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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年俗语言文化的保护和研究 

史灿方 来源：光明日报 

  对于民族而言，语言和文化有着一脉相通、血肉相联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和
人类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曾说过：语言“不脱离
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
总体。”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
1913）也 说过：“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
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年俗文化和语言息息相关，唇齿相依。

从某种意义说，没有语言就没有年俗文化。在中国年俗文化中，汉语言充当了极其
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记录了年俗文化，而且在传承着年俗文化。所以，我们必须重
视年俗语言文化的保护和研究。  

  年俗语言文化之所以需要加强保护和研究，原因有三：第一，保护年俗文化离
不开年俗语言的保护。年俗语言是年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年俗文化习俗是
通过语言体现出来的，离开了语言，有些年俗习俗就不复存在了。第二，方言濒危
急待加强对年俗语言保护。由于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民族共同语的广泛普及，方
言的交际功能正在逐渐萎缩，而许多年俗文化又是通过方言世代相传的，方言的弱
化将直接导致具有地方特色的年俗方言词语的消失。第三，由于现代文明和西方文
化对传统年俗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年俗文化在年轻一代日趋淡化，如果不重视
年俗文化的传承，不注重强化年轻人的年俗文化意识，年俗文化也许可能会面临断
代甚至后继无人的境地。  

  近年来由于年俗淡化，气氛不浓，特别是年轻一代传统年俗观念的淡薄，使得
许多世代传承下来的年俗语言濒临消亡，我们迫切需要对年俗语言进行保护和研
究，加强对传统年俗语言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宣传，使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年俗文
化语言代代相传，发扬光大。目前最要紧的是要做好三件事：  

  首先，记录、整理和保存现有的年俗语言文化。我国由于地广人众，言语异
声，方言复杂多样，许多弱势方言面临消失，随之而来的当地年俗语言文化也形将
消亡。所以，应该尽快组织专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濒危方言调查，抢救濒危方言。
广泛收集各方言区年俗词语、俚语谚语、民俗民谣、典故传说，整理和编制年俗方
言词典、年俗方言语典、年俗典故传说辞典等。尽可能利用现代技术对民间年俗中
的俗语民谣进行录音保存。年俗语言文化的抢救工作是一项事关民族语言文化和传
统年俗文化世代传承的大事，有关部门应该高度重视，切实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年俗
语言文化的保护工作。  

  其次，积极开展年俗语言文化研究。年俗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由于
种种原因，现在人们对许多年俗语言的内涵和渊源已知之甚少，特别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口耳相传又难免出现桀误差池，有些语词现在一般人很难说清楚原委，需要
专家进行考释。此外有关年俗语言文化的内涵也迫切需要进行挖掘性研究，在年俗
行为（如吃饺子，吃年夜饭，吃团圆饭，蒸年糕，祭灶神，请财神门神，贴春联年
画，祭祖烧香，守岁拜年）中极具特色的谐音文化、吉语文化、忌语文化等，年俗
语词所反映的风土人情、社会心理、文化心理、民族心理、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文
化教育水平、民风民俗等等，都可以列为课题进行研究。  

  再次，加强年俗语言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宣传和教育特别是教育对文化传承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前几年商界对过洋节大肆炒作，洋节很是火爆，而相反，因城
市禁止燃放鞭炮、商家不重视营造购物氛围、媒体宣传力度不够等原因，年节——
春节的节日气氛愈来愈淡。今年开始，媒体、商家和有关部门加大了宣传力度，举
办的各种年俗文化活动中与语言文化相关的活动（如猜灯谜、贴春联、年俗典故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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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演小品、征集吉祥语贺岁语等）丰富多彩。相对而言，年俗语言教育则仍然未
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语文课文中，几乎很难找到和年俗有关
的文章。现在学生能够熟练背出像北方《过大年》顺口溜（二十三，灶王爷上天
了；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买爆竹；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
八，白面发；二十九，贴倒有；三十日，合家欢乐吃饺子）的恐怕不多了，至于会
哼唱年俗民谣俚曲的则更是凤毛麟角了。教育是培养文化意识的重要途径，如果我
们能够在学校的课文中增加年俗文化的内容，让学生们了解各地年俗故事和传说，
熟悉当地年俗词语、俚语，熟练哼唱年俗歌谣，这对年俗语言文化继承和传播将会
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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