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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字谜是“万谜之源”，字谜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字谜是独特的语言现象，字谜也有独特的修辞问题。
曹石珠所著的《走进字谜的艺术宫殿——汉字修辞视野下的字谜研究》是作者在大量搜集字谜、并对
字谜作过一些修辞学探索之后逐步完成的。
《走进字谜的艺术宫殿——汉字修辞视野下的字谜研究》涉及到字谜修辞学的内容问题，但没有从理
论上进行描述，而是从具体而丰富的语言事实出发，在深入探索、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字谜
的叙述框架。
本书具备创新性，为从事语言学、修辞学研究的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同时也适合一般读者尤其是
对字谜、猜谜饱有兴趣的读者学习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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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石珠，男，1954年12月生，湖南永兴人。
198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5年进修于北京大学。
2000年晋升为教授。
湘南学院院长、教授。
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
湖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汉语文字学硕士生导师。
中国修辞学会理事。
湖南省语言学会副理事长。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独著学术论文100余篇，独著学术专著《形貌修辞学》、《形貌修辞研究》、《汉字修辞学》、《汉字
修辞研究》，创建了两个分支学科——形貌修辞学、汉字修辞学，形貌修辞研究成果载入20世纪中国
修辞学史，被认为“填补了空白”，《汉字修辞学》被高校文科教材引用。
科研成果多次获得省级奖励，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
主编高校教材《汉字修辞学教程》。
多次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著有散文集《办公室里的小树》、《印象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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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曹操选女婿时用来测试丁仪才学的字谜。
第一句中的“两柄锤”用以比喻笔画“两点”，将“士”颠倒为“干”、“干”与“两点”组合，是
谜底“平”，“平”又是被拆分的汉字。
利用谐音，将“筋”转化为“巾”，“尚”与“巾”组合，得谜底“常”，“常”也是被拆分的汉字
。
合起来，这则字谜的谜底为“平常”。
“平常”也是被拆分的汉字。
观察例（29），作为既是被拆分的汉字，又是谜底的“平常”二字，在谜面第三句中直接出现了。
　　应该说，这是将被拆分的汉字直接出现在谜面中的成功例证，讨论这个例证，可以得出一些有价
值的结论。
其一，被拆分的汉字在谜面中出现是有条件的。
在例（29）中，第一句谜面是描写被拆分的汉字“平”的，第二句谜面是描写被拆分的汉字“常”的
。
在这两句描写被拆分汉字的谜面中，没有出现被拆分的汉字。
而例（29）中的第三句、第四句已与被拆分的汉字“平常”在字形的描写方面没有什么关系了，它们
的作用主要在于构成四句歌谣，增加这则字谜的艺术性。
而被拆分的汉字“平常”出现在第三句中，未出现在描写“平常”这两个汉字的第一、第二句中，这
说明被拆分的汉字出现在谜面中是有条件的，即可以出现在不描述被拆分汉字的谜面中，不能出现在
描述被拆分汉字的谜面中。
其二，体现了曹操超越常规的创作艺术。
按常理，被拆分的汉字一般不能在谜面中出现，而曹操却打破常规，故意在第三句中出现被拆分的汉
字，并且是非常自然地出现，这无疑体现了曹操高超的制谜艺术。
要知道，曹操出此谜的目的在于测试丁仪是否真有才学，意在选一个有才学的女婿，因此他的本意肯
定是想把字谜出得越难越好，决不会有意出现被拆分的汉字来提示被测试者。
在不描述谜底汉字的第三句出现被拆分的“平常”二字，看似平淡无奇，同时还有一种将猜谜者引入
歧途的功能——使猜谜者根据一般规律将谜面中的“平常”二字排除在外，而去冥思苦想地猜别的谜
底汉字。
曹操创作此谜的苦心，由此可见。
　　拆字谜中被拆分的汉字就是谜底，因此被拆分的汉字一般不会出现在谜面中，这是绝大多数拆字
谜的共同特点。
当然，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打破常规，将被拆分的汉字有条件地出现在谜面中。
　　（五）拆字对汉字形体的拆分不拘“六书”　　拆字是对汉字形体进行拆分，这就与“六书”有
了联系。
据我们研究，字谜中的拆字在拆分汉字形体时具有不拘“六书”的特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完全
不考虑“六书”的要求，而是根据谜面在表达上的需要随意地拆分汉字的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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