以后逐渐发展、完善，而流传至今。
道教的产生、存在和传播必然会反映到语言领域中，并对人们的语言生活产生影响。
　　道教以春秋时代的哲学家老子为教祖，把老子哲学中的“道”作为道教教义的理论基础。
老子所说的“道”本来是指宇宙之中超越时空，永恒存在，产生天、地、人和万物的本源。
道教把老子所说的“道”神秘化，认为人通过修行得到了“道”，就能与“道”同在，成为永生不灭
，无所不能的神仙.用语言来概括一下就是“得道成仙”。
在道教的传说中有许多成仙的故事。
道教典籍《神仙传》中说汉代淮南王刘安一心修道，终于得道成仙。
临去的时候，把吃剩下的丹药撒在院子里，他家的鸡和狗吃了，也一同升入天界。
这个故事后来衍化为一个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来比喻一个人有了权势，家族亲友都跟着
一起受益。
　　道教认为得道成仙的途径就是修炼，修炼的方法多种多样。
　　例如“存思”，就是使人的思维和和呼吸进入平静状态，集中于某一事物，如山川草木，日月星
辰，或身体的某一穴位，去除杂念，避开干扰.以此达到养生得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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