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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本論文以「台灣閩南諺語之社會教化功能研究」作為研究主題，其研究

的意義有三：其一，是因在諸多前人研究文獻中，未有深層的研究台灣閩南

諺語之社會教化功能。其二，是諺語本身具有文學性格、民俗文化內涵、社

會教化傳布的實用性格，而且此三者彼此之間具有依存性、關係性與相互濡

染性，構成庶民整體社會教化功能的文化價值系統。其三，是藉以研究此社

會教化功能的文化價值系統，以呈現先民智慧菁華的人生哲理，以具體行動

來傳承文化與探究流傳於台灣文化真實存在的民間哲諺，冀求達到社會教化

思想的傳布，進而有社會教化功能的作用之價值呈現。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與探究重點有五： 

﹙一﹚概念的分析：針對儒、道、釋三家的思想內涵、諺語的定位界定

與文學性，藉由文獻、書籍與理論的探討，作一概念的釐清與分析。 

﹙二﹚描述性敘述：針對諺語的語言特性與生命力，諺語的內涵—文學

性、社會性、實用性、教化性，大、小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加以剖析、綜

合與描述。 

﹙三﹚普遍化的分析：以史的觀點，從「語言文本」的產生，文藝實用

趨導的影響，文學思潮的涵養，民俗文化的濡染，將有關諺語的文獻、書籍



，作一比對、描述、分析與探究，以探討在整個文學理論與民間文學的脈絡

中，諺語與社會教化的關聯性。 

﹙四﹚比較分析：將諺語所呈顯的小傳統文化內涵、社會教化思想，與

大傳統的文化內涵、社會教化思想，加以排比，找尋相互間的差異性及所處

的層次與方位，經由此一定位，呈顯台灣閩南諺語的文化內涵、社會教化思

想與功能之特質所在。 

﹙五﹚詮釋性分析：針對諺語的意涵、社會教化意涵、民俗文化義旨、

人性定義、天命思想、天理觀，藉由文獻、書籍與理論的探討，一一詮釋，

並將台灣閩南諺語所呈顯的人性觀、家族倫理關係、社會處世關係、宗教觀

的各種人文性格與思想、價值觀、社會文化現象與問題，從相關的文獻與書

籍，作一佐證、分析、論證與詮釋，以探究庶民人生哲理中的社會教化思想

與功能。 

在這些的研究方向與重點裡，以研究台灣閩南諺語中，所蘊含的人性、

家族倫理、社會處世關係、宗教的社會教化功能，為主要的研究方向與範疇

。且藉本論文的研究，可體會到先民們文化創造的價值意識型態，感受到先

民們面臨文化變遷時的因應之道與處世性格，更可深究民俗文化的生命架構

與庶民人生哲理的思想內涵，而此種生命架構與人生哲理，是先民關懷生存

環境具體和諧的價值意識系統，這種價值意識系統，是道德本心的自覺意識

喚發，亦是社會義理與倫理道德規範的追尋，其目的在於透過社會教化思想

的傳布與社會化的知識傳輸，以能欲求社會教化功能的價值呈現，進而控制

與維持社會結構均衡，以促進社會群體和諧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