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学号：26420111154281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汉泰含金、钱、财语素的熟语之文化内涵比较
         

The Comparison of idioms that includes

gold, money and property morphem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KANTHAPAT CHAISINGTHONG(张丽君)
         

指导教师：常大群   
         

专业名称：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答辩日期：2014年7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89439?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

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

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

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

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

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

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

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

，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

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

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

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  要
         

         

金、钱与财这三个语素已包含了丰富的意义。“金”这一个字能表达的意义有金子

、金颜色、金属及充当货币功能的属性等金属性。“钱”这个语素能表达出一种等

值量化的交易工具，是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一种金融流通工具。钱代表货币，用于

交易等钱属性。“财”是指金钱、物资、财产、财富、财物等财属性。由于一个语

素或词汇，就能表达出好多意义，那就不用提到熟语了。因熟语是词汇中有词组组

织起来大于词的固定词组，这表示熟语一定能表达出比语素或词汇更加意义、更加

文化。

人们了解金、钱、财的自然基础上，将对它们的理解与感受总结为熟语。因汉泰民

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背景，以及民族思维方式，造成了汉泰含金、钱、财语

素的熟语之间的差异。

本论文涉及的范围限于带有语素“金”“钱”“财”字参构的熟语（后简称为“汉

泰金、钱、财熟语”）。使用比较研究，从对比的角度观察、描写和分析汉泰含金

、钱、财语素的熟语的共同之处和各自的特点。目的在于通过汉泰金、钱、财熟语

的意义，揭示中国人和泰国人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

笔者运用词汇学、语义学、对比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法，从以下四个

方面对汉泰金、钱、财熟语进行比较分析：汉泰熟语的定义及来源；汉泰熟语和汉

泰金、钱、财熟语的基本情况（形式特征、语法结构和语法功能）；汉泰金、钱、

财熟语的意义（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喻体和喻义对应关系），从汉泰金、钱、财

熟语的意义、中国人和泰国人民对金子与钱财的情感态度、对金子与金属各方面的

观察以及对金钱的价值观，来比较分析汉泰金、钱、财熟语的文化内涵。

笔者希望本研究有助于提供汉泰熟语一些有价值的素材、线索和思路，以及对文化

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有所帮助。

         

关键词：金、钱、财语素；熟语；熟语意义；文化内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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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pheme of Gold,money and property are rich of meanings. “Gold” can refers to

gold, gold color, metal and other kind of money that related to gold.  “Money”

morpheme refers to contour quantization for trading tools which financial

instrument can boosts soci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Money represent

currency which use for trading tools. “property” refers to money, goods and

materials, estate, wealth and others related property attribute. Since one

morpheme or word can refers to many meanings, therefore idiom is also refers to

many meanings. Because idiom came from words that combined together, that’s

why idiom has more definitions and cultural meanings  than word or phrase.

Money has a huge affect on human lives, that’s why people understood the

nature of gold, money and property, felt it, and then make an idiom out of it. Since

social customs and habit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mode of thinking of Chinese

and Thai people are different, henc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money idioms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The range of this thesis is limited to morphemes in idioms that contain “Gold”

“Money” ,”Property”   (abbreviated to Gold, Money, Property Idioms in Chinese

and Thai), using comparison method for researched and observed then describe

and analyz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gold, money, property idioms in

Chinese and Thai. The goal is to find ou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look of

value from meanings of gold, money, property idioms in Chinese and Thai.

Main research methods are Lexicology, Semantics, Contrastiv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Linguistic. There are four aspects of this research: The definition and

origins of gold, money, property idioms in Chinese and Thai; fundamental

condition of Chinese and Thai idioms, gold, money, property idioms in Chinese

and Thai (form featur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 ; meaning of

gold, money, property idioms in Chinese and Thai(direct meaning and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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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etaphor and connotation), using

meaning of gold, money, property idioms in Chinese and Thai, emotional attitude

on gold, money, property of Chinese and Thai people, the observation and

outlook of value  of gold and metal to comparative analysis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old, money, property idioms in Chinese and Thai.

I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may help providing valuable source material, clue,

thinking methods of Chinese and Thai idioms and also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for  Cultural Linguistic and contrastive linguistic.
         

Keywords: Gold, Money, Property idiomsIdiomIdiom meaningCultural

connotation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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