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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汉字修辞学是湘南学院为汉语言文学、新闻学等专业高年级
学生开设的富有特色的选修课; 2008 年开始，汉字修辞学又成为面
向全院学生的院选课。该课程以曹石珠教授的汉字修辞研究为理
论基础。为了加强教学，特编写《汉字修辞学教程》。

本书由曹石珠教授担任主编，张时阳副教授、罗映辉副教授担
任副主编。主编拟定了编写提纲，然后组织汉语教研室教学经验
比较丰富的教师分头撰写。书中各章节的编者是:

绪 论 曹石珠
第一章 汉字修辞概述( 上) 曹石珠
第二章 汉字修辞概述( 下) 张时阳
第三章 汉字修辞研究 曹石珠
第四章 汉字修辞方式( 上)
第一节 拆字 罗映辉
第二节 并字 沈桂丽
第三节 减笔 丁健纯
第四节 增笔 邓红华
第五节 合形 邓红华
第五章 汉字修辞方式( 下)
第六节 借形 罗兰英
第七节 联边 罗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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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变形 刘晓红
第九节 倒字 沈桂丽
第六章 汉字修辞研究简史 刘晓红
初稿完成后，主编审阅了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交由编者

修改。修改稿完成后，副主编张时阳副教授、罗映辉副教授根据主
编的要求对部分章节进行了修改。此后，主编再次审阅全书，进行
了统一修改，增删例证，修正观点，锤炼语言，数易其稿，并且定稿。

编撰本书，既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也是湘南学院重点学科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更是深化教学改革、推进课
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可以说，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也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加上编者水平有限，这就难免存在这样或
那样的不足，恳请专家和读者教正。

本书主要参阅了曹石珠教授的汉字修辞学论著。同时也参阅
了其他学者的论著，除了在行文过程中标明书名外，还在书末列入
主要参考文献。本书经湘南学院教材建设委员会批准立项，也得
到了院级重点建设学科的经费资助。在出版过程中，责任编辑华
汉编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
2008 年 12 月 20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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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汉字修辞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

1．汉字修辞学的学科属性
汉字修辞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关于汉字修辞，古代已有论述，

虽非长篇大论，却是吉光片羽，零珠散玉。1932 年，陈望道的《修辞
学发凡》讨论了析字，后来倪宝元主编的《大学修辞》、王希杰的《修
辞学导论》等都扼要地讨论过汉字修辞。20 世纪 90 年代，曹石珠
开始探索汉字修辞，21 世纪初，先后出版《汉字修辞学》《汉字修辞
研究》，系统地阐述了汉字修辞理论。

汉字修辞学是汉语修辞学的一个分支。毫无疑问，汉字修辞
学有它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表达方式，但它又是汉语修辞学的
一部分，是汉语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汉字修辞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汉字修辞学存在的独特价值
在于接受和运用，即运用汉字修辞理论来接受使用汉字修辞的文
本，运用汉字修辞手段进行有效而艺术的表达。可见，应用性是汉
字修辞学的重要属性。

2．汉字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汉字修辞学与非汉字修辞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二者的研究

对象不同。汉字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利用汉字的形体来表情达意
的现象。汉字修辞对汉字形体利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拆分、组合、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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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少、颠倒、变形等。因此，通过汉字形体的拆分、组合、增加、

减少、颠倒和变形等方法来表情达意的现象，都是汉字修辞学的研
究对象。

二、汉字修辞学课的性质、教学任务和教学内容

1．课程性质
汉字修辞学课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新闻学专业高年级的选修

课。汉字修辞学课也可以作为其他专业高年级的选修课。
2．教学任务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理论联

系实际的原则，系统地讲授汉字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注
重基本技能训练，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理解、分析、运用汉字
修辞的实际能力和一定的研究能力，为学生将来更好地从事汉语
言文字工作、语文教学工作及修辞学研究工作提供独特的帮助。

3．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一章、第二章为汉字修辞学的概述部分，系统地讲述汉字修
辞的含义、地位、作用、信息接受和汉字修辞与“六书”、修辞格、形
貌修辞、文字游戏等的关系问题，使学生从不同的方面了解汉字修
辞学的独特个性，了解汉字修辞与“六书”等的关系，形成正确认识
汉字修辞的能力。

第三章为汉字修辞研究，扼要讲述汉字修辞研究的意义和方
法，使学生了解汉字修辞研究的意义，了解汉字修辞研究的方法，

引导学生形成一定的研究能力。非汉语言文学、非新闻专业的学
生，学习汉字修辞学，本章内容可以不讲授。

第四章、第五章为汉字修辞格，讲述 9 种汉字修辞格，使学生
了解 9 种汉字修辞的特点和功能，形成正确辨别和正确运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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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格的能力。
第六章为汉字修辞研究简史，扼要讲述从古至今的汉字修辞

研究史，使学生了解中国各时期汉字修辞研究的特点和不足。本
章内容可以根据课时多少决定是否讲授。

汉字修辞学是汉语言文字所独有的修辞现象，具有浓郁的汉
字文化的特征。认真学习汉字修辞，对于正确认识汉字，对于增强
学生运用汉语言文字的实际能力，作用非常独特。我们应该下工
夫学好汉字修辞学，为更好地传承汉字文化，正确而创造性地使用
汉语言文字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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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字修辞概述( 上)

本章将阐述汉字修辞的含义、地位、作用，以及汉字修辞的原
则、汉字修辞的信息接受等问题，这是关于汉字修辞的基本问题，

也是汉字修辞的重要问题。

第一节 汉字修辞的含义

汉字修辞是一种特殊的修辞现象。那么，什么是汉字修辞呢?

汉字修辞是以汉字的形体为物质形式、以汉字的形体为利用材料、

以汉字的形体为思维工具的修辞现象，是一种非语言要素修辞现
象。要深入理解汉字修辞，必须正确认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汉字修辞是以汉字的形体为物质形式的修辞

我们知道，汉语修辞大多以语音为物质形式，它们可以不依靠

汉字的形体这种物质形式而存在; 而汉字修辞却必须依靠汉字的
形体这种物质形式而存在。

( 1) 一、

当年，你被人打倒，

头朝下，脚朝上，

身上画着“×”号。

为了永世不让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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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踩上多少脚!
于是历史和你一起，
也被颠倒。

二、
一年年，
你逐渐被人扶起，
像一个疲倦的老人，
默默地躺在人民心里，
闭着眼，休息，休息……
其实啊，
你和人民一起，
也在思考，也在忧虑……

三、刘
今天，你挺身屹立，
青春焕发，
扬眉吐气;
是啊，人民早盼望这一天，
因为你岂是一个字?
你象征着———
一种信仰，
一个真理!

《一个字的遭遇》
( 2) 她勇敢地问: “喜欢我吗?”他回答了，但没有声

音，也没有言语。只做了一个吕字。
周立波《山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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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刘桂兰脑袋一晃……这才说道: “咱们识字班有
个人叫我来打听打听，她要打八刀能行不能行?”

周立波《暴风骤雨》
例( 1) 用了倒字。将汉字“刘”颠倒排列成“ ”、“ ”，具有引

人注目的视觉效果，给人以新颖独特的感受; 同时倒排的汉字又成
为一种象征，具有精练简洁、耐人寻味的修辞特征。在这个例证
中，修辞所利用的材料是汉字的形体，即字形，它是将汉字的形体
颠倒来实现其修辞意图的。应该看到，字形不是依靠语音这种物
质形式而存在的，字形本身就是一种通过视觉感知的物质形式。
就是说，在例( 1) 中，汉字修辞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形式是字形。例
( 2) 用了借形，借用汉字“吕”的形体，描写了“接吻”这一动作行
为，形象生动，引人联想。可它既未利用字音，也未利用字义。在
这个例证中，汉字修辞所依赖的也是字形，字形也是例( 2 ) 中的借
形赖以存在的物质形式。例( 3 ) 用了拆字，作者把“分”拆为“八、
刀”两个汉字，在特定的语境中，“打八刀”含蓄曲折地表达了“离
婚”的语意，产生了良好的修辞效果。以拆字所存在的物质形式
看，拆字也是以字形为存在形式的。

说汉字修辞是依靠字形这种物质形式而存在的，是说离开了
字形，把它们转换为语音这种物质形式，汉字修辞将不复存在。它
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倒字等汉字修辞方式，一旦转换成语音这种物质形式，
将丧失汉字修辞方式的资格。如例( 1) 中的倒字，一旦转换成语音
形式，只能读成“liú”，无论怎么读，也读不出颠倒的字形来。就是
说，“ ”、“ ”这种依靠视觉才能感知的颠倒的形体，便在有声语
言中被语音这种物质形式消灭了，“ ”、“ ”在书面语中所形成的
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以及新颖独特的修辞信息，也都消失殆尽，与
不用汉字修辞倒字的其他方式毫无区别。还如变形、合形、联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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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直接减笔、直接增笔等汉字修辞方式，也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二，拆字等汉字修辞方式，虽然可以转换成语音形式，但必
须是在汉字文化背景下的转换; 离开了汉字文化这个背景，也是不
能转换的。如例( 3) 中的“打八刀”，把它转换成“dǎ bā dāo”后，对
于具有汉字文化背景、能用汉字进行思维的接受者来说，他可以通
过联想、想象把“dǎ bā dāo”与相应的汉字联系起来，最终把这种语
音形式还原成汉字“打八刀”，进而理解拆字。例( 3) 也是如此，把
“吕”字转换成“lǚ”这种语音形式之后，对于认识汉字、能用汉字进
行思维的接受者来说，他能通过联想、想象把“lǚ”这种语音形式与
相应的汉字联系起来，把它还原成汉字“吕”，从而理解借形。据观
察，并字以及间接减笔、间接增笔等汉字修辞方式，都具有与拆字、

借形相同的特征。以上分析表明，拆字、借形等汉字修辞方式，都
能转化为语音形式并且能被接受者拐弯抹角地接受。这是否可以
认为，拆字等汉字修辞方式可以离开字形而存在呢? 答案是否定
的。其原因有三: ( 一) 这种转换，是建立在汉字文化背景之上的，

离开了汉字文化，离开了字形，就没有拆字等汉字修辞; 那么，这种
转换本身也不能存在。( 二) 拆字等汉字修辞方式转换成语音形式
后也能被拐弯抹角地理解，正是因为字形成了接受者联想、想象的
工具;如果没有汉字的形体这个物质形式，连拐弯抹角的理解也是
不可能的。( 三) 将拆字等转换成语音形式，它们的视觉效果、修辞
情趣，已经打了折扣。由此可见，没有字形这种物质形式，拆字等
汉字修辞方式是不能转换成语音形式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不依靠字形这种物质形式，拆字等汉字修辞方式也是无法存在的。

二、汉字修辞是以汉字的形体为利用材料的修辞

修辞总是要利用一定的材料的。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曾
说:“……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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