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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書丹的《馬雲亭紀念碑》等，也是書法藝術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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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漫談 

神奇的中國漢字--「老」字的妙用 

方謙光 

我們的國家幅員遼闊，人口眾多，各地的人們有著不同的風俗習慣，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土話。俗話說：「十里不同音」，各地方

的人所說的話，發音吐字相差甚遠，北京人說「一、二、三、四」，廣東

音就成了「呀、幺、三、塞」。北京人說「吃飯」，閩南人把吃飯說成「呷

崩」。北方人說「鞋子」，南方人發音鞋子就變成了「孩子」。有時不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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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人碰到一起，說話中會鬧出很多笑話，有時也笑不起來，因為互相說

的根本就一點兒也聽不懂。我第一次去台灣，聽當地人講閩南話，真是連

一點門兒也沒有，看見人家說的挺熱鬧，根本不知道他們在說些什麼。南

方人笑北方人是「垮子」，北方人笑南方人是「蠻子」，台灣人說北京話是

「京片子」。現在提倡大家都說普通話，也就是台灣人所使用的「國語」，

所謂國語也就是以北方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說普通話，不但可以方便各

地方的人相互交流，而且在使用計算機的時候，便于利用拚音法進行文字

輸入，更方使用語音輸入。 

儘管各地方的人語言習慣不同，有時甚至完全聽不懂，但只要把所要

表達的意思寫成文字，無論是東西南北哪一方的人，甚至是海外華人，都

會一目了然。這就是中國文字所具有的獨特的魅力。中國的文字從甲骨文

開始，經歷了大篆、小篆一直演化到今天使用的方塊字，經歷了五千多年

的歷史，蘊含了豐富而深刻的文化積淀。正是由于中國文字記錄了中華民

族的文明史，從未間斷，也正是由于中國的文字使中國的歷史得到了延

續，促進了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凝聚。中國文字的奇妙之處，還在于簡單

的幾個字連在一起，就變成了詞，有了詞就可以連成句，有了詞句就可以

完整地表達人們思想意識。 

譬如：「老」字的用法其妙無窮。「老」字主要是表示年長、時間長、

年紀大的意思，可是把「老」字和其他的字連在一起，組成一個詞就表現

出各式各樣的意思。首先可以用來做敬語，把老字加在某人姓的後面是對

老人表示一種尊稱和敬意，如張老、王老、李老、趙老等。把老字加在某

人些人的職稱前面，也是一種尊稱的意思，如：老專家、老教授、老中醫、

老藝術家、老把式等等。有時某些詞前面加上一個老字也表示有幾分敬畏

的意思，如：老天爺、老佛爺、老爺子、老總等。 

老字可以用在一般人的稱呼上，如：老先生、老人家、老太太等。為

了顯得同輩人或同事間比較親密，彼此稱對方為：老張、老王、老李、老

趙、老吳⋯⋯。夫妻之間，丈夫稱妻子為「老婆」，妻子稱自己的丈夫為

「老公」。實際上過去老北京人稱太監(閹人)為老公，不知道從什麼開始，

女人們把稱呼太監的詞兒用來稱呼自己的丈夫了，也不知道從什麼時候開

始，結了婚的男人們也就稀里糊塗地和太監同名了。 

老字不但可加在人的稱呼前面，也可以加在某些動物名詞的前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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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虎、老鷹、老鼠等等。如果把加在動物名詞前面的老字組成詞，再反過

來形容人，就成為另一種意思，如稱某人是「老黃牛」，意思就是形容此

人是任勞任怨、勤勤懇懇，是個凡事都埋頭苦幹的。如稱某人是「老狐狸」，

不用問，此人一定是狡猾狡猾地。如稱某人是「老倔驢」，說明此人一定

是個倔脾氣。這一類的詞很多很多，大多不是什麼好話，如：老古董、老

家伙、老東西、老光棍兒、老雜毛、老梆子、老來俏、老掉牙、老油條、

老滑頭、老冤家、老對頭、老冒兒、老烟槍、老絕戶、老糊塗、老禿驢、

老廢物、老蔫兒、老不正經、老不中用、老不死的、老棺材瓤子，老眉喀

喳眼的⋯⋯。用來稱呼外國人的詞兒有：老外、老毛子、老洋鬼子、還有

老假洋鬼子⋯⋯。把老字加在數目字前面，就成了排行順序，如：老大、

老二、老三、老四⋯⋯。用在兄弟姐妹的排行順序上，對最小的一個反而

稱老，如最小的兒子稱為老兒子，最小的女兒稱老閨女、老妹子，也不盡

如此，人們又把老閨女或老姑娘說成是「老處女」，這要看要在什麼場合。 

老字還含有久遠和陳舊的意思，如：老熟人、老鄰居、老同學、老同

事、老朋友、老毛病、老病根兒⋯⋯。老字有時又用來表示「非常」和「極

限」的意思，如人們常說：老遠老遠的、大老遠的、老早老早的、老鼻子

了⋯⋯。用老字組成的成語也是老多老多，如：老當益壯、老樹開花、老

蚌生珠、老馬識途、老實巴交、老氣橫秋、老邁昏庸、老態龍鍾、老奸巨

滑、醋是老的酸、薑是老的辣⋯⋯。 

用老字構成的詞，倒底有多少，實在是太多太多了，我也數不清，和

不同的字搭配千變萬化，組成各種各樣的詞兒，表達出完全不同的意思，

所以說中國的漢字真是奇妙，真是難怪老外學漢語時兩眼發直。(2001 年 7

月 17 日于溪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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