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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人

” :

国人人际交往的误区
’

—
汉语谚语 的人 际交往研究

李 庆 善

本文通过对
一

汉 语谚语的分析
,

揭示 了中国人人际交往 的基本策略
: “
防人

” ,

即防
“
人说 ” 和防

“
人心

” 。

从这种封闭的设防立场 出发
,

中国人 由防
“
人论

”
变成防止

“

失

言
” ,

则 自己尽量
“
不言

” 、 “

少言
” ,

勿
“
直言

” 、 “

传言
” 、 “
大言

” 、 “

谎言
” ,

并努力做到
“
会

言
” ; 由防

“
人心

”

变成修身
、

养性
、

正 己心
,

做到有正义心
、

公理心
、

公道心和公心
。

文章

指 出
,

中国人人际交往的误 区概 出于这个
“
防

”

字
,

它与现代人所倡导的坦诚
、

自若
、

轻

松 的交往风格是相冲突的
。

作者
:

李庆善
,

男
,

1 9 4 1 年 3 月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谚语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

有关谚语的谚语指出
: “

十句谚语九句真
” ; “

泉水最

清
,

谚语最精
” ,

谚语真实而精练地表达着人们的经验
,

表述着人们的情绪和意图
,

因而
,

通过对

谚语的研究可以比较真切地了解人们的社会心理与行为
。

汉语谚语十分丰富
,

有关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部分简直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

瑰丽多彩
,

令

人玩味无穷 ! 这些谚语大多经过世代相传
,

历史悠久
,

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

因此
,

今天我们认真

研究它们
,

可以窥测到中国人人际交往心理与行为的历史原型
,

从而更好地理解正在走向现代

化的国人
,

在人际交往
、

为人处世方面所经验的种种困惑
、

迷惘和焦虑
。

谚语研究结果表明
,

国人人际交往的基本策略是一个
“

防
”

字
。

所谓
“

害人之心不可有
,

防人

之心不可无
” ,

这里对人们最迫切的忠告就是
“
防人

” 。

正是这个
“
防 ”字

,

使国人在人际交往过程

中走进误区而至今不能解脱
。

国人在社交中有那么多困惑
、

迷惘和焦虑
,

有那么多劳累和疲惫

的感受
,

又是那样的缺乏坦诚
、

自若和轻松
,

以致于难以提高交往沟通效率
,

难以达成共识和合

作
,

难以实现人际间真正的亲和
,

恐怕 概出于一个
“

防
”

字
。

应当指出
,

中国人
“
防人之心不可

无
”

的信念之形成
,

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

在许多时候
, “
防人

”

是出于无奈
,

不得不设防的
。

本研究以国人
“

防
”

什么
,

为什么要
“

防
”
以及怎样

“
防

”

为问题
,

通过对大量谚语的分析
,

力

图对国人人际交往的误区有个粗略的描述和解释
,

以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思路
。

节

谚语 云
: “

谁人背后无人说
,

哪个人前不说人
” 。

既然人人都在
“

说人
” ,

人人都被
“
人说

” ,

是

二 本文所引谚语均取 自《汉语谚语词典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9 9。 年版 ; 《汉语诊语小辞典 》 ,

广东 人民出版社
, 1 98 2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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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就没有必要去防范
“
人说

”
了呢 ?不

, “
人言可畏

” , “
防民之 口

,

甚于防川 ” , “
防人

”

首要的是防

范
“
人说

” 。

谚语从不同视角揭示了
“

人说
”

的危险性
,

描述了
“

人说
”

对当事人身心的摧残和伤

害
。

它把
“

冷言
”
比着

“

冷饭
” , “
恶语

”
比着

“

六月寒
” , “

谗言
” 比着

“

冷箭
” ,

把其对当事人的摧残和

伤害比着
“
刀劈

” 、 “
斧砍

” 、 “

箭伤
” ,

足可以置人于死地
,

把人
“ 压死

” 、 “
射死

” ,

从而使人对
“

人说
”

或
“
人言

”
听而生畏

,

不寒而栗
。

谚语这样描述
:

冷汤冷饭好吃
,

冷言冷语难受
。

好语一 句三冬晚
,

恶语伤人六月寒
。

伤人以言
,

重于剑

救
。

青竹蛇儿 口 ,

黄蜂尾土针
。

树难禁利斧
,

人难禁谗言
。

利刀伤体疮扰合
,

慈语伤人恨 不

消
。

刀伤 易治
, 口伤难医

。

鞭只伤 肉
,

恶语入骨
。

长舌底下压死人
。

舌头板子压死人
。

谗

言吸坏君子
,

冷箭射死英雄
。

所谓防
“
人说

” ,

主要不是防范个别人说三道四
,

说长道短
。

个别人并不可怕
,

最可怕的是众
“
人说

” ,

谚语对众
“
人说

”
的恐怖作了生动的刻画

:

纵有千 只手
,

难拾万人 口
。

人经不起千言
,

树经不起千斧
。

人怕众嫌
,

肉怕众柑
。

众 口

栋金
,

积级梢骨
。

众人的舌头能把 高山说倒
。

聚舌成刀
,

聚舌成雷
。

千 口唾沫淹死人
。

千

夫所指
,

无病而死
。

是外传入凡人耳
,

万 丈江河洗不清
。

众 口一言
,

浑身是 口难分辩
。

众
“

人说
”
之所以令人恐怖畏惧

,

还在于众人之 口难
“

堵
” 、

难
“
捂

” 、

难
“
封

” 、 “

扎不住
” 、 “

拴不

住
” ;
还在于众人传言如风快

,

不径而走千里
,

并且很容易将虚的传成实的
,

谣言传成事实
,

令当

事人有 口难辩
,

有理难争
, “

跳进黄河洗不清
” 。

谚语对众
“
人说

”
的这些特点有如下描述

:

一只 手难堵众人 口
。

档 不住千人手
,

捂不住众人口
。

坛 口好封
,

人嘴难封
。

瓶嘴扎得

住
,

人嘴扎不住
。

拴得住驴嘴马嘴
,

拴不住人嘴
。

人 口 快如风
。

一传十
,

十传百
。

好事不 出

门
,

坏事传千里
。

话传三人
,

能变本意
。

三里地内没准信
。

十 里无真言
。

一个传应
,

百人传

实
。

谣言传过多人嘴
,

不是卒实也成真
。

“
人说

” ,

不管它是说三道四
,

评头论足
,

也不管它是冷言冷语
,

讥讽嘲笑
,

抑或是造谣诽谤
,

谗言诬陷
,

都是他人对当事人的一种评价
、

一种态度
。

作为他人
,

由于处在
“

背后
” ,

没有关系距

离
、

人情困境和面子障碍
,

又加之凭措人多势众
,

当然可以不负责任地随便说人
。

但这种负性的

社会评价和社会态度的出现
,

对当事人来说
,

都有着严重的社会及心理意义
。

它意味着
:

( 1) 表演的失败
,

没有给社会留下个预期的好印象
。

并且
,

这种印象会在
“

背后
”
议论过程中

经
“
捕风捉影

” 、 “

添油加醋
” 、 “

插枝粘叶
” 、 “

移花接木
” ,

给搞得面 目皆非
。

这对重于表演并关注

其效果的社会成员来说
,

不能不感到失败惨重而痛心疾首 !

( 2) 关系
、

人情和面子等社会资源掉价贬值
。

凡身陷
“

千 目视
” 、 “
千口 言

”
困境的人

,

都会体

验到明显的世态炎凉
。

原有的关系琉离了
,

人情淡泊了
,

面子丢光了
,

似乎原有的地位
、

身份和

角色也动摇起来
,

靠不住了
,

大有
“

墙倒众人推
,

鼓破乱人捶
”
的态势

。

这对极其重视关系
、

人情

和面子
,

并关心其增值的社会成员来说
,

不能不感到大祸临头
,

殃及人生而心惊肉跳 !

(3 )当事人与其所依赖的集体撕离
,

处于被人
“
忌

” 、 “

恼
” 、 “

嫌
” 、 “
憎 ” 、 “

弃
”
的境地

。

中国人

对家及家族
、

街坊邻里
、

乡土社区和组织的依赖
,

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

个人依赖于集体
,

犹

如蜗牛的软体对其硬壳的依赖一样
,

软体一旦从硬壳里剥离出来
,

就意味着蜗牛死亡
。

大凡成

为
“

众矢之的
”
的人

,

不管其原来如何强大
,

他都会感受到特殊的孤独
,

并时刻处于一种不安全

感
、

危机感和恐惧感的袭击之中
,

惶惶不可终日
。

这是多么可怕的情境啊 l



“ 口为心苗
” , “
言为心声

” ,

语言用以表情达意
,

能透射人心
。

防
“

人说
” ,

归根结底是防人心
。

谚语从
“ 人心难测

”
与心口及言行相悖两个方面揭示了防范人心的必要性

。

首先
,

谚语向人们提出
“
人心难测

”
的一系列命题

:

人藏 其心
,

不可浏度
。

人心难浏
,

海水难责
。

十丈深水易浏
,

一人心思难童
。

万丈深水

终见底
,

只有人心难付量
。

天可度
,

地可量
,

唯有人心难度童
。

海枯终 见底
,

人死不知心
。

人

心难摸
,

泥纸难捉
。

画虎画 皮难画 骨
,

知人知面不知心
。

外貌容易认
,

内心最难猜
。

人心 隔

肚皮
,

树心隔木皮
。

隔皮猜瓜
,

难知好坏
。

人面咫尺
,

心隔千里
。

野兽皮毛好辩别
,

坏人心

肠难捉摸
。

花枝叶下扰藏刺
,

人心怎保 不歹毒
。

一般的
“
人心难测

” ,

并没有必要令人们忧虑
,

并做出防范反应
。

令人们深感不安和忧虑的

是
,

忠奸难识
,

信诈难别
,

贤侯难分
,

是非曲直难辩
。

因此
,

防人
,

尤其要防范
“

阳奉阴违
” 、 “ 口蜜

腹剑
” 、 “

两面三刀
” 之徒

,

以避免上其当
,

受其骗
,

中其阴谋诡计
。

为此
,

谚语专有揭露这类人嘴

脸的名句
:

大奸似忠
,

大作似信
。

今石似玉
,

奸侨似货
。

呆果奸
,

直里弯
。

口 里甜如蜜
,

心里黑如

漆
.

口土仁义礼智
,

心里 男盗女侣
。

嘴甜心苦
,

两 面三刀
。

小人 口知蜜
,

转眼是伏人
。

佛 口

蛇心
,

口 蜜腹剑
。

凶在心上
,

笑在脸上
。

明是一把火
,

暗是一把刀
。

人前一朵花
,

背后刺一

根
。

墙缝的蝎 子哲人不显身
。

猫哭老 鼠假慈悲
。

针对一般人容易上当受骗的情况
,

谚语苦口婆心地忠告人们
:

信言不 美
,

美言 不信
。

人听甜言易上 当
,

马踏软地易失蹄
。

药苦治好病
,

言柑会误人
。

刀上蜜糖不能尝
。

明枪 易躲
,

暗箭难防
。

不怕黑李过
,

只怕笑刘备
。

不怕虎狼面前生
,

只怕

人前两面 刀
。

英难不怕战
,

只怕 中暗箭
。

宁交双脚跳
,

不 交咪咪笑
。

“
知人者智

” 、 “
知人者哲

” 。

对于一般非智非哲的人们
,

若要对面前陌生人或不甚亲密的人
,

透过其言行和外貌而窥测到内心的真实
,

从而分清善恶
、

良芳
,

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

知解他人

之心
,

需要经历
“
日久见人心

,

路遥知马力
”
的长时期考验

;
需要经历

“

疾风知劲草
,

困难显英雄
”

的危难考验
;
需要经历

“
人用财试

,

金用火试
”
的利益考验

;还需要经历
“

邻居眼睛两面镜
,

街坊

心头一杆秤
”

的公众考验
。

在考验所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

人们若要对其不知不解的他人之

心作出防范
,

以免陷于人际冲突
,

遭受祸殃
,

那只好把控制方面转移到 自己身上
,

对 自己的言行

和衣帽服饰进行管理
。

自己毕竟是好办的
。

所谓控制
、

管理 自己
,

实际上只不过是压抑
、

封闭自

己罢了
。

封闭自己最简单的办法是封住自己的嘴巴
,

以防止失言
。

嘴能
“

伤
”

人
、 “
恼

”
人

、 “
罪

”
人 ; 嘴

能惹人
“

责怪
” 、 “

嫌
” 、 “

忌
” 、 “

跳
” 、 “
憎

” 、 “

骂
” ;
嘴还会招来

“

是非
” 、 “
风雨

,,

和
“

祸殃
” 。

因此
,

对其

不能等闲视之
,

不能不严加管理
。

谚语对嘴的危害性有充分的估计
:

病从 口 入
,

祸从 口 出
。

舌为利害本
,

口是祸福门
。

蚊子透扇打
,

只为嘴伤人
。

千言好个

人
,

一言恼个人
。

宁失骏马
,

勿失 己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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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嘴巴
,

防止其失言
,

应当做到不言
、

少言
、

勿直言
、

勿传言
、

勿大言和勿谎言
。

教人
“

不言 ” 的谚语有
:

不干 己李不张 口
,

一 问摇头三不知
。

只要不开 口
,

神仙难下手
。

宁 口如瓶
,

防意如成
。

事昨干 己休多管
,

话不投机莫强言
。

不对知音不可弹
。

出笼的乌难回
,

出 口的话难收
。

天

不言 而 自高
,

地不 言而 自厚
。

教人
“

少言
”
的谚语有

:

出口万 言
,

必有一失
。

言多失语
,

食 多伤身
`

是炸只为多开 口
,

烦恼皆因强出头
。

力贱

得人敬
, 口贱得人情

。

话 多易错
,

线长易断
。

逢人且说三 分话
,

未可全抛一 片心
。

不如意事

常八九
,

可 与人言无二三
。

说话说给知人
,

送饭送给饥人
。

交浅不可言深
。

教人勿
“
直言

”
的谚语有

:

心直 口 快
,

招人责怪
。

人直 无财
,

树直 无机
。

臾 口 食 多偏作病
,

快心事多恐生 映
。

顺情

说好话
,

干直惹人嫌
。

手稳 口 也稳
,

到处好藏身
。

教人勿
“

传言
”

的谚语有
:

传言过话
,

自讨挨骂
。

舌长事多
。

腿长活露水
,

嘴长惹是非
。

闲言闲语
,

不 可 尽听
。

字

不可 重笔
,

话不可乱传
。

教人勿
“
大言

”

的谚语有
:

过头饭别吃
,

过头话别说
。

宁可说得不透
,

不可 过分夸口
。

空布攀立不起
,

说空话心里

虚
。

人若不夸 口
,

羞耻不临头
。

一 言既 出
,

驹马难追
。

教人勿
“

谎言
”

的谚语有
:

庄稼 荒不得
,

谎言讲不得
。

茄子不开虚花
,

真人不说假话
。

渔 网遮不住太 阳
,

谎言盖不

住真理
。

实话好说
,

瞎话难编
。

真的说不假
,

假的说 不真
。

泥人经 不起雨打
,

谎言经 不起调

查
。

实话验不倒
,

谎言怕追考
。

是真难灭
,

是假 易除
。

人生在世
,

要做人做事做学问
,

要同人打交道
,

总是要说话的
。

一味教人不言
、

少言
,

既不可

能
,

也不算是妙计善策
,

因而
,

谚语更大的篇幅是教人们
“

会言
” :

不会抽烟废烟 草
,

不会说话惹人恼
。

不会烧香得罪神
,

不会说话得罪人
。

会说的惹人

笑
,

不会说的惹人跳
。

见着先生说书
,

见着屠夫说猪
。

吃什么斋
,

念什么经
。

好话一 句软人

心
。

多栽花
,

少栽刺
,

留着人情好办事
。

必须指出
,

谚语在此所展现的会言善处
,

乖巧圆滑
,

精于人情世故
,

乃是国人在艰难人生岁

月里为自保所采取的一种处世策略
。

其中蕴涵着人们自我压抑的苦涩
,

无力抗争的屈辱
,

以及

种种无可奈何的唉叹
,

因而
,

它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

同时
,

它又是人们对一种特定的生存环境

的适应
,

蕴涵着适者生存的灵活
、

机智
、

精明和计谋
。

或许在这种处世策略的背后
,

还蕴藏着一

种更为深刻的价值
,

那就是人们对
“

世事洞明
”
的 自得

,

对
“

关系
、

人情和面子
”

的戏嬉玩弄
,

因

而
,

它又具有一定的喜剧色彩 !

四

自己不
“

说人
”
和不失言

,

并不能完全杜绝
“

人说
” 。

看来
,

防范
“
人说

”
和人心

,

还应有更彻底

的举措律 己
。

谚语向火们提出三条举措
:

( 1 )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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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间冲突
、

纠葛不可避免
,

每个人都有可能随时随地被扯进是是非非
,

卷进风风雨雨

中去
,

那就要求 自己适应这样的世事
,

对其持一种豁然达观的态度
,

把世事看透
、

看开
,

看得平

常
、

淡泊
、

自然一些
,

从而以平静
、

自若
、

自信
、

开朗
,

甚至超然于世的心态去对待之
。

谚语告诉人

们
:

世卒 茫茫如大海
,

人生何处无风波
。

天土无云不下 雨
,

地上无鬼不成灾
。

人情是纸张

张薄
,

世卒如棋局局新
。

世上有
,

戏上有 ;戏上有
,

世上有
。

世事洞明皆学问
,

人情炼达即文

章
。

是非终 日有
,

不听 自然无
。

天下本无卒
,

庸人 自扰之
。

君子坦荡荡
,

小人常戚戚
。

心地

无私天地宽
。

( 2 )无畏

豁达要求人们有超然于世的态度
,

但不是逃避矛盾和问题
。

相反
,

它要求人们
,

一旦遭遇是

非曲直
,

舆论风波
,

或诽谤诬陷
,

就应以无畏的姿态去对待
。

无畏来 自对 自己的信心
,

相信 自己

没 做
“
亏心事

” 、 “
坏事

” 、 “

皱眉事
” ,

自己的
“

心正
” 、 “

身正
” 、 “

脚正
” 、 “

心里没病
” ,

还有什么可怕

的呢 ! 谚语云
:

好花不怕人谈讲
,

经风经雨分外香
。

好茶不怕细品
,

好事不怕细论
。

好花不常开
,

好人

说不坏
。

日问不做亏心事
,

半夜敌门心不惊
。

不吃鱼嘴不腥
,

不做绒心不惊
。

船正不怕浪

大
,

脚正不怕鞋歪
。

任凭风浪起
,

稳坐钓鱼船
。

没有先疮
,

不怕别人说缎
。

肚里没邓气
,

不

怕冷风吹
。

平生 不做皱眉卒
,

世上应无切齿人
。

二脚站得牢
,

不怕大风摇
。

舟正不怕影子

抖
。

犬吠 不碍行人路
。

( 3 )心正

无畏来 自心正
。

心正才能不怕歪的邪的
。

心正则身正 ; 身正则言之在理
,

不失言
,

不偏行
。

因此
,

要防范
“

人说
”

和人心
,

最根本的还是要做到心正
。

谚语对心正的防卫作用作了精辟的表

述
:

一正压千邓
。

正气高
,

邪气消
。

邪 不压正
,

正 不压疯
。

心中无邓硬如铁
。

宁 可正而 不

足
,

不可邪而有余
。

心正不怕人说
,

脚稳不怕路滑
。

但是
,

何谓心正 ? 谚语没有明确界定
。

可是
,

并未为此而引起人们在 日常运用
“

心正
”

这个

概念时的困惑
。

一般认为
,

心正是指所思所想符合伦理道德标准
; 心邪是指所思所想偏离伦理

道德标准
。

心正则合乎公理 (
“

公理 自在人心
”

)或公道 (
“

公道好比对面镜
,

人人都能看分明 ")
.

而最终又都归终为无私即公心 (
“
人不为己

,

顶天立地
” ; “
人不为己

,

遇事不迷
”

)
。

因此
,

心正实

际上要求人们有正 义心
、

公理心
、

公道心
、

公心
,

又 叫良心 (
“
天凭 日月

,

人凭 良心
”

)
。

它与
“
亏

心
”
u( 日间不做亏心事

”
)

、 “

欺心
”
(

“

事不欺心睡自安
”

)
、 “

负心
”

(
“
心不负人无愧色

”
)和

“
私心

”

(
“

糖弹专打私心人
”

)是水火不容
、

格格不入的
。

至此
,

我们会明白
,

国人所倡导的
“

防人
” ,

即防
“
人说

”

和人心
,

在他人周围转了一遭
,

折腾

了半夭
,

最后还得落实到防止 自身私心杂念作怪上面来
。

正如谚语所指出的那样
: “

救寒莫如重

裘
,

止谤莫如 自修
” 。

自我修养
,

即修身
、

养性
、

正心也
, “

存天理
,

去人欲
”

也 ! 这样
, “
防人

”

变成

了防己 ;防
“
人说

”

变成了堵 自己的嘴
; 防人心变成了正 己心

。

为了
“

防人
”

而把 自己死死的包围

起来
,

用力雕
、

用功磨
,

使之既不敢想
,

也不敢言
,

又不敢动
。

难道说这不是一个大大的误区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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