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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要学好一种语言，除了了解它的语法规律、语音系统及词汇系统以外，还需要了解它

的文化背景，脱离文化来学习语言是不可行的，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每一种语言

都是在具体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深受该民族文化的影响

与制约，一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民族文化背景当中才能得到完整、准确的理解。因此让外国

学生更好的学习汉语，了解汉语背后的文化背景是非常重要，让他们通过语言来学习文化，

通过文化来更好的掌握语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想通过汉语的俗谚，了解中国传统家

庭中的一种特殊的家庭关系：婆媳关系，对所搜集到的 276 条跟婆媳关系有关的俗语和谚

语进行初步的探索、分析，从此看到了中国家庭中女性之间一种最复杂，最不好处置的关

系，也看到了在传统封建家庭中媳妇的悲惨处境。 

关键词：俗语; 谚语; 语言与文化; 封建家庭; 婆媳关系 

 

众所周知，要掌握一种语言，了解它的语法规律、语音系统及词汇系统是必不

可少的环节，但要准确、全面地使用该语言还需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脱离文化来

学习语言是不可行的，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每一种语言都是在具体的、

特定的民族文化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深受该民族文化的影响与制约，

一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民族文化背景当中才能得到完整、准确的理解。因此让外国学

生更好的学习汉语，了解汉语背后的文化背景是非常重要，让他们通过语言来学习

文化，通过文化来更好的掌握语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想通过汉语的俗谚，了

解中国传统家中的一种特殊的家庭关系：婆媳关系，对所搜集到的 276 条跟婆媳关

系有关的俗语和谚语谚进行初步的探索、分析，从此看到了中国家庭中女性之间一

种最复杂，最不好处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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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俗谚看媳妇在婆家的地位 

在我们所搜集到的语料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俗谚： 

公说公好，婆说婆好，媳妇天天吃不饱 

歪公瞎婆，气的媳妇跳河 

不怕破屋漏墙，只怕难公难婆 

公爱馄饨婆喜面，巧妇难得公婆心 

丑媳妇少不得见公婆 

媳妇怕的公婆磨，公婆怕的媳妇虐 

实际生活也确实如此，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中，儿媳和公婆之间的关系的确是

一种重要且又十分复杂的家庭关系。在家庭内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里公婆和儿媳

不仅属于长辈和晚辈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媳妇在

家庭里没有任何权利，不但要屈从于“夫权”，更要受公婆的欺压而不敢有半点反抗，

因为“阿公阿婆，夫家之主”（《女论语》），她的职责是无条件地顺从侍奉公婆，

换句话说，一个好媳妇的标准除了要“事夫”，还要好好地服侍公婆。《新妇谱》就

是这样规定的：“新妇之倚以为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侍三人必须曲得其欢心，

不可纤毫触恼。若公姑不善，丈夫不悦，则乡党谓之不贤，而奴婢皆得而欺凌我矣，

从此说话没人听矣。”《礼记·内则》更明确地指出：“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在中

国古代婚姻礼法所规定的“七出”中，“不事公婆”被看为丈夫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妻子

休掉的重要理由。从此可见在封建的夫妇之礼中，公婆的地位是何等重要，相反媳

妇的地位是极为低贱的，她们要千方百计既得到丈夫的宠爱，又能使公婆欢喜。然

而，这个艰难的“任务”实际上是不容易完成的，正所谓“ 起早得罪丈夫，起晚得罪公

婆 ”。 

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每个家庭中的公公都有着巨大的权力，是

名副其实的一家之长，侍奉公公是媳妇分内之事，然而在“男女有别”的传统思想的

统治下，公公与媳妇之间的关系就有所限制，在俗谚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思想，

如： 

阿公不进媳妇房 

长归长，短归短，媳妇不归公公管 

河有弯河，路有弯路，没得公公管媳妇 

婆打媳妇家家有，公打媳妇活出丑 

只有家爷撑门户，没得家爷管媳妇 

公不言媳非，媳不拿婆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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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对儿媳来说既是长辈，又是夫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性人物，所以媳妇对

公公的态度也要十分地有规矩，跟对丈夫或婆婆有一定的差异：“事公姑丈夫之色微

有不同，事姑事夫和而敬，事翁肃而敬”（《新妇普·颜色》）。因此 “事公” 对媳妇

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又要尽力地去服侍伺候，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如《女论

语·事舅姑章第六》中所说：“敬事阿公，形容不睹，不敢随行，不敢对话。如有使

令，听其嘱咐。”《新妇普》又进一步规定：“晚上如翁在家，即请早退归房，静静

做女工，不宜睡太早。”这些规定有时为了预防“儿小媳妇大，公公有灰爬”“房子爷

爷造，老婆阿爹讨”的不良行为，因此那些“不守规矩”、不遵礼教的人肯定会受到社

会舆论的强烈指责：“雷公勿打探花子，雷公要打爬灰公”，“夜睛勿算睛，爬灰勿是

人”。 

2. 从俗谚看婆媳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 

正如以上所述的，公媳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性别问题而有着一定的距离，再加上

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因此媳妇在家接触和服

侍时间最多的长辈是婆婆，而不是公公。也正因为如此，婆媳之间的关系就比公媳

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婆媳之间的关系从古到今一直是家庭人际关系中最不好处的一

种，有时候甚至会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在 643 条涉及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各种关系

的俗谚当中，我们也发现反映婆媳关系的数量最多，占此类的 43%，其所反映出的

内容也是极为丰富和全面的，这足以证明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以下我们想

就此问题作进一步地探讨研究，看婆媳关系在俗谚中究竟是如何得到表现的。 

2.1. 婆媳对立的具体表现 

我们不难发现反映婆媳之间矛盾的俗谚最为突出，有相当一部分俗谚直接描述

出两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如： 

婆媳和好古来少 

三个婆婆道家常，三个媳妇道家娘 

庙堂里讲媳妇，田横头讲阿婆 

两个媳妇抬片锣，出门专门讲婆婆；四个婆婆抬面鼓，出门专门讲媳妇 

难话媳妇疙瘩婆，一生一世勿和睦 

和好婆媳不多见，反目母女世上稀 

家娘一面鼓，出门计媳妇；媳妇一面锣，出门讲婆婆 

在很多家庭中，婆婆一直把媳妇看成是“眼中钉”，认为媳妇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看媳妇左不顺眼，右也不顺眼，到处诉说媳妇给她们带来的烦恼： 

走进庙门讲媳妇，走出庙门讲媳妇 

三个老货讲今古，三个老妈讲儿讲媳妇 

头顶青蓝布，到处数新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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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是只鼓，到处说新妇 

然而媳妇对婆婆也绝不会有好感，她们也总在埋怨：“十个婆婆九个偏，一个

不偏肚里弯”，“婆婆嘴多，鲫鱼刺多”，甚至还认为“阿婆健，讨人厌”。由此可见，

在实际生活当中婆媳之间的矛盾实在很激烈，这种矛盾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生活，

会闹得全家鸡犬不宁。 

2.2. 矛盾的主要方面──婆婆对媳妇的影响与压制 

在封建家庭中婆婆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对媳妇来说，婆婆就更具有至高无上

的权力，她们对媳妇有着极大的影响：“婆婆虽然老，抵得一把锁”，“丈夫看得起，

家里的人就看得起；婆婆看得起，村里的人就看得起”，“ 媳妇贤勿贤，只看婆婆面”。

婆婆不仅是媳妇恪守妇道的监督者，而且还是负责“教育”媳妇的人，对她是否成为

一个符合礼教所规定的“标准儿媳”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俗谚中所反映的： 

月里亚娃勿可耸，落轿媳妇勿可宠 

打栋柱应板壁，打囡儿教新妇 

好儿要过师傅手，好女要过婆婆手 

媳妇贤不贤，但看婆婆领 

三朝媳妇婆引坏，月里婴儿娘引坏 

蛮娘生好女，蛮婆出好媳 

正因为如此，家中身为媳妇的对婆婆要绝对遵从，必须唯唯诺诺，百依百顺，

而且完全没有抗拒或争辩的权利。有些事应该做，但如果婆婆反对，媳妇就得屈服；

相反有些事不应该做，但婆婆主张做，那么媳妇也只好唯命是从，连商量的余地都

没有。《女诫·曲从第六》中有明确的规定：“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而尔

非，犹宜顺命。勿得违腓戾是非，争分曲直。”不仅如此，媳妇还要做到“舅姑所爱，

妇亦爱之。舅姑所敬，妇亦敬之。乐其心，顺其志……”（《内训·事舅姑章第十

四》）。因此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现象：“笨婆婆常有理，巧媳妇多受罪”，“处处鸭

儿是扁嘴，家家婆婆总有理”，“索从萝转，媳跟婆转”。有句话说“家娘心，门头钉”，

所以在婆婆面前媳妇总是提心吊胆，生怕万一得罪了她之后后果难以设想，轻则遭

受呵责，重则难逃皮肉之苦，甚至被套上“不事舅姑”的罪名而被休掉。《七出》中

有规定：“不事舅姑，弃。悖德也。”事实也证明有不少美满幸福的婚姻因婆婆看媳

妇“不顺眼”而只好“分钗断带”，有不少对恩爱夫妻被恶毒的婆婆所拆散，过着“牛郎

织女”的生活。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悲剧就是一例，虽然刘

兰芝善良、能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并且夫妻两人情深意

浓，琴瑟调和，但是婆婆总是对她苛待挑剔，不到三年就被迫和丈夫分离返回娘家，

彼此不能团聚，最终导致兰芝“举身赴清池”，仲卿“自挂东南枝”，只能“黄泉下见面”

的悲惨结局。或如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母亲的压力下，不得不忍痛割爱，与他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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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唐琬解除婚姻关系，他在悲哀和惋惜的折磨下苦诉了自己的感情： 

“红酥手，黄腾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钗头风》） 

如果说 “父权” “夫权”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那么“婆权”则是女性对女性的压迫，

这种长期的压迫使媳妇对婆婆产生一种恐惧感，使她们见了婆婆就如老鼠见了猫似

的，时时刻刻都有一种压抑和害怕的感觉：“鸡子怕响，媳妇怕婆佬”，“不怕丈夫蛮，

只怕恶”，这种感觉跟在娘家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真是： 

住娘家唱台戏，住婆家活受气 

娘家的饭香，婆家的饭长 

娘家碗三两重，夫家碗千斤重 

娘家里百晓通，到了夫家犯了鹅掌风 

因此很多人都觉得：“归娘家射箭，回婆家拉纤”，“提起回娘家，走路像扬叉；

提起回婆家，就眼泪巴沙”。从此可见婆婆给儿媳带来的是何等的压力和束缚，这种

封建的等级统治关系给她们的家庭生活增加了更多的负担和痛苦，使多少封建时代

的“儿媳”曾经“屈辱地生，凄凉地死”。 

如果我们把婆婆对媳妇和丈母娘对女婿的态度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会更

明显地看出婆媳之间的尖锐矛盾，同时也能看出“重男轻女”这种传统思想在家庭关

系中的具体表现。这种表现在俗谚中也被体现得十分有趣和形象，请看以下几条例

句： 

丈母待女婿，屋前屋后撵母鸡 

丈母娘爱郎，脱裤换糖 

丈母娘爱女婿，一顿一只老母鸡 

丈母娘见郎，割奶放汤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 

只有说女婿的口，没有打女婿的手 

其实婆婆和丈母娘都是家中地位最高的女性，媳妇和女婿在家庭当中本来应是

同样的地位，但作为家长的这位女性却对他们采取两种完全对立的态度，这足以反

映出媳妇在家庭的悲惨遭遇和男性不管在什么角色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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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俗谚看婆媳矛盾对立的原因 

综上所述，婆媳关系的确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那么这种尖锐的矛盾是如何

产生的呢？我们想通过俗谚中所反映的内容寻找这个答案。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婆媳关系是家庭中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说它特殊，那是因

为它既不是婚姻关系，也不是血缘关系，而是两者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不像血缘关

系那么稳定，也不如婚姻关系那么亲密，它决定了婆媳间的亲近程度比婚姻和血缘

关系要减弱几分，这使婆媳之间的关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使两人之间有一种互不

信赖的感觉，从此容易产生隔阂和矛盾。婆婆经常把媳妇当作外人来对待，所以总

是认为： 

死了马儿埋了蹄，死了儿子没了媳 

没子留媳留不住 

儿子哭惊天动地，媳妇哭虚情假意 

女儿一声哭，撕心裂肺；儿子一哭，惊天动地；媳妇一哭，心口不一 

崽哭心肝到，媳哭狗吠灶 

在她们心中女儿和媳妇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千金女，四两媳”，“死个女儿

如天倒，死了媳妇着钱讨”。她们觉得：“囡总是自家的好，媳妇总是人家的好”，

“家家有个好姑娘，户户没有好媳妇”，所以经常“提起闺女笑盈盈，提起媳妇牙根

疼”，“烂梨给闺女，烂栗子给儿媳”。以上是婆婆对媳妇的感觉，那么媳妇又是如何

看待婆婆的呢？她们对婆婆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把婆婆看为自己的母亲

来真诚对待，虽然是跟婆婆一起生活，但她们总是认为：“板子当风不胜墙，千好的

婆子不如娘”，“玻璃不算墙，婆婆不算娘”，“南风哪有北风凉，哪有婆婆抵亲娘”，

“宁肯在娘屋里吃粥，不肯在婆屋里吃肉”。 

因为双方都存在着这种距离感，婆媳之间缺乏母女间那种诚意和亲近感，所以

一旦发生矛盾或摩擦就不好解决了，因而打破隔阂，真诚相待就是婆媳间最需要的。 

第二、婆婆对媳妇总是没有好感，是因为婆婆心上存在着一种“失落感”。一

般婆婆都有这样的心理，那就是怕儿子“变”。儿子娶媳妇，母亲乐融融，可是媳妇

一进门儿，儿子就变了，多年来儿子对自己亲亲热热，无话不谈，现在媳妇进来，

儿子对妻子温存体贴，对母亲似乎就有些淡忘了，使婆婆心理产生一种“失落感”，

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心。在俗谚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出了婆婆的这种心理感受，如： 

吃娘的奶，揪娘的心，娶下婆姨比娘亲 

娘背大，讨老婆；老婆香，忘记娘 

嫁了女儿多个婿，娶了媳妇死了崽 

讨个乌头发，忘记白头发 

娶了媳妇，死了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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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落感”一旦产生便很容易使婆婆在心底产生一种怨恨情绪，她不认为儿

子这种感情转移是正常的、必然的，而认为准是这“小贱人”，“狐狸精”把自己的儿

子给迷住了，认为一切都是媳妇挑唆的结果，于是对媳妇总有恶感，婆媳之间的矛

盾也就从此开始产生。 

第三、婆婆在对待媳妇的时候之所以要摆一摆“统治者”的架子，行使一下婆婆

的权利，是因为其内心存着在一种“补偿心理”，认为当年她也是这样地伺候婆婆，

也是这样地被管教，所以现在她也该用同样的方法和态度去管一管媳妇，也应该得

到媳妇的全力服侍和绝对遵从，这也许是她熬了多年的一种“补偿”。在俗谚中我们

可以看到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如： 

不做阿婆怨阿婆，做了阿婆赛阎罗 

多年的小溪流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一把椅子轮流坐，当了媳妇当婆婆 

媳妇当婆子，磨道里老骡子 

媳妇要当婆，慢慢往上磨 

从以上所讲的，我们可以看到婆媳间不和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理解了婆婆为什

么经常是“一朝笑脸迎花轿，二朝怪腔把话挑，三朝板脸摆派调”。那么如何去处理

那些矛盾呢？解铃还要系铃人，这种矛盾只能由婆媳本身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解决

方法。俗谚作为人们智慧和生活经验的一种结晶也告诉了我们处理婆媳矛盾的最基

本的方法。在中国文化中“敬老爱幼”是一种被提倡的传统美德，换句话说，“孝道”

一直被看为晚辈应有的重要道德准则，因此为了处理好这种家庭矛盾，首先媳妇要

做到“敬老”，俗话说“要得家庭和，媳妇敬婆婆”，“孝敬公婆自有福，勤耕田地自有

谷”；媳妇还应该“既当媳妇又当囡，敬老爱小家里暖”。婆婆也要尽量地去“爱幼”，

把媳妇当作自己的女儿来看待：“手掌手背都是肉，媳妇闺女一样亲”，“媳妇接进门，

算得自家人”。总之两者应该“小要贤，老要爱”，这样才能作到“婆媳和，全家乐”，

“婆媳亲，家业兴”。 

以上是我们从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对汉语俗谚中所反映的婆媳关系进行

了初步的探索、分析，从此看到了中国家庭中这种特殊的家庭关系，看到了在传统

封建家庭中媳妇的悲惨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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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learn a language well,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 its grammatical rules, phonetic and 

vocabulary system,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It is not feasible to 
learn a language without culture because a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each language is 
created and developed in a specific nation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t is deeply 
influenced and restrict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A national language can only be ful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its own culture.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foreign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o that they can learn 
Chinese better. Students should learn a culture through a language and understand a language 
more through a culture.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want to study a special family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traditional families through Chinese proverbs and saying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We analyzed 276 common sayings and proverb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It was found that the most complicated 
and unsatisfa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in Chinese families along with the tragic situation 

and humble positions of daughters-in-law in traditional feudal families. 
Keywords: Chinese proverbs and say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feudal fami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