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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虎”字成语文化内涵丰富的原因 
◆胡艳玲 

（义乌市赤岸镇毛店小学  浙江义乌  322000）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都是靠语言传承的。“虎”

字成语是语言中的一部分，因而“虎”字成语中蕴含着丰富的虎文化，

也可以说“虎”字成语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的部分活化石。虎文化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虎”字成语中都蕴含着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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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有着 5000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几经沧
桑巨变，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各种外来文化，最后发展成
今天在世界上大放异彩的中国文化。中国国土面积很大，不同的
历史时期疆域和政区都有所改变。中国有 56 个名族，各民族之
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地形多样，气候类型众多。不同的地理环
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观念和思想方式。不同
的生活观念和思想方式对虎的联想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积淀，就不难理解中国“虎”字成语文化内
涵丰富的原因了。“虎”字成语文化内涵丰富主要有以下三个原
因：“虎”的图腾文化记忆遗存、审美关照下的美丑二重性和修
辞学的比喻二柄多边说。 

（一）“虎”的图腾文化记忆遗存 
图腾是今人挂在嘴边的一个时髦概念。而关于图腾的含义，

不同学派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通常认为它是原始社会最早的
一种宗教信仰，和氏族公社几乎同时存在。原始社会的人相信每
个氏族都某种动物、植物以至某种自然现象，如雷公电母、天上
彩虹等有着亲族或血缘上的特殊关系。此物或现象于是逐渐演变
成为一种神圣的禁物，成为整个氏族的象征和崇拜的对象，这就
是今天所谓的图腾。 

在过去为了强调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经常把伏羲文化称为
“龙文化”。自濮阳 M45 号墓葬出土后．发现墓主骨骸旁陪伴有
蚌型的龙和虎．叉联系到伏羲与女娲的合体像．已有人提出“中
华民族龙虎文化论——联结中国各民族的龙虎文化纽带，渊源于
远古女蜗、伏羲的合体葫芦。龙和虎都是伏羲时代先民们奉为始
祖崇拜的对象。《史记》和《山海经》中的“西王母”，也是一个
以羌族女性为首领的部落，以母虎作为始祖的图腾形象。 

1、虎能镇宅 
在中国的传说中，人们相信虎是极其有力的动物，它们能驱

除家庭的三大灾难：火灾、失窃和邪恶。虎画经常被挂在墙上并
正对着大门以使恶魔因害怕而不敢进入。中国人喜欢在最尊严的
“中堂”挂虎图、“虎”字，表层义是发家、镇宅(上山虎表示发
家，下山虎表示镇宅)，潜藏义是“我们是虎的子孙”。 

2、虎能去灾祈福 
中国人喜欢给他们的孩子戴虎头帽，穿虎头鞋，裹虎肚兜，

甚至起小虎名等。戴虎头帽和穿虎头鞋，寓意着他们的孩子虎头
虎尾，一辈子都很优秀。裹虎肚兜和起小虎名，都是希望他们的
小孩可以一辈子平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虎象征着勇敢、威严与力量，是中国
人心目中的百兽之王。在十二生肖中，虎年也因为虎的特殊形象
等文化含义而受到追捧，虎年出生的孩子也被形象地称为“虎宝
宝”，寓意孩子像虎一样生机勃勃。 

3、虎能招财 
民间习俗，相传正月八日为财神生日，拜年者必先拜其所供

之财神。财神是掌管钱财之神，传说姓赵名公明，秦时得道于终
南山，封正一玄坛帅。俗所祀财神像，黑面浓须，环甲执鞭，身
跨黑虎，称黑虎赵玄坛。后来就以其坐骑为代表，奉虎为财神，
现在有的商店，仍供虎，认为虎能招财。 

（二）审美观照下的“美丑二重性” 
古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所说的“万物各有两柄”指明客观事

物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属性。这与美学理论中自然物的“美丑二
重性”之说是相吻合的。相当多的自然物同时兼有美与丑两种相

对立的审美素质，如同一个老虎，既可视为美的对象来观赏称道，
也可以作为丑的对象来看待鞭笞。‘生龙活虎，‘虎踞龙盘’‘龙
腾虎跃，等是褒扬性的比喻，而‘如狼似虎，‘为虎作张，‘虎咒
出押’等却是贬斥性的。 

自然物的美丑二重性是自然美的一种特殊的审美特征。客观
事物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属性，人的感情也有两级变化，因而在取
象拟喻时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老虎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它象征着正
义、勇猛和威严，深受中华民族的喜爱。例如，龙腾虎跃、虎视
鹰扬、虎啸风生等。这些成语中虎字都代表好的一面。虎还能发
家镇宅，中国人喜欢给小孩戴虎头帽，穿虎头鞋，裹虎兜肚，甚
至起小虎名等。虎也有不好的一面，他凶猛、残暴，会食人。例
如，放虎自卫、拒虎进狼、狼餐虎噬等。这些成语中虎体现的都
是不好的方面。 

丑代表了社会人生的负面价值，是对于美好性事物的否定性
因素，是与美相比较、相对立而存在的生活样态，是人的本质力
量的异化、创伤和扭曲。丑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特定历
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审美形态的丑与自然形态以及道德意义的
丑有着本质的区别。虎字成语中虎的褒义指向，是人们赋予它的，
人们认为虎有威武、强壮的一面，所以人们创造出了龙腾虎跃、
虎视鹰扬、虎啸风生等成语。虎字成语中虎的贬义指向，也是在
历史的发展中人民赋予它的，人们认为虎这种动物凶猛、残暴，
而且会食人，所以出现了放虎自卫、拒虎进狼、狼餐虎噬等指虎
不好的一面的成语。 

（三）修辞学的“比喻二柄多边说”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出了“比喻二柄多边说”。这

一创说是钱氏对汉语修辞学的一大贡献。“比喻二柄多边说”包
含着三方面的内容：喻之二柄、喻之多边和握柄执编之异同。钱
钟书先生对“喻之二柄”是这样阐发的：同此事物，援为比喻，
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词气迥异。修辞之学，亟宜粘示。 

比喻二柄，是说同一喻体它即可指好的一面，也可指坏的一
面，即从同一喻体具有褒贬好恶迥然不同的感情色彩这一特点来
取义的。 

虎，做为喻体，既有褒杨性的，也有贬斥性的。 
虎，它高大威武，象征着能人和人才，是权利的象征。当我

们要称赞一个人很有力量很勇猛很有活力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
他生龙活虎、龙腾虎跃、虎啸风声。 

虎，它凶猛、残暴，并且食人。作为喻体时，它也可以指不
好的一面，例如，三人成虎、龙争虎战。 

我们可以把老虎比喻成英雄和强壮的人，突出他的高大威
猛，或把老虎比喻成凶狠残暴的人，突出他的残忍的一面。因为
喻体老虎它即具有高大威猛的自然特性，而且又会食人，具有凶
狠残暴的自然特性。“虎”字成语很好的体现了比喻二柄多边说。 

结语： 
从以上“虎”字成语中显现的汉民族传统虎文化可以看出：

在汉民族心中，虎具有高大威武的自然特性，虎是高尚威望的象
征，虎具有威武和残暴双重人文特质。语言，是中国五千年的文
化、是五千年的精髓。每个成语都是一部典故，都有它的历史，
有它的来源、有它的出处。一个文字它的字体结构、它文字的形
象、它文字的发音，无不是我们祖辈代代从实际生活中总结演变
而来的，它生动而贴切。本文所解释的“虎”字成语只是我们生
活中常见的一种类型的成语，然而透视这些“虎”字成语的来源，
我们看见是一条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链，看见它代表的一种文化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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