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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看中日“时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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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胳膊拧不过大腿”这句谚语在汉语语境下广为流传，在汉日谚语对译时通常采用意译的方法，将它与「长いもの
に

"

かれろ」对应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仅仅在某一意义领域相同，而在故事原型和具体运用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根

本上来讲，这是中日不同民族文化的反映。这两句谚语体现的截然不同的“时务观”是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胳膊拧不过大腿；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时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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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而两国又有着不
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使

得两国语言尤其是谚语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较大

差异。这既为两国外语学习者提供了便利，同时也

设下了不小的语言陷阱：学习者容易忽略隐藏在谚

语背后的细微差别；这让翻译工作者能在汉日谚语

对译时采用直译的方法，又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采

用意译的方法。然而，意译只能让对译的谚语在某

一意义领域相同，其背后的差异，往往反映出不同

民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烙印。本文以“胳

膊拧不过大腿”与「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为例，着

重分析两者体现出来的面对不易对付的强者时迥

然不同的“时务观”，折射出隐藏在其后不同的中日

文化，并进一步探究近年来这种“时务观”对中国和

日本国民的行为心理的影响。

　　一　“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
"

か

れろ」的语义探源

　　（一）两者语义的共通性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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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芝苹，张红：从“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看中日“时务观”

在日汉谚语对译时，通常将“胳膊拧不过大腿”

意译为「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现代汉日辞海》

中对“胳膊”一词解释时，载有如下例句及翻译：

＜上访有什么用？告了半天还不是自己吃亏？
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看忍了这口气吧＞中央に陈情
に行って何になるか、长い间陈情しても自分が损

するだけじゃないか、长いものに#

かれろで、私

はこの怒りを胸におさめた方がいいと思う。［１］１０４１

我们从以上例句中看到：“胳膊拧不过大腿”被

翻译为「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另外，《日汉大辞

典》也将「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解释为“胳膊拧不

过大腿”。［２］１５７９因此，“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

のに
#

かれろ」是可以互译的。从《中日文化的互

动与差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两者互译的原因：“两

者都有识时务者为俊杰，规劝人们不要与强者蛮硬

抗争的涵义”，［３］３９但是这种深层意义上的训谕难以

从字面上读出。

（二）“胳膊拧不过大腿”之语义探源

《现代汉语辞典》第六版对“胳膊拧不过大腿”

的解释很简单：“比喻弱小的敌不过强大的。也说

胳膊扭不过大腿”。［４］由此得知，这句谚语采用了隐

喻的修辞手法，将“胳膊”比喻成强大的事物，将

“大腿”比喻成弱小的事物，何以会用这种比喻呢？

从《中国俗话趣典》对该谚语的等义词“胳膊拗不

过大腿”的出处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胳膊拗

不过大腿”的出处是皖中地区的一个传说，其大致

内容为：从前有个能说会道的穷秀才，绰号为“胳

膊”。有个强权豪夺的地方官，绰号为“大腿”。［５］１８４

一天因矛盾在县官面前争论不休，县官喝道：“胳膊

能拗过大腿吗？带下去！”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地方官有权有势，就算穷

秀才再怎样能说会道，也不会打赢官司。“县官”说

那一句话意在劝诫“穷秀才”，再怎么争论也无济于

事。那么，穷秀才，处于弱势地位，“胳膊”也就成了

弱小事物的代名词；地方官，处于优势地位，“大腿”

也就成了强大事物的代名词。再者，有学者于２０１３
年２月在果壳网从生物学的角度科学论证了“胳膊
拧不过大腿”的真正原因：大腿中羽肌的力量要远

大于胳膊中梭形肌的力量。因此，无论从故事原型

的角度，还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前面提到的《汉语大

辞典》对“胳膊拧不过大腿”的解释得到了有力的

论证。而如《中日文化的互动与差异》所说的劝诫

训示意义，以下具体语境可以很好地诠释：

（１）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膊
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

扭。（老舍《我这一辈子》）

（２）方太太：还不是为了金喜的事。我可就告
诉她，眼下呀，年头儿大改良，就别再一把儿死拿：

死脑筋吃不开啦！得忍气就忍气，胳臂反正扭不过

大腿去。（老舍《方珍珠》）

（３）海南省电视台原台长鹿某违法违纪时间
长，次数多，牵涉面广，有关部门多次调查，都以无

果告终。２００４年，林建智接手调查，知情人劝他：
“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吧，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６］

（《人民日报》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９日）
（三）「长いものには

#

かれよ」之语义探源

“胳膊拧不过大腿”这句谚语即使隐喻了深层

的劝诫训示意义，暗含了特殊情况下中国人的选择

方式，但其以具体事物为依托，语言学习者也不难

理解。然而，「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这句谚语却让

人充满疑问。《日语新辞林》中对「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的解释为：“势力の
$

い相手には
%った方

が得策だという意。［７］１３７７”意为服从势力强大的对

方乃上策。解释颇为简单，我们可以从日本学者芝

垣哲夫在题为「文化における内的言语形式」的论

文中了解其训示意义。

たとえば「长いものには
#

かれよ」とする日

本语の谚には、内的言语形式が深く
&

わってい

る。このような谚を日々耳にしてきた日本人な
ら、何か障害にぶつかると、その时とる态度は「回

避」である。
'

うよりも目上のものには逆らわな

い、とした感
(

である。［８］（例如「长いものには
#

かれよ」这句谚语与内部言语形式密切相关。对这

句谚语耳熟能详的日本人，一旦遇到什么障碍，采

取的态度便是回避，给人一种与其斗争，还不如不

反抗比自己地位更高、势力更强的人，而选择依附

服从他们为好的感觉。）

据辞典与例句，该谚语的训示意义尚且明了，

但是这个言外的训示意义与字面意义难以联系，因

为辞典里没有注明谚语出处或故事原型，并且从字

面上来看并没有具体事物形象可依托。笔者利用

日本的Ｇｏｏ搜索引擎得知该谚语出自中国的一个
传说，而在中国最通俗的民间文学小本杂志《故事

会》上找到了与其完全相同的故事，题为“猎人救大

象”，该故事梗概大致为：一位老猎人射箭技术高

超，在抵抗无效的情况下被大象用鼻子卷走，只好

顺从。老猎人后来得知大象深受狮子所害，助其一

举灭了狮子后，得到大象的丰厚报酬即无数象

牙。［９］１３３「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这句谚语的故事原

型是否为中国的这个传说，现已无从论证，但这个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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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很好地解释了这句谚语：日本人因此认为遇到

难以对付的强者，与其作无效的抵抗，倒不如作个

“识时务者”，即依附顺从强者，因为那样于己是有

利的。

　　二　两种截然不同的 “时务观”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说“每一语言里都包

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９］３１３语言世界观一旦形

成，则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忠实地反映在本民族语

言的运用上。从上述语义探源中，我们看到这两句

能互译的谚语在各民族“土生土长”，体现出具有民

族特色的“时务观”：当遇到难以对付的强者，一种

是选择避开对抗，不作无谓的牺牲。因“知小固不

可敌大”，应该明哲保身，守弱谦下，以积累实力，这

是中国人眼中的“识时务者”；一种亦选择避开对

抗，但却依附于对方，因知如此一来，定有利可图，

让自己更加强大，这被日本人誉为“得策”，即上策，

选择此计之人亦为“识时务者”。由此，我们看到以

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时务观”，竟然殊途同归，即均

避开了抵抗，避免了无谓的牺牲，达到了规劝人们

不要与强者蛮硬抗争的作用，而这也是两者能互译

的原因所在。即使如此，我们不能忽略这两句谚语

背后蕴含的面对强者，截然不同的选择方式，即不

同“时务观”。

在汉语中，体现与“胳膊拧不过大腿”相似“时

务观”的有“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三十六计，走

为上计”、“好汉不吃眼前亏”等。这些成语中都有

时局于己不利，避开乃上策，如此才是“识时务者”

之意。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我们亦能看到中国

人的这种“时务观”：当目睹曹操携天子以令天下，

兄弟皆处于困境，刘备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

可与命争也。”面对难以对付的强者，刘备认为应该

避开与实况的无益抗衡，以委屈自身，等待机会；当

刘汉王朝历经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数年的楚汉相争

之后，社会经济受到惨重破坏，人民嗷嗷待哺。面

对强大的匈奴军事力量，汉高祖刘邦实行和亲政

策，避开与匈奴的对抗，守弱谦下，以便争取时间休

养生息，增强国力，终于在汉武帝刘彻在位时击败

昔日难以对抗的匈奴。如果没有汉高祖遇特殊情

况下的正确“时务观”，而选择与匈奴蛮横对抗，那

么恐怕就没有后来西汉的强盛，更谈不上击败强大

的敌人；当面对吴强越弱的局势，越王勾践并没有

以剩下的５０００甲兵与吴国作最后的抵抗，而是设
法避开，以退为进，正如在《中国历史大讲堂：春秋

史话》中写道的一样：“据说勾践在吴期间，极尽臣

虏之劳，忍辱吞声，正确吴太宰的支持，阻止了伍

子胥主张的实现，终于君臣得赦归国。从此，勾践

开始了紧张的富国图强活动”，［１０］１８５十年生聚，十

年教训，终于扭转了吴强越弱的局面。如果面对当

时强大的吴国，没有设法避开，没有正确“时务观”

的指导，那么越国的处境将岌岌可危了。

在日语中，与「长いものには
#

かれろ」语义如

出一辙的还有「时の将军に
%

え」、「时の代官日の

奉行」、「大きいには
)

まれよ」［１１］８１１等谚语。这些

谚语中无不体现日本人在面对强者时，避开抵抗斗

争，并且服从依附的“时务观”。不仅于日本国语

言，而且于日本的历史事件中，我们也能窥见其在

「长いものには
#

かれろ」中体现的独具民族特色

的“时务观”。王忠和先生在《新编日本王室史话》

写道：“朝鲜白村江之战中日本被唐朝击败，天智天

皇和日本朝野从战败中反省到，日本必须完备中央

集权制度，实行富国强民政策。同时必须吸收大陆

的先进文化，因此要和邻国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

……改变敌视唐朝的外交政策，先后与中国、新罗

修好。日本的遣唐使又频繁来往于两国之

间”。［１２］５８面对强者，具有「长いものには
#

かれろ」

之“时务观”的日本选择了依附，以避免战争，并向

强者积极学习，使自己强大起来；再看当二次大战

以后，第一强国美国对战败国日本作了以下政策：

“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

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很自

然地，这个政策一出台，美国人就开始担心这一政

策的可行性及实施难度，但是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

余的。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这一指令

在华盛顿制定之时，许多美国人仍在担心日本人也

许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一个怒目而视、伺机报

复的民族将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证明这些担

忧并未成为事实。”［１３］２６８为什么美国人的担忧是完

全没必要的呢？究其原因，还是「长いものには
#

かれろ」式“时务观”左右了当时的日本人，让其顺

利接受这种政策，而这种做法让美国人感到惊异，

如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写道：“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

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信义的政策。”［１４］

　　三　不同“时务观”折射的中日文化

从语言世界观的角度看，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

文字而不联系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话，是难以

深入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指出：“语言仿

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

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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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芝苹，张红：从“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看中日“时务观”

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因此，要论证语言文字所

体现的世界观的根本原因，就应该深入该民族的民

族精神、民族文化去探究。「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

这句谚语所体现的“时务观”，在中国人看来，是难

以理解的，而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上策，是既可以避

免毫无胜算的斗争，又可以使自己更快强大起来的

最佳选择。到底是什么精神驱动这个大和民族作

出如此决策呢？又是什么精神促使日本人于二战

后面对美国的占领，不仅不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去

伺机报复，反而对美国心悦诚服地加以崇拜？是这

个民族的服善精神。正如蒋寅先生在题为“双面日

本人”的文章中提到：“日本人是有服善精神的，谁

强就崇拜谁，不仅崇拜强者，而且善于学习强者。

正是这种精神，始终激励日本人自强，在战后度过

最艰难的岁月，建设起一个国力强盛的日本。”［１４］

的确，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日本多方面的发展。然而，中国人在难以对

付的强者面前，选择避开斗争，守住弱者的地位，以

积累实力，而不是依靠强者去壮大自身实力。因

此，这就注定中国人前行的道路上必定要“吃尽千

般苦、历尽万重难”，如长征路上的布满荆棘、危机

四伏；如刘备的屈身菜园、蓄势待发……同样，是什

么力量坚定了中国人的选择？是什么力量支持着

中国人守弱奋发？是中华民族的自尊自强感：以服

从依附敌人为耻，不论出于何种情况何种目的；以

自强不息为荣，不论走的道路多么艰难。自古以

来，无数仁人志士以服从依附对方为耻辱，因为这

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侮辱了他们的人格。他

们视自尊为生命，为了保护自尊，可以高呼：“士可

杀，不可辱”。由此看来，中国人绝对不能理解或者

成为为避开斗争对抗，而选择服从依附对方的人，

更不可能将这样的人视为“识时务者”。

　　四　“时务观”产生的影响

“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

两者都有规劝人们不要与强者蛮硬抗争，识时务者

为俊杰的涵义，被所属民族视为特殊情况下正确的

“时务观”。正像我们从以上的历史事件中看到的

一样，这种“时务观”在特殊情况下挽救了一个国

家，强盛了一个民族。但同时，如哲学上所说任何

事物都有两面性，这种“时务观”也对各国国民心理

和行为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胳膊拧不过大腿”用于面对难以对付的强者，

劝诫他人选择明智地避开的语境，但近年来人们更

多地用于表达自身或者他人在面对难以对付的强

者时，被迫选择回避的方式而产生的无奈，而这个

词也带上了人们消极避世的心理色彩。以下的例

句可以诠释人们的这种心理。

１．老刘说：“是我亲眼看着这些孩子一步步堕
落下去的，到最后管他们也不听了，还拿经理压我，

说经理允许他们这么干。”老刘的这份坚持到头来

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他最终选择离开。用

他自己的话说，实在是无能为力，索性眼不见

为净。［１５］

２．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
有一种从众心理。有时明明知道一些教辅读物粗

制滥造，但为了分数和升学，也不敢不买，终究是屈

从于应试的压力。家长们无奈地说，这就叫“胳膊

拧不过大腿”。［１６］

３．即使像投保局官员所言指数涨跌和 ＩＰＯ没
有丝毫因果关系，但表个放缓发行的态对恢复投资

者信心是绝对有用的。于是，上周又是新股八连

发，结果是周Ｋ线五连阴，收盘创年内新低。广大
投资者也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惹不起躲得起，选

择销户便成了被逼的无奈之举。［１７］

由此，我们看到：“胳膊拧不过大腿”中以避开

为中心的“时务观”劝诫人们主动避开，人们也确实

避开了，但是人们感受到更多的是避开的无奈，认

为这是在弱肉强食、权力较量的残酷现实中，因强

权强势的巨大压力所迫，而绝非自身的明智之举所

为。因此，避开成了无奈的代名词，成为消极处世

的起点，而“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成了消极回避者的

代言词，成为他们消极避开的堂而皇之的理由。

「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中的“时务观”劝诫日

本人崇拜强者，服从权威。然而，《中日文化的互动

与差异》一书中指出这个特点又是导致日本人集团

意识强烈，或者反过来说，日本人领袖欲不强的根

本原因。这种心理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是顾忌回避，

因而形成了日本人颇为担忧的「
*

客民主主义」。

矶崎育男在题为「民主社会と政治教育」中表现了

对以政治教育为中心的社会科教育现状的不满；对

国民享受并有效利用民主主义的否定；对在民主社

会中，日本国民对政治忌避，投票率降低的担忧

……他指出「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这种心理状态

的残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以上国民的心理行为。

矶崎育男的原文如下：

民主社会では、自分の主张のみならず、他者

の主张のメ リット，デメリットを十分理解したう

えで，粘り
$

く共同もしくは协鮏して合意を作り

出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わが国におけ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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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の日常では，政治が忌避され投票率は他

の先进国と同
+

とはいえ低下倾向にある。また，

他者委
,

や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というメンタリ

テイなどが残存し、「
*

客民主主义」や「お任かせ

民主主义」がまかり通っている。
［１８］（在民主社会，

我们应该在充分理解自己和他人主张的利与不利

之上，不屈不挠地共同协商、达成一致。但是在我

国民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国民却忌避政治，投票

率虽然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但有下降的趋势。再

者，将自己的权限委让给他人的行为、「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式心理状态的残存，使“看客民主主义”

和“听任民主主义”大肆横行）。

由以上可知，在日本社会，如果无论于何事或

于何种场合都持有「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式的

“时务观”，那么社会的担忧就出现了。在理应积极

表达自己意见、坚定自己主张的民主社会中，日本

人却选择了“崇拜强者，服从权威”，极力压制自己

的意见，顾忌避开政治问题，造成投票率降低，形成

所谓的“观客民主主义”，造成“民主社会”形同虚

设，最终导致国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和有效利用“民

主主义”。

“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
#

かれろ」

能互译的原因即虽然它们“殊途”但能“同归”：均

有“面对难以对付的强者，选择避开斗争之人乃识

时务者”之义。本文以此为原点，向上从它们的语

源差异中探究到“殊途”：一种是因“知小固不可敌

大”，不可作无谓的牺牲，应该明哲保身，守弱谦下，

以积累实力，结果是避开斗争，成为中国人眼中的

“识时务者”；一种是因知依附强者，定有利可图，让

自己更加强大，结果亦是避开斗争，成为日本人眼

中的“识时务者”。两句谚语中的这种“殊途”体现

为两种不同的“时务观”。紧接着，本文向下探究

“殊途”体现的“时务观”的根本原因：不同民族文

化民族精神。继续向下，笔者结合中日各国的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探究了不同“时务观”产生的积极影

响和消极影响。这两种“时务观”都分别在中国和

日本历史中的某一节点拯救了一个民族，兴旺了一

个国家，但是在另一方面，于中国，滋生了中国人消

极避世的心理；于日本，形成了可悲的「
*

客民主主

义」。由此看来，中日两国人都应该正确看待并恰

当运用“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
#

かれ

ろ」中体现出来的独具民族特色的“时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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