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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趣的合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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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體字是人們把吉祥詞
或一句吉祥話變成一個
字，外形比原來的更具
觀賞性和藝術性，意義
直接明瞭。 



 
 
 





 



軍隊傳令的符文： 
  把幾個字合併書寫，剖作兩半，
君主與將領各執一半，合起來
確認命令真假。 
有防偽作用。 



道教流行，合體字被道士借用
到符文上。 
民間認為符篆有呼召鬼神的力
量，形成「把吉祥用語合成文
字」的文化，以求祝福平安。 
 



唐宋時，道士為渲染神秘
氣氛，引進河圖洛書、八
卦等圖形，畫符越益離奇。 
但造符的基本手法，依舊
是合體字。 



道士「符」類，
無非是「厭鬼煞」
或 「 雷 」 、
「風」、「鬼」
等字的合體。 
 

香港的道士道符 



2016年10月，海
防博物館舉辦末
代皇帝溥儀展覽，
展出他在囚蘇聯
時寫的藝術合體
字，包括「招財
進寶」、「天下
太平」等。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 



北宋文學家王安石赴京趕考，
途中見富紳出聯選婿，聯語是： 
「走馬燈，燈馬走，燈息馬停
步。」 
 
 

北宋文學家王安石 



考試時，考官也出聯徵對，聯
語是：「飛虎旗，旗虎飛，旗
卷虎藏身。」 
 



王安石因雙喜臨門，他揮
筆把兩個「喜」，寫成
「囍」，賦詩： 
「巧對聯成雙喜歌，馬燈
飛虎結絲羅，洞房花燭題
金榜，小登科遇大登科。」 
表達金榜題名、好事接踵
而來。 



漢幣上有「唯吾知足」
四字。 
藉中間方孔作「口」字
偏旁，上、下、左、右
共用，構成「唯吾知
足」。 
反映百姓知足常樂的民
風，具觀賞性。 



每逢喜慶，合體字常
被書寫在紅紙上，以
圖吉祥、喜悅的意思。 
像商店門前貼上「生
意興隆」或新婚時的
雙喜剪紙，都兼蓄了
裝飾性、趣味性和藝
術性。 



林則徐題的一副自勉
聯也是合體字：「海
納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無欲則
剛。」 
由此可見，合體字既
可以貼近民間，也能
夠登入典雅的文字殿
堂。 

林則徐 



 



學好中文乾與坤 
讀寫聽說無苦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