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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语言的文化特性
———以“气”字为例

常大群

提要 本文以“气”字为例，试论汉语的文化特性之一:生命性，并以此说明对外
汉语教学不仅是一种语言教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教学，离开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环
境，汉语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只认识字词，是说不好汉语的，必须明白其中的文
化含义。有些汉语的独有词其背后的文化含义是极为丰富的，在用这些词语进行交
际时，或多或少地要懂一点其文化含义，才能把意思表达和理解清楚。

关键词 汉语 文化特性 气 交际

对外汉语教学是教授外国人怎样使用汉语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教学活动，这里边有两

个因素，其一是学习汉语，其二是使用汉语，而最终是使用汉语。所以对外汉语教学的目

的就是让外国人使用汉语与中国人交际。而使用汉语交际就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进

行，离开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环境，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视文化因素是

非常重要的。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学生已经学会了一个词，他能说出来，写出来，但是如

果没有理解这个词的文化意思，他还是不能正确的使用这个词。比如“爱人”这个词就不

能直接翻译成英语，直译就会误解为“情人”。又比如，学校放假了，我问一个俄罗斯学生

下个学期是否回来学习，她说她很尴尬下个学期是否会回来，本来她想表达她正在为难，

还没有决定，“尴尬”有为难的意思，但不是用在这个语言场合中。再如，尊老敬老是中国

人的传统美德，这在汉语里也有体现。在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情况，介绍某个年长的教师、
医生、工程师、技术员时，我们会听到“他是一位老教师”、“他是一位老中医”、“这是一个

老工程师”、“他是一个老工人”。这里面丝毫不带有老了、不中用的意思在内，而是指这

个人经验丰富、能胜任工作和任务、值得大家学习和信赖的意思。俗称“不听老人言，吃

亏在眼前”就强调了老人人生阅历和经验的重要性。汉语里把有名望、有地位的老人称

呼他们“王老”、“张老”、“李老”、“吴老”，把他们叫做“元老”。平时见到年龄大的人我们

往往会称呼“老奶奶”、“老爷爷”、“老大妈”、“老大爷”、“老伯”。在家里，经常有孩子称

父母为“老爸”、“老妈”，而他们的父母却只有四十多岁。即使在同龄人或年龄相仿的人

中，汉语也会称呼: 我家“老哥”、“老妹”、“老弟”、“老王”、“老刘”、“老朱”等，甚至称呼

自己年龄小很多的为“小老弟”，这真是汉语极富特色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不明白这一文化现象就无法理解这些词语和这种称呼。

本文以“气”字为例谈谈汉语言的文化特性，谈谈它的生命特性。
中国文化对人和生命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它是一种人文性很强的文化，挖掘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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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利用人自身的能力而不是过多地依赖外在物质，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如中

医，用望、闻、问、切来诊病，是用的人的感觉和体察，而不是西医依靠仪器来诊断。中国的

先哲反对人把人心变为“机心”，认为这种机巧会损害人对自身能力的认同和开发、利用，

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它诸如养生之道、修炼之道、武术太极拳、毛笔字、绘画、建筑

艺术、饮食等无一不体现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所以，汉语的生命性是它的一大重要特

点，汉语的这个特点以往强调的不多，或者既使涉及到了，如专门谈饮食文化等，也没有上

升到生命的高度。这个特性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观察汉语的生命性宜从汉语独有现象来进行，如汉语气、理、心、性、道、内丹、外丹、悟

等独有词语等，我们在这里举“气”的例子来说明。
气在汉语里有多种说法，诸如云气、六气、天地之气、人体之气、精气、元气、浩然之气

等，基本上有这么几种内涵: 首先，气是自然界的物质组成形式，它可以是云气一样的东

西，也可以是六气之一，也可以是一种极为精微的物质，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甚至

它是组成精神不可缺少的物质。其次，气是自然界的本源、本体。它充塞天地之间，是天

地万物统一的基础，是生成万物的本原。气与道、太虚、理有着相统一的关系。再次，气有

运动变化的功能。气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中创造万事万物，气化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气

转化万物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气又是万物相通的媒介。最后，气还是一种精神状

态和道德境界，浩然之气是经过人的修养才能达到的意志品质。
我们看看气的诸种提法。
云气:《说文解字》把气解释为云气，象云气之形的意思。气的形状与云相似，从自然

界现象来理解气，解释气构成气的基本意义之一。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气的原始意义。但

气的本始义未必就是这一说。闻一多曾认为表示气的金文“≡”与表示数字的汉字“三”
相同。那么，它是否代表天下万物呢? 这与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的涵义是一致的。

六气:《左传·昭公元年》说天生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

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是说自

然界的六种气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而变化，并与金木水火土五行密切相关。六气的

多与少对人的身体产生影响，是疾病的原因之一。这里用气把自然界与人联系起来。
天地之气:《易》有“山泽通气”、《道德经》有“万物负阳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说，都

指气为天地之气。《国语》有“天地之气，不失其序; 若过其序，民乱之也”的说法，认为天

地之气与社会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符合万物运动变化的客观秩序才行。
人体之气: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身气的概念，他说:“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里的意思

是人的生命力，“血气方刚”是指人的生命力旺盛。中医气血理论认为“血为气之母，气为

血之帅”，气为血液运行的控制信息。中医人体之气还有真气、阳气、营气、卫气、原气之

分。《黄帝内经·灵枢·刺节真邪》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黄帝内

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谈虚无，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如《黄帝内经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
精气:《管子·心术下》提出了详尽系统的精气概念，他认为气就是“精气”、“精”。

他说:“一气能变四精。”《管子·内业》又说: “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就是气，气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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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气是运行于天地、存于人心的精微物质: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

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 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杲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

于海，卒乎如在于己。”地上的五谷、天上的群星，人的精神品质都是精气化生的结果。他

进一步阐述人与精气的关系，认为人之身心为气所充实，人的品德，唯气来养成。他在

《内业》中说:“气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义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又说:

“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 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

成而智出，万物果得。”他认为圣人就是存精气、定精神、固身体、通九窍的人。
元气: 在道家理论中，元气是一个基本概念。道教典籍《太平经》说: “夫物，始于元

气。”万物受其气而生，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元气论》也持相同的观点:“元气本一，化

生有万”。并把元气与自然、大道相提并论: “夫自然本一，大道本一，元气本一，一者，真

正至元纯阳一气，与太无合体，与大道同心，自然同性，则可以无始无终，无形无象，清浊一

体，混沌之未质，故莫可纪其穷极。”道教认为元气生人: “上清洞真品云: 人之生也，禀天

地之元气为神、为形，受元一之气为液、为精。”元气是人生命的根本: “生命之根，元气是

矣。”
浩然之气: 孟子认为人的气体现人性，是与人的道德品质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志为气

之帅，气为体之充; 志为大，气次之，《孟子·公孙丑上》这样说: “持其志，勿暴其气”、“志

壹则动气，气壹则动态”，志与气相联为一体，所以，人应培育浩然之气。他说:“我善养吾

浩然之气。”公孙丑问他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说浩然之气与道、义相通:“其为气也，至大至

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 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

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这种浩然之气是人自我养育的正气，它是天下

人间道与义的化身，从大的方面说，它是天地的品质，至大至刚; 从小的方面说，它是人所

拥有的，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身心品质，是人的正气，人的道德精神。
汉语里与人的生命有关的带“气”字的词语很多。表示自然的词语有天气、地气、大

气、气候、空气、气温、水气、雾气、云气、气象、节气、气流、湿气、燥气、热气、寒气、凉气等。
与人的生命力、身体有关的词: 血气、气血、元气、祖气、混元气、精气、力气、气力、气

息、气色、头气、肝气、肺气、脾气、胃气、肾气、心气、胫气、气化、化气、食气、浊气、清气、脉
气、经络气、形气、气管、气盛、气虚、涨气、腹气、胎气、经气、气色、浮气、真气、邪气、脏腑

气、先天气、后天气、阴气、阳气、神气、灵气、内气、外气、气门、气脉、气街、中气、气户、气

海、膜络气、宗气、湿气、痰气。①

与身心修养、练养有关的词: 布气、行气、炼气、养气、化气、聚气、采气、补气、贯气、资
气、固气、敛气、抻气、拉气、守气、纳气、动气、培气、收气、捧气、合气、通气、运气、服气、揉
气、混气、火气、生气、用气、道气、盗气、得气、闭气、顺气、发气、放气、引气、领气、受气。气

住、气罡、气术、气机、气散、气诀、气立、气功、气感、气丹( 金丹) 、气场、气缓、
与人的精神品质、道德有关的词: 气质、气慨、气度、气节、气宗、气魄、气量、义气、大

气、小气、志气、正气、勇气、胆气、朝气、士气、英气、傲气、骄气。
其它与人、生命有关的词: 气性、气氛、气愤、气冲冲、气吁吁、气呼呼、气势、气韵、气头

上、气数、气馁、气恼、气急、气候、气短、气骨、手气、怒气、生气、杀气、凶气、赌气、和气、意
气、脾气、洋气、官气、流气、土气、阔气、人气、文气、习气、秀气、香气、臭气、客气、口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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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闷气、泄气、鼓气、豪气、出气。
与人生命有关的成语: 气壮山河、气味相投、气喘吁吁、嚣张气焰、气势汹汹、气势磅

礴、气急败坏、上气不接下气、气贯长虹、财大气粗、气冲霄汉、怒气冲冲、气冲斗牛、气宇轩

昂、气吞山河、意气索然、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一团和气、有气无力、气压山河、血气方刚、
理直气壮、气息奄奄、气喘如牛、心粗气浮、同气相求、意气风发、忍气吞声、志高气扬、志得

气盈、心高气傲、心浮气躁、平心定气、平心易气、平心静气、紫气东来、扬眉吐气、老气横

秋、荡气回肠、年轻气壮、垂头丧气、和和气气、神完气足、神气十足、神清气爽、柔声细气、
意气洋洋、阴阳怪气。

生活中有许多说法也与生命之气有关:

“你真气死我了，我拿你没办法。”
“要去你自己去。”他没好气地说。
三藏见那水清，一时口渴，便着八戒:“取钵盂舀些水来我吃。”……师父吃了有一少

半，还剩了多半，呆子接来，一气饮干，却扶侍三藏上马西行。不上半个时辰，那长老在马
上呻吟道:“腹痛”。八戒随后也道:“腹痛”。 ———《西游记·第 53 回》

鲁肃见周瑜卧病，心中忧闷，来见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医。”……孔明
曰:“须先理其气; 气若顺，则呼吸之间，自然痊可。”“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气顺。”瑜曰:“愿
先生赐教。”孔明索纸笔，屏退左右，密书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
东风。 ———《三国演义·第 49 回》

平儿至院门前，遇见贾琏，问他:“太太在那里呢? 老爷叫我请过去呢。”平儿忙笑道:
“在老太太跟前站了这半日，还没动呢。老太太生了半日气，这会子，亏二奶奶凑了半日
的趣儿，才略好了些。” ———《红楼梦·第 47 回》

禅师又问:“青青是何怪?”白娘子道: “青青是西湖内第三桥下潭内千年成气的青
鱼。” ———《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锋塔》

总之，汉语“气”字的意义十分丰富，不了解这些含义在使用汉语时就会出现错误。
除了“气”字，汉语中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字、词，所以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也是一

种文化教学，两者不可偏废。

注

①气门: 汗毛孔，泛指毛窍、穴位、腠理等气出入的门户． 气街: 爯黄帝内经爲有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

有街，胫气有街，认为这四街是气的径路． 气户: 穴位名． 气海: 穴位名． 宗气: 中医指水谷精微化生，
聚积胸中，与呼吸之气相合发挥作用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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