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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笨蛋 原来并不笨
上当 原来是上当铺典当
下榻 原来是真的把床放下来
杜撰 真的是姓杜的在撰写吗？

飞毛腿 是长满腿毛的腿吗？

露马脚 露的为何是马脚？

打交道 为什么要使劲地打？

大手笔 原来是指朝廷诏书
床前明月光 原来并不是躺在床上
原来，这些词的古今用法竟然如此不同！

让国学行家带领你重返语文的历史现场，
一次看完近200则词条当初如何诞生，
又如何演变成今日的用法，
既长见识，又长知识。

原来，汉语是活的，是有生命的。

看完本书，
你再也不会错用、误用和滥用中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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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晖，1969年出生，自由作家，现居云南大理。

　　主编：《“六十年代”气质》《中国历史的后门》
　　合著：《趣读史记》系列，《新说文解词》，《中华语典1》
　　个人著作：《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乱世的标本：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人格症
》《乱世之鞭：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30个人》《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日常俗语》《悠悠凤与凰：那些
过往的爱情与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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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B
　“白丁”的称谓是怎么来的
　“百姓”原来是指官员
　“班房”本来是门房
　“笨蛋”本来并不笨
　“陛下”为何是对皇帝的敬称
　“鞭策”原来都是指马鞭
　“伯仲之间”为何比喻不相上下
　“不共戴天”是古人的复仇原则
　“不分轩轾”的　“轩轾”是什么东西
C
　“长舌妇”原来是指哪个女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　“池鱼”原来是人名
　“城府”为何比喻人有心机
　“痴人说梦”原来是对着痴人说梦话
　“出尔反尔”原来不是反复无常
　“窗户”原来指窗和门
　“床前明月光”的　“床”是睡床吗
　“吹嘘”的本义并非吹捧
　“椿萱”为何代指父母
　“促织”为何是指蟋蟀
D
　“打交道”为何要使劲儿　“打”
　“打烊”为何表示停止营业
　“大手笔”原来专指朝廷诏书
　“大驾光临”原来只能用于皇帝
　“呆若木鸡”原来是指凶猛的斗鸡
　“戴高帽”的高帽是什么帽
　“当头棒喝”原来是佛教用语
　“倒霉”倒的什么　“霉”
　“倒插门”为何比喻入赘
　“得过且过”原来是鸟的叫声
　“雕虫小技”的　“虫”是什么虫
　“顶缸”为何指代人受过
　“东道主”的称谓是怎么来的
　“洞房”本来并不指婚房
　“杜撰”原来是姓杜的在撰写
F
　“放肆”原本指陈列尸体
　“飞毛腿”是什么腿
　“飞扬跋扈”的　“跋扈”指什么
　“飞黄腾达”的　“飞黄”是什么
　“风筝”原本是间谍工具
　“风骚”原来是褒义词
　“丰碑”原来是下葬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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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财”和　“横财”大不同
　“浮屠”到底是什么意思
　“斧正”为何跟斧子有关
　“腹诽”竟然是一项罪名
　“腹笥”为何形容读书多
　“赋闲”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G
　“革命”原来专指改朝换代
　“狗拿耗子”原来并非多管闲事
　“狗尾”为何要　“续貂”
　“固若金汤”的　“金汤”指什么
　“怪哉”原来是一种诉冤的虫子
H
　“汗青”本来是烤青竹
　“行伍出身”为何指代当兵
　“喝墨水”原来是真的喝
　“合卺”为何代指成婚
　“哄堂大笑”原来是出自一项有趣的制度
　“红杏出墙”为何比喻女子不贞
　“鸿运当头”为何跟鸿雁有关系
　“后来居上”原来是贬义词
　“怀璧其罪”到底是什么罪
　“魂飞魄散”的　“魂”为何会飞，　“魄”为何会散
　“伙伴”的称谓是怎么来的
J
　“忌讳”原本不能用在活人身上
　“家贼”原来是豢养的刺客
　“袈裟”本意是杂色
　“交椅”原来就是马扎
　“教授”本来是官衔
　“嗟来之食”的　“嗟”原来是表示轻蔑
　“金鸡独立”为何用金鸡来形容
　“斤斤计较”原来是褒义词
　“旧雨新知”为何指朋友
　“爵位”原来来源于饮酒的等级
K
　“空穴来风”原来指有根有据
　“魁首”为何是指第一名
L
　“郎中”为何是尊称医生
　“浪子”从来不可羡
　“牢骚”原来是刷马时的哀叹
　“老头子”原来专指乾隆
　“老油条”为何比喻圆滑
　“连襟”原来形容友情
　“连理”原来是形容两棵树
　“烈士”本来不必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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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马脚”露的为何是马脚
M
　“马虎”为何形容粗心
　“满城风雨”原来是形容秋景
　“美轮美奂”只能形容建筑物
　“螟蛉之子”为何指义子
　“名堂”为何指花招
　“明目张胆”原本指敢作敢为
　“沐浴”原来是严格的礼仪制度
N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原来是一句偈语
P
　“袍泽”不是朋友的代称
　“皮里阳秋”原来是褒义词
　“偏袒”为何跟袒露胳膊有关
Q
　“七月流火”不是形容酷暑
　“期期艾艾”为何形容口吃
　“千金”原来指男孩儿
　“敲门砖”原来是八股文
　“敲竹杠”的由来
　“乔迁”不能用在自己身上
　“亲戚”原来各有所指
　“青梅竹马”原来是一种游戏
　“青衫”原来是一种低阶官服
　“青灯黄卷”为何比喻清苦生活
　“青楼”原来并不是妓院
　“倾国倾城”的　“倾”是　“倾倒”吗
　“倾盖”之交是什么交情
　“秋毫无犯”的　“毫”指什么
　“犬子”的称谓要分场合
R
　“如丧考妣”的　“考妣”到底指什么
　“入幕之宾”为何指男同性恋
S
　“三更半夜”为何含有阴谋成分
　“三长两短”原来是捆棺材
　“三只手”的称谓是怎么来的
　“桑榆”为何指晚年
　“桑梓”为何指故乡
　“桑间濮上”为何指男女幽会的场所
　“杀手锏”其实是　“撒手锏”
　“商女”是什么样的歌女
　“上当”原来是上当铺
　“绅士”的称谓是怎么来的
　“甚嚣尘上”最初并无贬义
　“失足”为何表示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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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言而肥”真的是把话吃进去吗
　“使节”的称谓是怎么来的
　“寿比南山”的　“南山”不是一座山
　“睡觉”原来指睡醒了
　“司空见惯”的　“司空”原来是官名
　“斯文”为何会　“扫地”
T
　“谈何容易”误用了两千年
　“饕餮”为何形容贪吃
　“太岁”到底是什么东西
　“醍醐灌顶”的　“醍醐”是什么东西
　“天作孽”原来是指月食
　“徒步”原来是指平民
　“兔儿爷”为何指男同性恋
W
　“万乘之尊”为何指代皇帝
　“文不加点”的　“点”指什么
　“龌龊”本来并不卑鄙
　“屋漏”是指屋子漏雨吗
　“无所不用其极”本来是褒义词
　“无赖”原来不是浪荡子
　“五福临门”指哪五福
X
　“牺牲”本来是指祭品
　“下榻”原来是真的把床放下来
　“下流”是怎么变成骂人话的
　“先拔头筹”拔的是什么　“筹”
　“下马威”原来是　“下车威”
　“现世报”是怎么变成骂人话的
　“乡愿”为何指败坏道德的人
　“枭首示众”为何称　“枭首”
　“小鸟依人”最早竟然形容男人
　“小蛮腰”的比喻是怎么来的
　“啸聚”的　“啸”原来是一种音乐样式
　“心腹”和　“爪牙”原来都是褒义词
　“心怀叵测”原来是褒义词
　“杏林”为何代指中医界
　“猩红”跟猩猩有关系吗
　“悬壶”为何代指行医
　“寻常”本是度量单位
Y
　“压岁钱”原来是为了避凶趋吉
　“衙门”原来是　“牙门”
　“筵席”原来是严格的礼仪制度
　“眼中钉”的　“钉”是比喻两个坏蛋
　“阳春白雪”为何形容高雅
　“一寸光阴”为何用　“寸”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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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刹那”是多长时间
　“一生一世”有多久
　“因缘”共有十二种
　“饮鸩止渴”的　“鸩”是毒酒吗
　“应酬”原来是饮酒的礼节
　“应声虫”竟然是一种怪虫
　“与虎谋皮”本来是　“与狐谋皮”
　“遇人不淑”只能出自已婚女性之口
　“鸳鸯”最早竟然指兄弟
　“岳父”为何是对妻子父亲的尊称
Z
　“招摇”原来是一颗星星
　“钟鸣鼎食”原来是严格的等级制
　“蛛丝马迹”的　“马”是什么马
　“驻锡”只能用于僧侣
　“拙荆”为何是对自己妻子的谦称
　“子虚乌有”为何表示不存在
　“座右铭”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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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牢骚&rdquo;原来是刷马时的哀叹　　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一诗写道：&ldquo;饮茶粤
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rdquo;&ldquo;牢骚太盛防肠断&rdquo;，在今天的日常用语中，&ldquo;牢骚&rdquo;和&ldquo;发牢
骚&rdquo;都是指发泄烦闷不满的情绪。
那么，到底什么是&ldquo;牢骚&rdquo;呢？
这两个字又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ldquo;牢&rdquo;，象形指事，在甲骨文的字形中，&ldquo;牢&rdquo;的下面是一只牛，上面像养
牛的圈。
因此&ldquo;牢&rdquo;的本义是关养牛马等牲畜的圈。
《说文解字》解释道：&ldquo;牢，闲养牛马圈也。
&rdquo;比如&ldquo;亡羊补牢&rdquo;这个成语就是羊跑了，还要把羊圈补好的意思。
古代还把祭祀或者宴享时的牲畜称为&ldquo;太牢&rdquo;、&ldquo;少牢&rdquo;。
牛羊猪各一只叫&ldquo;太牢&rdquo;，羊猪各一只叫&ldquo;少牢&rdquo;。
天子祭祀叫&ldquo;太牢&rdquo;，诸侯祭祀叫&ldquo;少牢&rdquo;。
　　&ldquo;骚&rdquo;是形声字，从马，蚤声，《说文解字》解释道：&ldquo;骚，摩马。
&rdquo;段玉裁注：&ldquo;人曰搔，马曰骚，其意一也。
摩马，如今人之刷马。
&rdquo;引申为&ldquo;扰也&rdquo;，马扰动的样子，再引申为因纷扰不安而导致的忧愁。
屈原所作的&ldquo;离骚&rdquo;就是离忧的意思。
　　&ldquo;牢骚&rdquo;和&ldquo;发牢骚&rdquo;，毫无疑问最早都和畜圈里的马有关。
马和马车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赶马车的人被称为御者，因为是干体力活的，所以地位低下。
一天劳累下来，晚上还要在马圈里刷马。
伴随着马的扰动，御者不免哀叹自己的身世，有抱负的人更有怀才不遇之感。
　　这一职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四个著名的词：　　&ldquo;御用&rdquo;。
用于御，用为王的御者，为王前驱。
如此责任重大，如此辛苦，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反而被人看不起；御者在马圈里哀鸣的时间久了，
言为心声，歌以咏志，遂诞生了&ldquo;马圈文学&rdquo;，纯粹干体力活儿的御者慢慢就转变成了专
事歌咏的&ldquo;御用文人&rdquo;。
　　&ldquo;舆论&rdquo;。
舆者，车也，车上的言论。
黄帝最早设计了车服，御者被分为三六九等，奠定了等级制的基础。
既有等级就有不满，御者驾车的时候不免嘟嘟囔囔，抱怨车服配不上自己的技术。
时间长了，御者的言论渐渐密集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言论圈子，后世就用&ldquo;舆论&rdquo;这
一专门术语来命名这个独特的言论圈子。
　　&ldquo;骚人&rdquo;和&ldquo;骚客&rdquo;。
特指诗人。
从&ldquo;马圈文学&rdquo;脱胎而出的御者，春风得意之后，&ldquo;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
万户侯&rdquo;，开始了不切实际的妄想。
虽然河山还是以前的河山，但揣着俸禄游山玩水看到的河山显然迥异于驾车时看到的河山。
　　&ldquo;老头子&rdquo;原来专指乾隆　　&ldquo;老头子&rdquo;是个民间俗语，年老的男子通常被
称为&ldquo;老头子&rdquo;，老夫老妻之间，妻子也可以昵称丈夫为&ldquo;老头子&rdquo;，帮会里面
的首领也常常被称为&ldquo;老头子&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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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鲜为人知的是，这个词最早却是对乾隆皇帝的专用称呼。
　　纪昀（y&uacute;n），字晓岚，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深为乾隆皇帝所激赏
，任命他为《四库全书》总纂官。
纪晓岚最有名的著作是《阅微草堂笔记》。
　　纪晓岚身体肥胖，所以最害怕的就是夏天，一到酷暑季节，人们常常看见纪晓岚身上的衣服总是
湿漉漉的，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他掉进了池塘里呢。
　　在南书房陪同乾隆皇帝吟诗作画虽然是荣耀之事，但纪晓岚却视如畏途，因为里面太热，自己汗
流浃背的样子实在太过狼狈。
因此一出了南书房，纪晓岚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旁边的便殿，把湿漉漉的衣服脱个精光，纳完凉后才出
门回家。
　　乾隆皇帝听贴身的太监说过纪晓岚的这个习惯，有一次想故意戏弄纪晓岚，趁纪晓岚和别的大臣
们在便殿里裸体聊天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了便殿。
一看皇帝驾到，大臣们赶紧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偏偏纪晓岚是个近视眼，乾隆走到跟前才看见，这时
已经来不及穿上衣服了。
纪晓岚就这样赤裸着肥胖的身体跪在地上，不停地喘息着，一动不敢动。
乾隆皇帝一直待了两个小时，坐在那里不言不语。
纪晓岚终于忍不住了，跪在地上偷偷张望，可是看不清乾隆到底还在不在殿里。
过了一会儿，纪晓岚实在忍无可忍了，小声问身边的大臣：&ldquo;老头子走了没有？
&rdquo;众人大笑，乾隆皇帝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乾隆命太监为纪晓岚穿上衣服，吩咐他跪在地上，问道：&ldquo;你为什么如此轻薄地称呼我？
太过无礼！
今天你必须说出个子丑寅卯，否则就砍了你的头！
&rdquo;　　纪晓岚回答道：&ldquo;&lsquo;老头子&rsquo;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京城里的人都这么称呼
您。
大家都称陛下您&lsquo;万岁&rsquo;，&lsquo;万岁&rsquo;还不老吗？
皇帝又叫&lsquo;元首&rsquo;，&lsquo;元首&rsquo;不就是头吗？
皇上是天之子，而又以万民为子，因此叫&lsquo;子&rsquo;。
合称&lsquo;老头子&rsquo;。
&rdquo;　　听了纪晓岚的这番诡辩，便殿里哄堂大笑，乾隆皇帝也笑得合不拢嘴。
纪晓岚既为自己解了围，顺便也大大地拍了乾隆皇帝的马屁，真是机智，弄得乾隆皇帝没办法怪罪他
。
从此之后，这个词就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中流行起来了。
　　&ldquo;老油条&rdquo;为何比喻圆滑　　过分圆滑的人俗称&ldquo;老油条&rdquo;，&ldquo;老油
条&rdquo;不一定真的非老不可，很多刚出校门的学生会干部比在职场混了好几年的人更像&ldquo;老
油条&rdquo;，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就经受了&ldquo;老油条&rdquo;的专业训练的缘故。
　　&ldquo;老油条&rdquo;除了圆滑之外，还有一个特征是喜欢放空炮，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对人人都很亲热，可是这种亲热透着一股子虚假，就像油条看起来胖胖的，使劲儿一挤就变成了一根
麻秆。
因此，对付&ldquo;老油条&rdquo;的最好办法就是挤出他话里面的空气，&ldquo;老油条&rdquo;立马就
会打回原形。
　　为什么将圆滑之辈称为&ldquo;老油条&rdquo;？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要一直追溯到将近一千年前！
话说公元1142年，奸臣秦桧以&ldquo;莫须有&rdquo;的罪名杀害了岳飞之后，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
）的百姓对秦桧恨之入骨，有人于是发明了一种油炸食品，捏两个面人，绞在一起油炸，这两个面人
代表秦桧和他老婆王氏，取名&ldquo;油炸烩&rdquo;，&ldquo;烩&rdquo;与秦桧的&ldquo;桧&rdquo;同
音，借以泄恨，这种食品就是今天的油条。
粤语和闽南方言里至今还管油条叫&ldquo;油炸鬼&rdquo;，&ldquo;鬼&rdquo;是&ldquo;烩&rdquo;的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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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清人徐珂《清稗类钞》中写作&ldquo;油灼桧&rdquo;：&ldquo;长可一尺，捶面使薄，以两条绞之
为一，如绳，以油灼之。
其初则肖人形，上二手，下二足，略如乂字，盖宋人恶秦桧之误国，故象形以诛之也。
&rdquo;秦桧和他老婆可真够倒霉的，不仅白铁铸成的像在西湖边供人吐唾沫，还要被人捏成人形下油
锅炸，可见坏人是不敢轻易做的。
　　除了&ldquo;油炸烩&rdquo;之外，杭州还有一种小吃，叫&ldquo;葱包桧儿&rdquo;，用春卷皮裹上
油条和葱段，在平底锅上反复压扁，直至烘烤到金黄色，再抹上辣酱或甜酱即成。
据说这是因为当年卖&ldquo;油炸烩&rdquo;的店铺特别多，有时炸多了卖不完，就将变冷了的&ldquo;
油炸烩&rdquo;在锅上烤，烤熟后同葱段和春卷皮一起食用，一咬之下，吱吱作响，意为让秦桧和王氏
受二茬罪。
这种&ldquo;葱包桧儿&rdquo;所用的油条就是&ldquo;老油条&rdquo;，指冷了的油条。
　　油条是油炸的，当然&ldquo;油滑&rdquo;，因此用来指那些油滑之辈。
&ldquo;油滑&rdquo;久了，变得更加&ldquo;圆滑&rdquo;，是为&ldquo;老油条&rdquo;。
　　&ldquo;美轮美奂&rdquo;只能形容建筑物　　&ldquo;美轮美奂&rdquo;是一个成语，可是却常常被
人们用错，比如有人将这个成语写成&ldquo;美仑美奂&rdquo;，还有人写成&ldquo;美伦美奂&rdquo;。
这都是不对的。
而且人们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也经常出错，看到这个成语中的&ldquo;美&rdquo;，就以为所有&ldquo;
美&rdquo;的东西都可以用它来形容，甚至竟然还有人用它来赞叹美眉！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ldquo;美轮美奂&rdquo;这个成语只能用在建筑物身上，形容建筑物高大华美，用在别的场合一律属
于误用。
　　此语出自《礼记？
檀弓下》：&ldquo;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
张老曰：&lsquo;美哉轮焉！
美哉奂焉！
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
&rsquo;&rdquo;晋国大夫赵武的谥号为&ldquo;献&rdquo;和&ldquo;文&rdquo;，因此称他&ldquo;献文
子&rdquo;以示尊敬。
赵武建造了一座新的房屋，晋国的大夫纷纷赶去送礼祝贺，其中有位叫张老的大夫一看眼睛就直了，
不由自主地赞叹道：&ldquo;太美了！
房子高大巍峨啊！
太美了！
房子文采华丽啊！
可以在这里唱着颂歌祭祀，可以在这里哭泣举行丧礼，可以在这里聚集国人和宗族啊！
&rdquo;　　&ldquo;轮&rdquo;是屈曲盘旋而上的样子，引申为高大；&ldquo;奂&rdquo;是文采华丽，
通&ldquo;焕&rdquo;，因此这个成语也可以写成&ldquo;美轮美焕&rdquo;。
　　故事还没有完，按照礼节，赵武要答谢张老，于是赵武回答道：&ldquo;您说的这些事情都可以在
这里举行，这就意味着我要在这里尽享天年，寿终正寝，然后到先祖的墓地去追随先人。
&rdquo;答谢完毕之后，赵武面向北方拜了又拜，叩头行礼。
　　《礼记》是讲礼仪的书，因此在两人这一番对话之后评论道：&ldquo;君子谓之善颂善祷。
&rdquo;君子称赞这二位的称颂和祝祷都很好，合乎礼节，值得表扬。
　　&ldquo;美轮美奂&rdquo;即出自这个故事。
知道了出处和原始含义之后，读者朋友们以后就不要再误用这个成语了。
　　&ldquo;名堂&rdquo;为何指花招　　&ldquo;搞什么名堂&rdquo;犹如说搞什么花招，搞什么花样，
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日常俗语。
&ldquo;名堂&rdquo;到底是什么东西？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这个词，原来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会用来指代花招、花样呢？
　　&ldquo;名堂&rdquo;原来写作&ldquo;明堂&rdquo;，&ldquo;明堂&rdquo;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
方，凡是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重大的典礼都在&ldquo;明堂&rdquo;举行。
《木兰辞》中&ldquo;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rdquo;，将士们打了胜仗回来后，天子亲自接见的地
方就是&ldquo;明堂&rdquo;。
孟子说：&ldquo;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rdquo;一种说法是&ldquo;明堂&rdquo;乃黄帝所建，是黄帝测天象、观四方和举行重大政治文化活动
的场所。
还有一种说法是直到周代才叫&ldquo;明堂&rdquo;，夏朝管它叫&ldquo;世室&rdquo;，商代管它
叫&ldquo;重屋&rdquo;。
《礼记》中有一篇《明堂位》，记载了周代&ldquo;明堂&rdquo;的样式和礼仪，但是却语焉不详，不
知道&ldquo;明堂&rdquo;到底是什么样的建筑。
齐宣王曾经向孟子询问，有人建议他拆除周王室那座华而不实的&ldquo;明堂&rdquo;，孟子怎么看这
件事。
孟子回答道：&ldquo;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rdquo;齐宣王说的这座&ldquo;明堂&rdquo;，是周武王东征时所建，汉代时还存在，后来才渐渐堙没
。
　　汉武帝登基后，封禅泰山，在泰山发现了一座古代明堂的遗址，就想模仿古代圣君，也造一
座&ldquo;明堂&rdquo;，可是没有人知道&ldquo;明堂&rdquo;的建筑样式。
济南人公玊（s&ugrave;）带献上了黄帝时的明堂图，图中心是一座宫殿，四面没有墙壁，以茅草覆盖
，周围环水，环绕着宫墙修有往上的通道，可以沿着通道走到宫殿上面的一层楼。
汉武帝就照着这个图修建了明堂。
不过后代学者考证说这个明堂图乃是公玊带伪造的。
　　隋唐两代，帝王们都想建造明堂，自比圣君，但是众说纷纭，最终也确定不了明堂的样式。
武则天统治时期，不听群臣的劝谏，按照拍马屁者呈献的《黄帝明堂经》执意建成了周边长93.3米，
高91.43米的明堂，非常壮观华丽，不料七年后一把火焚毁了明堂，武则天又重建了规模更大的明堂，
称&ldquo;通天宫&rdquo;，安史之乱中化为灰烬。
　　修建明堂时，很多大臣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纷纷上书反对，有位大臣还写了一篇《明堂赋》，讽
刺那个《黄帝明堂经》里不知道搞的是什么&ldquo;明堂&rdquo;，就此流传开来，人们于是把稀奇古
怪、子虚乌有的东西称作&ldquo;搞什么明堂&rdquo;，因为&ldquo;明&rdquo;、&ldquo;名&rdquo;，同
音，久而久之&ldquo;明堂&rdquo;就变成了今天俗语所说的&ldquo;名堂&rdquo;，而人们再也不知道所
指何意了。
　　&ldquo;乔迁&rdquo;不能用在自己身上　　一家商店开业，门前海报赫然写着：&ldquo;庆贺本店
乔迁新店，特举办买一赠一活动。
&rdquo;这个&ldquo;乔迁&rdquo;用得可真是错到家门口了。
　　&ldquo;乔迁&rdquo;一词，源于《诗经？
小雅？
伐木》：&ldquo;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rdquo;意思是：鸟儿飞离深谷，迁到高大的树上去，也就是说从阴暗狭窄的山谷之底，忽然跃升到大
树之顶。
由此可知，&ldquo;乔迁&rdquo;之&ldquo;乔&rdquo;，即高大的树木，属名词。
因此，古人又将&ldquo;乔迁&rdquo;写作&ldquo;迁乔&rdquo;，如刘孝绰《百舌咏》：&ldquo;迁乔声
迥出，赴谷响幽深。
&rdquo;李峤《莺》：&ldquo;写啭清弦里，迁乔暗木中。
&rdquo;郑夑《咏莺》：&ldquo;高风不借便，何处得迁乔。
&rdquo;从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ldquo;乔迁&rdquo;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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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们用&ldquo;乔迁&rdquo;比喻人搬到好的地方去住，常用于祝贺别人。
但用在自己身上就不很妥当，就像&ldquo;令尊&rdquo;一词，只能用于对方的父亲，用在自己身上就
贻笑大方了。
另外，&ldquo;乔迁&rdquo;还可以表达&ldquo;官职升迁&rdquo;之意。
如，唐代张籍就有诗写道：&ldquo;满堂虚左待，众目望乔迁。
&rdquo;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ldquo;迁乔&rdquo;还是&ldquo;乔迁&rdquo;均为不及物动词。
只能说乔迁，如&ldquo;乔迁之喜&rdquo;、&ldquo;祝贺乔迁&rdquo;，不能说&ldquo;乔迁新居&rdquo;
、&ldquo;乔迁新址&rdquo;、&ldquo;乔迁新店&rdquo;。
若非要突出新居，可说&ldquo;喜迁新居&rdquo;。
　　&ldquo;上当&rdquo;原来是上当铺　　&ldquo;上当&rdquo;是指中了别人的奸计而受骗吃亏，尽人
皆知，但是为什么把受骗吃亏叫作&ldquo;上当&rdquo;呢？
相信很多人都不清楚。
　　关于&ldquo;上当&rdquo;一词的权威解释来自清朝学者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一书。
在&ldquo;自上当&rdquo;的条目中，徐珂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江苏清河有个非常富有的王氏家族，他们最大的生意是在城里开的当铺，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当铺的
规模越来越大，王氏家族也越来越富有。
子孙繁衍，家族中很多人都靠当铺吃饭，源源不断地把巨资都投进了当铺中，成为当铺的股东。
但是王氏家族中的人都不擅长或者不耐烦具体的经营事宜，他们历来的做法是公选一个职业经理人代
替家族来打理当铺的具体营业。
到了光绪年间，家族公选的职业经理人叫王锡祺。
王锡祺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和藏书家，字寿萱，自号书楼为&ldquo;小方壶斋&rdquo;，辑刊有《小方
壶斋舆地丛钞》行世，至今对考证古地理还很有参考价值。
　　王锡祺乃是一位学者，精力都集中在了刻书、藏书上，哪里还能在当铺的经营上动脑子呢。
王氏家族的人认为王锡祺主持当铺多年，一定收益良多，才有更多的金钱用在刻书、藏书的事情上，
就很嫉妒他。
这些股东们想了一个馊主意，将自己家里有用没用的东西都拿到当铺里去典当，预先估算的价格一定
高于实际价值。
当铺的伙计们一看股东们亲自来典当，哪里敢驳回股东们自己定的高价呢，只好按照股东自定的高价
如数给付。
一来二去，当铺的资本渐渐就被抽空，王锡祺没办法，只好靠借贷维持当铺的运营。
时间长了，当铺终于宣告破产。
　　清河的人为此编了一句顺口溜：&ldquo;清河王，自上当。
&rdquo;讽刺王氏家族自己上当铺典当，最终导致破产。
从此之后，民间就把受骗吃亏称为&ldquo;上当&rdquo;，殊不知最早的&ldquo;上当&rdquo;是&ldquo;
自上当&rdquo;。
　　&ldquo;谈何容易&rdquo;误用了两千年　　&ldquo;谈何容易&rdquo;这个成语在今天的意思是凡事
办起来没有想像得那么简单，说起来容易，做出来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读起来的停顿是&ldquo;
谈&mdash;何&mdash;容易&rdquo;。
可是在古代，这个成语的意思却大相径庭，读起来的停顿是&ldquo;谈&mdash;何容&mdash;易&rdquo;
，谈，说话；何容，岂可，怎能容许；易，轻易。
意思是说话怎能容许轻易而为呢？
　　此语出自汉代著名滑稽大师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一文。
东方朔虚构了一个非有先生，去吴国做官，沉默了三年，一句话都没有说，既没有劝谏吴王的话，也
没有赞美吴王的话。
吴王终于沉不住气了，对非有先生说：&ldquo;寡人托庇于先人之功，为国事夙兴夜寐地操劳，不敢有
一丝一毫的懈怠。
我请您来吴国，是想请您辅佐我，可是您既不说好话也不说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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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真的有才能却不发挥出来，那就是您不忠；而如果您有谏言我却没有听从，那就是寡人不明。
您是不是担心我不明所以才沉默的？
&rdquo;　　非有先生伏下身子，唯唯而已。
吴王说：&ldquo;现在您可以谈了，我洗耳恭听。
&rdquo;　　非有先生回答道：&ldquo;哎呀！
可以谈了吗？
可以谈了吗？
谈何容易！
所谈的内容有让人悖目、逆耳、违心之言，或者所谈的内容让人悦目、顺耳、快心，可是对人的行为
却没有丝毫帮助的，假如不是明王圣主，有谁会听这种谈论呢？
&rdquo;非有先生所说的&ldquo;谈何容易&rdquo;即谈论怎能容许轻易而为，因此只有明君才能纳谏。
　　吴王一听非有先生怀疑自己不能纳谏，赶紧正色道：&ldquo;我准备好了，您开始谈吧。
&rdquo;　　非有先生于是举了夏桀的忠臣关龙逢、殷纣王的忠臣比干直言而遭杀戮的故事，来证
明&ldquo;谈何容易&rdquo;。
又说邪恶的君主听信小人之言，因此贤士们都躲进了深山老林做隐士去了，这样的君主令人生畏，同
样是&ldquo;谈何容易&rdquo;。
这一番话说得吴王出了一身冷汗，立马向非有先生表明自己愿意远小人、近君子、裁减一切奢侈用度
的决心。
　　在这段对话中，非有先生一共用了四个&ldquo;谈何容易&rdquo;，来证明向国君进谏，谈论国事
岂能轻易而为，&ldquo;恳言则辞浅而不入，深言则逆耳而失指&rdquo;，甚至会有杀身之祸。
这就是&ldquo;谈何容易&rdquo;这个成语的原始义项，跟现在的意思截然不同，后来这一成语
将&ldquo;容易&rdquo;连读，致使它完全变成了&ldquo;凡事办起来没有想像得那么简单&rdquo;之意。
　　&hellip;&hellip;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这个词，原来是这个意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