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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灯谜

第一节摇 灯谜简介

一、概述

灯谜又名文虎。猜灯谜，亦称打虎，弹壁灯，商灯，射，解，拆

等，现在，人们都习惯用“灯谜”一称。

灯谜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民族传统的一门

综合性艺术。早在夏代，就出现了一种用暗示来描述某种事物

的歌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歌谣发展，演变成“廋词”（亦

称“隐语”）。当时由于列国纷争，有不少游客在进谏时，往往都

用“隐语”道出已见，使君王从中得到启发。《国语·晋语》记

载：“有秦客廋词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可见那时的这些“廋

词”和“隐语”，就是我国灯谜的雏形。直至南朝宋文学家鲍照

作“井”、“龟”、“土”三个字谜，并以《字谜三首》收入他的诗集

后，才有了“谜”字一称。

开始的谜流行于口头说猜，三国时期有人把谜写在纸上贴

出来令人猜对。到了南宋，有一些文人学士为了显示才学，常在

元宵花灯之夜，将谜条贴在纱灯上，吸引过往行人，因之又有了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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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谜”一称。清中叶以后，谜风大盛，涌现了许多谜师。辛亥

革命后，灯谜形成了南宗北派两种风格，到了旧社会，由于谜家

大都是士大夫阶层，有些文人自命清高，片面强调风雅，排斥民

间灯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指引

下，灯谜活动更加蓬勃发展，谜材谜作日益完善丰富，为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目

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都有灯谜活动及灯谜学术交流。

《谜语》古称“隐语”，“廋辞”。今通常指民间谜语。我国

著名古典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说：“自魏代

以来，颇非俳优，而君之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护其辞，使

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像物品，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

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他对谜语从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

括，对谜语发展的历史，谜语的定义及其特征都作了深刻的分析

和精辟的阐述。

民间谜语与灯谜不同，灯谜属于文义谜，而民间谜语除了少

量字谜外，都是以事物的特征来隐射的，因此，它属于事物谜。

它主要着眼于事物的形体，性能，动作等特征，运用拟人，夸张、

比喻等手法来描绘谜底，从而达到隐射的目的。

它的谜底范围比较窄，除了少量字谜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事

和物，如动物、植物、用物、人体器官、自然现象、人类行为等。

它的谜面往往是山歌体的民谣，以四句形式出现较多，讲究

押韵而有节奏，读之可以朗朗上口，而且形象生动，便于口头

传诵。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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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间谜语通俗易懂，故大多数都适宜少年儿童猜测。

因此，有时也把民间谜语称作儿童谜语。自古以来，谜语由于其

谜体不同，所以古代的称呼亦有所变化。

谜语在春秋时叫“言隐”、“隐语”、“廋辞”；在汉时叫“射

覆”、“离合”、“字谜”；在唐时叫“反语”、“歇后”；在五代叫“覆

射”；在宋时叫“地谜”、“诗谜”、“戾谜”、“社谜”、“藏头”、“市

语”；在元时叫“独脚虎”、“谜韵”；在明时叫“反切”、“商谜”、

“猜灯”、“弹壁”、“弹壁灯”、“灯谜”、“春灯谜”；在清时叫“谜

子”、“谜谜子”、“切口”、“缩脚韵”、“文虎”、“灯虎”、“春谜”、

“灯谜”等。

二、灯谜术语

射制灯谜，说难不难，说易也不见得容易，最重要的是先明

了若干基本常识，兹以胪列词条的方式，作一简单说明：

【隐语、偈语、廋词】皆为隐藏之意，亦为灯谜古称。

【文虎、灯虎】即灯谜的别称，因为猜射灯谜殊非易事，需具

搏虎之力，故称为文虎。

【谜面】灯谜的题目，猜射者需就此题目去推理作答。

【谜目】灯谜的答案范围，常用“射某某一”或“打某某一”

表示。

【谜底】灯谜的答案。

【谜格】灯谜的特殊格律，通常以增损字形、字数或改变文

序、读音的方式，使谜底与谜面能更适切吻合，有所谓的“二十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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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之说。

【谜条】书写谜题的条幅纸张。

【谜作】灯谜作品。

【谜学】有关灯谜的学问。

【谜社】灯谜社团组织，最早出现在南宋。

【谜材】灯谜的素材。由于灯谜猜射的范围极广，几乎任何

字词、文句都可以当作谜底，相当不容易掌握；因此，就有一些专

门收录常用谜底的书籍出现，以供制猜灯谜的人参考。集思谜

社出版的《谜材》即为一例。

【扣字】猜灯谜的要诀之一。在传统文化长期濡染下，汉字

的字义往往会互有关联，如云和龙、虎与风，五行的内容、季节、

方位、颜色，在猜射时都可以互扣。

【扣典】猜灯谜的要诀之一。在谜作中运用到若干历史典

故或人物名姓时，须从历史事件着眼，展开拟测，谓之“扣典”。

【直解】制作灯谜时，如果谜面和谜底的用字都没有其他解

释，直用原意，叫“直解”。一般说来，这类谜较无趣味。

【别解】制作灯谜时，将谜面或谜底原有的字，另作解释，叫

“别解”。这是充分利用汉字的多义性制作的谜法，如以“保护

灵魂之窗”射新名词“小心眼”为例，“小心眼”原来是指人气量

褊狭，可此处将“小心”别解成注意、保护，这就是别解。灯谜的

机趣，往往都是经别解后产生的。

【函部】一种公开征求谜面的制谜方式，先拟出谜底，征求

谜面，再据其优劣，评论高低名次。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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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部】一种公开征求谜底的制谜方式，先拟出谜面，征求

各种可能猜射的谜底，亦据其优劣，评论高低名次。

【画谜】以绘画方式制谜。

【实物谜】以实际物品代替谜面的制谜方式。

【动作谜】以具体动作代替谜面的制谜方式。

【印章谜】将谜面镌刻成图章的制谜方式。猜射时，须连同

印章的相关字义一起思考。通常其中都含有印、章、石、刻、

文……

【市招】灯谜谜底的常用范围之一，指市面上常见的招牌，

如“小说漫画”、“烧饼油条”、“影印”等招牌上的字。

【新名词】灯谜谜底常用范围之一，指现代发明的新鲜名

词，如“小心眼”、“帅哥”、“小气”、“丁客族”等。

【口语】灯谜谜底范围之一，指现代常用的口头语，如“谢

谢”、“讨厌”、“帅呆了”、“逊毙了”之类。

【本草】灯谜谜底范围之一，指《本草纲目》中的中药名。

【时人】灯谜谜底范围之一，指当代人物，通常为政治人物。

【四子人】灯谜谜底范围之一，指《四书》中的人物。

【聊目】灯谜谜底范围之一，指《聊斋志异》的目录。

【词、曲目】灯谜谜底范围之一，指传统的词牌或曲牌名。

【剧目】灯谜谜底范围之一，指评剧的目录。

【猜、射、商、打】皆为猜射之意。

【谜手、谜家、谜人、打虎将】皆为猜谜、制谜专家之称。

【泊人、泊诨】灯谜谜底范围之一，指《水浒传》一百零八将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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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物姓名或绰号。

第二节摇 灯谜猜法

拆字法

亦称字形分析法，或增损离合法。它和会意法一样、是灯谜

猜制两大法门之一。它利用汉字可以分析拆拼的特点，对谜面

或谜底的文字形状、笔画、部首、偏旁进行增损变化或离合归纳，

使原来的字形发生变化。这类谜往往虚实结合，须仔细推敲斟

酌，才能求出谜底。

离合法

是灯谜最常用的猜制手法之一。汉字字形结构复杂，字中

有字，可分可合，变化多端。离合法正是利用这种可以分解离

析、重新组合萌生新意的特点，来制作灯谜的。如“绿树村边

合”（打一字）谜底是“林”。谜面择自唐代孟浩然《过故人庄》，

今运用别解手法，以“绿、树、村”三字的“边”分扣“木、木”，是

为离；再将这三个边旁“合起来成为”林，是为合。又如“如今分

别在断桥”（打《红楼梦》人物），谜底是“娇杏”。别解作现今先

将“如”字分离成“女”和“口”，分别放置在断开的“桥”即“木”

和“乔”二字上，然后重新组合起来便成“娇杏”二字。从汉字的

特点出发，用离（把字拆开），合（把字拼在一起）的方法作字谜，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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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汉代发展起来的。这与汉代盛行图谶有关。刘勰说：“离

合之发，则明于图谶。”谶语就是借助于字的离合，用谜语的形

式做政治预言。汉末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这是一则暗隐“董卓当死的谶语。其中”千里草“隐”董“。”十

日卜“隐”卓“，用的就是拆字离合法。

增补法

根据谜面或谜底带有增加意义的字眼所作的提示，用增补

字或者部首、偏旁，笔画的办法求得面底相互扣合。谜面运用增

补法的，如：“为中国多作一点贡献”（打一字）谜底是“蝈”字。

这是将谜面别解成为“中国”二字多加“一”字和“、”（点），结合

起来就得出谜底“蝈”字。本谜中表示增加意义的字眼是“为多

作贡献”。增补法用于谜底的，如“反”（打四字常言），谜底是

“吃现成饭”，这是将谜底别解为，如果在“反”字的偏旁出现一

个“食”字，谜面就变成“饭”字。而“食”同义转换扣合“吃”。

本谜中表示增加意义的字眼是“现”。

减损法

根据谜面或谜底带有减损意义的字眼所作的提示，从谜面

或谜底中减去有关的字或偏旁、部首、笔画，然后使面底相互扣

合。谜面运用减损法的，如：“明月当空”一段中的“明”字，因

“月当空”（‘空’别解作‘空无’）而损去“月”剩下“日”；后段

“人尽仰”的“仰”字因“人尽”而损去“人”剩下“卯”：“日”与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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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重新组合成谜底“昂”。本谜中表示减损意义的字眼分别

是“空”和“尽”，此时二字的词性都发生了变化。谜底运用减损

法的，如：“牛”（打邮政名词），谜底为“收件人”。这是把谜底

别解为，如果将“件”字的人字偏旁收掉的话，那么就剩下一个

“牛”了。本谜中表示减损意义的字眼是“收”。

半面法

亦称“一半儿”谜。采用将谜面汉字各撷取一半部分的手

法，而后拼成谜底，谜面大多带有“半”字。如：“柴扉半掩”打

“棑”字，这是将“柴扉”二字掩去“此”和“户”，由剩下的“木”和

“非”组合成“棑”。又如“半放红梅”打“繁”字，这是将“放红

梅”三字各取一半而组成。制作半面法谜应注意择面自然浑

成，不可硬凑。同时应注意合乎逻辑，不能模棱两可。例如以

“半推半就”为谜面，它既可对“掠”又可对“扰”，犯了一谜多底

的毛病，就不足取了。

方位法

按谜面文字笔画所指之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内外边角等方

位，将有关的字、偏旁、部首或笔画作相应处置，缀为底。如“口

才”（打机构简称二），谜底是“党中央，团中央”。这是将谜底别

解成“口”在“党”字的中间，“才”字在“团”字的中间。又如：

“孔雀东南飞”（打一字），谜底是“孙”。面句原是一首著名古

诗的题目。今将谜面别解为：“孔”字之东部立划“ ”和“雀”字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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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部笔画“佳”都“飞”了，剩下“子”和“小”组合成“孙”。这

种谜贵在谜面典雅，技巧自然，废弃和撷取部分无斧凿痕迹。

参差法

利用汉字的笔画位置变更，无须增损，达到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相互参差之目的。如：“易胆大”打鲁迅篇目“明天”。谜

面本是剧目名，今将“易”别解成“交换”，暗示将“胆大”二字的

笔画重新装置成“明天”二字。又如：“干一天全变样”打政治名

词“十三大”解作将“干一天”三字的笔画结构进行变化，将干字

和天字上面一划与一字拼成三，剩下十和大，最后再重新调整成

“十三大”。

移位法

依照谜面文字的修饰关系，再移动汉字笔画成谜底。如：

“国内有点变化”打“主”字，国内即玉，有点变化暗示将“玉”里

一点提到顶部变成“主”字。又如：“奋力改革”打称谓“大男”，

将奋字的田移到力字上面，即成“大男”二字。移位法与参差法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只将笔画作自我调整、后者一定要将笔画相

互参差补位。

残缺法

是通过谜面文字残缺组合成谜底。残缺的部位随谜意而

定，残缺笔画有多有少，或一笔，或半截，或残边，或残角，灵活运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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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残花片片入画中”打“毕”字，这是残去花字的大部分

取两个“匕”，画中扣“十”，结合成“毕”字。又如：“身残心不

残”打“息”字，这是将身字残去半截，与心字组合成“息”字。残

缺法与半面法不同处在于：前者可以任意将字形破损残缺，后者

则取汉字的自然结构一半或部分组合。

通假法

把谜面中的某个字，变今义作古义解释。亦称“古通”，这

通假带别解成分，有些字还有异读成分。如以陆游《卜算子》咏

梅词“已是黄昏独自愁”为面，打外国剧作家“莫里哀”。“莫”

字含义今规范作“没有、无”，“不、不要”解，但古时又同“暮”

通。运用通假法将谜底“莫里哀”别解成“暮时悲哀”，来与谜面

相扣合。又如以“破晓过河”为面打三字词汇“透明度”。由于

古时“度”与“渡”相通，故本谜底应看做是“透明渡”（解作‘天

色透亮时渡河’）以扣合题意。

盈亏法

取文字的笔画，或此多一笔，彼少一笔；谜底作巧妙的调整，

谜面含义以顺理成章为妥。如：“多少心血得一言”打“谧”字，

以心字多一撇，血字少一撇，然后与言字偏旁组合。再如“心有

余而力不足”打“忍”字。心多了一点，力少了头上半截，面为成

语，盈亏灵巧，扣合浑成。盈亏与移位法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

要以笔画增损盈亏，有时不一定要相同笔顺；后者大多以部首、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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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移位，限定要相同的笔顺。

会意法

亦称字义分析法，它和拆字法一样是灯谜猜制两大法门之

一。它从谜面上的文字（包括字、词或句）可能具有的含义去领

会、联想、推敲、探索谜底，使谜面谜底经过别解按某种特定的含

义相吻合。这种含义对谜面来说，可以是通常明显的“本义，”

也可能是不易觉察的需作别解的“隐义。”但是，对谜底整体来

说，其含义应该不再是语文范畴内的“本义，”而是经过别解的

“隐义。”在会意法猜射时，切不能用谜底本义去解释谜面。也

就是说，运用会意法制谜时，务必注意不要犯“直解谜”的毛病。

一谜多底

同一个谜面和谜目，却有多个不同的谜底的现象叫做一谜

多底。例如“兴会无前”（打一字）这条谜，如果采用减损法来猜

射，谜底是“公”字。这是将谜面别解成“兴会”二字没有（无）

前面部分，剩下“八”和“台”合成“公”字。但如果采用方位法

来猜射，谜底却是“佥”字。这是将谜面别解成如果把“兴会无”

三字的前面部分（即、 、八、）组合起来，便拼成一个“佥”字。

又如这样一条谜：“人丁”（打成语二）如果采用减损法来猜射，

谜底是“大打出手，一笔勾销”。解作“打”字出了手得“丁”，

“大”字勾销了“一”得“人”合起来便是谜面“人丁”。但如采用

增补法来猜射，谜底却是“如出一口，大有可为”。解作：在谜面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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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丁”上如出现“一口”二字，“一”与“人”合成“大”，“口”与

“丁”成为“可”，即“人丁”变成了“大可”，从而与谜底相扣。由

于灯谜猜制手法多种多样，也由于谜底范围相当广阔，出现一谜

多底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关键在于要对这个问题正确对待。

一方面在制谜时要反复推敲，多方审查，尽可能避免一谜多底；

另一方面，如果别人猜的底同样扣合贴切，言之成理，那么也应

该算猜对，因为这样才符合猜谜的客观情况，使人口服心服。

旧谜新猜

这里的“旧谜新猜”是指借民间谜语为面，去猜射灯谜之底

的一种新!别致的灯谜猜射方法。它是民间谜语与灯谜横向联

系的产物，是将民间谜语与灯谜两种不同的猜射方法有机地结

合而形成的综合体。旧谜新猜与灯谜重门格有点类似，它是先

根格民间谜语的谜面揭出原来的谜底，再以这个谜底作为中介

谜意，运用灯谜别解手法去猜射符合谜目要求的谜底。例如：

“一粒谷，撒满屋”（打摄影名词），这则民间谜语原底是打一物

“电灯”。如今可根据一盏电灯将整间屋子照亮之意境，进一步

揭出谜底“室内光”，别解为“室内充满了电灯光”，从而与谜面

意境相互关映。又如：“千条线，万条线，掉到河中就不见”（打

我国市名），这则旧谜原底是打一自然现象“下雨”。如今可以

从“雨水”这个中介谜意进一步运用别解手法进行思索，便不难

将灯谜之底“天水”揭出，谜底别解成“天上落下来的水”从而与

谜面意境相吻合。再如：“一间屋窄窄，内有五个客”（打三字俗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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