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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隐缺词是汉语 隐语中的一种特殊词 汇
。

本文探讨了隐缺词的来源及演变
,

并对其构词法

做 了简要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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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缺
,

是汉语隐语行话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构词

方式
。

隐语使用者出于避人耳目的目的
,

常把一些

四字短语 (主要是一些现成习惯用语 ) 的最后一部

分或最前一部分隐去
,

并以这个被隐去的部分作为

其所指成分 (表意成分 )
,

以其他剩下的部分作为其

能指成分
,

从而造成词语结构残缺
,

由此形成的一

定数量的特殊词汇就称为隐缺词
,

亦有学者称其为

藏词
。

一
、

隐缺词的起源及发展演变

隐缺词的起源很早
,

西汉时就已出现了
。

如
:

来仪之鸟
,

肉角之兽
,

狙犷而不臻
。

(扬雄《剧秦

美斯》 )
“

来仪
”

指凤凰
,

源 自 《书
·

益樱》
“

凤凰来

仪
” 。

山雌之肥
,

其意得乎 ? (扬雄《法言
·

修身》 )
“

山

雌
”

指难
,

源 自《论语
·

乡党》
“

山梁雌难
” 。

魏晋南北朝是隐缺词兴盛的时期
。

由于此时形

式主义文风大盛
,

文人追求一种古奥隐晦的审美情

趣
,

便选择隐缺词这一艰涩费解的表达方式
。

加之

骄俪体的兴起
,

更要求割取古词与之相适应
,

因此
,

隐缺词这一手法的使用
,

便蔚然成风
。

如
:

皇太后天慈宽驾
,

思矜国履
,

每一寻惟高宗孔怀

之近
,

发言硬塞
,

悲坳于怀
。

(《魏书
·

南安王传》 )
“

孔

怀
”

指兄弟
,

源 自《诗
·

小雅
·

常棣》
“

兄弟孔怀
” 。

年甫过立
,

奄与世辞
。

(陶潜 《祭从弟敬远文 》 )
“

立
”

指三十 (岁 )
,

源 自《论语
·

为政》
“

三十而立
,

四

十不惑
” “

五十而知天命
,

六十而耳顺 … …
” 。

居诸不息
,

寒署推移
。

(梁简文帝 《善觉寺碑

铭》 )
“

居诸
”

指 日月
,

源 自《诗
·

邺风
·

柏舟》
“

日居

月诸
,

胡迭而微
” 。

痛灵根之夙陨
,

怨具尔之多丧
。

(陆机 《叹逝

赋》 )
“

具尔
”

指兄弟
,

源 自《诗
·

大雅
·

行苇》
“

戚戚

兄弟
,

莫远具尔
” 。

唐代诗文中也时见隐缺词
。

如
:

山鸟山花吾友于
。

(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 )

“

友于
”

指兄弟
,

源 自《书
·

君陈》
“

友于兄弟
” 。

三 国

魏
·

曹植《求通亲亲表》 : “

今之否隔
,

友于同忧
。 ”

从以上各例可见
,

西汉
、

魏晋南北朝直至唐代

的隐缺词大都是截取《诗》
、

《书》
、

《易》
、

《论语》等古

代文人较为熟悉的古籍语句中的某个词来表意
。

他

们或者隐去四字句中的前两字
,

或者隐去四字句中

的后两字
,

而用剩下的两个字来表达 自己的意思
,

偶尔也有特殊的变体
。

从表达方式看
,

它和古汉语

中的借代修辞手法相似
。

宋元以后
,

许多学者都认识到隐缺词造成的文

风晦涩的弊端
,

加之骄俪文体 日趋衰落
,

这种割取

古语而来的隐缺词在文人诗文 里也就逐渐消 亡

了
。

明清隐缺词主要出现在反映行院市井生活的

话本小说
、

笔记小说中
,

其构词方式也察承西汉以

来的隐前
、

缺后两种主要方式
,

不过已改变为只隐

去四字成语或习语的前一字或后一字了
。

如
:

今 日是你个
“

驴马畜
” ,

把客人丢在这里
,

你躲

房里去了
,

你可成人养的 !
”

(《金瓶梅词话》一十四

回 )
“

驴马畜
”

此处指生 日
,

源 自成语
“

驴马畜牲
” ,

以
“

牲
”

谐
“

生
” ,

结合具体语境
,

可知是指生 日
。

你家第五 的秋胡戏
,

你娶她来家多少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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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梅词话》二十三回 )
。

“

秋胡戏
” ,

指妻
,

出自古代故事秋胡戏妻 (见刘

向《列女传》 )
,

历代话本戏剧中多用为素材
,

元代有

杂剧《秋胡戏妻》
。

姚乙认假作真
,

倚官拐骗人 口
,

也问了一个太

上老
。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 )
“

太上老
”

指充军
,

源

自习语
“

太上老君
” ,

以
“

君
”

谐
“

军
” 。

一贴发表药下去
,

这汗还止的住哩 ? 不由的十

生九了
。

(《醒世姻缘传》二回 )
“

十生九
”

指死
,

源 自

成语
“

十生九死
” 。

一 日连骑趋朝
,

绮马病足行迟
,

烨问马何迟
,

绮

曰 : “

只为三更五
” 。

烨曰
: “

何不七上八
。 ”

(《坚瓤三

集》卷 四 )
“

三更五
”

指
“

站
” ,

马跋行
,

源 自习语
“

三更

五点
” , “

点
”

谐音
“

站
” ; “

七上八
”

指
“

下马
” ,

源 自成语
“

七上八下
” 。

长该使出空空妙
,

张开免开尊
,

吃了一个净大

盘
,

又找补一碗没米稀儿
。

(《笑林广记》卷二 )
“

空空

妙
”

指
“

手
” , “

免开尊
”

指
“
口

” , “

净大盘
”

指
“

餐
” , “

没

米稀儿
”

指
“

饭
” 。

均源 自习语
。

明清隐缺词主要来源于民间习用熟语
,

也有来

自诗文
、

戏曲的
。

从语用上看
,

有的是为了避讳
,

更

多的则是为了追求 口语表达的意趣
,

达到语言表达

上的陌生化效果
。

清代以后
,

隐缺词仍在一定社会群体中使用
,

特

别是一些特殊行业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

江湖行

帮
、

犯罪团伙为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
,

也创制了一些

隐缺词
。

如
:

金华火 (腿 ) 不三不 (四 ) 步步登 (高 ) 半夜巡

(查
,

谐茶 )

这类隐缺词数量较多
,

但经过仔细分析
,

亦不难

捉摸出它的造词规律
。

二
、

隐缺词的构词法

隐缺词是隐语的一种构词方式
。

隐语是全民语

言的特殊变体
,

它是通过改变
、

扭曲共同语或地域方

言的常规语言形式
,

运用特殊的编码手段
,

破坏或切

断所指成分的正常搭配
,

来造成群体行帮外人理解

的障碍
,

从而达到保守内部秘密或其他功利的 目

的
。

因此
,

对隐缺词构词法进行研究
,

将有助于破解

汉语隐语
,

对当今侦破打击犯罪活动
,

维护社会治

安
,

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隐缺词的构词往往是把一个成语或惯用语 (主

要是四字格
,

偶有三字格
、

二字格 ) 的最后一个字或

最前一个字隐去
,

造成形式空缺
,

并以这个被隐去的

字作为其所指成分
,

以剩下的其他相邻的字作为其

能指成分
。

或者说是把某个成语或惯用语的一个词

(往往是中心语 ) 用零形式替换
,

使其他的剩余成分

(定语成分或并列结构的一部分 )组成一个结构上完

整的新词
,

新形式在结构上和表意方面具有隐缺的

特点
。

有的所指成分是短语中被隐去字的谐音字
,

因此
,

隐缺词的构词法可分为两种
:
直接隐缺法和隐

缺谐音法
。

(一 ) 直接隐缺法

直接隐缺法就是直接去掉成语或惯用语中的后

一字或前一字
,

造成形式残缺
,

所缺字即是表意语

素
。

根据缺字在原词 (或短语 ) 中所处的位置
,

又分

为藏尾式和藏头式两种构词方式
。

1
.

藏尾式

又称
“

歇后式
” 、 “

缩脚式
” 、 “

截尾式
” ,

是将成语

或惯用语的最后一个字 (即
“

所指成分
”

)隐去
,

只说

出其余的几个字 (即
“

能指成分
”

)
。

用字母表示其格

式为
: A B C D一 A B C 或 A B C o A B

。

(
“ A B C D ”

分别代

表原结构中的四个字 )如
:

大江大 (海 ) 和风细 (雨 ) 高头大 (马 )

牛头马 (面 ) 娇皮嫩 (肉 ) 金童玉 (女 )

五台会 (兄 ) 乘龙快 (婿 ) 乌漆墨 (黑 )

杨柳细 (腰 ) 八面威 (风 ) 青山绿 (水 )

乌烟瘴 (气 ) 冷火秋 (烟 ) 刮骨熬 (油 )

油盐杂 (货 ) 大年初 (一 ) 十中八 (九 )

天官赐 (福 ) 曹 国 (舅 ) 买命 (钱 )

顺 风 (耳 )

2
.

藏头式

又称
“

歇前式
” 、 “

缩头语
” ,

是把成语或惯用语的

头一个字 (即
“

所指成分
”

) 隐去
,

只说出其余的几个

字 (即
“

能指成分
”

)
,

以替代被隐去的字
。

用字母表

示其格式为
: A B Co B c 或 A B o B

。

如
:

(一 )江风 (二 )郎神 (三 )学士 (四 )朝元

(十 )段锦 (人 )马

据以上材料分析
,

隐缺词以藏尾式为多
,

藏头式

较少
,

这可能与汉民族的语言习俗有关
。

因为隐缺

词和早在 民间流行的游戏歇后语有些相似
,

人们已

习惯于歇后
,

而不习惯于歇前
。

(二 ) 隐缺谐音法

隐缺谐音法是一种综合的构词方法
。

有些隐缺

词不只是构词时造成形式残缺
,

同时还伴随着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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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的使用
。

被隐去的表意字 (即
“

所指成分
”

)和原

词中的字有音同音近 (即谐音 ) 的关系
。

根据隐前
、

缺后的不同
,

又分为以下两种方式
:

1
.

藏尾谐音式 (括号里的头一字是被隐去的原

词中的字
,

即
“

所指成分
”

的谐音字
,

下同
。

)如
:

原来如 (此
,

谐痴
,

指痴呆 ) 莫名其 (妙
,

谐庙
,

指寺庙 ) 绳捆索 (绑
,

谐膀
,

指肩膀 )

猪头三 (牲
,

谐生
,

指生人 ) 甲乙丙 (丁
,

谐盯
,

指盯

梢 ) 花言巧 (语
,

谐雨 )

金殿装 (疯
,

谐风 ) 东化西 (散
,

谐三 ) 紧牢固 (实
,

谐十 ) 二龙戏 (珠
,

谐朱
,

朱姓 )

一锅烂 (粥
,

谐周
,

周姓 )

2
,

藏头谐音式

(系
,

谐纪
,

纪姓 )疙瘩 (照
,

谐赵
,

赵姓 )灯笼

(缝
,

谐冯
,

冯姓 )补丁 (吹
,

谐崔
,

崔姓 )喇叭

藏头谐音法主要用于表姓氏的隐语行话
,

而且

主要取材于三字格短语
,

看似隐蔽
,

实则很通俗
,

与

之相较
,

前面所举的藏尾谐音法 (主要取材于成语和

习惯用语 )就显得文雅
、

隐晦得多
。

最后
,

还需说明的是
,

隐缺词和歇后语不同
。

歇

后语一般是由比喻和说明两部分构成
,

其意义是相
“

连接
”

的
。

隐缺词则是对原词的改造
,

它是通过组

合作用而形成的非理构词
,

在形式取舍的同时
,

意义

也有取舍
。

但它在形式上的取舍和意义上的取舍相

反
,

因为表意的成分被舍弃
,

保留下来的充当形式的

却是不表意的成分
。

因此
,

不能将二者混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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