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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谚语反映汉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承载着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该文主要研究女性歧视

类谚语的语义内容、修辞手法。女性歧视类谚语具体语义内容可以分为表婚嫁歧视、容貌歧视、德行歧

视、地位歧视、能力歧视五个方面；其次研究此类谚语的修辞手法，主要对比喻、借代、夸张、对偶修

辞进行叙述，归纳修辞规律。以上对于拓宽语谚语研究视野具有一定意义，也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优秀

文化，摒弃落后腐朽的思想观念，促进两性平等观念的进步，构建和谐文明的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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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proverbs reflect the unique way of thinking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Han people and 
carry their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semantic content and rhe-
torical techniques of proverbs that discriminate against women. The specific semantic content of 
such proverb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aspects: discrimination in marriage, appearance, virtue, sta-
tus, and abilit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hetorical techniques of these proverbs, 
mainly focusing on metaphor, metonymy, hyperbole, and parallelism, and summarizes the rhetorical 
rules. This study is significant in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proverbs and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helps to discard outdated and decadent ideas, advanc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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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and builds a harmonious and civilized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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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语汇系统数量庞大，谚语作为一种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汉语语汇体系中的地位不容置

疑，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内容上，谚语选材广泛，众多谚语都反映了女性歧

视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的关注点更多侧重在谚语中性别歧视的文化内涵，并且本土化研究少，

多以外语谚语为研究对象。研究女性歧视类谚语能够弥补谚语本体研究的不足，并且有助于此类谚语的

学习与使用。本文以女性歧视类谚语作为研究对象，语料来源以温端政主编的《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
(2011) [1]为主，《汉语描写女性的语汇研究》(2013) [2]为辅，着重探讨此类谚语的语义内容与修辞。 

2. 谚语及女性歧视类谚语的界定 

谚语，作为一种认知的产物，是指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言简意赅的短语，多数是劳动人民生活实践经

验的总结，体现了人类在生活中的智慧和观点态度。谚语中蕴含了人类丰富的文化，反映了人类纷繁复杂

的生活图景。长期以来，谚语大量存在于民间故事、文学作品、宗教教义和日常口语等多种形式之中[3]。 
性别歧视，作为一种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传统历史与文化中。重男轻女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可动摇，

语言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在不经意间已被继承了很多年，此类谚语也不占少数。本文所研究的女性歧视类

谚语，也是从谚语的意义出发，选取词典中凸显男女地位差距、侮名化，物化女性、性别定型女性以及

使女性处于被动地位的谚语作为研究对象。 

3. 女性歧视类谚语语义内容 

3.1. 表婚嫁歧视义 

有关婚嫁的谚语中，有部分催嫁谚语，表面反映婚姻在人生中的重要性，深究发现娘家催嫁女儿，

希望女儿早日完婚，多数因为女儿早晚成为别家的人，待在娘家浪费粮食，加重家庭负担，所以催促女

儿适龄就出嫁。这类谚语有： 

(1) 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反成仇(《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256 页) 

(2) 女大不中留(《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557 页) 

在女子嫁人之后，婚姻中妻子永远依附丈夫，妻子本身缺乏独立性，她生活条件的来源都需要丈夫

来提供。如： 

(3)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369 页) 

(4) 夫唱妇随，夫荣妻贵(《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216 页) 

丈夫对妻子也有支配权，妻子没有话语权，甚至任打任骂，随意抛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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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夫有出妻之礼，子无弃母之道(《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218 页) 

(6) 打不死的婆娘，晒不死的辣椒(《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12 页) 

有关女子改嫁，在谚语中是坚决抵制的。因为封建礼教，女子改嫁困难，对一任丈夫从一而终是古

代人们所提倡的，相比较男性的三妻四妾，女性改嫁难恰反映男女地位悬殊。这类谚语如： 

(7) 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更二夫(《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229 页) 

3.2. 表容貌歧视义 

女子美貌，本是称赞，在谚语中有部分却恰恰相反，将女子美貌和祸端相联系。这些谚语将家祸归

结于女子美貌，体现了封建思想的愚昧。如： 

(8) 好看的媳妇败了家，娶了个美人丢了妈(《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298 页) 

(9) 色为祸媒(《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819 页) 

除此之外，男性色迷心窍的源头也通常归结为女性容貌艳丽，如： 

(10) 酒乱性，色迷人(《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402 页) 

(11) 英雄难脱美人手(《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231 页) 

古代标准的君子形象是坐怀不乱，不近女色，可见传统观念女性容貌是男性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还有一类谚语从反面角度说明女子容貌的不祥，这类谚语不贬斥女子美貌，转而称赞女子丑陋。每

个人都崇尚美，但传统的礼教认为女性都是祸水，尤其是漂亮的女性。对于男人娶妻，外表的美丽不是

必要条件，甚至成为缺点，而“女德”才是最重要的。如： 

(12) 俏是万人戏，丑是家中宝(《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644 页) 

(13) 家有三件宝，丑妻，薄田，破棉袄(《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364 页) 

3.3. 表德行歧视义 

语言交流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无论是同性交际还是异性交际，言语地位通常两性平等。

然而，古代对女子的言谈举止以及品德性情要求很高，在谚语中，很多都反映了女人话多而产生是非口

舌，从而招来祸端。封建时期，这也成为很多男性休妻的原因。如： 

(14) 谋及妇人，宜其败也(《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518 页) 

(15) 女人舌头上没骨头(《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559 页) 

孔子曾说：“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在古代，女人善妒、小肚鸡肠已经成了共识，而这些都是伦理

纲常所不能容忍的。此外，善妒的女人既不能理性管理家事，也无法促进家庭和谐安定。如： 

(16) 谗言误国，妒妇乱家(《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68 页) 

(17) 汩水淖泥，破家妒妇(《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259 页) 

除了善妒，恶毒也是谚语中经常讨伐女性的一个切入点。这些谚语颇具夸张色彩地描绘女性恶毒，

以此训诫女性，也是为了宣扬贤良淑德的良好品行，从而更好地为男性服务。如： 

(18) 狠毒莫过妇人心(《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314 页) 

(19) 蜂虿犹未毒，最毒妇人心(《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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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表地位歧视义 

所谓地位歧视，特指男女地位差异悬殊。关于社会地位的这类谚语较少，所表达的内涵也清晰易懂，

从男女对立角度反映地位不平等，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如： 

(20)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人定(《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034 页) 

(21) 人是男的凶，鬼是女的厉(《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740 页) 

还有一些谚语更加直白，赤裸裸地叙述女不如男。如： 

(22) 十个妇人敌不得一个男子(《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880 页) 

除了社会地位，女性在家庭中也担当着各种角色，出嫁前，女性是父母的孩子；出嫁后，女性是丈

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儿媳的婆婆。无论是哪个角色，女性地位都处于较低位置。这类谚语有： 

(23) 养女是外性(《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123 页) 

(24) 子随母昌，母随子贵(《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374 页) 

(25) 严婆不打哑媳妇(《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105 页) 

(26)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位好女人(《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159 页) 

3.5. 表能力歧视义 

男性和女性由于生理构造、大脑构造有差异，擅长的领域也各不相同。但古往今来对女性的刻板印

象致使女性的擅长领域不被重视，只看到了女性的缺点，从而形成男子比女子更有用的错误观念。 
一些谚语认为女子没有才能才值得褒扬。如： 

(27) 男子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533 页) 

一些谚语认为女性目光短浅，带有明显的蔑视和诋毁。如： 

(28) 妇人家，见识浅(《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226 页) 

还有一些谚语比较特殊，表面上看这类谚语所表达的意思是尊重女性、赞扬女性，但侧面反映了女

子不如男子，能力强的女子只能和普通男子相提并论。如： 

(29) 有志妇人，胜如男子(《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276 页) 

此外，女性只有作为弱势方，才会得到强势一方的怜悯，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降低女性价值。这

类谚语如： 

(30) 大不与小斗，男不与女争(《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21 页) 

(31) 好汉不和女斗(《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294 页) 

4. 女性歧视类谚语修辞手法使用 

修辞是对语言进行加工的方式，谚语是口语化的表达，虽然语句简短凝练，词义明了，但也需要一

些修辞手法使其生动形象，增加表达效果。女性歧视类谚语所体现的修辞手法也十分丰富。通过归纳研

究，此类谚语所运用的修辞手法主要包括比喻、借代、夸张、对偶等。 

4.1. 比喻 

比喻可以把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事物通过挖掘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而把他们关联起来，用以进行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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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或者阐释道理。作为最广泛使用的修辞手法，它还可以细分为三类：明喻、暗喻、借喻。女性歧视类

谚语中，这几种类别都有所体现。 
明喻是最常见的比喻手法，它要求喻词、本体和喻体都出现。女性歧视类谚语中的本体通常是女性

本身、女性身体的一部分或与女性有关的动作行为等。如： 

(32)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093 页) 

(33) 静女守身如执玉(《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396 页) 

(32)中，将妻子角色比喻为“衣服”，既可以体现女性对丈夫的依附性，又可以展现女性被物化的现

象。(33)中除了将女性的动作行为进行比喻，还蕴藏了对女性身体的比喻。这句谚语义为本分女子保持贞

洁就像拿着玉怕被打碎，其实也可看做将“女性节操”比作“玉”，即成语“守身如玉”所表达的意思。

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贞洁在当时的重要性，这是对女性掌控身体的束缚。 
暗喻也称隐喻，与明喻一样，喻词、本体和喻体都出现，不同的是喻词从“像、似、如”等变为“是、

等于、成为”等，削弱了修辞手法的刻意色彩，更加生动写实。如： 

(34)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367 页) 

(35) 色是杀人刀(《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819 页) 

(34)中，将“出嫁女儿”比作“泼出的水”，反映了女性在家庭中不受重视。同时。(35)中，喻

词“是”出现，将“美丽的女人”比作“杀人的刀”，生动表现出女性的容貌遭到歧视，被认为会给

男人带来灾难。 
借喻又称为隐喻，与明喻、暗喻不同，它本体和喻词都不出现，而是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在女性

歧视类谚语中，喻体出现使句意更加委婉生动。如： 

(36) 邪花不宜入宅(《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083 页) 

(37) 野花上床，家败人亡(《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141 页) 

“花”是此类谚语中最常见的喻体，特指代美丽的女性，“花”前常有修饰语来给女性定性，如(36)
和(37)中的“邪”和“野”，用来比喻丈夫在外面的女人，表现出这类女人会扰乱别人家庭。 

4.2. 借代 

借代，就是利用事物之间的相关性，用甲物来代指乙物，利用甲物和乙物的密切关联，形成艺术换

名。如： 

(38) 长舌乱家，大斧破车(《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70 页) 

(39) 艳色可迷人(《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115 页) 

(40) 蛾眉皓齿，伐性之斧(《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81 页) 

借代和借喻在分析过程中容易产生混淆，借喻更注重相似性，而借代更注重相关性。在女性歧视类

谚语中，借代手法通常是用女性特征和女性身体的一部分来指代本体，如(39)用“艳色”来指称美女，用

来表现对女子容貌的歧视。(38)和(40)中，用女子身体的一部分“长舌”和“蛾眉皓齿”来指称女性。其

中，“长舌”是对外貌的贬义指称，来表现女性话多，产生是非；“蛾眉皓齿”是对外貌的褒义指称，但

谚语中借此反映女子容貌会带来祸患。 

4.3. 夸张 

夸张，通过对一些人或事物进行言过其实的描写，来达到某种表达效果，使读者产生共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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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娘不开口，开口一世不发财(《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089 页) 

(42) 女人上船，晦气一年(转引自《汉语描写女性的语汇研究》，24 页) 

(43) 十个小姑九不贤(《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881 页) 

(44) 娶个老婆丑，活到九十九(《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679 页) 

女性歧视类谚语中，运用夸张手法的大多是婚嫁类，如(41)、(44)都是对女性夸大的贬低，往往带有

封建迷信色彩。(42)中，古时认为出海时带女子上船不吉利，女子阴气重，容易招来鬼怪，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古代对女性歧视严重。再如(43)，认为丈夫的妹妹喜欢搬弄是非，使得婆媳关系紧张，以偏概全。 

4.4. 对偶 

对偶的修辞手法不仅在女性歧视类谚语中有着广泛使用，它还是谚语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这类谚

语结构基本相同，字数相等，各分句意义也相关对称。如： 

(45) 豆芽弗好做柱，丫头弗好作主(《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70 页) 

(46) 有子方为妾，无子便算婢(《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1278 页) 

(45)所使用的手法是对偶中的正对，即分句从不同角度表达同一事理，内容互补。(45)上句写豆芽不

能做顶梁柱，下句写女性不能当家作主，两句互为补充，揭示了女子地位低下，难成大事；(46)所使用的

手法是对偶中的反对，即上下句有明显对比关系，以此衬托事理本质。(46)上句写婢女和主人有了儿子就

可以作妾，没有儿子仍做婢女，突出母凭子贵的事理。 

5. 结语 

女性歧视类谚语是能够反映古今女性地位低下、或者给女性加上固化观念的谚语。此类谚语语义内

容丰富，具体可以体现在婚嫁、容貌、德行、地位、能力等方面，并辅以文化角度的分析，揭示了性别歧

视的传统观念。 
其次，从修辞手法上看，修辞手法丰富多样，其中，女性歧视类谚语的比喻修辞可归纳出三个方向：

明喻、暗喻和借喻；借代修辞中通常用女性特征和女性身体的一部分来指代本体；夸张修辞可以体现古

代的封建迷信；对偶修辞也可以归纳出正对与反对两方面。 
总之，女性歧视类谚语在人们长期的使用和发展过程中，语义日渐丰富，使用范围广泛，影响越来

越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女性自身性别意识的不断觉醒，社会人际交往日渐复杂，女性歧视类谚语

的功能方面和使用场景需要结合实际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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