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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 編著

煙畫與謠諺學的中興（上）



提    要

謠諺是中國語言學中的瑰寶，也是中國民間話語中最生動、最活潑、最璀璨的一顆明珠。但

做為一門學科，在封建時代一直未得到儒家正統文學的認同，更乏有識之士樹旗張幟認真研究。

待明代文學家楊慎編纂的《古今諺》和《古今風謠》問世時，中國「謠諺學」始現端倪。此後，

又經過三、四百年的寂寞，到了清咸豐年間，杜文瀾編撰的《古謠諺》出現，成為彙集古代謠

諺的集大成之作，被後代學人奉為圭臬。然而，現代研究者往往忽視了外國語言學者對中國謠諺

的蒐集和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西人在華的商業活動中，借用國人喜聞樂見的謠諺進行宣傳、

推廣、促銷商品而取得的巨大成績。尤其，駐華英美煙草公司在清末民初發行的數以億兆計的、

印有中國民間謠諺的香煙畫片，隨著香煙在華的迅速推廣，不僅擴大了謠諺在平民群眾中的巨

大影響，同時也間接地促進了與「五四」學人的神交互動。從而，促成了民國初年北京大學發

起的、影響全國的「民歌民謠徵集活動」，為「謠諺學」和「民俗學」的誕生開創了歷史先河。

其作用是功不可歿的。筆者本人對「謠諺學」並無深刻的研究，而做為立論的圖證──清末民

初發行的「謠諺煙畫」的收藏甚豐。特藉此機會一併編纂成冊，以供專心於中華「謠諺學」趼

究的學人們予以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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