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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谚语定义和特点

1.1 中日谚语定义

汉语谚语指的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言简意赅的

短句。大多数的汉语谚语都展现出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

经验。此外汉语谚语并没有专业的教学，多数都是一代

代人口头流传下来的。

日语谚语，通常指的是日本农民或者渔夫在工作或

生产之后对相关事物及现象进行社会化总结的一种语言。

大约在唐朝时期中国谚语逐渐传入日本，日本的劳动人

民在生产活动中，把它与日本的社会、地理、风俗等融

合，改造成具有日本特点的谚语。

日本同样没有对谚语进行系统性理论化地教学，也

是由一代代劳动人民口口相传承续下来的。虽然中日谚

语的意涵存在差异，但都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

出来的。

1.2 中日谚语特点

首先，字数上中日谚语的字数一般不会超过十五个

字，言简字少便于记忆。古代时期人们主要将生产生活

中接触的具体事物，在头脑中形成各种感性形象，再通

过极为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传达出语言中所蕴含的哲

理。因此言简意赅是中日谚语的主要特征。

其次，在形式上中国谚语讲究前后句或者上下句对

称，比如字数上、音节上、含义上的对称等。中国人民

耳熟能详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儿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等都是典型的对称型谚语。与中国谚语相

似，80% 的日语谚语在形式上也讲究对称，同时在字数

上、音节上、含义上也具有对称的特点②。如“之を用い

れば則ち虎となり、用いざれば則ち鼠となる”中日谚

语在形式上讲究对称，共同特征是便于传颂，但中华文

明五千年文化积淀，在谚语形式上以及传达的哲理上更

具特色、更具文化底蕴。

再次，中日谚语都以鲜明的比喻方式来表达事理，

即通过对某种自然以及社会现象的形象表述，抒发人们

对某些道理的认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就是

以水流的规律来表述价值取向。日谚“犬に論語，豚に

真珠”形容对牛弹琴，珍贵的东西给予不懂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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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毫无意义。通过鲜明的比喻传达出人们对于事物

的认知。

2.中日十二生肖谚语对比

2.1“犬”相关谚语

犬是人类成功驯化野兽的典型案例③。狗善于揣摩

主人的心思讨主人的欢心。因此人类对狗的观察更为仔

细。绳文文化之后中日文化交流频繁，受中国文化的影

响，日本对狗形象的理解与中国基本相同，具有相同的

隐喻意义。

汉语谚语“犬马之劳”和日语谚语“犬馬の労”形

式一致，都体现了狗忠诚的形象。汉语谚语“儿不嫌母

丑，狗不嫌家贫”“马有垂缰之意，犬有湿草之恩”等

对称式谚语，表达了中国人对狗的赞美。狗也因其忠实

的性格成为日本人喜爱的动物之一。日语谚语“犬は三

日飼えば三年恩を忘れぬ”意为“养狗三日，狗三年都

不会忘记主人的恩情”形容知恩图报④。由此可以看出

中日谚语都将狗作为忠诚的代表，将其作为喻体进行褒

义表达。

其次狗也有卑屈等负面隐喻之意。日语谚语“犬の

遠吠え”比喻胆小的人只会在背地里张狂或说坏话。汉

语谚语也用“狗仗人势”表示狗仗势欺人的特征。中日

谚语都利用狗依附人类这一特性来投影人和事，多含有

贬义。

通过以上中日狗相关谚语可以看出两国都根据狗的

忠诚和依附性来进行褒贬。但两国谚语还是存在差异，

如汉语谚语“狗急跳墙”“慌慌如丧家之犬”字面意思

是对狗进行贬义，但实际上也从另一面反证了狗的勇敢

与忠诚。狗本来不擅跳墙，当它受到恶意追赶与威胁之

后便会挑战极限，侧面说明狗性格中勇敢的一面。再如

“丧家之犬”指没有主人庇护的狗，威风立马荡然无存。

丧家之犬之所以遭此窘境不外乎之前过于忠诚主人，对

别人总是充满戒防之心，使其他人对它怀有恨意。所以

中国谚语在进行形象贬义的同时也不会抹灭其优点。

2.2“虎”相关谚语

老虎被称为“百兽之王”，因此人们把老虎视为霸

气的“王者”，视为不可挑战的权力象征。汉语谚语“山

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和日谚“虎の威をかる狐”都

通过其他动物凸显老虎在森林里的地位。“将门出虎

子”“虎父无犬子”以老虎的形象夸奖勇敢有才能之人。

此外“龙生龙，虎生虎”也形容名门望族出人才⑤。日

语谚语“虎子地に落ちて牛を食うの気あり”意为老虎

出生就有吃牛的性情，比喻英雄年少时就和普通人不同。

“之を用いれば則ち虎となり、用いざれば則ち鼠とな

る”意为有才能的人，受到重用就会像老虎一样叱咤风

云，不受重用就会像老鼠一样被遗弃默默无闻。指用人

者知人善任，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通过以上谚语可以

看出中日谚语都将虎比拟为“有才之人”，突出人们对于

老虎勇猛才能的认可。

老虎威风霸气的同时也有凶暴残忍的一面，因此人

们对老虎具有恐惧之心。日谚“虎を野に放つ”和汉语

谚语“放虎归山”“养虎为患”等都体现了老虎凶狠的

形象。

通过以上谚语可以得出中日两国大多从老虎勇敢和

凶猛这两个特性上进行谚语创作。但中国谚语还通过老

虎的形象引申出对人类的启示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些谚语通过对虎的赞誉进

而夸赞无惧强敌，越是困难越向前的英雄气魄。同时告

诫人们学习老虎的勇猛精神要落实到实际不惧困难迎难

而上。

2.3“龙”相关谚语

龙的形象在中国由来已久⑥，几千年来龙已成为中

华民族的象征。它是吉祥的代表，古代皇权的象征。《周

易》中“云从龙，风从虎”“鱼跃龙门，身价百倍”等

都将“龙”放在至高的地位。正因为中国古代人民对于

“龙”的崇拜，所以中国谚语中龙的隐喻意义几乎都是

积极的，“龙”已然成为我国文化符号。受中国文化的影

响，日本人也认为“龙”是完美的象征，并且通过分析

发现一部分与龙相关的日谚明显承袭自中国⑦。“竜吟す

れば雲起る”意为神龙腾飞则彩云簇拥“竜は一寸にし

て昇天の気あり”指杰出的人物从小就与众不同。可以

看出日谚承袭中国谚语中“龙”的形象，包含了正面的

隐喻意义。虽然中日龙相关谚语在形式以及隐喻上相似，

但谚语中所蕴含的感情却截然不同。

2.4“乌鸦”相关谚语

2.4.1 汉语中“乌鸦”谚语

1. 外在特征

猫科、犬科动物本质特征一致，但颜色却各式各

样不尽相同。唯有乌鸦不论数量多少，其羽毛颜色全

都是黑色，无一例外。勤劳的中国人民根据乌鸦的外貌

特征创造出很多“乌鸦”相关谚语。如“天下乌鸦一般

黑”“乌鸦擦粉原样黑”“乌鸦钻煤堆，黑上加黑”等。

中国人民通过统括或事物对比将“乌鸦”形象具象化，

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谚语是通过实践中观察得来的感性

认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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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惯特征

乌鸦习惯特征是中国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

长时间观察总结出来的。如谚语“苍蝇爱臭蛋，乌鸦爱

死尸”经过长期观察人们总结出乌鸦喜欢腐烂食物的食

性特点。中国人喜欢祥和平安，因此人们会把乌鸦看作

是不详之鸟。如“乌鸦叫，祸事到”“哪里有死尸，乌鸦

就成群”“乌鸦当头叫，霉头总触到”等谚语都将乌鸦与

祸事联系在一起。

除了食性特点乌鸦栖息地点也成为中国谚语创作的

主要方面。人们观察乌鸦喜欢停落在树枝、电线上，便

创造出谚语“小人见利就争，乌鸦无树不落”“孔雀乌鸦

不同林，好人坏人不合群”将乌鸦与孔雀进行对比从而

加以延伸隐喻。通过以上谚语可以看出乌鸦外貌特点以

及食性特征并不讨人类欢喜，所以汉语谚语中大多数乌

鸦相关的谚语具有贬义色彩。

3. 能力相关

人们不喜欢乌鸦外貌及生活习性，但对乌鸦的能力

却给予肯定。中国古代以“农业文明”为主，广大农民

作为农业生产的第一实践者，对天气土壤等与庄稼相关

因素十分重视。谚语“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乌鸦

叫风，喜鹊叫雨”等可以看出乌鸦的习性也为农民们能

够适时播种提供可靠的依据。出于乌鸦对自然界的感知

能力，古代时期人们也把乌鸦奉为神鸟。中国劳动人民

长期观察乌鸦的习性，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创造出乌鸦相

关的谚语，正是中国劳动人民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中智

慧的结晶⑨。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劳动人民在谚语中

所体现出的朴素的辩证思想。

2.4.2 日语中“乌鸦”谚语

1. 外在特征

乌鸦的外貌特征同样不受日本人欢迎“烏百度洗っ

ても鷺にはならぬ”比喻乌鸦不管怎么洗都变不成白鹭，

可见日本对乌鸦的评价并不高。此外“ガラスが鵜の黒

さを笑う”（乌鸦嘲笑鸬鹚黑）比喻没有自知之明的人⑩，

乌鸦又进一步成为被讽刺的对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

日谚语都对乌鸦的外貌特征进行隐喻。

2. 习惯特征

日谚“烏の埋め食い”意为乌鸦埋藏食物但经常忘

记埋藏地点，根据乌鸦喜欢埋藏食物的习惯得来，同时

也对它的忘性进行贬义。“猫の居るのは屋根の上、烏の

いるのは木の上”（猫居屋顶，乌鸦居树）“大勢の烏に

や鷹もかなわぬ”指的是只要乌鸦足够多，连老鹰也战

胜不了。这类谚语主要是根据乌鸦喜欢停靠在树枝上的

习惯以及其群居特征得来。

3. 能力相关

日谚“烏鳴きが悪いと人が死ぬ”指乌鸦恶叫人要

死亡。“因果な烏は盆に霍乱する”意为不幸的乌鸦盂兰

盆节病倒，预示着坏事或者运气不好。此外中国也看到

了乌鸦的优点，例如它可以为播种提供信息。两国人民

对于乌鸦的不同认识与两国不同的地域特色息息相关。

2.4.3 两国“乌鸦”谚语的异同

首先，中日谚语都是从乌鸦的外貌和习性上进行分

析，对乌鸦颜色和食性特点进行贬义。其次，在能力方面

日本从乌鸦预示厄运的能力出发，而中国人民从乌鸦的食

性出发将乌鸦和厄运联系在一起。此外中国人民也观察到

乌鸦可以为播种提供信息的能力，一分为二看问题。

3.动物谚语的文化背景

3.1 生活环境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生活环境，而语言正是国家

环境以及文化的充分体现。如中日两国乌鸦谚语都从外

貌特征以及生活习性着手进行创作。但中国是大陆国家，

古代时期以农业为主，所以劳动人民观察到乌鸦与农业

生产相关的习性，并对其能力进行肯定。而日本是岛国

以渔业生产为主，乌鸦与农业相关联的谚语较少。再如

中日狗和虎相关的谚语，中日两国都对这两种动物形象

进行隐喻从而传达出教训与道理，但中国谚语在贬义教

训的同时，也会从另一种角度去歌颂该动物的优点。

3.2 历史背景

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底蕴深厚。

中国独特的文化对谚语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作为我国的邻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

响，同时也孕育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上文的谚语可

以看出对乌鸦、狗、虎、龙形象的理解，两国具有共通

点但也存在着差异。

4.研究结论

关于乌鸦相关谚语，中日两国都是从外貌、习惯、

能力等方面进行观察创作。但由于生产方式不同中国人

民还注意到乌鸦传递春种信息的能力。第二，狗相关谚

语，两国都对狗的忠诚进行隐喻，但差别是中国在进行

贬义的同时还从和另一角度反证了狗的忠诚性。第三，

中日两国在虎相关谚语的理解上大体相同。最后，两国

龙相关谚语都传达出褒义色彩，但因为“龙”一直以来

都是中国人民的信仰，已经成为了我国的文化符号。所

以虽然两国龙相关谚语表达意思上相近，但两国人民对

龙的情感却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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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中日谚语的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文

中仅仅分析了中日谚语中犬、虎、龙、乌鸦四种动物形

象，没有研究其他动物。今后会继续研究动物相关的中

日谚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学水平，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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