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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词汇与民俗文化综合研究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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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明评述《民俗文化语汇通论》�推介该著作在学科建设、理论探讨与阐释、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和价值�指出其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资料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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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天津师范大学谭汝为教授主编、作为天津
市“九五”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最终成果的《民
俗文化语汇通论》（下简称《通论》）2004年8月由
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
兴的事情�因为它的出版�如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
先生所说�宣告了“熟语和词关联于民俗文化的全
面系统研究诞生了”。（见本书序言）

通读过后�我们看到�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具
有明显的特点和非常值得推介之处。

一、具有学科上的意义和价值
刘叔新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多有

论列�兹引用几段：
“这是把熟语及词的分析同民俗文化的考察

结合起来的产物�是综合词汇学、熟语学、民俗学
和文化语言学某些要素的崭新结晶。”
“它似乎成了一种既处于词汇学、熟语学和文

化语言学之间�也处于语言学和民俗学之间的一
个边缘部门－－－一个崭新边缘学科的雏形。”
“大胆地越出传统学科研究的固有格局�走出

一条融合词汇学、熟语学、文化语言学和民俗学的
崭新研究路子�提出一个极富创新性的、自成系统

的特殊学科内容�这是《通论》使我首先感觉到的
最大特点。”

此外�专家组在给本书进行成果鉴定后出具
的《鉴定意见》中�也把“把民俗文化语汇作为研究
对象具有开创意义”作为本书的两个学术价值之
一。（见本书《后记》）

此前的相近或相关研究�我们看到的主要有
曲彦斌先生的系列研究�如《民俗语言学》《中国民
俗语言学》及其主编的《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
等�但是�二者在对一系列相关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的认识和阐述�以及考察的切入点、侧重点和范围
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因而可以互相补
充、互相完善。我们相信�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特别
是理论性探讨的不断深入和增多�我们最终可以
建立起一个有巨大内涵的严格意义上的新的学科

－－－一个语言学与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
新学科。从这一点来说�《通论》一书作者们的探
索和努力将是功不可没的�并且�本书的研究成果
也一定会在这一新学科的发展史上留下重重的一

笔。
本书学科上的意义和价值还表现在某些对具

体问题进行讨论的部分�比如第八章《民俗文化语
汇的修辞阐释》。本章中�作者主要讨论了以下两



个问题：汉语修辞在汉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汉文
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虽然说不上特
别全面和深入�但是我们认为�这一部分的内容实
际上揭示或提出了一个隶属于上述总体研究的分

支性的研究领域�我们姑且称之为“修辞民俗学”
或“民俗修辞学”�而这也可以作为传统修辞学的
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这就提示我们�由《通论》及相关研究汇集而
成的新的学科�应当是一个“大”的学科�它的下
边�还包括一系列的分支学科�而这些分支学科建
立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也正说明了建立一个相关
研究的新学科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以及该新学科发

展的良好前景。

二、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和价值
《通论》一书不仅通过许多方面的具体语汇考

察和叙述了大量的民俗文化事象�讨论了各种民
俗文化语汇的表现形式及语言特点等�还进行了
很多理论上的探讨和阐释�从而使得本书具有了
很浓的理论色彩。比较集中地进行理论性探讨的
是本书第一章《民俗语言的理论探索》�既有总述�
也有分论�主要谈了以下的内容：民俗语言与民俗
文化的关系、汉字与民俗文化、汉语语音与民俗文
化、汉语语法与民俗文化、流俗词源与民俗文化。
这实际上已经构筑了一个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纲

领�比如在第一节中谈到的问题就有民俗与语言、
民俗学与语言学、民俗语言与民俗文化等。

在《通论》的各章节中�经常结合对一些具体
问题的探讨随时进行一些富有理论和思辨色彩的

论述�比如在第9页中说：“研究某一地区具体的
民俗语言�决不能忽视对该地域文化的宏观研究
和总体把握。因为割裂了地域文化的滋养�孤立
而刻板地研究民俗语言�其后果只能获取枯萎褪
色的植物标本。不仅遏止了民俗语言蓬勃向上的
生机�而且对民俗语言的性质、生成、源流、传承和
变异的机制与规律�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这样
的表述�提高了本书的学术品味�同时对于从事相
关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三、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和价值
语言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应当怎样搞？

《通论》的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多种极具可操作性、
类推性�当然也很有挑战性的方法。对此�书中有
一个总体性的论述：“民俗语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
载体�它自身就是一种民俗事象�而且还记载着、
传承着其他民俗事象。民俗语言是丰富多彩而繁
复多变的�对这种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语言现
象�如果仅仅把它拘囿在‘本体’‘静态’研究的狭
小圈子里�往往难以做出深入透彻的解释；只有把
它放在民俗文化这个悠久、广阔而又厚实的基础
上�进行与社会现实、民俗事象相结合的动态研
究�才能追溯其源头、把握其流变�使语言研究从
狭隘的书斋中突围出来�走向广阔的社会。”（见第
10页）

当前的语言研究中�共时与历时相结合、静态
与动态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和学术追求的

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一点在本书中也有十分突出
的表现�书中在分析很多民俗语言现象时�都体现
出二者的出色结合。例如第七章第五节谈到“诗
钟”�先是释名�次叙述得名的由来�然后分三个大
的部分进行讨论�即：

第一、历史沧桑话诗钟�介绍了历史上一些著
名的诗钟作者、相关的著作、社团及其活动�各时
期的诗钟发展情况及其创作特点等；

第二、诗钟－－－别具一格的民俗艺术奇葩�其
中包括诗钟的格式要求、诗钟的游戏规则－－－
“格”（包括分咏格、嵌字格）等；

第三、诗钟语汇的民俗特色�谈到亦庄亦谐
（以雅对俗、以人对物）、戏谑性和消闲性等。

在行文中�还叙述了相关的掌故、分析了较多
的佳作�并给出了一段总体性的评述和结论性的
文字。

这样的研究路向和格局�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可以说�上引论述正是本书研究实践和方法的最
好总结和真实写照。

四、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资料性、
趣味性和可读性

　　如果说�上述三个方面表现的是《通论》一书
的学术性和理论性的话�那么�本书还有一个十分
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它所具有的很强的知识性、资
料性和趣味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同样强的可读性。

本书考察和探讨民俗语言涉及的面特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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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达到了对民俗事象无遗漏的全方位覆盖。比
如�在第七章《民间文艺的民俗文化特点》中�就涉
及以下九个方面的内容：歌谣、俗诗、对联、谜语、
诗钟、酒令、博彩、游戏、竞技。每一个方面�又包
括很多具体的内容�比如“歌谣”中讨论的民歌就
有山歌、信天游和花儿等�“俗诗”部分涉及到的有
打油诗、三句半和十七字诗等。

本书对许多民俗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进行了

相当完整的叙述�比如第69至70页通过歇后语
对年俗的叙述�第306页对“吧”的叙述等；特别是
对作者所生活的天津地区一些民俗语言掌故的叙

述�最有地域特色�例如狗不理包子得名的几种说
法、果仁张、小站稻和耳朵眼炸糕命名的由来�等

等。此外�本书还讲述了很多民俗故事�如菜名中
的“佛跳墙”“大救驾”等�都是本书中趣味盎然的
部分。

当然�作为一部多人参加编写的著作�《通论》
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书中讨论的某些语汇现
象与民俗文化似乎结合得不够紧密�当然这涉及
到对民俗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确定问题；第八章《民
俗文化语汇的修辞阐释》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拓展
和深入�从而使之成为本书更大的一个亮点。此
外�还有个别技术性的细节�也应多加注意�比如
第207页谈乌龟的一小段文字在第245页谈人名
时重复出现等。

A Masterpiece in the Study of Vocabulary and Customary Culture：
Comment on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Vocabulary in Customary Culture

DIAO Yanbin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116029�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comment on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Vocabulary in Customary Culture and gives an account of its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discipline building�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explanation�methodology�etc．�pointing out that it is indeed
knowledgeable�referenced�interesting and readable．
Key words：customary culture；vocabulary；general int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significance；value

（责任编辑　吴土艮）

（上接第51页）

Index Apprais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Service Industry
ZHOU Lei ＆ZHU Kaiming

（China Service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5�China）

Abstract： Presently the domestic study 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service industry is confined to the appraisal of the economic
indicator of individual item （such as TC index�RCA index）．We still lack a set of comprehensive systems to appraise the service indus-
try competitiveness．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the paper tries to construct an index system of apprais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
tiveness of service industry�apprais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service industry with six indexes in four aspects which are
based on imports and exports data and making a substantial and contrastive analysis by utilizing index data of China�U．S．A．�Japan
and India in the past12years．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appraisal

（责任编辑　郁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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