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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使用历史最久远，而且最具有表现力的传播媒介。中国语言具有简练、形象的特

点，它常给那些反映生活的哲理的思想以一种美的表达形式。特别是谚语和格言，生动而深

刻，简洁而信息量大。这些特点是世界上其他语言难以比拟的。谚语、格言都属于熟语。谚语

是流行于民间的简练通俗而富有意义的语句，大多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经验。格言是可以作

为准则的言简意赅的语句，一般都是以书面形式留传下来的。在中国大量的谚语、格言中，有

相当一部分浓缩了传播的原理，能从多方面给我们有关的传播的启迪。 

一、 表现传播的若干特性  

不是从谚语、格言体现的原理来看，传播具有以下特性：  

（一）传的普遍性  

谚语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猩猩能言，不离走兽；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蚁穴居

而知雨将至”。这说明传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人类，是动物界，都有信息传递。从内容上来

看，日人们之间传得最多的是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三句话不离本行。”其次是自己所熟悉的

人：“谁人背后不说人，哪个人前不说人。”如果把传分成有意的传和无意的传，那么用来形

容后者的也相当多，如：“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墙有逢，壁有耳”、“没有不透风的

墙”、“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路上说话，草窝里有人”。还有格言云：“附耳之

言，流闻千里”（《文子· 微明》），是说即使在耳边上说的悄悄话，也会流传到千里之

外。既然传播会随时随地发生，“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而勿为”。  

（二）传的不可靠性  

在古代，信息几乎都是靠口口相传，经过多次的传播后，与原信息就产生差异，甚至有很大的

不同。于是有一些谚语说明了传的不可靠性。“三人成虎”这个谚语产生于2000年之前。据

《战国策》所载，“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又说，“闻三人成虎，十夫揉

推，众口所移，毋翼而飞。”这是讲城市内本来无虎，由于传说的人多，令人信以为真，比喻

流言可以耸动视听。又如“十里无真信”（传到十里以外的信息就未必真），“三人说着九头

话”，“听风就是雨”，“听传言失落江山”（谓听信传言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或危害），“公

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人们对传言、传闻总结出了经验，即，“人言未必真，听言

听三分”、“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也就是说，传言不可不信，也不

可全信。  

（三） 传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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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不起来，社会对各地的信息

需求不旺，又没有可以迅速传递信息的技术手段这样，即不能传多少有利经济发展的事实和意

见，又因为社会专制、政治封闭，也不能传多少有利政治开明、社会进步的事实和意见。然

而，需要传播与沟通，是人类的天性。人们传得最多的自然是关于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也有表

现在议政议官方面的。而传播有关周围人和事的是是非非，最容易招致麻烦甚至祸害。所以，

中国有很多谚语都是讲传的危险性，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道理，如“人言可畏”、|

“直言贾祸”、|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明· 席文舆《蓄德录· 处世》）、“是

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舌为利害本，口是祸福门”、“口是伤人斧，舌是割肉

刀”、“舌上有龙泉(剑名)，杀人不见血”、“三寸舌害着六尺身”。因此，有的谚语主张，

“逢人莫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人们容易看到或喜欢讲座身边人的短处，转而相信远

处的人和事，因此“墙内桃花墙外香”，“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不但传者因怕话多招祸，而忌讳传，受传者也害怕传。比如，如果传的内容对受传者不利，甚

至对其名声有很大损害，那就是“舌头下面压死人”；如果传的内容是对受传者的褒扬，他也

会担心。若是传他财富多，他怕露了富，招来嫉恨；若他是大臣或高官幕僚，传他功劳大，他

害怕有人向皇上或他的上司进谗言，说他“功高震主”。因此不少人既图名又怕出名，有谚语

云：“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害人”。  

(四)舆论的威慑性  

三三两两的人们传递某种意见或信息，力量有限；如果是成百上千，甚至千千万万的人们传递

同一种意见，力量就大了。所谓舆论，就是公众的意见。公众异口同声的表达某一种意见，形

成舆论，就能形成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有一些谚语、格言说明了舆论的不可抗拒性。如“众

口铄金，积毁销骨”。天下人长嘴都要说话，谁也封不住，如“瓶口扎得紧，人口扎不住”、

“坛口好封，人嘴难捂”、“拴得住驴嘴马嘴，拴不住人嘴”。  

舆论有扬善惩恶的作用。如“路上行人口似碑”，是说普通老百姓的嘴也会像碑文一样对人或

事件作出公正的评论。“千人所指，无病而死”，极言舆论之威力，说那些遭世人唾弃和痛骂

的人，不得善终。连统治阶级也深知舆论之厉害，有一句格言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说

明防老百姓的嘴比防大江大河决口还要紧。  

(五)传播的针对性  

中国人对传播要讲究对象，有充分的、深刻的认识。“说话说与知音，送饭送与饥人”、“知

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玉在荆山，非卞和不能晓；骥伏枥槽，非伯乐不能知

“、“痴人面前不说梦”、“对矮人莫说矮话”。饮酒是人们进行思想交流的好时机，因为酒

精刺激大脑，使人兴奋，这时交流的许多思想障碍减少了，故有“洒后吐真言”的谚语。但是

由于人们早就有“直言贾祸”的教训，于是人们又总结出新的经验，饮酒要跟知己、知音饮，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谚语讽刺那种不看对象的传播，是“对牛弹琴，一窍不通”、“对牛马而诵经”。有一个谚

语，本是清楚地讲述了要看对象进行传播的道理，却发生了转义，这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

说鬼话”。从传的原理来看，见人就是不能说鬼话，见鬼也不能说人话，否则，就会害人或者

害己。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个谚语却带有贬义，是讽刺有的人见风使舵，前后不一致。  

劝人、说服也是一种传播，但这也要看对象，“人微休负重，言轻莫劝人”，这是说地位低下

的人，是很难向地位高的人进言、劝告的。但是从获得知识和启迪的角度来看，人们最好是与

比自己水平高的人交流，谚语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还有谚语描述阶级社会中，由于等级和贫富悬殊，造成人们传播上的不平等现象，如“人贵言



重”、“一言九鼎”、“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礼·缁衣》)、“人微言轻”、“人贱言

废”、“贫居闹市无人向，富在深山有远亲”、“衣服破时宾客少，识人多处是非多”。这说

明，富人获得传播机会多，穷人获得传播机会少。  

(六)传播对育人的重要性  

古人认为，学习就是一种接受传的过程。许多谚语说明了人在成长过程中跟好人学好、跟坏人

学坏的道理，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龙交龙，凤交凤，老鼠的朋友会打洞”。而且人

学坏容易学好难：“学善三年，学恶一朝”。为了改善接受传的环境，孟子母亲几次搬家，以

便让孟子受到贤者的熏陶和影响，所以“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故事(《三字

经》)，广为人知。谚语还提倡人们多向有经验的老者学习：“若要好，问三老；若要精，人

前听”、“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与人相处，是一种传，读书、看戏，也是一种传。这种传能产生很大的效果。“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是说读书人由于接受知识多，洞晓事理，不出门去亲眼看、亲耳听一些事，也

能知晓世事。“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男不看《三国》，女不看《西

厢》”。封建社会中，把《三国》看作教人奸诈的书，《水浒》被认为教人谋反，《西厢》被

看作诲淫，故认为都是不能看的。这种理解当然不对。“花鼓摊黄唱十日，十个寡妇九改

节”，是极言戏剧对移风易俗所起的作用。只是这个谚语产生的时代，是对这种现象持否定态

度的。今天，我们从可以这个谚语看到，我们的先人就认识到知识传播、文艺传播既可以给人

以知识本领，又可以形成道德风尚，足见其对于育人的重要性。  

(七)传播的说理性  

就传播的内容来说，不外乎传递事实和传递意见。传递意见要想取得最佳的传递效果，意见就

得符合科学和理性。传递意见的过程应该是以理服人的过程。中国有些谚语充分说明了传要有

充足的说理性。“有斧砍得倒树，有理说得服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有理言自壮，负屈声必高”，是说人若有理，说话时显得理直气壮，人若受委曲或冤曲，说

话声音就自然变高了。  

古人反对以势压人，主张以理服人。“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弟子规》)，就

是说，以势压人，人家口服人，心里也不服；只有以理服人，人家才无话可说。  

二、体现传播的若干特点  

(一)坏事最容易传播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积善三年，知之不多；为恶一日，闻于天下”，这意思是说

坏事比好事传得快、传得远(当然这是相对而言，不能理解为芝麻大的事也比大快人心的好事

传得快、传得远)。人们更容易传坏事，并不等于都喜欢坏事，而是因为坏事通常具有反常

性，好事具有正常性。一个人在街上拾到一件东西，归还给前面丢东西的人，拾了东西还人，

这是符合平常的道德规范的，没有什么可传的。假如这个人在街上偷了某件东西，被人抓到，

就有了反常性，也就传开了。  

由于社会中各种人的利益不同，各种坏事侵害的客体不同，所以就具体某一件、某一类坏事而

言，并不是所有传播主体都乐意传，比如一个国家的当权者、一个社会的管理者，一般是不喜

欢诸如社会动荡、动乱之类的忧讯传播的，封建帝王甚至斥之为“妖言惑众”。因此历来就有

“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等谚语和成语。  

(二)人云亦云跟着传  

 



人有从众心理，一种流言来了，就会有不少人跟着传，所以有谚语说，“鹦鹉学舌，人云亦

云”、“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既广且快，“人口快过风”。传的人多了，相信的人也就多

了：“一人传虚，千人传实”。原来是捕风捉影的事，后来却信以为真，就像“一犬吠影，百

犬吠声”，一条狗望到一个影子叫了起来，众狗也跟着叫起来。有谚语说，“流言止于知(智)

者”，就是了解真相，或者肯动脑筋，就是自觉停止传播流言。  

(三)视觉比听觉更可信  

人的视觉和听觉都是用来接受信息的，但视觉感受往往比听觉感受更亲切、更可信。许多谚语

说到这个道理，比如，“闻名不如见面”、“百闻不如一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眼见方为实，传言未必真”、“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目见”。而且，就见来说，“远观

不如近睹”，也就是远看的可信度又低于近看。  

正是由于耳闻不如目见，电视的可信度高于广播，因为它比广播优越的是，除了都用了听觉以

外，还动用了人的视觉，在同样的时间里，受众得到的信息比广播多得多。  

(四)先入为主  

在传播中，人们先获得的信息容易占据主导地位，来左右人们有关的知识。所以有成语“先入

之见”、“先声夺人”。要改变这种“先入之见”，就要输入更多、更强的与此相反、相异的

信息。“恶人先告状”，正是抓住了传播中的这一特点，企图以“先入之见”，来控制诉状接

受者的认识。  

(五)少见多怪  

人们对某种事没见过，或见得少，就容易纷纷议论，甚至大惊小怪。比如，一个人在一生中，

好奇心最重的时候是少年时代。一个小孩子刚刚知道感知外部世界时，一切信息对他们都是新

鲜的。许多事物，成年人对它们无动于衷，而小孩子却津津乐道这些事物的信息。故“少见多

怪”这个说法概括了一个很重要的传播法则，少见就会多怪，多见就会少怪，最后“见怪不

怪”。  

(六)隐情、秘事不可传  

中国关于私事、秘事不可传的古训甚多，如“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弟子

规》)、“知人秘事者不详”、“家丑不可外扬”等。还有许多谚语，如“打人莫打脸，揭人

莫揭短”、“打人莫打人痛处，骂人莫骂人羞处”、“挖破纸窗容易补，伤人阴骘(此处指阴

德)最难修”，谚语告诫对人过去发生的有过失的事、丢脸的事、有难言之隐的事不能提，否

则会给人造成伤害太大，难以挽回。  

这些观念与西方隐私( Privacy)观念相一致。但西方人把保护隐私作为人权的一个内容来看

待，侵犯别人隐私是侵犯人权。所以有“隐私权”一说。无论侵犯隐私会不会招来直接麻烦，

一般都不去侵犯。但是，中国人没有隐私权的概念，似乎是因为从实践中总结出谈论别人私

事、秘事，常会招致很大祸害的教训。所以一旦感觉到不会招致祸害，还是津津乐道谈论别人

的隐私。  

(七)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出自《老子》的这句格言是说真实的话不华丽，华丽的话不真实。谚语说，“好话不好听”，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讲金玉良言往往不中听。“虎在软地上易失足，

人在甜言里会摔跤”，“说嘴郎中无好药”。这是讲那些动听的话，往往对人没有好处。“千



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史记》)，这是说1000个随声附和的，不如一个据理力争的，

这些谚语，在今天大众传播大显神通的时代，仍然放射着真理的光芒。比如，有一种说法，

“千报诺诺，不如一报谔谔”。  

(八)行为是最有说服力的传播  

“止谤莫如自修”，说明一个人提高自我修养，是制止诽谤和流言的良方。“言教不如身

教”、“说一尺不如行一寸”、“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明自身的行

动比语言更能产生带动人的影响。  

三、如何对付传播的危险性和不可靠性  

前面已经谈到，古人既认识到传播的普遍性、重要性，人类生产、生活离不开传播，同时也深

刻体会到传播的危险性和不可靠性的一面。那么怎样来防止这种危险性和不可靠性对人们造成

损害呢?这方面，谚语和格言同样总结了人们的智慧。  

(一)善于识别不真实的传播  

这里分几种情况。首先是谎言的传播。谚语“贼喊捉贼”、“说真方，卖假药”、“面上笑呵

呵，心里毒蛇窝”，教人们善于识别几种常见的谎言传播。谚语提醒人们，“贼口出圣旨”、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是教人们防止做贼的栽赃诬陷。说谎者最怕当面对证，所以谚语

说，“谎言只怕三当面”，“说谎不瞒当乡人”。  

其次是自吹自夸。自吹和自夸都是对自己或自己的东西进行拔高式评价，也构成不真实的传

播。“王小二卖瓜，自卖自夸”，“卖花人说花香，卖药人说药方”。但是，谚语提醒人们不

要上当：“自说自好烂稻草”。  

再次是挑拨性传播。谚语给进行这种传播的人画像：“口甜心里苦”，“佛口蛇心”，“豆腐

嘴，刀子心”。谚语提醒人们善于识别他们：“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歪嘴和尚念歪

经”。谚语称赞和肯定不挑拨的人：“会做媳妇两头瞒，不会做的两头传。”  

(二)少问闲事，远离是非  

中国有大量谚语劝人少说、少传。由于“人在对面，心隔千里”，所以要“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最好是“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闻事莫管”。要练

出这样的功夫：“饱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特别是要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因为“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  

(三)多说甜言，少出恶语  

“一语伤人，千刀搅腹”、“言出如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拨”，是讲说出的话，

特别是伤人的话，很难收回来。“顺情说好话，干直讨人嫌”，成了人们容易得到的体会。

“明人不说暗话”、“甜言美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有的谚语忠告为人要正派，不能

随意议论他人或暗算他人：“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也有一些谚语告

诫人们不要惧怕善意的批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四)跟贤德之人交朋友，创造一个良好的传播环境  

贤德之人不会乱说乱传，因此跟贤德之人相处，对自己不会有害，只会有利，所以有格言说，

“居必择邻，交必良友”(明代《名贤集》)。这是因为“人伴贤良智转高”，“一人吃斋，十

人念佛”。“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近，百事坏”(《弟

子规》)。这是说，如果亲近仁者，就有很大好处，德行日益增进，过错日益减少。不亲近仁



者，有很大坏处，坏人就在接近你了，什么事都会变得糟糕。  

(五)说话要讲信用  

“大丈夫一诺千金”，“言出如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君子无戏言”，“言必

信，行必果”，都告诫人们要信守诺言。可是要人们都信守诺言也不容易，“世事难拼一个

信，人情常带三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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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诽谤法的核心问题——美国学者艾里克·伊斯顿对孙旭培关于“公众人物”问… (2004-3-30) 

·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 (2004-3-10) 

· 孙旭培：甘为新闻改革铺路奠基 (200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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