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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国四字成语凭借其高度的浓缩性和强大的表现力，常被作为一种文化密码而植入到各

种社会文化现象之中。本文旨在通过实例分析，从多个层面考查韩国四字成语所具有的文化密码功能，

从而为人们正确理解和认识韩国社会文化提供一条便捷的路径。为此，首先考查了韩国四字成语的来

源，其次以“八道人物评”为例阐明了韩国四字成语文化密码功能的悠久性，接着从“年度世态”“企业经营

哲学”“足球赛战略思想”“社会文化心理”四个方面探讨了四字成语的文化密码功能，最后在结语部分点

明韩国四字成语的大众化趋势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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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都有与其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包罗万象，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

面，与此同时，每一种看似简单的社会现象背后又隐藏着错综复杂的诸多因素。因此，透过

种种社会现象认识某个社会从而把握其本质绝非易事。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泰尔·拉帕耶经

过多年潜心研究，发现了“文化密码”这件“不同寻常的新工具”，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认识一个国

家社会与文化的捷径。按照拉帕耶的主张，“文化密码是我们凭借生长的文化环境，在无意识

里赋予任何特定事物的意义。”1 虽然这种隐含在特定事物中的意义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

来，然而，十之八九需要借助语言文字才能得以表现与传递，因为“语言在构成文化的各种社

会现象中具有综合的反应能力。语言还是该民族全部文化特征的符号表达体系”2。 

在周边国家中，韩国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所以韩国文化必然带有中国文化基因，

                                                        
1 [美]克洛泰尔·拉帕耶．文化密码[M]．陈亦楠，李晨，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4． 

2 罗康隆．文化人类学论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85． 



韩语词汇中多达 60% 的汉字词便是有力证据。而汉字词中的四字成语，凭借其高度浓缩性和

强大表现力，常常被用来标示某种社会现象或文化现象，久而久之，四字成语本身便具有了

文化密码功能。因此，通过对具有文化密码功能的四字成语的语意分析，便可对特定的韩国

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深层解析，从而获得最经济而又最接近本质的正确认识。 

四字成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密码功能，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因而对其进行探讨无疑是一

件具有“拓荒”意义的事情。况且，由于韩国的四字成语毫无例外地携带着中国文化因子，能

带给韩语学习者似曾相识的亲近感，从而激发其学习热情，因此韩国四字成语本身又具有极

高的教育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实例分析，从多个方面考查韩国四字成语所具有的文化密码功

能，从而为准确理解和认识韩国社会文化提供一个新视角，并进一步了解四字成语作为汉语

言精华在异域文化中所展现出的无限生命力和新鲜活力。 

一、韩国四字成语的来源 

韩国四字成语大致有四个来源，第一个来源，也是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中国的故事成

语。这部分四字成语达 270 多种，其结构关系及语义关系几无变化3，如“一举两得”“五里雾中”

“刻舟求剑”“举案齐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此类故事成语广泛运用于日常语言生活，完全融入

了韩国文化之中。第二个来源是韩国的历史典籍和古代小说。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显示，任

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旺盛的自我创造力。中国故事成语传入韩国后，其丰富的哲理内涵和美

感作用为韩国的文人墨客所折服，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仿造出一批新颖别致的四字成语。这

部分成语多见于《三国遗事》《三国史记》等历史典籍和《春香传》《九云梦》等古代小说，

以及《旬五志》等俗语集中。其中“乌飞梨落”“贼反荷杖”“咸兴御史”“弘益人间”等都是为韩国

人所喜闻乐见、信手拈来的自创四字成语。第三个来源是西方语言中的故事成语。这部分成

                                                        
3 个别成语在结构成分上存在着差异，如“好事多磨”在韩国语里成了“好事多魔”，“塞翁失马，焉

知非福”在韩国语里成了“塞瓮之马”。 



语数量很少，仅见于“帝王切开（剖宫产）”“百日天下”“顶上会谈”等。这部分四字成语实际上

是运用汉字将西方故事成语意译而来，当然不乏创新的成分在里面，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韩

国文化自我创造力的产物。第四个来源是新出现的词汇。在当今知识信息社会，随着新生事

物层出不穷，新词语也不断涌现。这些新词语一旦得到族群大多数人的认可，便会固定下来

成为民族语言大家庭中的新成员。韩国文字属表音文字，语义构词能力相对较弱，而汉字是

表意文字，有着很强的造词功能。所以韩语中绝大多数新词是由汉字词构成的，其中尤以四

字结构的最多，如“四当五落”“身土不二”等。这些四字结构的新词原本不是成语，但在被社会

成员反复使用的过程中，经过过滤与沉淀，逐渐成了四字习用语。宽泛地说，这些四字习用

语也可归于四字成语之列。 

这样一来，本文所涉及的韩国四字成语外延也就显现出来了，即已有定论的传统四字成

语自不必说，新近出现的用以标记某种社会现象的部分四字习语的文化密码功能也在本研究

范围之中。 

二、四字成语的历史性文化密码动能 

“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确实会影响该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呈现出自己的一部分

特点。”4朝鲜半岛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造就了韩国人独特的文化性格。

比如，历史书上一提到朝鲜，总会与“礼仪之邦”相连，现在我们一说到韩民族（或朝鲜族），

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能歌善舞”这个成语。按照这种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能歌善舞”就是历史

上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韩民族的代码。透过这个代码，我们看到的是韩民族乐观向上的性格特

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能歌善舞”便是揭示韩民族性格的文化密码。即使在半岛内部，由于地

域间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不尽相同，经过长期的过滤与沉淀，各地域具有了不同的

                                                        
4 罗康隆．文化人类学论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43． 



文化特质，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和地域性格。“南男北女”最早见于朝鲜王朝末期民俗学家

李能和（1869—1943）的《朝鲜女俗考》，其意是南方出帅哥北方多美女。这个四字成语在当

今的韩国和朝鲜仍十分流行。通过“南男北女”这个文化密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韩国社

会的审美标准，而且可以明白地域气候环境能对人的相貌产生影响这样的道理。 

朝鲜王朝建国伊始，太祖李成桂便命开国功臣郑道传5对八道人物进行论评。郑道传依风

水地理学说，用四字成语给出了画龙点睛般的点评，韩国史称“八道人物评”。其内容及含义

如下：京畿道—— 镜中美人。京畿道处于权力中心，该地民众善于交际，表面上掏心掏肺、

十分热情，而实际上却像镜中美人一般，看得见却摸不着，没有半点实信可言。此外，孤芳

自赏的美人大多自私自利、死要面子。忠清道—— 清风明月。忠清道一带山势平缓，景色秀

丽，此地民众既有清风明月般温和高迈的一面，又有风流浪漫的一面，做事讲究顺其自然，

不愿与人争勇斗狠。全罗道—— 风前细柳。全罗道地少人稠、动荡频仍。一方面，此地民众

缺少主见，没有立场，如同杨柳，随风摇摆；而另一方面又崇尚风流，对社会变化比较敏感，

懂得顺应时代潮流。庆尚道—— 泰山峻岭。这一带山势巍峨险峻，人们性格粗放豪爽，重义

轻利，但固执死板，因而又有“雪中孤松”之喻。江原道—— 岩下古佛。江原道地广人稀，接触

外界的机会较少，这里的人们正直纯朴，宽宏仁慈，做事有一定之规，不理会别人的看法。

黄海道—— 石田耕牛。黄海道土地贫瘠，百姓虽如同老牛拉犁，辛勤劳作，埋头苦干，但韧

劲有余，灵活不足，少有英才俊杰。平安道—— 猛虎出林。这一带地处边境，常有老虎出没，

因而人心险恶，意气用事，好胜斗勇。猛虎出林之喻恰如其分地刻画了该地人粗暴凶狠、果

断勇猛的气质。咸镜道—— 泥田斗狗。咸镜道地少田瘠，自然环境恶劣，难寻生路，所以为

了蝇头小利也会争个头破血流，如同泥汤里打斗的狗一般，凶猛异常、耐力持久。“八道人物

                                                        
5 郑道传（1342—1398）是高丽末朝鲜初文臣、学者，辅佐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国并奠

定了坚实的统治基础，著书有《三峰集》《经济文鉴》等。 



评”作为韩国历史上最能集中显示四字成语文化密码功能的事件，比喻恰如其分、形象生动有

趣，因而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仍为韩国人所津津乐道。 

当今社会，随着地域间人员交流的增多，地域性格特点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尤其是在

强调和谐共生的今天，仍然拘泥于固定思维、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各地民众，显然是不合时

宜的。然而，地域文化性格一旦形成，便会在每个地域个体身上打上或深或浅的印记，植入

本地域文化 DNA，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了解了韩国的地域性格差异，那么再来审视韩国的“地域感情”问题也就容易多了。“地域

感情”指地域之间存在的对他地域的反感情绪，多产生于不同民族之间。然而以“单一民族”为

自豪的韩国也存在着严重的地域感情问题，主要体现在“岭南”6和“湖南”7两地之间。这其中有

历史因素，也有政客们为了本阵营乃至一己私利而人为的因素，同时与韩国实际存在的这种

地域性格差异也不无关系。明白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庆尚与全罗两道心存隔阂，甚至

两地男女之间难以谈婚论嫁了。 

三、四字成语的当代文化密码功能 

（一）世态解读功能 

近年来，凭借着“年度四字成语”评选活动，《教授报》8在韩国的知名度一路飙升。此项活

动始于 2001 年，通过推荐、事前调查、问卷调查等程序，评选出最能恰当概括一年来韩国社

会的本年度四字成语。参加问卷调查的有本报编辑委员、各大报社评论员、主要学会会长、

教授协议会会长等，参与人数从 150 人到 300 人不等。此项活动迎合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

机后韩国民众寻觅突破口的急切心理，所以在韩国备受关注，一到年底，社会各个阶层便带

                                                        
6 指韩国小白山脉鸟岭以南地区，即今天的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一带。 

7 指碧骨堤湖以南地区，即今天的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一带。 

8 韩国《教授报》是由全国私立大学教授协议会联合会、全国公立大学教授协议会、民主化教授

协议会等三家教授团体于 1992 年 4 月 15 日创刊并发行的周刊。当时三家教授团体普遍认识

到需要有一份代表韩国教授社会共同意见的报纸，便创办了《教授报》。 



着复杂的心情，翘首以待年度四字成语新鲜出炉。 

由于过去的一年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记忆里留下了强烈的情感烙印，所以韩国人才会

选用具有强大表现力的四字成语来标记本年度世态。历届“本年度四字成语”的含义以及所反

映的年度社会如下：2001 年的“年度四字成语”是“五里雾中”，比喻在浓雾中难辨方向、难寻

出路，意为找不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该年度韩国的教育政策一日三变，让一向重视教育的国

民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心生不满。2002 年是“离合集散”，暗指第 16 届总统选举前夕

韩国政界所表现出来的“候鸟政治”行为。政客们为了一己私利，置党性原则于不顾，见风使

舵，刚加盟这个政党，板凳还没坐热又跑到敌对阵营，就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本来，韩国

社会对 21 世纪的首次大选期望甚高，可这一年，各种政治热点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让民众

失望不已。2003 年是“右往左往”，意为没有一致的明确目标。卢武铉的“参与政府”在政治、外

交、经济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政策模糊现象，让人找不到头绪。正如大邱地铁惨案混乱的现

场一样，社会各界找不准自己的定位，迷失了前进的方向。2004 年是“党同伐异”。从年初到

岁末，围绕着弹劾总统、迁都、“国家保安法废除案”、“言论关系法”、“私立学校法修改案”等

一系列重大决策，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在尖锐的对立中，只剩下了所

谓的“党利”和“政略”。2005 年是“上火下泽”，象征着难以融合的社会对立现象。这一年的韩国

国会最具代表性，定期国会也好，临时国会也好，多次面临崩盘局面。除此之外，非正规职

劳动者数量超过了经济活动人口的一半，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上层争得火热，而百

姓冷眼相看。2006 年是“密云不雨”，比喻条件虽然具备了，却总做不成事，整个社会弥漫着

不满情绪，危机一触即发。相生政治缺失、总统领导不力、北核试验难阻、不动产价格暴涨

等均是造成危机的背景因素。2007 年是“自欺欺人”。因为本年度发生了多起知名人士伪造学

历、学界精英学术剽窃、政治高层和企业领袖私生活不检点等自欺欺人的事件。2008 年是“护

疾忌医”。是年，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大规模示威和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消极态度都是护疾忌



医的典型例证。2009 年是“旁岐曲径”。这个成语出自朝鲜王朝实学理论奠基人李珥的《东湖

问答》，指舍大路而择小道的意思，用来指责当时的国王舍君子而近小人。2010 年是“藏头露

尾”。这一年韩国发生了多起诸如“四大江论争”“天安舰沉没”“韩美自由贸易协商”等震惊朝野、

关乎民生的事件。每有大事发生，政府不是耐心解释，而是一味地掩盖事实真相，然而纸包

不住火，欲盖弥彰。2011 年是“掩耳盗钟”。对于政府强推四大江事业、总统亲属频涉腐败、

总统非法购置私邸等事件，政府给不出正当的理由，招致国民的不信任。2012 年是“举世皆

浊”。因为这一年多位宗教界领军人物身上都发生不美之事：贪污公款、教会世袭、性骚扰、

赌博等。 

通过“年度四字成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韩国一年来的社会现实，而且能够正确把握这

期间的政治得失。不仅如此，如果将每年的“年度四字成语”排列起来，便会形成一条“密码链”，

沿着这条“密码链”一路探索下去，就可以洞察韩国社会问题所在，同时还能从中看出百姓对

政府的态度及情绪变化。透过上述一个个带有消极意义的四字成语，我们看到的是韩国民众

对政府失望的面孔，他们通过这些文化密码肆意宣泄着自己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眼里看不到

希望。 

鉴于“年度四字成语”大获成功，《教授报》从 2006 年开始又推出了“新年希望四字成语”征

集活动，在对过去一年的社会政治进行总评的同时，对即将到来的新一年的社会政治提出希

望。2006 年到 2012 年的“新年希望四字成语”依次是若烹小鲜、反求诸己、光风霁月、和而不

同、康衢烟月、民贵君轻、除旧布新。我们从中不难读出韩国民众的普遍心声：为政者能够

广采民意、锐意进取，以合乎时宜的政治，为百姓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生活环境。 

（二）企业经营哲学解读功能 

“大韩通运”总经理李元泰先生汉学造诣颇深，每个月都会向员工推荐几个四字成语与之

共勉。其“四字成语经营论”不仅深受员工欢迎，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比如，某月，李元泰



用“鸢飞戾天”“能大能小”“心逸身劳”三个成语来告诫员工不要自满于“国内一流”，而要向“世界

一流”迈进。“鸢飞戾天”出自《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他解释说：

“鸟儿翱翔高空、鱼儿畅游深水是大自然最为和谐而理想的状态，企业也是一样，员工皆能尽

职尽责，企业就会不断创造新价值，最终达到理想的境界。”“能大能小”的寓意是大事小事均

能得心应手。李元泰引申道：“登山的目标是顶峰，但在攀登过程中，每一脚都要小心，否则

就会摔跟头。要有区分终极目标与眼前目标的能力。另外，对一个企业来说，人才是重要的

经营要素，要构建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体系。”最后一个成语“心逸身劳”也是李元泰个人的处

世哲学，意为心平气和而手脚勤快。他发挥说：“人们往往因追求身体舒适而心中却装满烦恼，

这是因为想占有一切的欲望在作怪。整天待在公司里，如果不能心平气和的话，不仅生活毫

无乐趣，而且对健康也很不利。”9上述三个四字成语很好地展示了李元泰的企业经营理念，

是不折不扣的企业文化密码。李元泰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他充分认识到了四字成语作为企

业经营理念的非凡作用，更在于他通过四字成语将其经营理念形象化地传给每一个员工，以

四字成语为黏合剂，将庞大的企业打造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 

 

                                                        
9 孙玄镇．李元泰大韩通运总经理的“四字成语”经营论[EB/CD]．http：//www. asiae.co.kr/news/view. 

htm? idxno=2010051714522141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