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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而传承国学则有利于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如今，以“弘扬国学经典，传承民族文化”为口号的“诵读国学经典”热潮正在全国展开。
青少年对国学经典的关注与热爱更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能让青少年实现阅读经典的心愿，我们精心选编了一系列最具代表性的国学经典，力求为读者
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国学知识体系。
    谚语是一种由民间集体创造，再经过人民群众口口相传，最后在时间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一种言简意
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
谚语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是在地球的那个角落，无论人们使用的是哪种语言，只要有人类存在
的地方，几乎就有谚语存在。
谚语大多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经验的总结，因而它反映的内容也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文学创作中，恰当地运用谚语可使语言活泼风趣，从而增强文章的表现力。
    正是因为人们对谚语这种文学形式的喜闻乐见，所以我们才编纂了这本《谚语》。
本书共收录谚语六千余条，每一条都是比较典型、流传度相对较高、应用较为广泛的。
根据所选内容，我们将全书做了系统且细致的分类。
这样，读者在阅读或使用本书时，查找起来会更加便捷。
另外，书中还配有许多精致诙谐的插图，给图书增加了一些趣味性，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希望青少年能通过此书领略到谚语这种简单但表现力极强的文学形式的巨大魅力，并能将谚语推广
开去，从而保证这一文学形式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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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谚语是一种由民间集体创造，再经过人民群众口口相传，最后在时间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一种言简意赅
、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
本书共收录谚语六千余条，每一条都是比较典型、流传度相对较高、应用较为广泛的。
根据所选内容，我们将全书做了系统且细致的分类。
这样，读者在阅读或使用本书时，查找起来会更加便捷。
另外，书中还配有许多精致诙谐的插图，给图书增加了一些趣味性，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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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季节·寒暑    季节    季节不等人，一刻值千金。
    不懂二十四节气，白把种子下地。
    立春一日，百草回春。
    节到惊蛰，春水满地。
    惊蛰十日地开门。
    惊蛰前打雷，四十五天云不开。
    春分有雨家家忙。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
    清明谷雨两相逢，浸种耕田莫迟延。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谷雨栽早秧，节气正相当。
    芒种芒种，样样要种。
    过了芒种不种棉，过了夏至不栽田。
    夏至未过，水袋未破。
    夏至雨点值千金。
    吃了夏至面，一天短一线。
    夏至至短，冬至至长。
    夏至冬至，日夜相距；春分秋分，日夜平分。
    小暑小割，大暑大割。
    立秋摘花椒，白露打胡桃；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
    过了寒露无生田。
    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
    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粟，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
满雀来全；芒种大家乐，夏至不着棉；小暑不算热，大暑在伏天；立秋忙打靛，处暑动刀镰；白露割
谷子，秋分无生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先封地，小雪河封严；大雪交冬月，冬至不行船
；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
    (黄河流域)    立春阳气转，雨水落无断；惊蛰雷打声，春分雨水干；清明麦吐穗，谷雨浸种忙；立夏
鹅毛住，小满打麦子；芒种万物播，夏至做黄梅；小暑耘收忙，大暑是伏天；立秋收早秋，处暑雨似
金；白露白迷迷，秋分秋秀齐；寒露育青秋，霜降一齐倒；立冬下麦子，小雪农家闲；大雪罱河泥，
冬至河封严；小寒办年货，大寒过新年。
    (江苏)    上半年是六、二十一，下半年是八、二十三。
每月两节日期定，有差不过一两天。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插柳；七九开河；八九雁去；九九加一九，遍地
耕牛走。
    一九和二九，相唤不出手；三九二十七，檐前倒挂笔；四九三十六，赶狗不出屋；五九并六九，沿
河看春柳；七九六十三，行人脱衣衫；八九七十二，猫狗寻荫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
    (江西)    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老狗；五九六九，沿河插柳；七九八九，备耕歌声如
雷吼；九九八十一，庄稼老汉田中立。
    (四川)    寒暑    正月十五冷凄凄，农民耕田着蓑衣。
    春天孩儿面，一日变三变。
    春到三分暖。
    立春一日，水热三分。
    一场春雨一场暖，一场秋雨一场寒。
    出门要防三九月。
    二四八月乱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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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到寒食，热到秋分。
    春到寒食六十天。
    未吃端午粽，寒衣不可送；吃了端午粽，还要冻三冻。
    黄梅天，刻刻变。
    (河南)    夏至无云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
    春不分不暖，夏不至不热。
    吃了端阳酒，扇子不离手。
    六月六，晒得鸡蛋熟。
    人热则跳，稻热则笑。
    六月不热，五谷不结。
    交了七月节，夜寒白天热。
    立秋一场雨，夏衣高捆起。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
    过了白露节，夜寒日里热。
    (江西)    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
    雁不过南不寒，雁不过北不暖。
    桐树开花天不寒。
    (广东)    立冬一日，水冷三分。
    冬至不过不冷，夏至不过不热。
    冷在三九，热在三伏。
    小寒大寒，滴水成团。
    小寒大寒寒得透，来年春天天暖和。
    风前冷，雪后寒；狂风热，大雪暖。
    正月寒，二月温，正好时候三月春；暖四月，燥五月，六月七月天气热，不冷不热是八月；九月凉
，十月寒，严冬腊月冰冻天。
    (湖南)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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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谚语是汉语词汇宝库里的璀璨明珠，它是人们生活经验与智慧的结晶。
谚语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实践与经验。
谚语不仅可以使人们增强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的生动性，还具有很强的启迪性，可以使人们增长许多
知识，懂得许多生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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