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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字生義」的是和非
中文字是一種只需用眼睛看就能知道其字義，

即使語言不同也能理解其意思的唯一文字。

這是因為較早的中文字來源於對事物的描摩。

但由於字體的演變，

現在有些字已經很難從形體上看出它表示什麼意義。

漢武帝時，有

次北方匈奴要進攻中

原，遣人先送來一張

「戰表」。漢武帝拆

開一看，原來是「天

心取米」四個大字。

滿朝文武大臣，沒有

一個解得此謎。漢武

帝無法可想，只得張

榜招賢。這時，宮中

一個名叫何瑭的官

說，他有退兵之計。

漢武帝便宣何瑭上

殿。

何瑭指著「戰

表」上的四個字對

漢武帝說：「天者，吾國也；心者，中

原也；米者，聖上也。天心取米，就是

要奪中國江山，取君王之位。」漢武帝

急道：「那怎麼辦呢？」何瑭說：「無

妨，我自有退兵辦法。」說著，提筆在

手，在四個字上各添了一筆，原信退給

了來人。

匈奴的領兵元帥，本以為中原不敢

應戰，可是拆開一看，頓時大驚失色，

急令退兵。

原來，何瑭在

「天心取米」四個字

上各加幾筆後，變成

了「未必敢來」。

這實際是利用

中文字拆裝的字形變

化引起的字義變化在

外交上的一個小小遊

戲。

中文字是形、

義、音的統一體。中

文字的形體包括兩個

方面的內容：一是它

的構造方法，二是它

的外部形態。一個中

文字有一個中文字的特定形體，它表示

一定的意義。怎樣通過中文字的形體來

尋求它所表示的意義呢？

▎字形和字義	‧‧‧‧‧‧‧‧

字義，即一個中文字所表示的單

音詞的意義。古漢語以單音詞為主，一

個字通常就是一個詞。例如「人、山、

漢武帝像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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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唱、高」等，它們既是一個字，也

是一個詞，字和詞、字義和詞義是一致

的。

中文字是表意文字，造字之初，

中文字的形體一般都能說明它所表示的

意義——具體的意義或「類別」意義。

象形字的字形具有直接的表意作用，因

為它所表示的大都是些常見的東西，所

以意義一般容易理解；指事字的意義是

用「指點」的方法表示出來的，只要稍

加分析，意義一般也不難領悟；會意字

的意義是由幾個形體聯合起來表示的，

只要「想一想」，意義一般也能意會出

來；形聲字的意義和它的形旁有關，形

旁表示形聲字的意義是屬於哪一類的。

這就是中文字析字法中的字源分

析法。該方法就是分析某字的來源和演

變，以達知字義的目的。

例如「兵」的字源分析是：古時

「兵」寫作 、 ， 、 像錛（ㄅ

ㄣ）， 像雙手，合起來就像是兩手拿

著錛砍東西，也就是動武的意思。後來

字形變成了「兵」。

現代漢語以複音詞（主要是雙音

詞）為主，複音詞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

的中文字來表示的，例如「人民」、

「熔煉」、「曙光」、「行走」、「望

遠鏡」等。組成複音詞的兩個或幾個中

文字，原來大都是一個單音詞。

瞭解這些中文字的字義，不但可

以避免出現錯別字，而且可以幫助我們

更好地理解複音詞的整體意義。例如：

「熔煉」的「熔」（固體受熱到一定溫

度而變成液體）字從「火」，「火」

字旁不能寫作三點水；「曙」（天剛

亮）字從「日」，「日」字旁不能寫作

「目」。

又如：對於好的詩文或事蹟為大

家所稱讚或傳誦，人們常說「膾炙人

口」。「膾」是細切的肉，「炙」是烤

肉，「膾、炙」都是可口的、人們愛吃

的東西。弄清了字義，才能真正理解

「膾炙人口」這個成語的含義和用法，

才不至於寫錯用錯。

西周的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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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的形體大都可以說明字義。

看一看甲骨文、金文，這是很清楚的。

看一看小篆，也大體清楚。但是，由於

字體的演變，現在的楷體中文字變成了

一個個的方塊，從形體上很難看出它表

示什麼意義了。

怎樣通過形體構造來瞭解現行楷體

中文字的字義呢？一個一個地上溯古文

原貌，然後逐個分析它們的構造方法，

是難以做到的。比較簡便的、切實可行

的辦法是分析部首，通過部首來瞭解中

文字的字義。部首字不多，掌握起來不

難，通過部首分析字義可以事半功倍，

能夠從一個部首字的意義推知許多字的

意義類屬。 

▎字義和部首	‧‧‧‧‧‧‧‧

部首只表示「類別」意義，但這類

別意義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字（詞）的具

體意義。一個字，看一看它的形體，再

聯繫它的讀音，這個字的具體意義也

不難確知。

名篇《岳陽樓記》的

作者范仲淹是北宋時

期的政治家、軍事家

和文學家。他在中年

時，因接連上書議論

國事，譏切時弊，得

罪宰相呂夷簡，被貶離

京。

他在西溪任鹽官時，向泰州

知州張綸提議修建捍海堰。張綸接受了

他的提議，立刻籌備動工，並親臨現

場，面對潮水奔湧的江面，不知什麼時

候動工下基石會好，深怕躲不過浪潮衝

擊，毀壞基石，勞民傷財。於是便派人

到附近的人民中請教熟悉地理情況的百

姓。

不久，有一差官回報說地岸有位

漁翁提供下基石的時間，捎來一張字

條。張綸接過字條，見那字條上只寫一

個「醋」字，不知是什麼意思。問遍左

右，沒有一人能解釋。

這時候，正好范仲淹來了，張綸急

忙把字條給范仲淹看。范仲淹對著那個

醋字，略加思索，便說：「漁翁是告訴

你在二十一日酉時動工。」張綸便按時

下了基石，果然直到建成也未遭潮襲。

這個故事很形象地道出了字義與部

首、筆畫的關係。中文字有獨體和合體

的區別。象形字和指事字是獨體，會意

字和形聲字是合體。合體字是由獨體字

組合而成的，合體字的每個組成部分叫

「偏旁」。

偏旁有兩種：表示字

音的叫聲旁，表示字義

的叫形旁。形聲字必

有一個表意偏旁（形

旁），會意字的每個

偏旁都是表意的。以

表意偏旁（形旁）為部

首，凡含有同一形旁的字隸

屬其下，這就是一部。范仲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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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字（有些部首字現在不成字了）放在一部的開頭作為一部之首，故名「部

首」。中文字的形體構造能夠說明字（詞）義，字的形、義一般是統一的。同一部

首的字，和部首字所表示的事物或行為有關，例如「人」部的字和人有關，「木」

部的字和木本植物有關，「心」部的字和人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分析部首有助

於我們尋求字（詞）義。

當然，部首只是表示「類別」意義。不過，這類別意義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字

（詞）的具體意義。一個字，看一看它的形體，再聯繫到它的讀音（聯繫到語言裡

的詞），這個字的具體意義就清楚了。

例如「慕」字從「 （心）」，讀音為ㄇㄨˋ，我們就知道這是「羡慕」的

「慕」字。還有些字，它的具體意義和部首字所表示的類別意義很接近，看一看它

的形旁，其具體意義就不難理解。例如「軀」字在「身」部，從「身」旁便可推知

「為國捐軀」的「軀」是什麼意思。「軀」、「身」意義並不相等，「軀」專指人

身，「身」指人身，也指物身，如說「船身」。

此外，部首還可以幫助我們區別和確定一個字（詞）的多種意義：本義、引申

義、假借義。一個中文字常常表示多種意義，如果一個字具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意

義，其中必有一個是本義。

我們知道，先有語言，而後才有文字。所謂本義，就是為語言裡的詞造字時的

字形能夠說明的意義。當一個字被借去表示他詞時，他詞的意義就是這個字的假借

義。

例如「道」字，字典上有道路、方法、道理、學說、訴說諸義。「道」在

「  」部，由此可知「道路」是本義，其餘都是引申義。又如「騙」字，一般字典

注明兩種含義：一是「躍而上馬」，二是「欺蒙」。「騙」在「馬」部，由此可知

第一種含義是本義，「欺蒙」和「馬」無關，它是假借義。

 

▎部首．偏旁．部件	‧‧‧‧‧‧‧‧‧‧‧‧‧‧‧‧‧‧‧‧‧‧

明朝祝枝山的草書名震江南，登門求書者絡繹不

絕。鄉紳華太師屢次求他書寫條幅，祝枝山平生藐視

權貴，每次都婉言謝絕。

有一天，唐伯虎有事去華府，祝枝山作伴前

往。華太師一見祝枝山不請自來，硬要祝枝山為書

齋題匾。枝山知道華太師膝下有兩個公子，不學無

祝枝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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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只知尋花問柳，表面上衣冠楚楚，

實際上腹內空空，草包兩個，他便有

意借此機會，嘲諷他一番。想著筆走龍

蛇，書「竹苞堂」三個大字。

太師一看匾額所書與眼前景物極為

相配，連聲稱好。祝枝山卻手捻鬍鬚哈

哈大笑。回去的路上，唐伯虎對祝枝山

說：「你膽子真大，竟敢出語嘲弄太師

府的公子。」原來「竹苞堂」隱喻堂前

個個草包。

中文字是表意文字，中文字的部首

可以幫助我們尋求和分辨字（詞）義。

祝枝山正是利用合體字的偏旁部首拆開

後各自獨立成義的特點，好好地戲弄了

華太師一通。

部首、偏旁、部件都可以用來稱

說中文字的構成成分，但它們是有區別

的，並不相同。

1.部首

部首是許慎創建的，他的《說文

解字》是最早按部首編排的一部字書。

許慎按照不同的表意偏旁，把這些篆體

中文字分為五四○部。從「人」（以

「人」為形旁）的字，例如「企、仕、

儒、俊、伴」等，都放在人部。然後又

把形體或意義相近的部首放在一起，成

為一類，五四○部歸併為十四大類，也

就是十四篇。

《說文解字》是通過中文字形體

構造的分析來闡述本義的。每一個字

下，都是先說造字時的意義，然後分析

造字方法為證。象形字指明「象形」。

例如：「魚，水蟲也，象形。」指事字

常說「象某某之形」。例如：「刃，刀

堅也，象刀有刃之形。」會意字不直言

「會意」，而說「從某」，「從某、從

某」，「從某某」。例如「杲，明也，

從日在木上」；「相，省視也，從目、

從木」；「夫，丈夫也，從大、一」。

形聲字也不明言「形聲」，而說「從

某、某聲」。例如：「忠，敬也，從

心，中聲」。至於「省形」、「省聲」

的字，則加注「省」字字樣。例如：

祝枝山《嵇康酒會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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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老也，從老省、ㄎ聲」，這是省形；「恬，安也，從心、甜省聲」，這是省

聲。

《說文解字》把字的形旁（意符）作為部首，所以它的部首一般能夠說明所屬

諸字的字義。每一部的開頭，許慎都是先從形和義兩方面解釋部首字，然後說「凡

《說文解字》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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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之屬皆從某」。這就是告訴讀者：凡

是以這個部首字為形旁的字，字義都和

這個部首字的意義有關。例如米部，開

頭先解釋「米」字：「米，粟實也，象

禾實之形，凡米之屬皆從米。」又如人

部，開頭先解釋「為人」字：「人，天

地之性最貴者也，比籀文象臂脛之形，

凡人之屬皆從人。」

《說文解字》部首的缺點是分部太

多，編排太亂，不易查找。具體說：第

一，有些部首重複，可以合併。第二，

有些部首不是字的形旁，解釋穿鑿附

會。第三，部首的編排靠形似或義近，

界限不清，規律難尋，不像現代字典部

首按筆畫多少排列先後那樣容易查找。

不認識篆文的人，很難說清哪個部該挨

著哪個部。

明清以後，部首的數目變了，具

體字的歸部也有很大變化。明代梅膺祚

的《字彙》把部首壓縮為二百一十四

個，後來的《康熙字典》、《辭源》

和舊《辭海》都是仿照《字彙》的， 

二百一十四部是從檢字方便出發，和

《說文解字》部首有所不同。

《說文解字》部首和所屬諸字字義

相關，所以人們說它是「文字學原則」

的部首；後代部首和所屬諸字字義不一

定有關，所以人們稱它是「檢字法原

則」的部首。

例如「甥」字：《說文解字》在

男部，「從男、生聲」，「男」能說

明「甥」字字義；後代字典在生部，

「生」和「甥」字字義無關。這說明後

來的檢字部首和《說文解字》部首確有

不同之處。不過，二百一十四個檢字部

首是把《說文解字》部首加以歸併和調

整的結果，其中大多數部首還是所屬多

數字的形旁（意符），部首還是多少能

夠說明字義的。

2.偏旁

中文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之分。

象形字和指事字為獨體字，會意字和形

聲字為合體字。過去稱合體字的左方為

梅膺祚《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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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右方為「旁」。現在習慣上把

合體字的左右、上下、外內統稱為偏

旁。如「打」字的「扌」和「丁」，

「椰」字的「木」和「耶」，「霜」字

的「雨」和「相」等等，都是偏旁。偏

旁是合體字的構成成分，但並不都是合

體字的最小筆畫結構單位。

3.部件

部件是構成合體字的最小筆畫結

構單位，其下限必須大於基本筆畫，上

限小於複合偏旁。從功能上看，部件並

不一定具有音義；從存在形式看，它是

一個獨立的書寫單位，不管筆畫多為複

雜，凡是筆畫串連在一起的，都作為一

個部件看待，如事、秉、串、重、出

等。

總體來說，部首是對中文字檢索

而言的，大多數部首就是偏旁。偏旁和

部件則是對合體字而言的，只不過偏旁

不都是合體字的最小筆畫結構單位，而

部件卻是構成合體字的最小筆畫結構

單位。如「掘」有兩個偏旁「扌」和

「屈」，有三個部件「扌」、「尸」、

「出」。 

▎中文字的字素分析	‧‧‧‧‧

明末，李自成起義軍進逼京師，崇

禎帝朱由檢束手無策。一日，喬裝平民

步出宮禁，經一測字攤前，想測個字問

問凶吉。那測字先生與眾不同，沒有現

成的字卷，說只要問事人說一個字便能

測得。朱由檢自以為皇帝金口，不肯啟

齒，就用腳在地下畫了一下。那測字先

生早已看出是當今皇帝微服來此，見狀

立刻跪下，連呼「萬歲」。

朱由檢大為奇怪，忙問何以見

得。測字先生說：「土上加一，非王而

何？」朱由檢哪知測字先生是故弄玄

虛，十分相信，就承認身份，要測字先

生為他測字。

測字先生要他說個字出來，他也

顧不得身份，說了一個「友」字。測字

先生說：「不好，反出頭了。」朱由檢

大驚失色，連忙說：「你弄錯了，我說

的是『有』字。」測字先生說：「更

壞了，大明已去一半。」朱由檢越發

慌亂，分辯說：「不，不，我說的是

『酉』字。」測字先生說：「哎呀！至

崇禎皇帝朱由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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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斬頭截足。」朱由檢哪知測字先生因明室大勢已去，才利用字形增損，有意作出

大凶的預言，卻感到天意如此，無法挽回，便頹然回到紫禁城內，不久，就在景山

自縊了。

前文我們已提到中文字析字法中的字源分析法，另一種析字方法便是字素分析

法。字素分析法不管字源，只從現代中文字的字形出發來進行分析。雖然字素與部

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之間也有關係，因此，把字素分析法放在這裡討論也

是順理成章的。並且，通過字素分析，對中文字的部首也會有更深的認識。

測字先生就是借字素分析，結合當時的形勢，作了一次政治預言。不過測字先

生的文字功底和隨機應變能力，我們是不得不佩服的。

以前有個學生在學到「射」字時對老師說：倉頡把這個字造錯了。「身」體

只有一「寸」不是個矮子嗎！而「矮」字分開是「矢」和「委」，「矢」就是箭，

「委」有放的意思，合起來不是射箭的意思嗎。建議把射跟矮這兩個字的意思調換

一下。顯然，這是對「射」和「矮」的字素分析。

又比方「謝」，字源分析應該是「言」是形旁，「射」是聲旁，這是個形聲

字。字素分析是「言、身、寸。」

清代吳敬梓名著《儒林外史》第

三十二回中就有這樣一段對話：

張俊民道：「鬍子老官，這事在

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

身、寸』」。王鬍子道：「我那（哪）

個要你謝！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小

侄，⋯⋯」

字素分析法有不少用處，常見的一

種是用來記寫中文字和辨別同音或近音

字詞。

大家都知道，組成中文字的最小單

位是筆畫，次小單位是字素。整個中文

字像一部機器，字素是部件，筆畫是零

件。人們記寫中文字有個發展過程：初

學時是記一筆一筆的筆畫，隨著識字量

的增加，就過渡到記字素。如記寫「李

自成」的「李」時常說「木」字下加個 吳敬梓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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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當然，字素分析可粗可細，所以

也有人把「李」字分解成「十、八、

子」。特別是對有些叫不出名稱的字素

只好細分。比方有人把「昔」字分解成

「艸一日」，把「青」字分解成「十二

月」，把「朝」字分解成「十月十日」

等。

從記寫筆畫到記寫字素是個躍進。

很像用積木或預製構件蓋房子比用磚瓦

要快得多，又像用部件安裝機器比用零

件要快得多一樣。有的老師還把字素分

析編成析字口訣來幫助學生記寫中文

字。如把「笑」字編成「頭戴竹字帽，

撇下大聲笑」，把「魏」字編成「禾字

頭、女字尾，右邊站著個小鬼」。

漢語中的同音或近音字詞比較多，

因此人們在談話中也常利用字素分析來

加區別。比如姓張（章），就會進一步

利用字素分析，解釋自己是弓長張，或

是立早章。

▎中文字的辨析和古書的閱讀	‧

人們常說，讀書以識字為先，不

識字談不上讀書，這當然是對的。但認

得了現在通用的文字卻又未必能讀懂古

書。有些作品，有些篇章或句子，字字

認得，連在一起卻看不懂，「不知所

云」，真要讀懂它們，還得具備一些有

關文字的知識及辨析的能力。這裡僅從

文字學的角度，就辨析文字與閱讀古書

的關係談點看法，希望能對讀者們閱讀

古書有所幫助。

辨析文字，當然首先要弄清文字的

本義。中文字的形體結構，在小篆時代

便已趨向規範化，演變為隸書以後，便

固定下來，直至楷書，可說沒有什麼大

的變化了。但古今字義的變化卻很大。

有許多字，現在只是用它的引申義或假

借義，人們並不熟悉其本義，而在古書

中又偏偏常用它的本義。不瞭解這一

點，古書中有一些句子就無法讀懂。

如《周禮．周官．掌客》：「凡

諸侯之禮，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

有二，子豆十有四。」《禮記．鄉飲

酒》：「鄉飲酒之禮⋯⋯六十者三豆，

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

《周禮》相傳是周公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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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所以明養老也。」

《周禮．考工記．梓

人》：「食一豆肉，飲

一豆酒。」這麼多的

「豆」，如按現在通行

的字義去理解，就無論

如何也講不通：八九十

歲的人才得吃五六顆

豆，算什麼「養老」。

但如瞭解豆字的本

義——像高腳盤一樣的

盛肉類食物的器皿，懂

得豆字本是這種器物的

象形字，那麼這幾段話

就好懂了。同樣，《左

傳．昭公三年》說的

「豆、區（ㄡ）、釜、鍾」，「豆」也

是不能吃的，「區」也不是現今區域的

區，兩者都是量器的名稱（古四升為一

豆，四豆為一區）。

又如《莊子．徐無鬼》：「運斤成

風」。《左傳．哀公二十五年》：「皆

執利兵，無者執斤。」《孟子．告子

上》：「中山之術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

這些「斤」，顯然不是公斤、市

斤、幾斤幾兩的斤，而必須追溯其本

義——原來是像鋤頭一樣鋒利的器物，

斤字本身便是這種器物的象形。

再如《詩．王風．兔爰》：「雉離

于羅。」《唐書．張巡傳》：「睢陽食

盡，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兩個

羅字，一指捕鳥的工

具（網），一指張網捕

雀，可說用的都是本

義，與現在姓氏的羅以

及羅扇、羅衣、綾羅的

羅意義差別也很大。

與字的本義相關

連的，還有古本字的問

題。由於字義的演變、

分化，字的偏旁有所

增加或改易，通用於

今日，但在古書裡卻

往往仍保留著它原來

的字形。像要——腰，

縣——懸，禽——擒，

獸——狩，莫——暮，

等等，都屬於古今字。

鑒於古書中多用本字本義，我們

閱讀時若遇到不能用現在通行的意義去

解釋的字，就要考察它的本義究竟是什

麼了。這就要運用六書理論進行分析，

看看它究竟是象形字、指事字還是會意

字或形聲字。考察的辦法是查閱《說文

解字》等工具書。《說文解字》是東漢

時許慎編著的中國第一部系統分析中文

字形體結構的字典，對我們瞭解本字本

義很有用。這部書在解釋字義方面雖然

有不少錯誤，但畢竟只占極少數，總體

看來，絕大部分還是正確的。如覺《說

文解字》的解釋不夠詳盡，還可參考段

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這部書是研究

《說文解字》的權威著作，直到目前為

唐代名將張巡像，其死守睢陽的

事蹟千古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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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絕大多數注釋仍然是正確的，是本十分重要的工具書。

那麼，是否弄清了文字的本義或本字就能讀懂所有古書了呢？那也不見得。因

為文字除了其造字時的本義外，在實際使用中又常有引申、假借，一字多義的現象

十分突出。這造字與用字的矛盾，給我們閱讀古書造成很多困難。

例如之乎者也的之字，古書中觸目皆是，論其本義，當是前往的意思，《說

文解字》的解釋有誤。《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

子」，《漢書．王褒傳》「皆之太子宮」等即其例。但古書中「之」用其本義的畢

竟是少數，大量的之字用為結構助詞、代名詞、指示形容詞，還可作語助詞，置於

句首句中或句末，並無具體的意義。有時在同一段文章裡，出現幾個之字，但意義

不同，便須注意分辨。

如著名的《莊子．逍遙遊》裡的一段話：「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

槍榆枋而，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而

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笑之」的「之」，是代詞，指鯤鵬；「之九萬里」的「之」，是動詞，義同

「到」；「之二蟲」的「之」則是指示形容詞，義同「這」。三個「之」字三種用

法，絕不能混淆。

又如「休」字，從人木會意，像人倚樹而息之形，本義當為休息，停止，如

《漢書．郊祀志上》「秦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如《詩．

周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思」。休又引申為休美，像《書．武成》「俟天

休命」，《易．大有》「順天休命」，《詩．大雅．江漢》「對揚王休」諸例的

「休」即有美好之意。又由美好之義引申為歡喜之喜，如《國語．周語下》「其心

休休焉」，《書．呂刑》「雖休勿休」的「休」便是。「休」又有禁止、不要等

義，如杜甫《諸將》詩「休道秦關二百重」，李商隱《寄令狐郎中》詩「休問梁園

舊賓客」，「休」字便與本義相去甚遠了。

這種一字多義現象在古典文學作品特別是

詩、詞、曲中是大量存在的，閱讀時須注意分

辨，遇有疑難不決的，除查《辭源》、《辭海》

等書外，還可查閱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彙釋》。

與一字多義緊密相關的，還有「通假」的問

題。古人著書立說，遣字造句，一般都很嚴謹，

莊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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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時又不太嚴格，常可通融。在用字方面，有時忘記了某個字的寫法，就用聲音

相同或相近的字，或用聲旁相同的字來代替一下。嚴格說起來，這也是寫別字，現

在一般算作通假字，與「本無其字，依聲托事」的假借字稍稍有別。

閱讀古書，遇到讀不懂，實在無法按字面意義解釋的字，就得考慮它可能是通

假字，應該讀作另外一個字。

如《鶡冠子．學問》：「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其中

的「壺」便應讀作瓠（ㄏㄨˋ），也就是葫蘆瓜。這是說在河中心失足落水，平

時不值錢的葫蘆成了救命之物，價值千金，十分寶貴。如拘泥於「一壺」的字面意

義，當然莫名其妙。

而《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斡棄周鼎兮寶康瓠」句的瓠，又必須讀作壺，康

瓠即已經破裂的空瓦壺。可見壺、瓠兩字本義雖有別，只因聲音相同而可通用。有

時一段文字裡同一個字兼具本字和通假字兩種性質，稍不注意，便易弄錯。

例如《大戴禮記．帝系篇》裡有這麼一段話：「黃帝居軒轅之邱，娶於西陵氏

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昌意娶於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

產顓頊。」

這裡一共用了四個氏字，但意思並不一樣。「西陵氏」、「蜀山氏」的氏，是

姓氏的氏，而「氏產」的氏卻是「是」的通假字。

《漢書．地理志》：「非子至玄孫，氏為莊公。」為師古注：「氏與是同，古

通用字。」如不加分辨，把「氏產」的氏混同於姓氏的氏，勢必以「嫘祖氏」「昌

濮氏」連讀，那就錯了。

古書歷經傳抄，總有訛誤錯漏，這也是造成閱讀困難的因素之一。先秦古籍，

本來都是用古文字寫的，後來改用隸書抄寫，有些形似的字便不免抄錯，如此以

訛傳訛，傳到今日，給讀者增添不少困

難。但這類錯字，一般讀者不易發現，

往往要經過深入研究才能作出判斷。

如《論語．鄉黨》中有一段話：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

作。」

《史記》作者司馬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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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以來箋注家所作的解釋都牽強

附會，有的學者懷疑有缺文，有的又臆

測前後有錯誤。關鍵在於無法圓滿解釋

「色」、「嗅」二字。

其實，根據中國古文學家商承祚的

研究，色是危的錯字，嗅是嘎的錯字。

因為古文危與色、嘎與嗅在形體上大同

小異，由於簡冊的不斷舒卷，簡與簡之

間彼此摩擦，致令某些筆畫模糊，傳抄

者一時粗心大意，就造成了筆誤。弄清

了色、嗅二字危、嘎二字之誤，這段文

字就容易理解了。

文字的辨析包括許多方面，以上

所述，只是其中與閱讀古書關係較大的

幾點。在文字方面作了這些努力之後，

「文字關」應算基本功課，閱讀古書的

能力自然會有較大的提高。閱讀能力提

高，又能反過來增強辨析文字的能力。

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都要在實踐中不斷的提高。

國學大師王國維曾說，六藝之中，《詩經》、《尚書》最難讀，他讀《尚書》

約有一半不能解，讀《詩經》有十之一二不能解。這恐怕是真話。讀古書之難，也

由此可見。王國維尚且如此，我們「不能解」的部分就多得多了。這就得不斷地學

習、摸索、研究，以求逐步減少「不能解」的部分，增加能解的部分。

《論語》是一本記錄孔子言行的經典

《詩經》是中國最古老的詩歌集，圖為《詩經．小雅．鹿鳴之什》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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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避諱就是在語言交際中躲開那

些忌諱的字眼。然而，躲字並不像躲開

人那麼簡單。因為人們既要躲開那些忌

諱的字眼，卻又不能影響語言交際，讓

人不知所云。有時還需要在避諱語中傳

達出說話者喜怒哀樂、褒揚貶斥的種種

情感，表現出含蓄文雅、生動有趣的交

際效果。因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避

讀可以說是一種運用語言文字的藝術。

人的名字本來只是一種符號，就像

地有南京、北京之名，街有新巷、舊巷

之稱，人有張三、李四之名一樣，不過

是一種語言的代碼而已。

但是，古人卻認為名字並非一般的

符號，而是具有某種超人力量的符號。

他們認為，人的靈魂就附

在人的名字上。自己的名

字讓別人知道了，那便無

異於把自己的靈魂拱手交

給惡人隨便處置。明清小

說裡常見的一種害人法術

是：縛一個稻草人，上面

貼著仇家的名字，對著它詛咒，再對它

射箭，仇人自然會病發身亡。中國廣西

隆林的某些農村、山區，大年初一只准

人們互稱為「魚」，不准互叫名字。所

有這些，便是原始人「名魂相關」迷信

習俗的遺留。

中國進入封建社會之後，人的名

字在原有的迷信觀念基礎上，又被添上

了一層政治的禮教的色彩。一方面，朝

廷、禮書對帝王之名、聖人之名、父祖

之名作了種種避諱規定；另一方面，在

封建禮教薰陶下的人們，又有自己的封

建人生觀，在人的名字上動手動腳，花

樣翻新。

圖為藍廷珍之珍字因與雍正名

（禛）同音而自請避諱之上書

中文字和避諱

正是由於中文字的獨特性，再加上中國人的獨特文化心理作祟，

形成了中國古人無處不在的避諱，

把本來可以簡單的生活搞得險象環生，處處陷阱，弄得人心情緊張，

現代避諱文化的式微，正代表了社會和文化的進步。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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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使得人的名字更加具有神

秘和恐怖的力量。下面就讓我們來看一

看五花八門的人名避諱。

▎從老莊到老「嚴」——國諱	‧

在封建社會的人名避諱中，國諱是

最神聖的一種。所謂國諱，主要是避皇

帝本人及其父祖之名。有的朝代，進而

諱及皇帝的字型大小、皇后及其父祖的

名和字、皇帝的陵名、皇帝的生肖、皇

帝的姓以及國朝的名稱等等。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皇帝自認為

或被認為其地位是至高無上的。「溥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因此，國諱就有如老虎屁股，是

碰不得的。人們不僅遇到皇帝、帝后及

其父祖名字時要迴避更改，而且遇到與

其名字相同的人名、事物名時，也統統

得迴避更改。

於是乎為了避國諱，有改地名的，

如秦代避秦始皇父親子楚的名，改楚為

荊。有改人名的，如東晉人為避晉文帝

司馬昭諱，硬把漢代的王昭君改名為王

明君，把漢人製作的《昭君》曲改為

《明君》曲。有改人姓的，如漢明帝名

劉莊，東漢人便把莊周改為嚴周，稱

「老莊之術」為「老嚴之術」。有改物

名的，如山藥本名薯蕷，因宋英宗叫趙

曙，而「薯」與「曙」同音，結果，薯

蕷被改稱山藥。有改干支名的，如唐高

祖的父親名音丙，唐人遇到甲乙丙丁的

宋宫素然《明妃出塞圖》

中文字和避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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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多改為「景」。有改書名的，如晉朝

簡文鄭太后名叫阿春，所以《晉書．後妃

傳》引《春秋》全寫成《陽秋》。有改山

水名的，如康熙皇帝名叫玄燁，於是在清

一代，南京的玄武湖一律被寫成元武湖。

有改官名的，如唐太宗名世民，因而改民

部尚書為戶部尚書。有改菩薩名的，如唐

避太宗李世民諱，稱觀世音菩薩為觀音菩

薩。有改常用語的，如《新唐書．五行志》

「皇極庶證」的證，即徵字，宋人因避仁

宗之名而改。古代因避國諱所改文字真是

數不勝數。

由於封建君主專制政治，這種神聖的

國諱，具有法的性質。早在漢代，觸犯國

諱就已經被看成是一種犯罪行為。據《漢

書．宣帝紀》記載，漢宣帝曾在元康二年

下詔：「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

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儘管漢宣帝對百姓避國諱之苦多少還有些體

諒，換了一個「難知而易諱」（即冷僻少見容易避諱）的詢字為名，且對百姓以前

的觸諱能夠「憐之」、「赦之」，但視國諱為犯罪行為的觀念仍是深深地植根於他

的腦海中。

宋代以後，國諱作為法律變得越來越嚴厲。一方面，是朝廷規定的避諱字愈

演愈繁。如宋人洪邁的《容齋三筆》卷十一在談到宋代帝王的廟諱（即帝王父祖名

諱）時說：「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讀

書人必須把這五十字牢牢記住，一旦在文章中出現這些字，乃至音近、形似的字，

就一輩子做不成官了。另一方面，封建帝王大權在握，為了面子尊貴，常常對犯國

諱之事施以極刑。

乾隆年間，江西舉人王錫侯曾作《字貫》一書，書寫康熙、雍正、乾隆的名

字時沒有避諱。乾隆皇帝怒不可遏，詔書說，這事讓人「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

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於是不僅殺了王錫侯，且連帶殺了不少被認為

與此事有牽連的人。這種因犯名諱而一次殺戮多人的舉動，才真正是「從來未有之

事」。

乾隆老年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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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詩中無「閑」字——

  家諱	‧‧‧‧‧‧‧‧‧‧‧

今天的人，誰也不會一聽到別人說

與父親名字相同的字就痛哭流涕，但在

中國古代，這種事情卻屢見不鮮。

晉代有一個叫王忱的人，一次去看

望桓玄。桓玄設酒招待他。王忱剛吃過

一種叫五石散的藥，不能吃冷東西，就

說：「請溫酒。」桓玄聽到這幾個字，

竟痛哭不已，只因為他去世的父親名叫

桓溫。

南朝殷均，為永興公主處做事，公

主不怎麼喜歡他。每次召他進來都讓在

座的人寫他父親的名，殷均則每次都放

聲大哭，掩面而退。此外，南北朝時梁

的謝舉、宋的趙葵、北宋時的趙南仲等

等，也都是聞父名必哭之人。

今天的人，也都不會因某種食物、

某種器物、某種職稱的名稱與父親的名

字相同，就不去吃它、不去用它、不去

就任它。而在古代中國，它與聞父名必

哭一樣，也同樣是時有發生的事。如南

朝范曄，因為父親名泰，便推辭太子詹

事這一官職（「太」與「泰」同音）。

唐朝李賀因為父親名晉，便終身不參加

進士考試（「晉」與「進」同音）。袁

德師因父親名高，便不吃糕這種食物

（「高」與「糕」同音）。劉溫叟因

父親名岳，便終身不聽音樂（「岳」與

「樂」同音），並不到嵩山、華山遊玩

（嵩山、華山，都在五岳之列）。徐積

父因父親名石，平生不用石器，不踩石

頭，遇到石橋，便讓人背著他跑過去。

北宋呂希純因父親名公著，便不做著作

郎（宋代職官）。

為什麼古人聽到與父親名字相同

的字就哭？碰到其名稱與父親名字相同

（包括音同）的食物、器物、官職就不

吃、不用、不當，這都是起因於古代的

家諱。

所謂家諱，就是在日常言談或行文

用字時，要求迴避父祖以及所有長輩的

名字。中國人的尊宗敬祖觀念是根深蒂

固的，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家族世世代代

不斷延續，從而滿足一種永生不滅的願

望，並希望自己的家族出類拔萃，從而

滿足一種家族的自豪感。在封建宗法制

度的薰陶下，父祖被視為宗族或家族血

范曄是《後漢書》的作者，與《史記》、《漢

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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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象徵，因而人們將

父祖奉若神明。這種強

烈的尊宗敬祖觀念，滲

透在中國人的各種習俗

裡。

在日常的人際交

往中，人們總喜歡打聽

對方父母的職業、身分

和地位。父母身分地

位高、名聲好，別人感

到羡慕，自己也感到自

豪；父母的身分地位

低，名聲不好，便會被人瞧不起，而自

己也往往會蒙上一層自卑感。在日常糾

紛中，人與人相罵，往往不限於攻擊對

方本人，而且還要傷及對方的父母和祖

宗。而人們同時對那些辱及祖宗父母的

詈詞也恨之入骨。古人的避家諱，也同

樣是尊宗敬祖觀念的反映。由於家諱體

現了封建倫理道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還得到封建禮法的承認。

由於家諱沒有國諱那樣神聖，人

們的避家諱，只是在言語、著作當中，

臨時避免用與父祖名相同的字。如司馬

遷，父名談，在他所寫的《史記》中，

改張孟談為張孟同，改趙談為趙同。李

為，祖父名楚今，於是寫文章時都用茲

字來代替今字。杜甫，父名閑，所以杜

甫的詩中沒有一個閑字。蘇東坡，父名

序，他為人作序便改用敘字。

一般來說，家諱只是親屬內部的

事，不會因避諱而去改變地名、物名、

官名等等固有的名稱，

偶爾有個別人斗膽這樣

做，那也是自恃有權有

勢。如阮葵生《茶餘

客話》卷十二所說：

「《梁書》：『張稷，

字公喬，父名永，稷為

新興、永寧二郡太守。

郡犯私諱，遂改永寧為

長寧。』以人臣私諱

（即家諱）而改郡名，

古今未有二也。」

中國的古書上有著入場多避人家

諱的禮教。《後漢書．馬援傳》馬援戒

兄子書說：「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淮南

子．齊俗訓》說：「入其國者促其俗，

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迕逆

而進。」明葉子奇《草木子》雜制篇

說：「及入人家，皆先問其祖父諱，然

後接談，冀無犯諱。」歷史上也曾有過

一些避人家諱的楷模。如《南史．王僧

儒傳》說：晉賈弼撰姓氏簿狀，太保王

宏好其書，「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

諱」。

然而，時久人多，要做到在任何時

候，都不犯任何與己交往的人的家諱，

畢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像王宏這

樣能極盡心思鑽研別人家譜，而「日對

千客，不犯一人之諱」的人畢竟是少

數。古時人們對別人家諱的尊重，能夠

嚴格實行的往往只限於直接稱呼對方父

杜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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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的時候，如稱台大人、尊大人。或

者在「及入人家，先問父祖諱，然後接

談」的短暫交談過程中，儘量使不出現

與對方父祖名相同的字眼。至於其他時

候，人們的避人家諱是不太嚴格、也難

以做到嚴格的。人們有時會對某些人的

家諱避得特別嚴格，這時往往是因為對

方是有地位的人。

某人直接受到另一人的控制，特別

是當此人是自己的頂頭上司時，常常需

要十分謹慎地敬避其家諱，以免得罪於

他，而給自己小鞋穿。《北齊書．杜弼

傳》記載，東魏時，權臣高歡（後來的

北齊高祖），父親名樹生。一次他的下

屬官員辛子炎來問事，由於口音不準，

把「暑」讀成了「樹」（暑與樹只是聲

調上的差別），高歡大怒說：「你這個

小人，竟不知避別人家諱。」便用木

棍打他。杜弼在一旁看不過眼，上前勸

道：「按照禮，二名不偏諱（即如果人

名有兩個字，只涉及到其中一字不算犯

諱），子炎的罪過可以寬恕吧！」高歡

竟又轉過來大罵杜弼：「明明看到人家

正在氣頭上，還在這裡牽經引禮，你給

我出去！」這件事說明，為人臣者，如

果怕得罪其主，不但要為他避家諱，而

且還必須儘量地避得寬一些。

對有名望的人，人們也常常會小心

翼翼地回避其父祖名。《茶餘客話》卷

十二記載，鄂西林相公父名拜，他和他

的子孫寫書信名貼，只用「頓首」，不

寫拜字。由於他在本地名望很高。附近

北齊車馬人物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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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交往的朋友，在寫書信名時，也都不用拜字。

《北史》記載，熊安生初次見到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當時的社會名流），因

徐父名雄，和父名安，所以自稱為「觸觸生」。意思是自己姓名的頭二兩字觸犯兩

位貴人的家諱。

有時，朝廷也會為臣下避家諱而不惜改文換字。如宋人周密的《齊東野語》卷

四記載：「後唐郭崇韜父名弘，以弘文館為崇文館。建隆間慕容彥釗、吳廷祚皆拜

使相，而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朝廷改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二品。紹興中沈守約、

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為提領書局。此則朝廷為臣下避家諱也。

這種朝廷為臣下避家諱之事，歸根究底，也還是因為這些臣下有一定的身分地

位（位居丞相）。皇帝深知，失去丞相的擁戴，畢竟會給自己造成麻煩，將機構或

官職的名稱改動一下不費什麼事，卻可贏得丞相（有時，是兩位或三位）的耿耿忠

心。

正因為在封建社會中，除了有權有勢的統治者外，一般是無法強制讓別人迴避

自己的家諱的。所以，上文提到的桓玄等人，聽到別人使用與自己父親名字相同的

字，只能以哭示孝。例如范曄等人，遇到其名稱與自己父祖名相同的某種食物、器

物、職稱，就不吃、不用、不當，也因自己沒有權力去改變它們的名稱而讓大家去

遵守，只能用這種消極的辦法自避家諱。

▎邱姓的耳朵——聖諱	‧‧‧‧‧‧‧‧‧‧‧‧‧‧‧‧‧‧‧‧‧

封建社會中，又有為聖人避諱之事。這在封建時代

稱為聖諱，聖諱既有朝廷規定的聖人諱，也有人們自發

的聖賢避諱。

有關朝廷所規定的聖人諱，如宋代為避孔丘名諱，

大觀四年規定「以瑕丘縣為瑕縣，龔丘縣為龔縣」。

為避老子名諱，政和八年又規定：「太上混元上德皇

帝（即老子，這裡被尊為皇帝）名耳，字伯陽，及諡

聃。見今士庶，多以此為名字，甚為瀆侮，自今並為

禁止。」金代明昌三年規定：「詔周公孔子名俱令回

唐吳道子《先師孔子行教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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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泰和五年又規

定：「如進士名有孔子

諱者避之，著為令。」

清雍正時也規定「孔孟

之名必須回避」。統治

者如此推崇「聖人」，

把他們抬到如此嚇人的

位置，無非是想借助其

學說來加強對人民的統

治。

在所有聖人當中，

其名諱避得最廣泛，且

避時最久的，要算鼎鼎

大名的孔丘了。從宋代一直到清代，從

皇親國戚到平民百姓，從目視的書面語

到耳聽的口語，遇到這個丘字，人們都

紛紛躲避。不僅寫起來要缺一筆，或者

寫作「某」，或者用朱筆圈之，而且讀

起來還要成「區」，或者讀作「休」。

最不幸的，則是姓丘的同胞們。到

了清朝，雍正皇帝為了避孔子名諱，下

令丘姓必須加一個耳朵寫作「邱」，這

個耳朵便一直掛了數百年。

隨著「邱」字的通行，又在清代引

出一個析字斷案的故事：

一天，某縣縣官正在大堂上辦公，

從外邊進來兩個人打官司。這兩個人一

個姓王，一個姓邱。姓王的說：十年前

他買了姓邱的兩間廂房。因為那時姓邱

的女孩多，暫時借住他買的那兩間廂

房。現在姓邱的女孩都長大出嫁了，姓

王的要把買的廂房收回來自己住。但是

姓邱的不承認自己賣過

房子。縣官問：「有沒

有證人？」王答：「證

人死了。」縣官再問：

「有沒有證據？」於是

王拿出買房的證明。證

明前邊寫著邱家賣房的

原因，後邊寫著邱某

某、王某某和證人的

簽名。最後寫著寫證明

的時間是「康熙五十五

年。」縣官知道康熙是

雍正皇帝父親的年號，

又看了看帶耳朵旁的「邱」字，就說，

這個證明是假的，房子應該是邱家的。

這個縣官這樣斷案的根據，自然就

是那個有旁「邱」字的使用時間上的漏

洞。

直到五四運動以後，在「打倒孔

家店」的呼喊聲中，一些姓邱的文人學

者，才憤憤不平地把這個耳朵去掉，重

新姓「丘」。

以上是朝廷所規定的聖人諱。有關

民間自發的為聖賢避諱，《齊東野語．

避諱》「後人避前賢名」一欄與清人周

廣業的《經史避名彙考》述之最詳。如

宋人鄭敬仰前代詩聖孟浩然，經過郢州

浩然亭時，感慨地說：「對賢者怎麼能

夠直呼其名呢？」

於是把浩然亭改為孟亭。

宋時的任昉村、任昉寺因任昉來此

一遊而得名。任昉的崇拜者虞藩任當地

清代孔子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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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的時候，覺得這樣的村名、寺名對賢者不夠尊重，便把它們分別改為任公村、

任公寺。這種自發的聖賢避名諱，不過是在名諱盛行的封建時代，一些文人雅士的

湊熱鬧罷了。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官諱	 ‧‧‧‧‧‧‧‧‧‧‧‧‧

在中國封建社會，不但要為皇帝諱，為父祖諱，

為聖人諱，某人官做大了，也要為他避諱。

這種「官諱」在封建禮法上並沒有明文規定，

而只是當官的人憑藉權勢讓人避諱。它有以下兩種情

況：

一是一些官僚自恃權勢，私下規定某一範圍的人

避他的名諱，這在封建社會，被稱為「自諱其名」。

「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句為人所熟

悉的俗諺，便來自一個自諱其名的可笑故事。它說的

是宋代有個知州，姓田名登。他下令當地所有的百姓

都要把「燈」說成「火」，不准說「點燈」，而要說

「點火」。上元節放燈，允許百姓到州城遊覽觀賞。在州官書寫的布告上，有這麼

一句：「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放燈」也變成了「放火」。於是，群眾就編出這

兩句話來諷刺田登，並流傳至今。

另有一位老兄姓趙名宗漢，他把「漢」字視為已有，規定下屬及家人遇到其

他地方的「漢」字，都要用「兵士」代替。一天，他的老婆去拜羅漢，他的兒子正

在跟延聘教師學習《漢書》，僕人向他稟報時說：「夫人請和尚來家供奉十八羅兵

士，公子請教習，在教《兵士書》。」此事也成了千古笑談。

「官諱」的另一種情況是，有時上級長官或有權有勢的人並沒有明說，但一些

下級官員或身分低微的人卻敬畏他們的權勢，主動地拍馬阿諛，避其名諱。有關這

種情況，歷史上也曾有過一些流傳甚廣的笑談。如蔡京任宰相的時候，權勢極甚，

眾位官員紛紛避其名諱。尤其是蔡京門下一位名叫蔡昂的人，避得更加謹慎。他不

僅自己避，還讓家中的人一同敬避。且約法三章，如有犯諱的，就要用棍子抽打。

一天，蔡昂在家中自己說話不小心，觸犯了京字，家人提醒他，他便舉起手來自己

打自己的嘴巴，拍馬可謂拍到了極點。

封建官諱是權勢的產物，它體現的是封建社會中的等級觀念。由於它的核心是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斷代

史，圖為唐顏師古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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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權勢壓人」，所以，觸犯了官諱，

有時也會受到處罰。阮葵生《茶餘客

話》卷十二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宋代

的楊萬里任監司（即監察州縣的行政長

官），一次出巡監察某州。州府歌妓為

他唱《賀新郎》詞，其中有「萬里雲帆

何日到」一句。楊萬里聽到後馬上插話

說：「萬里昨日到。」這使當地太守感

到很狼狽，便下令將這位歌妓關了起

來。

然而，官諱畢竟不同於國諱。一來

它並沒有得到禮法的承認。正如《齊東

野語》卷四所說：「諂者獻佞以為忠，

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二來朝廷或地方官員的權威畢竟有

限，不似皇帝那樣至高無上。所以，國

諱的老虎屁股摸不得，但「忌諱繁名實

亂」的官諱小老虎屁股還是可以摸它一

摸的，尤其是碰上一些不畏權勢，敢於

犯上的人。

《齊東野語》卷四「避諱」一節

記載，宋朝宣和年間，有一人名叫徐申

幹，任常州知府，自諱其名。

州屬某邑的一位縣宰一日來

稟報，說某事已經三次申報州

府，未見施行。因為這話裡面

出現了一個申字，於是徐申幹

暴跳如雷，大聲喝斥說：「作

為縣宰，你難道不知道上級知

州的名字嗎？是不是想故意侮辱我？」

誰知這位縣宰是一位不怕壓的人，他馬

上大聲回答說：

「如果這事申報州府而不予答復，

我再申報監司。如仍不見批復，我再申

報戶部、申報尚書台、申報中書省。申

來申去，直到身死，我才罷休。」他不

管犯不犯諱，雄赳赳地說了一連串的申

字，然後揚長而去。最後，這位知州當

然是氣得不得了，但也無法定他的罪。

馮夢龍《古今譚概．談資部》又收

錄了這樣一個故事：

明代李空同任江西提學副使期間，

恰好有一位讀書人與他同名同姓。李空

同把他找來，問他說：「你沒聽說我的

名字嗎？怎敢冒犯？」這位讀書人回答

說：「名字由父親所定，不敢更改。」

李空同想了很久，見他說得有理，只好

說，「我出一副上聯，如果你能對出

下聯，還可以寬恕。」這副上聯是：

「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

如。」字面意思是兩人雖都叫相如，但

馮夢龍最有名的小說是「三言」，圖

為三言之一的《醒世恒言》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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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並不一樣。實際上是借此諷刺與他同名

同姓的讀書人。但這個讀書人的才學卻是十

分了得，他只是稍微考慮一下，立刻對出下

聯：「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

忌。」他借魏無忌、長孫無忌兩名字都叫無

忌，指出同名同姓用不著忌諱，對得十分巧

妙。李空同只有苦笑一聲，讓他離去。

▎再無人取名的「檜」字——

  惡人諱	‧‧‧‧‧‧‧‧‧‧

以上所說都是為尊者諱名。在中國，也

有避貶者名諱之事。這種避諱，與魂名相連

觀念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繫。既然人們把人名

視為本人的象徵，很自然，就像人們討厭惡

人一樣，人們也討厭看到他們的名字。

古代的避惡人名，有時是君臣、官民

同仇敵愾而共避之。如明太祖顧忌元朝捲土

重來，把「元來」一詞改為「原來」。而民

間百姓也討厭元朝。《野獲編補遺》卷一記

載：「明初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

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民間追恨元人，不

欲書其國號也。」

唐肅宗討厭安祿山，據《新唐書》，當

時的郡縣名凡有安字者十之八九都被改換。

如安定郡改為保定，安化郡改為順化，安靜

縣改為保靜，同安縣改為桐城，寶安縣改為

東莞等等。而當時的安抱玉也恥與安祿山同

姓，要求改姓，朝廷便賜姓李。

隋大業四年，由於討厭胡人，煬帝下令

將胡瓜改為黃瓜，民間深受胡人騷擾之苦，

於是也紛紛回應，黃瓜一名便流傳至今。 宋徽宗書法《小楷千字文》

隋煬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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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避惡名，有時則是出於君叫臣避，臣不得不避的無奈心理。如宋代官

員朱諤原本叫朱紱。但宋徽宗崇寧二年時，徽宗下令臣僚姓名有與奸黨（即元祐黨

人）相同的，統統得改。黨人裡面有人也有紱字，於是朱紱便改名為朱諤。

有時則是臣民自發地避惡名。如秦檜死後，據說天下再沒有人叫「檜」的了，

有誰願挨世人的唾棄呢？也有邀功討好，迎合君主的厭惡心理而避惡名的。如《宋

史．王子融傳》記載，王子融本名為皞，字子融，後西夏李元昊建國反宋，王子融

便改把字當作名字。（皞與昊同音）

除了避「公惡」的人名，也有避「私惡」的名諱。《古今譚概．專愚部》引

《遇仙別記》說，遇公平素很討厭和尚，假如在路上見到和尚的話，他一定要用

清水來洗「乾淨」眼睛，如果是道路狹窄而來不及閃避，使自己的肩膀手腳碰到了

和尚，他又一定要把衣服脫下來洗幹淨，七天以後再穿。他口裡也從不說僧字。一

天，有人送給他一把扇子，上面寫有「竹院逢僧」一句，他像抓住一團炭火一樣，

立刻把扇子丟還給人家，口中說道：「此扇還是留給那晦氣君自個兒享受吧！」所

謂晦氣君，也就是他代替僧字的避諱語。

▎筆畫或字體變動	‧‧‧‧‧‧‧‧‧‧‧‧‧‧‧‧‧‧‧‧‧‧‧

文字書寫，本是一件極為平常的事。但是，在我們中國，書寫上的筆畫變動或

字體變動，卻可以作為一種避諱的手段，並把書寫者的褒貶情感孕育其中。

在中國封建社會，臣民不得直書所尊者之名，而且連尊者之名所使用的文字也

不能再使用，凡是遇到相同的文字，必須迴避更

改。這種回避更改，有一種很常見的手法，就是

書寫缺筆。

它起於唐代，盛於宋代，傳至明清。如唐

太宗名世民，世少寫最下面的一橫；宋太祖名匡

胤，匡也不寫下面的一橫，直到清朝結束以後，

清朝的遺老們刻書，對溥儀的名字也少寫一筆。

這種書寫缺筆，一般是省去該字的最後一筆或兩

筆。書寫缺筆之初，還很難說它帶有褒的色彩。

但在以後，當它成為一種定式，即只能用於封建

帝王（或聖人）之名諱的時候，無疑使它披上了

一層神聖的面紗。 明世宗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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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又有用朱筆書寫尊者名字之

事。《至正直記》卷三說：「丘字，聖

人（即孔丘）諱也，子孫讀經史，凡雲

孔丘者，則讀作某，以朱筆圈之。」這

種用朱筆書寫以避名諱的情況，則更明

顯的帶有褒的色彩。眾所周知，朱筆在

中國，被視為神聖、權威的象徵。不

僅政府文件標題用朱筆框之，上級批

覆文件用朱筆圈之，政府布告上的「此

布」、「謹此」等警語用朱筆寫之，而

且政府文件的封緘也用朱印蓋之。

避所尊者之名，可用書寫缺筆等

方式來表達敬畏心理，對貶者之名也可

用書寫本身來一洩其憤。如明世宗晚年

對外族的騷擾很是頭痛，特別討厭看到

夷、狄兩字。在詔書旨令中，不得不寫

這兩字時，便把它寫得小小的，以顯示

自己的憎惡之情。

▎改字法	‧‧‧‧‧‧‧‧‧‧

漢語是中國人民的主要交際工具。

由於中文字是點畫結構的方塊字，它屬

於表意文字體系，同音字又極多。所

以，中國人能夠十分方便地通過種種改

字手法以達到避諱目的。這些改字法，

主要有四項：

1.改用形近字。

唐封演寫的《封氏聞見記》記載

這樣一件事情：兼御史大夫韋倫一次奉

命出使吐蕃（即今日西藏），隨員中有

位名叫苟會的判官。走了一段路之後，

有人對韋倫說：「吐蕃諱狗，您帶著一

個苟判官，怎麼去與吐蕃建立友好關係

呢？」（「苟」與「狗」同音）。韋倫

來不及換人，只好讓苟會改姓荀。這裡

把苟改為荀，便是用了一個形近字。

明人馮夢龍的《古今譚概．迂腐

部》有這樣一則故事：他的友人華濟之

曾告訴他，他們那個郡的郡守忌諱特別

厲害。剛上任時，有一個叫丁長孺的來

謁賀，因丁有「丁憂」之意（父母喪事

叫丁憂），郡守擔心沾上晦氣，再三拒

絕見他。門房僕役只好把姓丁改說成姓

千，再次通報，郡守才欣然接見。這裡

把「丁」改為「千」也是利用了一個形

近字。

唐太宗手書《溫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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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用同義字。

這種改字法常見於名諱，如前面提到的漢

明帝劉莊，臣民為了避諱將「莊」字改為「嚴」

字，便是借用莊、嚴意思相近。唐太宗名叫李世

民，唐代人就用「代」字來替換舊書中的「世」

字。它還屢見於事諱，如舊時北方人磨麵不能說

「完了」，改說「得了」；南方的一些船民因

「盛」與「沈」同音，認為不吉利，於是忌說

「盛飯」，而說「裝飯」、「添飯」。

3.改用同音字。

前面提到明太祖將「元來」改為「原來」，

便是借用同音字。另外宋朝章憲太后劉娥，其父

名通，於是便把通州（地名）改為同州。也是利

用同音字來替換。

4.另造他字。

如唐睿宗名旦，便下令將其他行文用字中的「旦」字改寫作「𣅂」，以「旦」

為偏旁的一些字，如但、坦、怛等也一併改掉，今天所用的「罪」字，古字為

「辠」，秦始皇看到它很像「皇」字，於是下令改寫作「罪」。秦始皇之前，雖然

漢語中已有「罪」字，但這個字原本的意思是「捕魚竹網」。而被秦始皇改為法網

罩住歹徒之意，這也有重新構字的問題。

▎使用「曲語」	‧‧‧‧‧‧‧‧‧‧‧‧‧‧‧‧‧‧‧‧‧‧‧‧‧

如果說書寫缺筆，各種改字的避諱手法是比較鮮明的語言手段的話，那麼，

古人稱為「曲語」，今人稱之為「委婉詞語」的避諱方式，則是迂迴曲折，含蓄隱

晦，讓人回味無窮的語言手段。

中國民間流傳著一個「巧媳婦」的故事：它說的是從前有個人叫王九，他有個

聰明乖巧的兒媳婦。一天，王九的兩個朋友張九和李九，一個提著一壺酒，一個拿

著一把韭菜，來請王九去喝酒。偏巧王九不在家，只好請王九的兒媳代為轉答。王

九回來後，兒媳對他說：「張三三，李四五，一個提著連盅數，一個拿著馬蓮菜，

唐睿宗《景龍觀鐘銘》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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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請公公赴宴席。」一段似詩非詩的妙

語，各種變換紛呈的手法，巧妙地把與公

公名字（九）同音的字一一作了改變，它

既正確地轉達了意思，又避開了公公的名

諱，還使人得到了一種語言美的享受。

然而，這裡的巧媳婦也只是稍露幾

手。國人避諱時所使用的委婉詞語，其手

法遠遠不只以上這個故事中出現的那些。

現選擇比較常見的幾種，分別敘述如下：

◆ 比喻避諱：李家瑞《北平風俗類

徵》談到，北方人諱言蛋字。稱

「蛋湯」為「木樨湯」。木樨，

即桂花，因「蛋湯之色黃如桂花

也」。所以有此一喻。趙士旺

《寧波商業習俗》說：「顧客買

結婚用品，失手敲碎，忌說碎，

要說『先開花，後結子』。」這

裡的「先開花，後結子」，含有

對「碎碗」這一現象的形象比

喻。

◆ 借代避諱：避諱所用的借代方式

形形色色。有的用避諱事物的狀

態來代稱。稱懷孕為身子不方

便；稱死為永遠閉上了眼睛等。

有的用避諱事物的因果來代稱，如有

時稱人死為「回老家」，因為按照中國的

葬俗，死後必葬家鄉；有的用避諱事物的

所在來代稱，如用「下身」、「下面」來

代稱生殖器。有的用顏色來代稱，如稱雞

血、豬血為雞紅、豬紅。

有時，避諱的借代還層層使用，或者

與比喻方式綜合使用，使避諱更為含蓄。 《水滸傳》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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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們常把死稱為「有個三長兩短」，

所謂「三長兩短」，是借棺材的用料

（三塊長的，兩塊短的，不計棺蓋）來

代稱棺材，進而代稱死。

《水滸傳》二十五回有這樣一句

話：「我笑你只會扯我，卻不咬下他左

邊的來。」這個「左邊的」，在宋元小

說裡，是男陰的避諱語。為什麼要把男

陰稱為「左邊的」？原來，民間流傳著

這樣一個故事，說真武帝腳下有龜蛇二

將，龜在左邊。而龜頭與男陰相似，民

間早已用它來稱說男陰。人們根據這一

民間故事以及當時用龜稱男陰的習語，

創造了這個「左邊的」，它既含有比

喻，也有借代，使得避諱更為含蓄。

◆ 美言避諱：在死的避諱中，古

時有人常常用「山陵崩」、

「千秋之後」、「萬歲之後」

等來專稱帝王的死，現代人則

常常用「壯烈犧牲」、「英勇

就義」來描述烈士之死，這些

避諱詞語都帶有褒揚之情。

有的地方的人稱所尊的虎為「山神

爺」，有的稱所尊的熊為「老爺子」，

有的稱所尊的狐狸為「仙姑」、「花

老太」，有的稱所尊的布穀鳥為「阿

哥」，有的稱所尊的蛇為「柳七爺」，

稱所尊的鼠為「灰八爺」，稱所尊的黃

鼠狼為「黃大爺」。這些避諱詞語都帶

有崇敬之情。

◆ 賤言避諱：即故意用貶低自己

的話來進行避諱。如在死的

避諱中，古人用「填溝壑」、

「蟲出」來稱自己的死，意指

死後隨便扔到山溝了事或死後

不得安葬，以致屍體生出屍蟲

來。在避諱中，古人又常常稱

自己為「小人」、「鄙人」、

「不才」、「不佞」。

◆ 巧言避諱：是用一些精心編造

的言詞來稱說那些自己想得到

而又受到忌諱的東西。它們往

往是一種虛假的表現。

馮夢龍《古今譚概．迂腐部》說

到一些和尚稱酒為「般若湯」（般若，

佛教名詞，意譯為「智慧」）；稱魚為

「水梭龍」；稱雞為「鑽籬菜」。佛家

忌飲酒吃葷，這些偷吃葷腥的僧人，一

面口不言魚肉一面卻用花言巧語來掩飾

自己的行為。

明仇英《聖績圖》，描述孔門弟子為孔子守

喪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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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視重利為恥，往往口不言利。但一些人雖不好意思說出口，心裡還是想

利的，於是便有種種巧言避諱。比如有些人，收到別人的禮物，心裡感到高興，但

嘴上卻要掩飾一下：「你怎麼這麼客氣，真讓我盛情難卻！」

◆ 輕言避諱：是說話者有意降低避諱事物的嚴重程度，以表達自己的某種情感

或減輕對聽話者的刺激。如對於死，古人有時用「病」來婉稱。如《禮記．

檀弓上》：「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哲人其萎，則吾將

安放。夫子殆將病矣！」子貢是孔子的弟子，不忍心說「他的老師將要死

了」，只是用「病矣」。今人的口語有時則用「老了」來稱死。對於病，古

人有時用「偶沾微恙」來輕說，今人有時則用「一點小病」來婉稱。

對於某人的身體缺陷，人們用「腿不太方便」來代替「瘸」、「拐」。對於某

人曾被關進監獄，人們不說「關」，而說「待」。所有這些都是人們避諱時所採取

的「輕言」的語言方式。

◆ 反言避諱：是使用於凶時的避諱。其語言運用特點是：反過來把一些不吉的

詞語改換成相應的吉語。如中國有些地方，把「氣死我」叫做「激生我」；

把「笑死我」說成「笑生我」。又因「書」與「輸」同音，把「通書」稱為

「通勝」；因「空」與「凶」音同，把「空屋招租」說成「吉屋招租」。古

時吳中一帶的漁民因「箸」與「住」同音，於是把箸稱為「快」（筷）；因

「梨」與「離」同時，於是把梨稱為「圓果」。

◆ 拆字避諱：即利用避諱字眼的偏旁，把它拆成幾個字來進行避諱。如古時船

家人若姓陳，因沉與陳同音，忌說陳，改說耳東。

◆ 算術避諱：即是用數字的加減乘除來避諱。如上文所說的巧媳婦，用「張

三三」來避說「張九」，三三得九，用的

是乘法。用「李四五」來避說「李九」，

四加五等於九，用的是加法。

清人沈皞日的《朔記》提到：「燕人諱言

四十五歲。人或問之，不曰『去年四十四歲』，

則曰『明年四十六歲』。」「去年四十四歲」

加上一歲是今年的歲數，用的是加法。「明年

四十六歲」減去一歲也是今年的歲數，用的則是

減法。

◆ 鋪陳避諱：也就是將所忌諱的字眼鋪衍

成一句吉利話。如新年大吉，打碎器皿， 梁武帝蕭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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