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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民间谚语是在老挝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 

的精练的固定的语句，常常用简单通俗、生动形象 

的话语，反映出深刻的道理。它具有浓郁的民族色 

彩和语言特点，是老挝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老 

挝民间文学中的一朵奇葩。 

老挝谚语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及到人类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认识自然和总结生产经验的谚语 

这些谚语具有宝贵的科学价值，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是农谚。气候的降雨、干旱对人们的农事有着 

极为密切的关系。千百年来，人们通过短小精悍、 

便于记忆的谚语来总结、传播观察的结果和实践的 

经验。如： 

出晚归、起早贪黑) 

每日起得早，九种活儿做得到。 

在老挝农村，农民们平时除了耕田种地外，还 

从事捕鱼、打猎等副业，如在河中下网设簖，为了捕 

获鱼虾蟹蚌；在林中设置为了捕鸟兽的猎具等，每 

天一早起来，要及时去查看，往往可以捕获各种猎 

物，满载而归。 

耕种旱地，要宽得一望无际。 

耕种水田，要广得高喊听见。 

这说明了老挝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土地资源 

十分丰富，只要辛勤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就可 

以增加稻谷产量。 

要种旱地，先备好刀斧。要种水田，先备好犁 

天要下雨先明亮，天将晴朗先昏暗。天将下 耙。 

雨，蚂蚁忙着跑，天将晴朗，蚂蚁睡大觉。 

有些谚语说明了人们要及时耕种，不违农时， 

这是获得丰收的重要条件。如： 

十棵晚稻不如一棵早稻。稻田好不好，先把稻 

秧瞧。一旦迟插秧，趟趟跟不上，茎儿矮而小，穗儿 

结不长。 

下面这些谚语描述了老挝人民在一年中主要 

的农事活动： 

正月备好刀斧，二月开垦旱田，三月拾柴织布， 

四月烧荒种地，五月备好犁耙，六月耕种早稻，七月 

耕种晚稻，八月出售农货，九月早稻灌浆，十月鱼虾 

入篓，十一月收稻入仓，十二月拾收棉花。 

自古以来，老挝各民族劳动人民深刻地懂得只 

有辛勤劳动，努力生产，才能获得好收成，才有丰衣 

足食的生活。因此对劳动的赞美与歌颂在老挝谚 

语中有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这些谚语为人们所重 

视，世代传诵。如： 

想吃米饭种水稻，想吃鱼虾下河捞。像鸦早 

起，像鸡觅食。出门踩着狗．回家踏看蛙，(表示早 

吃苦耐劳终有成，贪图安逸必受困。 

在家时帮种桑树，离开时帮修篱笆。 

种田不惜秧，经商不惜本。智者就近买卖，愚者 

远处经商。 

这些谚语成为人们耕田务农、饲养牲畜、买卖 

经商等劳动生活中的座右铭。直到现在，即使社会 

进步了，科技发展了，这些谚语作为前人总结的经 

验，具有正确合理的成分，还被人们广泛运用。充分 

说明了这些谚语凝聚着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经验 

和智慧，继续发挥着它们的重要作用。 

2．反映阶级斗争情况的谚语 

饱餐者撑得要吐，饥饿者饿得要死。小罐不满 

大缸溢。 

这些谚语用强烈对比的手法，说明了在阶级社 

会里极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贫富悬殊，富人富得流 

油，他们天天过年，而穷人穷得断炊，他们日日熬 

煎，揭示了阶级矛盾尖锐的事实。 

肉没有吃着，皮没有坐着，骨头挂脖上。 

比喻在黑暗的社会中，当猎人捕获猎物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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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首先把猎物的肉和皮都送给财主，最后，财主把 

剩下的骨头挂在猎人脖子上。说明了普通的劳动者 

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尽了剥削和凌辱。 

官吏到村好比大象进田 大象的腿踩住小鸟的 

嘴。 

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 

事实，当官做老爷的进村搜刮勒索，就像大象进田 
一 样，庄稼被践踏，生灵遭涂炭。谚语形象地揭示了 

有权有势的统治者凶残贪婪、以强凌弱的本性。 

粮食满仓可颐指气使，钱财满袋可信口雌黄。 

揭示了反动统治者大权在握、为所欲为的丑恶 

嘴脸和罪恶本质。 

阶级矛盾越尖锐，劳动人民的反抗越激烈，他 

们相信，反动腐朽的社会制度必定会被推翻，正义 

的斗争必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就像如下的谚语所 

说： 

大象见了小鸟嘴，莫忙抬腿使劲踏，等到鸟群 

齐飞来．定把象眼都啄瞎。见了小溪水，别忙把土 

填，待到雨季时，变成深水潭。 

这些谚语用生动的比喻手法，总结了阶级斗争 

的宝贵经验，反映了劳动人民鲜明的阶级立场、强 

烈的爱憎情感和坚定的斗争精神。 

3．反映家庭伦理关系的谚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出生、成长、逐步走 

向社会的地方。因此家庭伦理关系对培养家庭成员 

的思想品行、道德情操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社会产 

生重大影响。自古以来，老挝人民把教育子女当作 
一 项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们认为，要成为真正一个 

人，首先要做父母的好儿女、祖父母的好孙孙、弟妹 

的好哥姐、哥姐的好弟妹，长大了成家成为恩爱夫 

妻，成为儿女的好父母、社会的好公民。每一个作为 

儿女的人从小要听从父母的教导。其中有关的谚语 

如： 

父亲恩重如高山，母亲恩大似天地。子女不听 

父母话，魔鬼拉去入地狱。老鼠咬断纱，方知猫儿 

恩；儿女抱在身，方知父母情。 

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父母有重大的责任 

和义务，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成为儿女的好榜样， 

这对子女养成好的性格和品德有着直接的影响。在 

这方面，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稻谷丰收靠良种，儿女 

出众因父母。果实落地不会远离果树根。 

树木已老，过了整枝的时令；蘑菇已老，过了做 

汤的季节。这说明了老竹难弯、冷铁难打的道理。对 

孩子从小教育最重要，否则，朽木枯枝不可雕。 

方丈行不端，僧尼俱污秽。说明了上梁不正下 

梁歪、身不正影必斜的道理。 

此外，还有说明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助关心、共 

同成长的手足之情的谚语。如： 

弟弟走出门，哥哥牵着手；哥哥走出门，弟弟跟 

在后。 

夫妻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确定和支 

撑整个家庭存在的一个根本因素。如果夫妻和睦、 

相亲相爱，家庭就会安稳幸福；相反，如果夫妻不 

和，甚至反目，家庭就会动荡不安，甚至离异破裂。 

老挝各族人民向来注意教导久婚和新婚的夫 

妇要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互谅互让。如有这样的 

谚语： 

夫妻之间，蔑称不能说，爱称叫到老。相爱时， 

水煮白菜也觉甜；相恨时，吃了蜜糖也说苦。 

除了上述最亲近的家庭关系之外，还有其他家 

庭人员的关系也很重要，会直接影响家庭的幸福和 

谐．因此也要注意协调好这种复杂的关系。在老挝 

有许多谚语教导亲戚之间要常来常往，互相看望， 

互相照顾帮忙。如： 

木桩多篱笆牢，亲戚多家兴旺。宝石3年不擦 

成贱货．亲戚3年不走会生疏。 

同时，人们也观察到，有些亲戚没有做到真正 

亲戚的样子，甚至有的人把亲戚视若旁人。在阶级 

社会里，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贫富的差距，有的人 

沉湎于金钱地位，蔑视亲戚。因此有这样的谚语提 

醒人们不要发生类似的情景： 

有钱时亲朋多，无钱时亲朋躲。 

有银时称你为亲戚，有金时称你为兄弟。 

4．关于社会关系的谚语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和周围的 

朋友同事搞好关系，不论在顺利或困难的情况下， 

都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如有这样的谚语： 

头发少，用发团来添加；亲戚少，要朋友来增 

补。木料多，好盖房；朋友多，好办事。 

在场时让人称道，离开时让人提到，不来时让 

人念叨。这教导人们要待人真诚，与人为善，助人 

为乐。 

放龟放到湖。说明了帮人要帮到底。吃喝朋友 

易找，生死之交难寻。 

说得对路，讨吃不见外；说得别扭，想买也不 

卖。这与中国谚语“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 

句多”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挝人民一向热情好客，真诚友善，讲究礼 

据越南贸易部信息中心消息，2004年3月上旬，中国增加从越南和泰国进口大米。目前每天有2OO吨 

越南大米进入中国。有相关信息表明，中国大米库存量已处于低位，市场价格将会继续上扬，预计2OO4年 

越南对中国大米出口可达2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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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如有这样的一句谚语： 

全村所有人，共饮一井水，同走一条道，互不踩 

脚印。 

说明了人们的关系表现为互相尊重，和睦共 

处，共建家园。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大多数会遇上好人，有时 

也会碰上居心不良的人。因此在老挝谚语中也流 

传着这样的说法： 

落入鹰群者为鹰，落入鸦群者为鸦。 

结交好人，会给自己增光添彩；结交坏人，会给 

自己名誉扫地。 

说明了在结交朋友时要谨慎小心，也说明环境 

对人的影响特别重要。如同中国谚语所说的“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有同样的道理。 
一 条烂鱼臭满筐，一面铜锣响全村。 

说明一个人做了坏事，会造成很坏的影响；而 
一 个人做了好事能树立好的榜样。 

5．总结生活经验的谚语 

人们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深深地体会到，在 

同大自然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必须要团结起来， 

依靠具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反映这方 

面的谚语有很多，如： 

民不齐心，国不强盛。一柴燃不起大火，一木 

围不成篱笆。三张普通嘴，胜过一个巫师口。 

有反映事物发展规律和为人处世的谚语，如： 

水涨鱼吃蚁，水退蚁吃鱼。说明了随着客观条 

件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各有得势之时的道理。 

牛车因轴松而翻倒。说明了内在因素起决定作 

用，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 

食物味美在于人的喜欢。说明了各有所爱，不 

能强求一致的道理。 

诚实吃不尽，欺诈吃不久。说明了诚实能长久 

谋生，而欺骗只能得逞一时。 

树倒可跨，人倒莫跨。比喻勿乘人之危，勿落 

井下石。 

别人抬肥猪，莫把扁担插。教导人们勿掠人之 

美，勿从中渔利。 

行路莫轻心，人言莫轻信，过分轻信人，自己陷 

困境。教导人们要时时提高警惕，要有防范意识， 

不能麻痹大意。 

造船多艘备于港，浸泡糯米遍全村。提醒人们 

做事要早作准备，要有前瞻性，才能有备无患。 

无病即大福。挑重担，别人可帮忙；得重病，别 

人帮不上。只要生命在，千金还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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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谚语说明了身体健康就是幸福，就是财富 

的道理。 

6．新谚语 

时代发展到今天，老挝出现了许多新谚语，这 

些谚语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在保 

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发挥了作用。如： 

团结则存，分裂则亡。死了成鬼胜于活着当 

奴。祖国是我家，军队是篱笆。哪里艰苦，青年就往 

那里冲；哪里需要，青年就往那里去。 

7．老挝谚语的艺术特色 

(1)短小精悍、寓意深刻 

老挝的不少谚语往往用一两句简短的话或几 

个字就能说明一个道理或一条经验，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如： 

“象脚踩鸟嘴”，“官到村如象进田”，短短的几 

个字把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那些封建统治者依仗 

显赫的权势，任意欺凌手无寸铁的百姓的现实，揭 

示得淋漓尽致。 

(2)通俗易懂、明白晓畅 

如：想吃米饭种水稻，想吃鲜鱼下河捞。说得 

对路，讨吃不见外；说得别扭，想买也不卖。 

这些谚语看起来是不加修饰的平常话语，但包 

含着深刻的哲理，它是老挝人民智慧的结晶，使人 

们容易记忆，广为流传。 

(3)鲜明的形象性 

有一部分老挝谚语是用形象化的修辞手法来 

创作的，将丰富的经验、深刻的见解浓缩在简短的 

话语中，以增强表达效果，增添感染力和说服力。 

如： 

快兔能越三岭，慢龟可游三湖。比喻各有各的 

优势和长处，教导人们要相互尊重，决不可相互轻 

视。 

(4)整齐和谐、琅琅上口 

老挝大部分的谚语句式对称，音调和谐，有一 

种音乐的美感。如： 

豆子芝麻一起炒，待到豆熟芝麻焦。提醒人们 

做事要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十万白银不及十万臣民。说明了民心所向胜 

过金银万两的道理。 

会躲善避，添翅插翼。说明了急流勇退、见好 

就收的道理。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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