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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民間歇後語是千百年來由人民軍家創造的民間諺語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是由兩

部分〈前半似謎面，後半似謎底〉所組成的一句話，如“老虎打架一一勸不得"是。無比聾

富多彩的優秀的歇後語，匯合起來，往往直接而真實地表現了過去人民大家的思想、感

情、生活、願望，和對現實世相的種種認識，限按形式簡短，這種表現不可能是十分全

面的， 但它始終是中國民間文學寶庫的組成部分之一， 關於它的思想內容和分類等問

題，我已另文詳細地介紹@。我寫作此文的目的，只想在民間歇後語〈以下簡稱“歇偉

語，，)研究上，作為拋磚引玉而已。

一 過去的文獻對昌先從語的記錄與採周

關於歇後語的起源，有幾種說法:1.李壽彭認為是由古代的“廈辭、隱語演變而來，

故對二者的解說， 可作為現在歇後語之歷史土的釋義。"他引用了攝雄《方言》的解

釋，認為廈辭說是“隱語，'，並認為“時日害喪?于及女偕亡t ，，(<<尚書﹒商書湯誓第))

這首廈辭，創作約在夏裝末年(三十至三十五年，約相當於公元前十七世紀初年) .那

時可說是歇後語的萌芽時代。叉51 ({文心雕龍﹒諧輯篇》“遷辭臥隱意，譎醬以指事"的

話，認為說是指“隱語，'，叉認為漢代劉向《列女傳﹒魯戚孫母》條，是發生於周惠玉十一

年(達先按:指公元前 666 年)的隱語，已與今天的歇後語很相近。因而推斷說: “觀

此，可了然於其起源垃l及和現在歇後語的關係，，@ 0 2. 白啟明認為:“歇後語亦名‘隱

語'，唐朝稱為‘風人體， (以其本風俗之言) ,,@ 0 3. 葉常舔認為歇後語是一種封建社

會中產生的“轉彎抹角猜謎似的談話方式"，“大概是有了統治階級，有了禮數以後，輯

有了這種的說話方式。，，@

CD flJ拙文《歇後語一一中國民間文學的珠寶>>，收入拙著《廣東畫謠﹒歇後語﹒客家情歌恥

1981年11月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 斟上的話和有關引語，見李籌彭編《歇後語論集>>. 1936年肢。

@ 見自敢明《撮集歌謠研宜黛收的歇後語>> .刊於北京大學1924年2月 24自《歌謠》周刊的韓.

@ 葉常綠《談歇後語)，見1947年 9 月廣州懼海文化事黨服聲社出版《文藝》第一輯。



148 中國語文研究/第 7 期

在上51三種說法中，對於歇後語的起源，各有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歇後語萌芽

於夏鍵時代，周恩王時已有與今天歇後語相近的作品。第二種看法，只講及在唐代已有

歇後語。第三種看法，認為遲至封建社會有了封建禮教後，才產生歇後語。這裹，還可

QJ.舉出第四種鄭兆立的看法。他則根據唐代封抱一、杜甫和唐謙鑫各探用了書面歇.

語，認為“至少遠在唐朝，就有了歇後語，'，在這“以前， 社會土早說口頭疏傳著大量梅

歇後語了。，，@

綜合以上意見，我認為:大約在夏代說已有了比較原始的歇後語，其形式與現代歇

後語有相似處，但不一定完全相同。這個意見，大致是可靠的。第四種意見認為:唐代

人飯已踩用了書面歇後語，因而可推知在當時必有民間歇後語，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

這個看法，也並不全面，其實，“按《南史》劉湛，‘友于， (達先按: ((書趣》有“友

于兄弟"句〉甚篤; ((北史》李鐘，事兄盡‘友于'之誠; 陶淵明詩云: 一欣侍沮顏，

再喜見‘友于t 0" @可見，普代以前的學者、詩人，已採用了書面歇後語;從這襄可以

斷定在晉代和南北朝時偎，巳有民間歇後語流行。這自然是一種有根攘的推測，到底那

時候，口頭歇後語的形式是如何樣子，文獻不足，已難於具體說明了。

歇後語能引起詩入較多的注意，可臥說是自晚唐詩人李商隱起。他昕黨《雄築》一

番，記下了不少唐代歇後語，如“把棒呼狗一一必不來，'，“鈍刀切物一一不快意"，“老

人哭于一一不忍間，'，﹒‘家有懶漢一一須貧"等，頗為精彰。宋代王君玉也續築《雜築》

一書，記下了不少宋代歇後語，如“婦女嫁醜漢一一可惜"，“江心補漏一一不濟事，'，

“肺骨上取箭頭一一難忍耐"，“偷食貓見一一不得人憐"等，頗為精影。稍後，蘇軾叉續

集了《雜築》一書，記下了不少當時的歇後語，如“偷食貓見一一故不得"，“啞子做夢

一一說不得"，“步行著窄鞋一一不快活"，“貪財人愛便宜一一故不得"等， 也頗精影。

元代的歇後語，被吸取到當時著名作家的雜劇中的為數更多，其形式比起宋代作晶

更為多樣。隨便摘引幾條於下。如“大拇指頭攝癢一一隨土隨下，，( ((灰闌記>> ) ，“狗

喂粽子一一就不解了。，，( ((岳飛精J忠>> )“哈叭狗見咬蛇蛋一一也有咬著時，也有咬不

著時"( ((缺花女>> ) ，“一錢銀于買三斤大鯽魚一一無鯉" ( ((洞玄昇仙>> ) ，“啞子做

夢一一說不得"( ((後庭花>> ) .“一碗飯二匙一一難並，，(((貨郎且>> ) ，“炒蛤蹦一一一

齊都吽" ( ((東籬賞菊>> ) ，“篩于喂驢一一漏豆了" ( ((東堂老勸破家于弟>> ) ，“花木

瓜兒-一-外看好"，“賽中捉鱉一一手到拿來" ( ((李達負荊竹，“雪獅子向火一一酥

了半邊" (((東坡夢>> )“麵糊鏡襄專磨鏡一一越磨越糊塗。" ( ((包待制陳州耀米>> ) 

等。就目的語上說，有二、三、四、五、十一字的，有的還以語氣詞“了"結尾，可見，

其結構是善於變化而且也相當多樣了。

明代，故採用到自話小說中的歇後語，其形式更為多樣。如《水滸》的“公人見鐘

@ 鄭兆立《歇後語及其在文學中的直用)，見1980年第三期《民間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出版。
@ 見吳正仲《使古堂詩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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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蠅子見血，'，“熱鑒于上峙睡一一走頭無路"，“賽中提鱉一一手到拿來，'，“三十六

著一走為土著"等， <<西遊記》的“皮煎籬-一一撈個聲盡"，“大海襄翻了豆腐船一一

海裡來，水裡去"，“手插魚籃一一避不得鯉"， <<醒世姻緣》的“瘤和尚登寶座一一能

說不能行"，“八十歲媽媽嫁人一一園生閻長"，“賴象瞌瓜于一一眼飽吐中飢"等，就極

精彰。

到了清代， <<紅樓夢)}<<儒林外史)}<<兒女英雄傳》中也引用了大量精彰的歇後語。

光緒四年，范寅刊印《越諺)}<V一書，在“3隱謎之諺"一欄的小序裹，說及斯江方言稱

歇後語為“打暗號"，並輯入了五十八則近代斯江歇後語。中國學者從民間文學角度出

發，有意識地把歇後語當為民間諺語的一種特殊形式，進行有計劃的搜集，並把引語、

目的語聯繫起來記下在一起，而且還把方言詞如實保留，當自此始。所收“壽星吃耽霜

一一活得勿快活"，“茅爐上點燈蓋一一照料，'，“腰襄鱷扁擔一一積行"，“十個手指頭

搔癢一一加倍奉承"等，各見精彰。

近代收集歇後語的名著，要算間俗閒翁胡雲翹民編輯的《擅諺外編)}@，它收入了他

長期生活過的上海、浦東一帶的歇後語三百十五條，都不失為第一手好材料，有不少很

有普遍性，如“孔子掛腰刀一一不文不哉"，“強盜打官司一一場場輸"，“鶴子詞身一

龍蛋"，“金彈子打鳥一一得少失多"等，都各見精務。

自從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不久，北京大學的《歌謠》周刊發表過有關文

章@，歇後語已逐漸引起研究文學和語言、民俗的學者的注意。如一九二八年中山大學

民俗學會出版的《民俗周刊》八十四期，發表過于飛《關於歇後語與歌謠的研究》一

文，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間，陶茂康、鍾敬文等編輯，由紹興出版的《民閏月刊》第

六至十二期，共發表了紹興、無錯、嘉興、四川、揭鷗歇後語共七百多則，可見不少人

均已注意到歇後語的搜集與研究。其後，各地歌謠集、謎語集，也有順便放入歇後語

的。如羅香林編、一九三六年北新書局出版的《粵東之風》在輯錄客家歌謠外，收入了

客家歇籤語一百六十多則，楊小錄編、一九三零年潮州支那印社出版的《潮州俗謎》岐

入潮州歇後語一百七十多則等等。近年，在台灣，有尚英時編注的《俏皮話)} <<俏皮話

續集)} @，揚光中編著、共收入歇後語二千五百多則的《妙言妙語》正、續集@。可

是，最為可觀的則是一九六一年中國出版的《中國諺語資料)} @，故入了歇後語五千多

@ 見《越語》一書卷上“聽謎之諺第八"，谷廳山島版。在該欄的小序里，范貨會解釋說:“荊
莊好穗，飽照并謎。聽I5P度語，謎飲惑人。蓋自漢魏以降，方朔詭響，徘優隱化，有由來

矣。......如聽如謹，故名。"

@ <<種諺外蝙)}， 1923年上海浦東周浦鎮鼎昌紙功石印棧裝本。

@ 192生年北京大學《歌謠》周刊的號有自歐明的文章，見@。周年11月 16日《歌謠》周刊的暐

有傳振倫《話語歇後語研究之一斑》。

@ <<俏皮話)}， 1973年; <<俏皮話續集)}， 1977年。均台北常春樹書坊出版。

@ <<妙言妙語》正集， 1978年: <<妙言妙語》續集， 1979年。均矗北林自眩，版社出版。

@ 蘭州藝術學曉文學系55級民間文學小組輛.上海文輯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共上中下三冊，

中冊“附錄"部分局“歇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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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由各地公開出版的漢族民間歇後語， 大體土已被收入，

編者很用功，真可謂洋洋大觀了。但此之社會上流傳過的作品來說，也許還不及其十分

之一呢i 中國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攘，但他們的歇後語，被公開發表的極少，因此被輯入

書中的僅有若干則，而且甚至連流傳的民族名稱也未注明。這是個缺點。

從土面極不完備的簡介裹，可以大致看出，中國漢語歇後語在過去的文獻土被記錄

與採用的概況。它產生得很早，如產生於夏鍵時可靠的話，說是在奴隸社會已經有了，

而且在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發展者，豐富看。它的一部分優秀作品，如“狗噢粽子一一

位不解了"，“賽中提鱉一一手到拿來"等，至今流傳至少達八九百年以上，可見優秀

的歇後語創作的傳統是歷久而彌新的。自然，各個時代都有新的作品， 如現代有“飛機

上吹笛子一一唱高調"、“機槍打鋼靶一一噹噹響"等，不斷把歇後語的寶庫豐富者。中

國的歇後語，是漢語和民間文學寶庫中的一宗十分珍貴的財富，充漏著民闊的智慧，有

如未充分發掘的巨大礦藏一攘，很值得我們去閱蝶、學習和研究。

二歇後語的藝術結構

民間歇後語的藝術結構(或稱語言結構〉是由前半引語(比喻語〉與後半目的語

(解釋語)聯合組成的一句話。看似簡單，實際土並非如此，只要細細剖析，就可看出，

如說昕有歇後語的整體而論，其藝術結構是變化問多端的，真有如千百朵奇花異卉，把

人們逗引得目不暇給，極感可愛。要是總括起來，在藝術結構上叉可分為三大類:1.首

尾單句式; 2. 引語雙句式; 3. 目的語雙句式。姑按鄙意，分析於下。

1.當尾單旬或

這種結構的特點是:前半引語和後半目的語，都很簡單。最短的是一個詞兒，最長

的是一句話，極使於上口。就引語的長度而論，是從二字到十二字不等，如:二字有:

“破表一一沒準見"，三字有:“山水畫一一沒人"，四字有:“水銀落地一一無孔不入"，

五字有:“大砲打麻雀一一不夠本錢"，六字有:“太歲頭上動土一一惹禍"，七字有:

“三十晚上看見亮一一沒指望"，八字有:“頭頂生瘡胸下流腰一一壞透"，九字有:“抓

著老虎尾巴喊教命一一找死"，十字有:“天土的影雲水中的明月一一看得見摸不著"，

十一字有:“一個跳蚤頂不起一床被蓋一一獨力難搏"， 十二字有“J\斤半個老鱉吞了個

秤蛇一一狠心的王八"。如超過十二字，說成為拖裔的長旬，難於一口氣說完，不便上

口，也很難於記住，因此，這種句式是絕少見到的。再以目的語的長度而論，從→字到

十字不等。如. -字有:“青蛙跳大鼓一一略(懂)"，二字有:“冷水泡茶一一沒昧"，三字

有:“刀切豆腐一一兩面光"，四字有:“木匠造枷-一一自作自受"，五字有:“楚霸王逼死

烏江一一無面見江東"，六字有:“新媳婦坐轎一一左右隨人擺布"，七字有:“藥材店襄

的抹抬布一一甜酸苦辣樣樣全"，“八字有:“瞎子戴眼鏡一一多一層不如少一層"，九字

有:“臭豬頭一一自有爛鼻子菩薩享受"， 十字有“騎跑馬吃燒喝一一骨頭不知道往哪襄

撒的"。比十字再長的目的語說少見了。說上引首尾單句式的結構而論，可見歇後語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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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結構，其句子長度很善於變化，富有伸縮性，使於適當地表現其內容。有大量歇後語

組成句子的規律是一長一短相結合，一蝕的正現結構是前長後短:至於前短後長，便是

變格的形式了。到底需要採取哪一種結構，全靚表現什麼樣內容的需要而定。有的人認

為，歇後語只有前一種，不知道還有後一種。臥為說這麼簡單，這是不符合漢語的實際情

況的。有的歇後語，後半不必說出而聽者自然明白，也可在說時省去。這不等於它沒有

後半。如《見女英雄傳》三十四岡: “才吽他垠的狗拿耗子(按:下省一一多管閒事〕

呢。"例子很多，就不引及了。

2.!H話.旬:Ð!

這種句式，就是引語部分由兩句組成。它叉可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不整齊式，往

往是由長句短句各一句組成，如:“城隍爺掉在井裹，土地爺巴頭看一一撈〈勞〉不起你

那全身大駕"，前半說是七字六字組成。另一種是整齊式，常見的有下列各式:三、三言

有:“打蝦公，買姻食一一水襄來火裡去";四、四言有:“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一一傲

的少，丟的多";五、五言有:“八哥啄楠子，雷公打豆腐一一捨軟的欺"。偶爾也有短

謠式的，如三言四句頭的有:“賣花人，說花香;賣菜人，說菜芳一一各有一套"。各種

不闊的51語雙句式，都能恰切地表現不同的內容，其表現力比一般簡單句式要聾富得

多，也細緻得多。

3. 目的語雙旬單是

還種句式，說是自的語部分由兩句組成。它也可以分為兩種方式: 一種是不整齊

式，說是由長句鐘旬各一句組成，如三、四言有:“茶壺襄裝扁食一一襄面有，倒不出

來"，四、六言有:“老葫落到豬身上一一看見人黑，看不見自家黑"等。另一種是整齊

式。常見的有下列各式:三、三言有:“篩子提黃蜂一一溜的溜，爬的爬"; 四、四言

有:“一斗芝麻檢一顆一一有你不多，無你不少";五、五言有: “手板裹的魏蛋一一要

你圓試圖，要你扁說扁";六、六言有:“一天三刮絡肥、鬍一一它不吽我露臉，我不吽它

露頭"。各種不闊的目的語雙句式，也能確切地表現不同的內容，使目的語具有軍深刻

的思想力量。

總起來說，某一則歇後語特定的藝術結構，於土述三大類中必屬其一。至於引語和

目的語兼用雙句式，那是不可能的。這是由於歇後語是給口頭說的，全首作品不能過

長. -過長說難於-口氣說出來，就不能活在人們的口頭上，也不能以民間歇後語的形

式流傳下來了。

三.IJ:.從語的修辭手法

民闊無名作者按照民按語言習慣和民間口頭文學創作的方式，去劃作著歇後語。它

自於一方面要繼承著自身特有的藝術創作的方法(包括何法、詞法〉的傳統;另一方面

也要聽故別的口頭文學形式的藝術營養，曰:積月累，於是說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為民間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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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的慣用的信辭手法。說總的情況說，歇後語在藝術表現手法土最基本的特擻，是51語

帶有比喻性質，自然，這並不等於每則歇後語都是非踩用具體的比喻的華辭手法不可。

其實， 51語在原則上只要帶有比喻性質，至於具體到每一則歇後語接用哪一種特定的修

辭手法，部是十分靈活的，變化莫測的。縱覽大暈的歇後語，可以看出，最常見的修辭

手法，至少約有下列十種:

1.直說。這是用模素精饒的話，說明一種道理或事物。雖然不加任何雕飾，部不是

一種輕率浮淺的話。如: “百歲養見于一一難得"、“一盆水潑地一一再也收不起來"、

“訶裹的螃蟹一一揖行"、“瞎子點燈籠一一自點一枝燭"、“一斗芝麻添一顆一一有你不

多、無你不少"、“禿子頭土的單一一提不住的"等等。

這種手法，看來雖似隨口說些很淺近的話，實則部是經過較深刻的觀察才能得出的

體會，中肯、合理、可信，能給人難忘的印象。

2.比喻。這是採用人人熟悉的人、物、事來給生疏的東西作個比方，使它的特性更

加突出起來。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故實有的人、物、事作比方的，如:“小貓吃小魚一一

有頭有尾"、“大年初一翻日曆一一頭一日"等等。但更多的是另一種， 的以虛構的人、

物、事作比方的，如:“一個跳蚤頂不起一床被蓋一一獨力難撐"、“一根屬于遇到底一一

只會說直話"、“老鼠吃貓一一自不量力"、“黃連刻壽星一一苦老頭"、“黃連樹下彈琴

一一苦中作樂"、“大砲打麻雀一一昕費甚大"等等。

'這種手法，往往使被描梢的東西更加形象、生動，或者使被說明的道理，更加具體

易懂，由於更加具有色影感，也就使人更加不易忘記。

3.對比。這就是把兩種相反的事物、情況，如美與醜、善與惡、古與今、黑與白、

土與下、大與小、多與少等等，加以比較，以便使人感到美者越美，醜者越醜、善者

越善、惡者越惡等等。如:“挂花樹儕茅廊一一一陣香，一陣臭"、“孔夫子穿西裝"

一一不中不西，不新不蕾"、“三天打魚，兩天晒擱一一做得少，丟得多"、“蕭蕭頭西施

-一美中不足"、“狗屎傲鋼鞭一一聞(諧文〉也聞(諧文)不得，舞〈諧武〉也舞〈諧

試〉不得"、“一把至少糖一把屎一一好好叉攘攘"等等。

這種手法，把兩種事物、情況各自作出鮮明的對比後，它們彼此的性質、特點和形

象，說更加引人注意，給人的印象也更為深刻了。

4.擬人。這說是把人事臥外的動物和植樹、礦物，乃至其他種種物類，當作人來描

寫，使之具有人的思想、感情乃至動作，這就是平常昕說的人格化、擬人化。如:“黃

狗坐轎子一一不識抬舉"、“聽蛤膜咒天一一越兒越暗"、“香梅的表兄一一木瓜"、“老虎

帶素珠一一假善人"、“螞蟑戴眼鏡一一臉面子"、“泥菩薩拉臉」一越洗越髒"等等。

這種手法，使昕寫事物翊翊有生氣，括了起來，既使於抒發人的感情，也能使聽者

感到生動有趣。

S.計數。這是把有關事物，還件計算，要是具體的事物，還得按算術數字來計算。

如:“一二三五六一一沒四〈諧“沒事，，)、“一文錢買十一個-一分文不值"、“一個且下

了二十九天雨一一該陰〈諧“當晦")"、“十五隻吊桶一一七上八下"等等。如果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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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事件、抽象事物，有時不必提出計算後的具體數字得多少，只說出一脹的理性的結果

說夠了。如:“二十一天不出第一一壤查"、“一丈二尺長的扁但一一摸不著頭尾"、“三

敵棉花三敵間一一睛也好，雨也好"等等。

這種手法，與運用數目字有闕，但不一定每則能構成特定的“得數"來，由於它能別

開生面，有著特殊的情趣，也吽人喜愛。

6.誇張。這就是針對人物、事件、這理某一點最重要的特徵，加臥擴大式的描寫或

說明。表面看似一反常情，荒唐絕頂，實則藝術上符合生活的本質。如“鼻梁骨上推小

車一一走投無路"、“一根頭髮繫扇磨一一千鈞一髮"、“一口吞個星星一一想頭不低"、

“拿起礦盤打月亮一一不識輕重"、“菜句掏耳朵一一下不去"、“眉毛上掛炮仗〈爆竹)

一一鵬在眼前"等等。

這種手法，使人物、事件、道理的某一點更為擴大了， 不但吸引了聽者極大的注

意，吽人感到有滑稽感、喜劇性，感到可笑，問時也吽人深刻體會出某種看法的可信或

否。

7.雙關。這就是目的語具有下列某種特殊意義的手注。這種特殊蠢蠢，屬於下列的

任一種:一、諧義雙關。fJp 目的語字面是一種意思，更重要的部是骨子襄暗示著另-種

意思，還是意義上的雙關。如:“鐵匠做官一一只講打"、“磁公第一一一毛不拔"、“歪

嘴吹火一一邪氣";這些作者的意思就分別是指目的語昕暗示的不講禮貌、自私、不正

派等實際意義。二、諧音雙關。這是目的語某個語詞的讀音，與男外的語詞讀音相間，

作者用意在於說明後者的涵義。如:“孔夫子的手巾一一包書〈包輸)"、“三更半夜出

世一一亥時人(害死人)"、“老太婆扎鞋底一一千針萬針(千真萬真)"、“抬著石盒上

樹一一沿枝有禮(言之有理)"、“三個土地堂一一廟，廟，廟(妙，妙，妙)"等。

這種手法，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嫂，暗示著另一個同音詞，能引人深思，配合蓄，

風趣而叉有深意。

8. 引用。這說是把古代神話、傅說、窩言、歷史、戲曲等故事和古典小說中為民間

熟悉的有關人物、事物加臥引用。引用神話傳說人物，如“孫猴子遇見如來佛一一有

法無用"、“鐵拐李的葫蘆一一不知賣的什麼藥"、“四金剛掃地一一大材小用"。引用寓

言人物，如:“葉公好龍一一口是心非"。引用歷史人物，如:“王羲之寫字一一手熟為

能"、“孔夫子教《三字經》一一大材小用"、“司馬懿父子行軍一一你要進我要退"、“劉

備的江山一一哭出來的"、“趙匡臘賣包子一一御駕親蒸〈征)"。引用小說人物，如:“

劉老老進大觀園一一看得出神"。引用戲曲人物，如:“崔鶯鶯送郎一一一片儷心說不

出"等等。還有的則是對地方掌故、地方風習、土特產等的引用，如“天橋見@的把式

@天橋:在北京外城正臨門之商，永定門之北，為明清帝王祭告天壇時昕必經的道路，故名天

福。從元代(公元1277年〉起，到本世紀六十年代止，六百年來那裡闢有遊藝場，設有說醬、

演唱大鼓、相聲、雙簧、誰要、雜技等棚，棋市民蜈樂。天橋見的把式，當是指一些賣藝人

來說的。張次接著、一九五一年北京位觀堂書店出脹《人民首都的天橋》可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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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掙說不線"、“蘇州的麻蠅一一不打緊"等等。

這種手法， 51及的人物、事件和地方掌故等，多是民間喜愛的，因而給歇後語注入

了不少民接文藝的色彩和鄉土生活的氣息。

9.對偶。對偶就是對對于。說是提用結構相同或者基本相閩、字數相等的兩個句子

或兩個句子成分，來表達一個內容相對稱的意思的偉辭手法。歇後語中的對偶形式，是

口語化的，容許在兩句之中出現某些相闊的字或詞，並不要求嚴格的平仄相對，這樣，

它與古詩詞、對聯嚴格的平仄、對偶，並不完全相悶，顯得更為通俗，音律自然，叉易

於記憶。它有三種方式:一、引語探用對偶。如“和稀泥，抹光擋一一和事佬"、“前頭

虎，後頭狼一一進退兩難"、“穿冬去，戴夏帽一一不知春秋"、“啞子說，聾子聽-一雨

不懂"等。二、目的語課用對偶。如“城隍廟襄菩薩一一站就站一生，坐就坐一世"、

“孩見見了糖彌陀一一笑也要吃，哭也要吃"。三、 51語、目的語各自成為對偶，如:“三

天打魚，兩天晒網一一做得少，丟得多"、“阿奶煮揚區，阿爸撐航船一一揚襄來，水里

去"等。在上述三種方式中，以第三種比較少見。

這種手法，使歇後語襄采用對偶的地方，不但能恰切地表達思想內容，還能使句式

整齊美觀，音韻鐘轍，好念好記。

10. 設間。這就是對於一種應該肯定的意思，不揉用直釵方式，而採用提出問題反

闊的方式來表達，有相當數量的歇後語課用這種方式。如“客廳襄揖狗皮一一那是甚麼

章(話)? ..、“挺住賊不打一一哪襄有實話? "、“得痛不吃藥一一你可怎麼好? "、“蠍

子跑到刺蜻上一一怎麼聲(著)? "、“哈叭狗見趨鬼一一憑你跑呢?憑你咬呢? "等。

這種手法，把歇後語講的技瀾起伏，更活潑，東委腕，更有政引力，也能更巧妙地

抒發出感情。

故土十種，就是近代漢語歇後語中最為常見的偉辭手法。為了說得有條理些，我才

分別說明如上。但在具體的作品中，民間在實際運用時就是十分靈活和具有創造性的。

臨可故是一種值辭手法獨用，也可以是兩種或者三種值辭手法結合若在一起來用。如:

“何仙姑走娘家一一雲襄來，霧襄去"， 飯是對偶，又是引用傳說;“老鼠跳在碧輝裹

一一一場歡喜一場空"，敏是比喻，又是對比;“百年松柏，五月芭蕉一一組枝大葉，'，

戲是比喻，又是對偶和引用成語。正是由於千百年來，被民間千千萬萬的口頭傳頌者巧

妙地釵說看，以異常的智慧加工著，終使歇後語比起別的民間口頭文學種類來，又寬加

具有自己催辭上種小、精巧、尖鏡、活潑等當術特色。

四歇筱語的語言特色

民間歇後語是一種形象、新穎、精燥、生動、幽默、易懂的民間警句性語旬，有不

少還洋溢著某種比較濃厚的民間生活氣息。如說語法蠢蠢的是否完整遣一角度上看，可

分為兩大類:一種是一句語法意義完整的句子，自然能代表一個完整的意思。如:“趕

著王母娘娘吽大描見一一妄想高攀"、“摔到五味瓶襄-一甜酸苦鍊都嘗到"; 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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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僅僅代表某個片斷的具有特徵性的意念，其功用約墨等於一個形容詞。如“黃瓜尾

巴一一苦的"、“夏至掃回一一遲了"。在長期的流傳與聾富過程中， 它在語言藝術主又

遲步形成了種種特色，至少在下列四個方面是有創造性的:

1.句式靈活，精粹自然。歇後語有的雖用非整齊句式，仍好似韓素精美的口語，如

“八十歲老人學吹打一一土氣不接下氣"、“先吃黃連後吃甘草一一愈來愈好"。有的近似

四言成語，如“八仙過海一一各顯神通"，“夢中結婚一一好事不成"。有的整齊句式，平

仄諧和，鐘鏘好念，或近似五言詩句，如“千里送鵝毛一一鞠輕人情重"、“將軍不下馬

一一各自奔前程";或近似七言詩句，如“羊頭插在籬芭內一一伸手容易縮手難"、“粗粗

吊在二架上一一望得眼飽肚中飢";有時，又可用輕聲詞作收，如“臨上轎穿耳朵-一來

不及了"的“了，'，是用語氣詞;“神仙的茅坑一一沒有糞〈份〉兒"的“兒";和“秋後開花

一一屎瓜子"的“子";“戲于的鬍于一一假的"的“的"，也都是讀輕聲的;有時，還可以

提用帶有某種抒情因素的“嘆詞"作收，如“姜太公直鉤釣魚一一願者來罷 1 "的“罷"、

“年三十看曆頭一一沒日子啦1 "的“啦"說是例子。可見，句式靈活，精粹自然，已把無

名民間作者的口物肺氣說得平易親切。這說是歇後語的第一個語言特色。

2.文自得當，各具齣睬。歇後語的前半與後半的末字，通常不押筒，但也有不少是

押鶴的白話。不論是哪一種，都具有天然的鵲睬，如採用押韻的，押齣法有兩種:一種

是眼間鵲間謂的字相押，如“主婆寶瓜一一自賣自誇"中的“瓜"“詩，'，是陰平的字相押:

“愛打官司爭英雄一一鬥氣窮"中的“雄"“窮"，是鷗平的字相押;“麻雀子跳到糖蘿裹

一一空歡喜"中的“襄"“喜"，是上聲的字相押;“山西聽子學驢吽一一南腔北調"中的

“吽"“詞，'，是去聲的字相押。有時叉可以採用同齣不間謂的字相押，如“月亮襄點燈一一

盒掛明(諧名)"中，以陰平的“燈"與臨平的“明"相押;“為于打眼一一鑽蛋"中，以上

聲的“眼"與去聲的“蛋"相押;“懶大嫂趕場一一中間不忙兩頭忙"中，以上聲的“海"與喝

平的“忙"相押。另一種是以相闊的字相押(昕謂間宇鈞) ，如“王小二過年一一一年不

知一年"中的“年"C 陰平〉、“舌頭舔鼻子一一還差一截子"中的“子"C 原讀上聲，因是詞

尾，讀成輕聲)、“麻布袋，草布袋一一一袋(諧代〉不如一袋(諧代)"中的“袋"C 去

聲)。由於為了適應口語上說的流利自然的需要，可且是同一個字的反復， 如“蜻蜓吃

尾巴一一自吃自"中兩次用“自"字;“雨中挑稻草一一越跳越軍"中兩次用“輯"字;“水聽

蔔一一外皮紅心不紅"中兩次用“缸"字;“倉老鼠向老鶴借糧一一守著的沒有，飛著的倒

有"中兩次用“著的......有"等。也可以是某個字或詞的疊用，如“曹操做事一一乾乾淨

淨"、“狼吃了個三神爺一一僧伯伯"、“三個土地堂一一廟，廟，廟"等， 均各有查字。

不論是屬於土述哪一種情況，都有助於詞語的歌句化，使它更有前律感。有時，器可垃l

閉上精練易懂叉能吽人感到親切的文言句式，如:“陰溝頭的黨片一一自有翻身之日"，

是後半用文言;“病床之上摘牡丹一一臨死還要貪花。"是前半用文言; “司馬昭之心

一一路人皆知"，是前後半各用文言。可見文自得當，各具齣昧， 已把無名民間作者的

口吻神氣說得深淺得體。這就是歇後語的第二個語言特色。

3..貶或否，妙用不同。歇後語的含義，大致說來有三類:一是褒蠢的，就是對某



156 中國語文研究/第 7 期

種人物、事件、狀麓進行肯定，是屬於歌頌性的。如“千里送噶毛一一種極精華畫畫"、

“桑木扁擔一一寧折不彎"、“中秋節的月亮一一正大光明"等。這些對某種事情作了贊

美，有積極向土意味，令人欽佩。二是貶蠶的，就是對某種人物、事件、狀態進行否

定，是屬於批評性的。如:“闢上門做皇帝一一自高自大"、“酒壺頭打跟頭一一蠹

〈胡〉聞"、“黃鼠狼站在為棚土一一不偷措來也偷鶴"等。這些對某種品行作了鞭斥，

有消極低沉意味，令人厭惡。三是中性的，說是對某種人物、事件、狀態僅作客觀的

釵述，不褒不貶。如:“魚口襄的水一一有進有出缸"、“子午卯商一一總有一天

眼襄的米一一不上不下"等。前兩類作晶-般是愛惡分明，褒貶早定，較難改易，只有

第三類作品由於屬於中性，顯得無褒無貶。但在不闊的特定語言環揖裹，有時常隨著上

下文的不同傾向，相應地起著或褒或貶的作用。可見，褒貶或否，妙用不間，已把無名

民間作者的口駒神氣說得印象鮮明。這就是歇後語的第三個語言特色。

4.觀察細緻，刻劃入徽。現在能看到的五千多條歇後語，大多是優秀的作品。許多

歇後語彼此之間，粗粗看去，似乎昕說內容或佐詞手挂上，各很相似。如當時有: “六

姑娘出據一一頭一間"、“六姑娘坐轎子一一頭一崗"、“大姑娘拜天地一一頭一間"，在

這三個例子中錄用的目的語完全相同，但每條引語昕描繪的特定情景、氣氛甜有極其細

微的區別，各分別如實反映了民間觀察特定風習、心壇的深入。又如:“八十歲學吹吹

兒一一還不晚"、“八十歲老人學吹打一一上氣不接下氣"、“三十歲學吹鼓手一一為時已
晚"， 51語雖很近似，但目的語或積極，或消極，或中性，卸叉含義各別，真是各有妙

用。可見觀察細緻，刻劃入徽，已把無名民間作者的口助神氣說得準確深刻，這也是歇

後語的第四個語言特色。

自然，就歇後語的總體而論，有著大量優秀的作品，如純金、美玉，閃耀中國人民

健康、積極的思想與卓越藝術的光輝， 既是精美的口頭語言， 也是難得的民間文學珠

寶。不過，它臨然是一定時代、一定地區的民間口頭藝術，必然也會有其局眼性。如

“十八宮娥姐一一正在想夫〈福)哩，'，反映了封建時代的某種生活色影;“三歲孩童買棺

材一一遲早都要"，反映了劫見時期就要買棺材，體現了某種落後的意識。二者都有著

陳舊的時代內容，應該說，它們都是應該搗棄的糟柏，只宜作為歷史資料保存下來，而

在今天如果作為肯定式的語言來引用，顯然已失去了現實意義了。在歇後語中，不少是

在漢語的廣大地區，不管是在什麼方言區，都在處處通行的，但也有的僅通行於某地區，

和某地區的風習與特定的漢語方言聯系密切，如斯江的“南地人賣草紙一一歇弗來， 揭

弗聞，，(見《越諺)))、上海的“五聖堂襄遭火一一廟災(妙哉)"、雲甫的“三牌坊(在昆

明市南大街中心〉的石獅子一一老得大不得"、廣州的“亞倍(人名〉行路一一中中地"、

潮州的“三個錢烏蜻做一嘴一一幹喉(指胎笑大方，難於忍耐)"、客家話的“半夜使鍾

銷一一陸鹽"等等，都往往各與當地的人、事、物聯繫極緊，外地人不易懂得， 作為方

言研究或方言文藝的資料保存下來，自是可以的，若作為具有普遍意疆的優秀民間歇後

語來推廣，卸就顯得意義不大，至少不算是最好的作品。

輯上昕說.可以看出:單富多擎的優秀的漢語民間歇後語，是中國漢語和民間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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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宗很寶貴的文化財富，是中國民間文學、語言學、民俗學、歷史學等研究的重要對

象之一，同時，也是今天使用漢語的作家、戲劇家和業餘文藝愛好者在創作土必頭學習

和吸取的重要藝衛營養之一。它有許多問題，很值得我們學習和探討。本文是僅說我根

攝羽步學習後獲得的一些組淺心得寫成的.希望兢正於讀者和專家憫。

附記:

此文草成於去年七月間。現在啡印時，沒有修改。最近，在本港讀到了下列專著:

-、-九八0年廣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歇後語專輯《智慧的花朵>>;二、王動薯，

一九八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諺語、歇後語概論>> ;三、馬國凡、高歌東著，一

九八0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歇後語>> ;四、李孟北著，一九八0年雲商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諺語歇後語淺注》。我覺得各有優點與不足，都可供研究、學習。因沒必

要，在此文中不打算涉及它惘。

又:一九八0年本港《文權報》刊出過下列抽文. -、《歇後語藝衛古今談(土、

下) >> (七月十一、二日) ;二、《再談粵語歇後語(土、下) >> (八月五、六日〉。

可參看。

1981年 4 月r切於香港。

又:一九八二年一月，廣西人民出版社有施寶玉編《歇後語選續輯》。

1982年 7 月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