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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谚语作为语言的精华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文化内涵以及社会功能在藏族牧区社会中具有独特的作

用，人们往往以掌握谚语的多少与准确运用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智慧和渊博学识的重要标准。在牧

区，如果一个人善于运用丰富的谚语进行交际，他就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当牧区发生草场等纠纷时，便

请他来调解；举行商品交易或订立婚约时。便请他来做中介人；甚至在牧区出现地区之间的争斗时，他

也会被推选为本地区的代表与对方说理辩论，合理裁决。 

    谚语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艺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母语体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社会功能以及地位问

题，因而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      

    为此，本文从新的研究角度探讨谚语在当代牧区社会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等问题。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其要点如下： 

    第一部分为引论，着重论述问题的提出以及新时期牧区谚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研

究价值。 

    第二部分阐明、分析牧区谚语的现状、问题及其发展态势。 

    第三部分论述牧区谚语在牧区的社会功能。 

    第四部分着重分析牧区谚语的艺术风格特点。 

    第五部分以个人风格为基础重点分析、论述牧区谚语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特点。 

    总之，谚语在牧区社会的功能是多重性的，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

义。发展到今天仍然可以引导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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