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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文 化 趣 谈

� 第一章  奇妙的东方魔块

汉字是中国人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它是现在世界上使用

人口最多，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字。它既似变幻无穷的魔块，又像

是精美无比的艺术品。许多人穷其一生揣摩它、研究它、痴迷于

它，在遣使文字的快乐中寻找人生的快乐。

因为汉字是一字一块，每个汉字都有三个基本要素，即：

形、音、义，比如：“日”字，它的字形是在一个方框内有一个

“一”字；它的字音是“r#”；它的字义是“太阳”。

所以人们就在这三个不同的方面，利用汉字的特点，做出

妙趣横生的文章来。下面我们看看汉字字形的变化。

汉字的最小单位是笔画。有的汉字只有一画,如“一”、“乙”

等，有的多达四十画。汉字基本笔画有八种：横、竖、点、撇、捺、

挑、钩、折。如果一个汉字是由简单几种笔画构成的，叫做独体字，

如：日、月、人、口。由两个以上汉字组成的汉字叫合体字，两个字的

叫二合字，三个字的叫三合字等，如：明、朋、从、唱、谢。根据汉字

的这一特点，中国人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才华，在字形的变换上做着各式

各样的文章。有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相国小姐，才貌双全，人品出众。有多少阔家子弟登

门求婚，都被小姐拒绝了。她对父亲说：“我现在出一上联，不论贫

富，谁能对出下联，我就与他成婚。”父亲答应了她的要求。小姐的上

联是：

寸土为寺，寺旁言诗，诗曰：“明月送僧归古寺。”

这个上联之所以难对，是因为第一句讲了一个二合字，第二句讲

了一个三合字，第三句中的第二个字是从句中第一个二合字中拆出来

的一个字，而且最后一个二合字与第一句的二合字相同，所以一年过去

了，没有人对上。第二年过去了，还是无人对上。到了第三年，有一位姓

林的书生，来京赶考，看见了这个上联，他提笔写出了下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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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木成林，林下示禁，禁云：“斧斤以时入山林。”

这个下联对得工整贴切，达到了上述各项要求，小姐十分高兴，于

是他们喜结良缘。

人们不仅利用汉字字形大做文章，也利用汉字的字音展示才华。汉

字不但表意，也表音，属于音意文字，也就是词符和音节并用的文字。由

于汉语音节少，造成汉语中有许多同音字。汉语共有1600多个音节，要

表达复杂事物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口语中像“数目”和“树木”、“夕

阳”和“西洋”、“中心”和“忠心”在发音上是没有差别的，但一写汉

字，人们便明白了它的意思。在古代中国，有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子女

为了表示对长辈的尊重，不会轻易直呼长辈的名字，甚至有些子女为了表

示孝心，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不说长辈名字中出现的字，而且连长辈名字的

同音字都不讲。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老汉叫阿九，他有一个既聪明又贤惠的儿媳妇。

因为公公叫阿九，所以儿媳讲话时从来不说“九”字，而且连

“九”的同音字也不说。阿九非常高兴，常在人前夸奖儿媳

的贤惠。有两个老朋友听了，心中很不服气，说：“我们就

不相信她不说‘九’”于是九月九日这一天，他俩一个人怀

里抱着一把韭菜，一个人手里提着个酒葫芦，去阿九家。恰

巧阿九不在家，儿媳问他们：“两位老伯，找我家公公有什么

事吗？”他们说：“阿九回来后，你告诉他，东村有个李老

九，西村有个张老九，一个抱着苔下韭，一个提着老烧酒，今

天本是九月九，来请阿九去喝酒。”他们想，要把这条信息传

达清楚，避开“九”音是不可能的。二人得意洋洋地走了。不

久，阿九回来了，儿媳对他说：“东村有个李三六，西村有

个张四五，一个抱着扁叶葱，一个提着圆葫芦，今天本是重

阳节，来请公公喝一壶。”聪明的儿媳既表达了对公公的尊

敬，又轻松化解了朋友的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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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英语一样，都有词义转换的特点，所以中国古代的一些文人

学者也很善于利用汉字的这个特点来展示才华。清代（1616-1911）第一

才子纪晓岚就曾利用汉语词义转换，巧妙地用“坏”词说好事，做出妙趣

横生的文章，成就一番千古佳话：

有一天，纪晓岚到一位朋友家做客，正赶上这位朋友在给高堂老母

祝寿，家里是高朋满座，喜气洋洋。大家一看纪晓岚大驾光临，真是蓬荜

生辉，于是恭而敬之，尊为上宾。主人更是乐不可支，捧来文房四宝，想

请纪晓岚为母亲写一幅寿幛。纪晓岚也不推辞，他略加思索，挥笔写下：

“这个女人不是人”。满座皆惊，大家不明白纪学士何出此言。纪晓岚接

着写出：“九天仙女降凡尘”，众人破疑为笑，赞叹唏嘘。纪晓岚又写出

第三句：“生了儿子是个贼”，人们又吃惊起来，纪晓岚不慌不忙写出最

后一句：“偷得仙桃献母亲”。众人抚掌大笑，称赞不已。人们被纪晓岚

敏捷的文思、跌宕的文笔所折服。

纪晓岚的这幅寿幛，一落笔就写出了“不是人”三个

字，这是一个已经固定化了的词组——惯用语，它有字面义和

引申义。它的引申义是一句骂人话，指一个人没有好品质，像

畜牲一样。纪晓岚提笔写出来，人们怎能不吃惊呢？这不是明

明在骂人嘛！可他写出下半句话“九天仙女降凡尘”时，实际

上是使用了“不是人”这三个字的字面义，是在赞颂朋友的母

亲是仙女，而不是凡人；下联先写到：“生了儿子是个贼”，

将自己的朋友说成了小偷，自然引来众人的诧异，可他笔锋

一转，又在“偷”的对象和目的上作了说明。他偷的是“仙

桃”，目的是“献母亲”。纪学士在诙谐幽默中，赞扬了朋友

对母亲的孝心，真是大巧若拙，风趣超俗。

因为汉字是一个个独立的音义结合的个体，所以它有极

强的构词灵活性，而且汉语又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它是通过词

序和虚词来展示语法意义的，这些又为人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

新天地。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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