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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语言颜色象征意义对比

肖 金 龙

在 日常生活 中司空见惯的色彩具有极其迷人的魅力
,

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知识
,

反映了人类对 自然和社会 的某些共识
,

同时也表现 了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 民族 的历

史
、

文化
、

政治和风俗 习惯
。

本文主要从语言
,

同时也涉及宗教
、

民俗
、

政治等方面
,

比

较 中德的黑
、

红
、

绿
、

白
、

黄五种颜色象征意义的异同
。

颜色表示 事物的外表特征
,

如红毛衣是用红色毛线打成的
;
颜色还具有象征意义

,

如红色

表示爱情
,

黄色代表尊贵
,

绿色给人以希望
,

白色象征纯洁
,

黑色则是罪恶之色
。

本文探讨中德颜色的象征意义
,

比较它们的异同
。

一
、

黑色
:

庄重
、

消极的颜色

黑色象征黑暗
、

道德伦落
、

阴险狠毒
、

非法
、

凶恶和不幸等等
,

几乎表示种种缺点
,

故为消极

的颜色
。

在汉语中
,

与色彩字黑搭配的词语绝大部分为贬义
。

例如
: 1 9 4 9 年以前充满压迫和剥削的

中国社会被称为
“

黑暗的旧社会
” ,

专门进行罪恶勾当的不法分子为
“

黑道人物
” ,

阴谋的操纵者

为
“
黑手

” ,

心肠阴险狠毒谓之
“
黑心

” ;
古书中称专干谋财害命行当的店家为

“
黑店

” ; 凡属违法

行为均冠以
“
黑

”
字

,

如
“

黑市
” 、 “
黑户

” 、 “
黑信

” 、 “
黑钱

” 、 “
黑货

”

等等
。

解放前
,

谁要是上了反动

统治者的所谓
“
黑名单

” ,

谁就有被捕或从肉体上被消灭的危险
。

我国民间传说中
,

凶神是黑色的
。

如
“
黑杀

’ ,

是凶恶
、

暴虐的凶神
。

在童话故事中
,

妖怪往往

也是黑色的怪物
,

如童话
“
寻情人

”

中的黑脸妖
。

黑色总是与不祥的征兆联系在一起的
。

戏剧
“

桃花女
”

中有一句话可为佐证
: “

且慢者
,

今 日黑道 日
,

新人踏地
,

无不立死
。 ” “

黑道 日
”

意为不

吉利的 日子
。

黑色在德国的名声也不佳
,

它让人联想起凶恶
、

罪孽
、

非法
、

魔鬼
、

死亡
、

不幸和悲哀
。

这些

联想均源于黑暗
。

黑暗令人感到害怕
,

毛骨惊然
。

在中世纪
,

黑色是凶恶之色
。

住在地下黑暗洞穴中的魔鬼是黑色的怪物
。

中世纪认为人死

了也成黑的了
,

因为阴曹地府是在黑暗的王国里收拣死人的尸骨的
。

与汉 语 一 样
,

在德 语 中与 色 彩字 sc h w ar z (黑 ) 连 用 的 词 语 也 很 多
,

如 sc h w ar az
r be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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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 hw ar z se he n ,

sc h w a r z h 6 r e n , s e h w a r z m a r k t ,

cS h w a r z e iL st e ,

sc h w a r z f a h r e n ,

sc h w a r z m a r k tP r e i s (非法

劳动
、

未注册私 自看 电视
、

未注册私 自收听广播
、

黑市
、

黑名单
、

无票乘车
、

黑市价格 )等等
,

这些

词语所表示的行为均属非法
。

黑色 在德国是悲哀的颜色
。

人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或者至少要带一条黑领带才 能去参加葬

礼
。

黑色作为悲哀的颜色是法国路德维希七世在王后安娜逝世时正式宣布使用的
,

黑色作为悲

哀的颜色后来逐渐地在欧洲传开
,

沿袭至今
。

受西方的影响
,

黑色在我国也成了悲哀之色
。

由于黑色与 白色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照
,

故皮肤 白哲的中年妇女穿着黑丝绒的长裙给人

以庄重
、

尊贵的印象
。

在德国
,

黑色制服象征着庄严
、

肃穆
。

所以
,

神甫
、

修士身着黑色长袍
;法

官
、

音乐家的黑色服装则表示严肃
、

认真
,

有别 于他人
。

但是
,

穿黑色工作服的烟囱清扫工

( s e h w a r z e r
M

a n n )
,

则是幸运的象征
。

在 德语 中
,

除了惯用 语 i sn sc h w ar
z e

etr “ en (正 中靶心 ) 是成功的意 思外
,

包含色 彩 字

sc h w a r z
的惯用语几乎都与反面的形象有联系

:

如
s e h w a r z e r F r e i at s (黑色星期五 )

,

指的是 1 9 2 9

年 10 月发生的世界性股票爆跌之 日
;殆m an de m sc h w ar ez n

eP et r z us hc ic bc n
的意思是企图把不

愉快的事或对某事的责任推给他人
; f itr et w as od

.

ej m an den s hc w ar sez h en (把某事
、

某人看得漆黑

一 团 )意为无成功之希望等等
。

在德国
,

黑色没有公正
、

铁面无私的象征之意
。

我国历史上的
“

黑包公
” ,

刚正不阿
,

执法森严
,

是人们心目中的铁面无私的形象
。

二
、

红色
:

人类古老的颜色

红色是人类古老的颜色
。

它首先使我们联想到的是血和火
。

我们的祖先在与野兽进行生

死搏斗
,

在森林大火中认识并积累了血和火的经验
,

德语中的
r ot w le lB ut

,

fe ue r r ot 和中文里的
“
红似血

” 、 “

火红
’ ,

正是我们先人共同的原始经历与颜色建立起联系的佐证
。

德国语言研究的结

果表明红色是出现在最早的 1 00 个字中的唯一的一个色彩字
,

其它的色彩字如绿色
、

黄色
、

蓝

色等都在红色之后 出现的
。

除了血和火之外
,

红色还包含着第三层意思
:

爱情
。

德语中也有一

条古老的成语可引以为证
: “ R o t i s t d i s L ie 加

, r o t i st d is B一u t
,

/ r o t ist d e ;
凡

u f e l 认 se in es w u t
. , ,

(红

色是爱情
,

红色是鲜血
,

红色是愤怒中的魔鬼
。

)

红色作为色情的颜色时则为贬义
。

在中世纪红色和色情的联系已为人们所熟知
。

在德国

一些地方红色是妓女和妓院的标志
;
在现代德国

·

些城市中
,

例如汉堡
“ R ee p

一

aB hn
”

是红灯区
,

晚上性电影院
、

性商店的灯光和颜色均 以红色为主
。

在古代中国红灯也是娟家和卖淫的标志
,

汉语中有条成语
“

红杏出墙
” ,

比喻女人不守妇道
。

红色是生命之色
。

古代欧洲盛行在尸体上撤红土或用红布盖在死人身上
,

一是为了让死者

在极乐世界再生
,

二是驱赶鬼怪
。

在古代中国
,

红色也是赋于死者以生命的颜色
。

在古墓中常

有朱砂或储土置于死者身边
,

用以驱除鬼魅
,

保护死者转世再生
。

红色是一种非常刺眼的颜色
,

也是最活跃最有吸引力的颜色
。

因此
,

世界各国都采用红色

作为交通信号
。

十字路口 的红灯指示
,

司机必须停车
,

工厂变电所的红色闪电符号表示
“

高压
” 、

“

生命危险
” 。

裁判员向犯规的运动员出示
“
红牌

”

意味着判罚出场
。

在我国
,

红色还有一些德国所没有的象征意义
。

法院布告上犯人名字画了红圈表示判处死

刑
,

布告上的大红勾意思是犯人已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

在德国红色没有这样的象征意义
,

因为

死刑 已废除
。

但在许多大学中
,

红色是法律工作者的颜色
。

红色与司法的联系源于鲜血
,

法庭

调查是在用红色涂过的大石头上或木桩前进行的
,

法庭周围围以红带或红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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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在我国还象征钱财
。

中国的财神爷身着红袍
。

汉语的
“

红利
” 、 “

分红
” 、 “
花红

” ,

指的是

年终分配给股东们的利润
。

而
“

红包
”

除用于奖励外
,

还起行贿的作用
,

如塞
“

红包
” 。

红色还表

示 胜利
、

成功
、

光荣等喜庆之事
:

如
“

满堂红
” 。

红色还指发迹或受上司宠信
,

如
“

走红
” 、 “

红人
”

等
。

在德国
,

红色在圣经中指的是殉教者的颜色
,

在民间流传的魔怪长着红胡子
,

戴着红帽子
,

穿着红裙子
。

中国童话故事一
“

红泉的故事
”

中的魔鬼也长着一张红脸
。

三
、

绿色
:

生命和希望之色

在德国民间文化中
,

充满生机的植物倍受青睐
,

如圣诞节前四个星期挂在家里的花环是用

常青的极树枝编成的
;
圣诞节每家每户都要在家中放一棵常青的圣诞树

。

在严寒的冬天
,

绿色

植物预示冬天的消逝
,

春天的到来
,

新生命的诞生
。

因此
,

绿色象征着春天和生命
。

德国超级市

场装蔬菜用的纸盒上醒目地印着
“ G r

un ist 址be n ”
(绿色就是生命 )的字样

。

人类古老 的经验告

诉我们
,

只有当嫩绿重新冒出地面
,

我们的生存才能得到保证
.

因此
,

绿色成了许多民族希望的

象征
、

生命和生存的象征
。

在我国
,

绿色也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古老颜色之一
。

在古诗中有
“

青青河畔草
”

的诗句
。

绿色

是青草的颜色
。

大自然中的植物幼苗无不都是绿色
。

绿色与生命和生长有着直接的联系
。

绿

色的象征意义总离不开生命
。

例如青年
、

青工
、

青娥
、

青春等
。

青年就象茁壮成长的青松那样朝

气蓬勃
,

青春就象春天那样充满着活力
。

在中国国画和古诗中
,

常以松柏作志操坚贞的象征
。

因为松柏枝叶茂盛
,

经冬不稠
,

四季常

青
。

革命先烈墓地四周栽培着翠绿的松柏
,

则象征烈土的英魂永垂不朽
。

与红色相反
,

绿色给人以安宁的感觉
。

由于绿色具有这样的心理作用
,

因此在国际上当作

信号颜色使用
。

城市十字路 口 的绿灯表示可以 自由地通行
;
闪烁着绿光的信号灯示意一切正

常
。

在德国
,

绿色是安全的象征
。

有绿色标记的地区为无危险地区
。

绿色也用于医疗卫生
,

急

救部门的标志是绿色
。

在技术文明的世界中
,

人们把颜色给人 以安宁的感觉这一功能归功于绿

色
,

这是因为绿色的植物对人有积极的心理作用
。

鉴于这一原因
,

德国手术室医生和护士身着

绿色工作服
;
德国的警车和警察制服也是绿色

。

绿色在德国还象征着爱情的萌芽
。

中世纪《绿色情歌 》中有这样一句歌词
: “ G r

而 in all
e m

m
e

诵
e n s讯 n / xs t d e r L i

e
b

。
i 。 a n e

f加 5
. ”
然而在我国

,

绿色与爱情无缘
:

被不忠实的妻子蒙蔽的丈

夫
,

被耻笑为
“

戴绿帽子
” ;
唐代犯人必须带绿头 巾示众

; 花柳巷 中的妓院被称之为
“

青楼
” , “

青

楼女子
”
则是指卖淫的妓女

,

青即绿色
。

由此可见
,

绿色同时又象征着耻辱和堕落
。

绿色在中德两国又是恶魔和凶神的颜色
:

德国的女魔的眼晴是绿色 的
,

邪妖穿绿色的外

衣
;
撤旦头戴绿 帽

,

长有绿色大眼
;
在我国

,

专门欺侮和杀害妙龄少女的凶神名为
“
绿郎

” 。

17 世纪德国文学中常用
“ G r

un sc h an be l ” 来表示某人思想不成熟
,

毫无经验
; 而中文表示年

轻
、

幼稚
,

不成熟则用黄色
,

如
“

黄口
” 、 “

黄毛 丫头
’ ,

等
。

四
、

白色
:

纯洁无瑕和悲哀之色

白色在德国是最富有象征意义的颜色
,

它象征纯洁和无瑕
:

年青的新娘穿着 白色结婚礼服

在教堂举行婚礼
;女孩子们在星期天头戴白花

、

身着白裙
、

脚穿白袜和白鞋参加圣餐
;
接受洗礼

·

9 9
·



的基督教徒
、

修女要穿白色长袍
;
中世纪圣母像多数是穿着洁白的长袍并有 白色的羊羔和 白色

的百合花作陪衬
;
从十字架上放下的受难的邪稣裹在白布里

,
天使也是穿着 白色

、

近乎透明的

长袍
。

在德语中用 白色背心来形容立暂搞廉政的政治家
。 “

ics h w e
iss b r en ne n’’ 这条惯用语 自 16

世纪以来
,

常用来表 白某人无辜
、

纯洁
、

洁白之意
。

在我国白色 同样象征着纯洁
、

无瑕
。

《汉书医御传 》 : “
显洁白之士

” 。

蒙古族人民在白色中

寄托了美好的心愿
。

他们喜爱白色
,

认为白色象征着纯洁和吉祥
。

他们称善 良之人为洁白的人
。

在基督教国家中
,

白色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是复活的象征
,

新的开始的象征
。

从物理特性来

看
,

白色本身是无色
,

它就象是一种未经触摸过的状态
,

给人 以开始
、

空无所有的心理作用
,

地

图上的空 白之处为一块不为人知的
、

未经地理查勘之地
。

因此
,

在汉语中用
“
空 白

”
比喻某个 尚

未开拓的科学领域
。

白色是汉 民族传统的丧服颜色
,

因此
“
白事

”
则是丧事的代称

。

约阿希姆
·

克努特在《我们

的颜色世界 》一书 中写道
: “

在我们的文化 中
,

正如我们还将见到的那样
,

黑色是在葬礼中送葬

人的衣服和大部分器俱
,

如灵车
、

棺材等均为黑色
。

黑色的象征在整个葬礼中主要涉及死者的

遗族
,

指悼念者
。 ”

但是
,

他又指出
“

在德国和世界其他地方 白色在安灵 习俗 中也同样具有重要

的作用
,

例如死者的寿衣是白色的
。 ”

在德国
,

白色曾是在死者遗族丧服中的颜色之一
。

1 8 8 8年
,

威廉一世皇帝去世
,

皇后奥古

斯塔虽然身着黑色丧服
,

肩披 白纱
,

但在悼念的头两周里其丧服镶着 白边
,

以此来表示与死者

的关系和 自身的必死性
,

因为白色丧服与死亡之色在象征意义上是和谐的
。

人们之所以选择 白

色为悲哀之色
,

其原因是死人的皮肤是苍 白的
,

在德语中就有 t ot b la ss
,
t ot b lie hc (面色如死人

、

象

死人一样苍白 )的表达形式
。

在动物的象征意义中
,

白色的鸽子象征着和平
。

白色动物
,

如 白燕
、

白蝴蝶
、

白狗
、

白猫
、

白

鼠
、

白蛛蜘等在德国是死亡的信使
。

但白乌鸦会暗示医治黑死病的药物
,

这是因为白色动物也

会给人带来幸运
:

一个姑娘在一年中见到百头白马
,

这意味着她当年就要结婚
。

在我国
,

白虎旧时为凶神
。

《协纪辩方书 》引
,

《人元神枢纪 》 : “
白虎者

,

岁中凶神也
。

常居岁

后四辰
。 ”

而古代迷信常以白鹿为祥瑞
。

白色在两国还都是凶鬼之色
:

德国有凶鬼白夫人 ( w ie * rP au )
,

我国西游记中有孙悟空三

打 白骨精
。

在我国戏剧舞台上
,

脸涂白色的人物多般是心术不正
、

祸国害民的奸臣贼子
。

五
、

黄色
:

高贵
、

幼稚
、

亮丽之色

黄为五色之一
,

原为土地之色
。

易坤
“

夭玄而地黄
” ,

古代以五色配五行
、

五方
,

土居中
,

故以

黄色为 中央正式
。

传说中的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
,

五帝之一的黄帝为什么叫
“

黄
”

帝呢 ? 《淮南

子 》一书说
: “

中央土地
,

其帝黄帝
,

其佐后土
,

执绳而制四方
。 ’ ,

这就是说黄帝是统治的四方的中

央首领
,

他专管土地
,

而土是黄色
,

故名黄帝
。

黄色在我国古代为帝王之色
,

普通百姓是禁用的
。

凡与皇帝有关的事和物
,

要么是用黄金

制成
,

要么染有黄色
,

要么冠以黄字
。

古代帝王专用
,

以黄金为饰的斧称之为
“

黄锥
” 。

《野客丛

书
·

禁用黄 》中说
: “
唐高祖武德初

,

用隋制
,

天子帝服黄袍
,

遂禁士庶不得服
,

而服黄有禁自此

始
。 ”

黄袍成了历代帝王的专用袍服
。

后周时
,

太尉赵匡溉在陈桥释发动兵变
,

诸将替他披上黄

袍
,

拥为帝
。

后人以
“

黄袍加身
”
指被部属拥立为帝

。

历代朝廷颁发的历书为
“

黄历
” ,

传说黄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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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有历法
,

皇帝的文告
,

用黄纸书写
,

故称
“

黄榜
” ;
古代帝王所乘车以黄增为里的车盖为

“

黄

屋 、 皇帝仪仗使用的黄色族旗谓黄魔
。

北京鼓楼东大街有一个黄瓦财神庙
,

黄瓦除宫殿之外是

不准使用的
,

而它为什么是黄瓦呢 ?传说清代雍正皇帝曾在这地方避过一夜风雨
。

他为了回礼
,

便准许建了这座用黄瓦上顶的财神庙
。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了黄色在我国封建帝王时代是帝皇

之色
,

神圣的颜色
,

它象征着皇权
、

尊严和高贵
.

在德国
,

黄色的男性象征是太阳神希利俄特
。

当他迎着潮汐上升时
,

他身上的黄色袍服闪

烁着耀眼的光芒
。

但是太阳并不是黄色的
。

只是在落山时
,

太阳在地平线上有时皇鲜艳的橙色
。

那么为什么说起太阳时
,

人们就马上联想到黄色呢?这是因为黄色是所有颜色中光亮度最强的

颜色
,

而光使我们感到温暖
。

太 阳不正是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吗 ? 歌德在他的《色彩学 》中写

道
: “

根据我们的经验
,

黄色给人以温暖和安逸的感觉
。 ”

因此
,

他用黄色的玻璃作为心理上的明

灯
,

在灰蒙蒙的秋天观赏风景
。

黄色的女性象征是 日耳曼女神夫累雅 ( rF ey a)
,

她的颜色是黄

色
。

在古老的 日耳曼春天习俗中
,

她和她的弟弟夫累尔 ( rF cy r )作为植物界中的一对
,

就象谷男

和谷女
、

五月国王和五月王后一样象征着生长和春天
,

深受人们的敬仰
。

黄色在我国是一些水果和谷物成熟的颜色
,

如杏黄
、

黄梅
、

黄澄澄的稻穗等
。

而黄色用于人

时
,

却是未成年
、

不成熟的标志
。

古户役制
,

隋代三岁以下的幼儿为黄
,

唐代以初生婴儿为黄
。

雏

鸟的咀是黄色 的
,

故谓黄 口
,

比喻童幼
。

汉语中用黄 口小儿讽刺他人年幼无知
,

在德语 中也有类

似的表达形式
:

se lbsc hn
a be l

,

指的是口 尚乳臭之人
。

然而
,

黄发在我国则为高寿之象征
。

《诗
·

鲁

颂闷宫 》 : “

黄发台背
” ,

郑玄笺
: “

告寿征也
。 ”

我国民间常把年轻的姑娘称为
“

黄花闺女
。 ”

古时女子梳妆打扮时
,

除画眉外
,

还时兴
“
贴花

黄
” 。

在《木兰词 》中有
“
对镜贴花黄

”

之句
。

所谓
“

贴花黄
” ,

就是妇女用黄色在额上或两颊 画成

各种花纹
,

也有用黄纸剪成各种花样
,

贴在额上或两颊
,

作为一种装饰
。 “
花黄

”

也就成了女性的

象征
。

在闺女前加
“

黄花
”

两字
,

说明该女子尚未成婚
。

黄色是所有颜色中最刺眼的
,

因此它与红色一样
,

具有信号功能
。

黄色配上黑色特别引人

注 目
。

黄色这一物理特性
,

在古代德国和现代德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

古时瘟疫流行地悬挂黄

黑警告旗
、

现代停车大楼黄黑相间的路牌
、

放射性警告标记等
。

联邦德国邮政车和信筒为黄色
,

在德语中
“

黄车
”
( de r se lbe w as en )是邮政马车的古老的表达形式

。

黄色在德国古代和现代既用

来将一些人从社会中排斥出来
,

以示侮辱
,

同时又保护某些人
:

如在中世纪
,

黄环是犹太人的标

志
,

在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
,

犹太人必需佩戴黄星 ;中世纪的娟妓必需戴有黄色的标记
、

瞎子佩戴黄色臂章
,

以此与正常人相区别
,

达到保护 自己的目的
。

黄色作为信号颜色在我国也用于交通
、

信号灯和建筑工地警示标志
。

黄色的反面象征意义在德国是与疾病
、

妒忌和祸害联系在一起的
。

如皮肤上的黄斑
、

黄色

指 甲是不祥之兆
;
表示妒忌的惯用 ge lbe N e kl 或 ge lb vo

r N ie d
,

而汉语中则用
“
妒忌得脸色发黄

,

发 白或发青
。

德语中的黄祸 ( ge l be G ef ha
r )指的是黄种人

。

但是 id e G el be n ,

尤指中国人
,

在德国

却是聪明
、

顽强 的生存力
、

坚韧不拔
、

精明的象征
。

黄色的反面象征意义在中国主要与腐败堕落
、

色情联系在一起
,

如黄色工会
,

黄色小说
、

黄

色 电影
、

黄色照片
、

黄色音乐
、

黄色报纸等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

重商主义使得黄色的身价又

开始回升
。

因此黄色象征意义的变迁是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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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颜色在政治运动中的象征意义

在近代政治运动中
,

颜色具有特殊的意义
.

其原因如下
:
1

.

用颜色象征某种政治倾向
,

它不

受语言的限制
,

没有国界的限制
,

具有普遍性和通俗性
。

2
.

颜色作为表达形式不受公众文化水

平的限制
,

不受技术的限制
,

因此使用极为广泛
。

3
.

用颜色在公众场合宣扬政治主张比用语言

手段更直接
、

简便
,

因为语言手段必须按一定的语法和语义规则组合成句子或篇章才能为人们

所理解
。

4
.

颜色作为象征手段比书面语言表达形式带有更厚浓的感情色彩
,

具有显明性和强烈

的感召力
。

在前文提到的五种颜色中
,

政治含义最丰富的颜色要数红色
。

红色象征着革命
,

如 19 2 7 年

8 月 1 日在南 昌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撼中外的武装起义
。

起义将士均戴红领带
,

以此

公开表示投身革命
。

红色在德 国也是革命的象征
,

1 8 4 8 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象一声霹雳传到德 国
,

红旗作

为工人运动的标志飘扬在德国的土地上
,

法兰克福和柏林游行队伍中除了黑一红一黄三色旗

外
,

游行者还打着红旗
; 19 1 7 年十月革命在俄 国成功后

,

红旗又迅速地飘扬在德国许多城市的

街头上
。

这年的 10 月和 n 月
,

基尔
、

汉堡
、

不来梅和 吕贝克哗变的水兵在舰艇上升起了红旗
,

柏林皇宫和勃兰登堡城门上红旗招展
。

红色象征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随着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
,

红色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增

添 了新的政治含义
,

曾脍炙人 口 的政治口号
“
又红又专

”

中的
“
红

”

指的是高度的无产 阶级政治

觉悟
。

在
“

文革
”

中
,

红色又有它的特殊的政 治内容
,

如
“

红太阳
” 、 “

红卫兵
”

等
。

在粉碎
“
四人

帮
” 以后

, “

红
”
则象征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在联邦德国以红色为政治方向和政党标志的是社会民主党
。

随着政治纲领的改变— 从

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全民党— 社会民主党的红旗逐渐地从自己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

曾是

德国工人运动标志的红旗的象征意义在人们心 目中渐渐淡化了
。

红色在联邦德国更多的被视

作极左派和左派恐怖分子的标志
。

与红色相对立的白色在我国则是反动势力的象征
。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

国民党统治区

被称为
“

白区
” ,

国民党军队被称为
“

白军
” ,

等等
。

新中国成立以后
,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象
“

白区
” 、 “

白匪
” 、 “

白军
”

等政治词

汇 已很少使用
。

然而
,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
,

白色被赋以新的政治内容
,

与又红又专相对立的是
“

白专道路
” 、 “

白旗
”

等等
。

白色在联邦德国没有什么政治含义
。

但是 白旗作为投降的标志在世界各国都是通用的
。

黑色也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

在德国
,

黑色作为抗议的象征出现在起义和示威游行的队

伍中
,

在 1 8 4 9 年德累斯顿起义和斗争中曾打出过黑旗
; 1 9 2 8 至 1 9 3 0年

,

什列斯威豪斯坦事省

农 民为抗议粮食暴跌打着黑旗示威游行
; 1 9 6 2 年

、

19 6 3 年和 1 9 8 1 年 3 月
,

德国农场主为反对

联邦政府的粮食和价格政策举行抗议集会时
,

也升起过黑旗
;
此外

,

在抗议河 流污染
、

1 9 6 6 年

反对关闭鲁尔区矿井
、

1 9 8 8 反对紧急状态法的示威游行 中都出现过黑旗
。

在近代
,

黑色作为法西斯的象征颜色而达到顶峰
。

黑色作为法西斯运动的象征始于意大

利
。

意大利法西斯准军事部队穿的是黑色衬衣
。

欧洲一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也竟相效仿
。

希

特勒党卫军的制服也是黑色的
。

在 我国
“

文革
”

中
,

黑 色是
“

修正主义
” 、 “

资产阶级
”
和

“

阶级敌人
”

的标志
,

如
“
黑线

” 、 “
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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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 、 “
黑司令部

”

等
。

在联邦德国
,

绿色象征着以政治形式组织起来的环境保护运动
。

西方世界的绿色运动的兴

起显然是以反对环境污染和维护生态平衡为起点的
,

但是事实已经表明
,

以绿党为首的绿色运

动的
“

绿色
” 一词

,

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在生物学上的含义
,

在这里
“

绿色
”
是 区别于

“

红
”

与
“

白
”

或
“
黑

”

而言
。

因此
,

德国的绿党是介于左和右之间的政治组织
。

在我国绿色无任何政治意义
。

从上述比较可 以看出
,

颜色在两国政治中的象征意义区别很大
,

其原因是两 国的历史不

同
,

作为颜色象征意义基础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现实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资任编辑 车 英 )

《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 》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由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
、

武汉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联合举办的《利 比亚

现代短篇小说选 》研讨会
,

于 1 9 9 4年 4 月 9 日在我校召开
。

研讨会由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小岩教

授主持
,

我校常务副校长候杰昌教授到会致辞
,

社科处陈广胜处长最后做了总结发言
。

湖北省

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王忠祥教授
、

秘书长戴安康教授
、

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杨余森教授

出席了研讨会并讲了话
。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外国语言文学专栏编辑应邀到会

并就该译著的艺术成就和写作特点等方面作了发言
。

参加研讨会的代表还有来 自校内外的专

家学者共计 20 余人
,

北京
,

上海
、

山东的部分阿拉伯文学研究工作者也给研讨会提交了书面发

「J O

《利 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 》是由我校青年教师李荣建翻译
、

武汉大学出版社于 1 9 9 3 年出版

发行的
。

该译著一出版便引起了巨大反响
,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中国 日报 (英文 )等报刊就此做

了专题报道和评介
。

在研讨会上
,

李荣建向与会代表汇报了 自己翻译《利 比亚现代短篇小说

选 》的过程和体会
。

研讨会发言热烈
,

与会代表一致高度评价李荣建在翻译及阿拉伯文学研究方面所做 出的

努力
,

认为《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 》的出版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领域填补了空白
,

为阿

拉伯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一部较好的教材与范本
。

(丘 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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