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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每天都要说到、写到、听到大量的词语，通过这些词语我们得以表达想表达的意思，领悟别
人想说明的意思。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准确地运用词语，这就使我们说的话或者听到的意思大打折扣。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道听途说”，就是通过“看人家怎么用，自己就怎么用”，对不熟悉的词汇并没有仔细地查
词典。
另一个是“望文生义”，根据自己已有的字词知识来猜测、推断自己还不了解的其他词汇的意思。
正因为如此，也就使每一个人所掌握的词语的质量打了折扣，而这是非常有害的。
比如，作为教师向学生讲错了就会“误人子弟”，作为主持人和编辑向观众和读者表述错了就会“误
导视听”，作为学生如果参加考试答错了题也会影响成绩。
对词语一知半解，错用词话会降低一个人的水准，甚至给工作、生活带来很多不必要地麻烦。
　　应该肯定，在“听读说写”中“看人家怎么用，自己就怎么用”和“望文生义”的学习词语的方
法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它有很强的局限性。
它的局限性就在于忽略了词语形成过程中曾经历的“千变万化”。
它让人只是通过词语的字面义去理解词语意义，而不知道在字面义的内部还有许多“制约因素”，隐
含着诸多“奥秘”。
不顾及这些“制约因素”而去运用和解释词语自然就要出现偏差或错误。
本书就是指出这类常见的词语错误，并对这些词语进行追本溯源地分析，既让读者了解这些词语的本
源，又让读者了解它的发展；既了解它的“字面义”，又了解它“字面义”内还隐含着的“制约因素
”，了解它的奥秘，“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地理解这些词语，起到“纠错消疑”的作用。
　　为了让大家一目了然，本书采用问答的形式。
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以及教学中经常用错和解释错的词语以及人们日常容易产生
疑问的词语。
相应的回答不敢说百分之百地正确，但必句句有根据，条条有佐证，丝毫没有主观臆断。
所“溯”的“本”俱注明出处，对较艰深的文言都作了解释，故事性强，通俗易懂，即或与文字写作
无关的读者把本书当成故事书读也会增长认识，兴味盎然。
尽管如此，笔者毕竟学浅才疏，书中定有疏漏不妥之处，敬祈读者不吝赐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老师说文解字>>

内容概要

　　《吴老师说文解字》(卓越网独家奉送)以提问的方式对生活中一些常见的词语进行了“溯本求源
”的工作，既让读者了解这些词语的本源，又让读者了解它的发展；既了解它的“字面义”，又了解
其中所隐含的“制约因素”，“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地理解这些词语，起到“纠错消疑”的作用。
让读者避免在生活中写错、用错。
本书句句有根据，条条有佐证，所“溯”的“本”俱注明出处，对较艰深的文言都作了解释，故事性
强，通俗易懂，即或与文字写作无关的读者把本书当成故事书读也会增长认识，兴味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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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培养语文自学能力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主编并出版了《语文自学教材》、《教学指标》、《中学生阅读训练序列》、《中学生作文训练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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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语文辅导》（VCD）等多部关于语言、文字类的书籍及录像带、VCD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老师说文解字>>

书籍目录

A“哀鸿”为什么能比喻流离失所的灾民？
“爱屋及乌”是因爱屋子而连屋上的乌鸟也爱吗？
“安分守己”是守自己的什么？
为什么是“按部就班”而不是“按步就班”？
B两方拉一条粗绳，为什么叫“拔河”？
“拔云眼中钉”写成“拔去眼中丁”对不对？
为什么用“百尺竿头”比喻极高处？
为什么失败称为“败北”？
是“板荡显忠臣”还是“坦荡显忠臣”？
和某人只见过面无深度为什么称为“半面之识”？
女婿是因为不是亲生子才称“半子”吗？
为什么“爪牙”由原来的褒义词发展到今天变成了贬义词？
鲍鱼不是名贵鱼吗，为什么用于“鲍鱼之肆”？
为什么称始祖为“鼻祖”，称远孙为“耳孙”？
为什么要慎用“闭门羮”这个词？
为什么用“必操左券”预祝人胜利或判断人必获胜利？
“陛下”、“阁下”为什么含有尊敬之意？
“表寸心”是谦词吗？
是表达一点儿心意吗？
“勃然变色”是因为发怒而变了脸色吗？
“不信邪”是古语还是今语？
“不可一世”的“一世”是一个世界吗？
“不可思议”是贬义词吗？
“不以成败论英雄”是人失败后的自我安慰之语吗？
“不屑”的“屑”与“纸屑”的“屑”含义相同吗？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寡”是指财富少吗？
“不齿于人”是不被人们提起吗？
“不修边幅”是衣裳边儿破了而不加以修理吗？
C“惨无人道”、“惨不忍睹”的“惨”都是凄惨的意思吗？
“苍黄”与“变化无常”何干？
“苍生”为什么被指代老百姓？
“草长病牛羊”这句话合理吗？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字面义和实指义有多大距离？
“差强人意”是稍稍不让人满意吗“车载斗量”不是载的少吗？
为什么却是形容多的？
“沉鱼落雁”是鱼、雁嫌自己不美而沉、落吗？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池鱼”是怎么回事？
“乘龙佳婿”说的是谁乘龙？
“魑魅魍魉”是四种怪物吗？
“痴人说梦”是痴呆人说梦话吗？
为什么“尺布斗粟”可以指兄弟不和？
“出类拔萃”的“萃”是精华的意思吗？
“出人头地”是高出人一头的意思吗？
为什么要慎用“处心积虑”一语？
为什么用“吹牛”指爱说大话，用“拍马”指取悦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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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称捧人为“吹嘘”？
“蠢蠢欲动”是蠢笨的敌人（坏人）准备捣乱吗？
D为什么称行（hang）家里手为“大方之家”？
“大手笔”、“如椽之笔”、“椽笔”、“大笔”含义相同吗？
“大放厥词”的“厥”是错误的意思吗？
“大器晚成”的“器”指的是器具吗？
“大观”可以指人吗？
文章为什么论块，为什么有“大块文章”之说？
为什么“大快朵颐”能形容吃得很满意？
为什么不可轻易地称呼人为“大师”？
“待人接物”是对待人和接受物吗？
“待字闺中”的“字”是指婚书吗？
“丹心碧血”的“碧”为什么能形容血的颜色？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哪句话正确？
“道听途说”只是在路上听到了别人说的话吗？
为什么用“登龙门”称颂考试达到某一等级者？
“雕虫小技”的“雕虫”指的是文章吗？
哪一种情况才算是“掉书袋”？
女婿为什么称“东床”，又称“令坦”？
“东”、“西”是两个方位词，为什么合起来倒成了一切物件的泛称？
“东道主”、“东家”、“做东”，为什么凡与主人有关的都与东有关？
“动天地，感鬼神”只能用来形容英雄人物吗？
形容人胆大常用“斗胆”，是由文学夸张而来的吗？
“独占鳌头”为什么用龟鳖之头代指第一？
独眼者与龙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随意编造叫“杜撰”？
是“欢渡春节”还是“欢度春节”？
“顿开茅塞”的“茅塞”是比喻人的头脑的吗？
“咄（duo）咄逼人”的“咄咄”是指凶狠的话吗？
E凡是坏消息都可用“噩耗”指代吗？
“恩同再造”的“再造”是再造一个“我”吗？
“耳提面命”的“提”是拎着吗？
F“发愤”与“发奋”含义相同吗？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防备百姓说话吗？
“风雪载途”的“载”是装载的意思吗？
“风声鹤唳”只是两种声音，为什么能有惊慌失措的意思？
“风马牛不相及”一词为什么要慎重使用？
“风流”为什么既是褒义词又是贬义词？
“冯妇”是女子吗？
“肤浅”是像肉皮儿那么浅吗？
为什么说夫妇如宾友，兄弟则如手足？
z只是被判了死刑但尚未执行的人能说他“伏法”了吗？
“斧正”作为谦词谦在何处？
帝王的女婿和马有什么关系？
G“甘拜下风”与“五体投地”含义相同吗？
“肝胆相照”的“肝”和“胆”怎么能相照？
“刚愎（bi）自用”的“自用”是自作主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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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足”为什么用“足”代指弟子？
“高屋建瓴”的“建”是修建之意吗？
“各得其所”的“所”是处所吗？
“钩玄提要”的“玄”与“要”含义相同吗？
“狗尾续貂”可以理解为以坏充好吗？
“呱呱坠地”的“呱”应怎样读？
“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两词语中的“沽”为什么语义正相反？
“骨瘦如柴”是说骨头很瘦吗？
“冠冕堂皇”的“堂皇”是形容“冠冕”的吗？
“鬼才”和“人”怎么能挂上钩？
“国宝”与“国器”没有区别吗？
H“孩提”是“提孩”的倒装吗？
为什么称男子为“汉子”？
“沆瀣（hang xie）一气”能比喻气味相投吗？
“河东狮吼”可用来比喻一切凶悍女人吗？
“和为贵”的“和”是和睦、和平之意吗？
“哄堂大笑”是笑声充满一个大堂吗？
为什么用“花甲”指六十岁？
为什么妇女怀孕可称“身怀六甲”？
是“画虎不成反类狗”还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华氏同功”、“扁鹊再世”、“和缓之家”均可用来称颂良医吗？
“化干戈为玉帛”的“干戈”怎么能成为“玉帛”？
“患得患失”既已“得”着了，为什么还“患”？
“黄泉”的“黄”是因为泥土是黄色的缘故吗？
可以用“黄雀在后”比喻民警抓获盗窃犯吗？
“回天之力”、“无力回天”的“回天”，是把天翻转过来吗？
使出“浑身解数”是使出全身的解脱方法吗？
J今天称职务的高低时用“级”，这“级”由何而来？
“疾风知劲草”的“疾风”与“劲草”各代指什么？
“急于星火”的“星火”与“急”有何联系？
对于“表演艺术家”的“家”，现在是否有滥用的情况？
“间不容发”为什么能比喻极其危险？
“将领”和“将军”有区别吗？
“结发夫妻”的“结发”是指夫妇俩的头发缠在一起吗？
为什么“解铃还须系铃人”？
　　’墨块上所印的“金不换”是墨块的品牌吗？
“斤斤计较”是一斤一斤地计较吗？
“泾渭分明”的“泾”与“渭”，哪个清哪个浊？
四国赛中中国女足名列第四．可称中国女足“敬陪末座”吗？
“赳（jiu）赳武夫”能用来形容英雄人物吗？
为什么称皇帝为“九五至尊”而不称“一百至尊”？
“举案齐眉”怎么有了夫妻相敬的意思？
？
为什么称优秀演员为“角（jue）儿”？
“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指彼此间不亲密吗？
K凡创立学派的人都与“开山”有关吗？
“康庄大道”可以实指人走的真正大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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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宵一刻值千金”的“刻”与今“一刻钟”的“刻”相同吗？
“空穴来风”是从洞穴里来的风吗？
“空洞无物”是贬义词吗？
“不积跬（kuI）步”是不积累半步吗？
KLMNOPQRSTUVW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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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　　“哀鸿”为什么能比喻流离夫所的灾民？
　　“哀鸿”源于《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
”意思是说：大雁飞呀飞，嗷嗷其声悲。
这些贤明的人，说我真辛劳。
“哀”取自诗的第二句，有悲伤、痛苦之意；“鸿”取自第一句，即鸿雁。
鸿雁是候鸟，它要秋去南方，春去北方，有流离之苦。
韩愈在《鸣雁》诗中用“嗷嗷鸣雁鸣且飞，穷秋南去春北归”表达灾民流离之苦。
因此，后人用“哀鸿”比喻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的灾民。
　　“爱屋及乌”是因爱屋子而连屋上的乌鸟也爱吗？
　　从字面上讲是这个意思，但不能这样理解。
“爱屋及乌”是从《尚书大传?大战》的“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或王守仁（《象祠记》中的“君子
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节缩来的。
它的原义，前者是：爱人，同时也爱了这个人屋上的乌鸟，后者是：君子爱人，推及到爱他屋上的乌
鸟。
所以“爱屋及乌”的“爱”是爱人，“及乌”是推广爱的意思。
《象祠记》中的那句话是由灵、博两个地方还保留有“象祠”引出的。
象是古代舜的同父异母兄弟，传说象对父母不孝，对他哥哥舜傲慢不敬。
但为什么灵、博两地还保留着象的庙，对象很尊敬呢？
于是王守仁推想：君子的爱人推及于爱他屋上的乌鸟，更何况对待圣人（指舜）的弟弟呢？
如果把“爱屋及乌”的“爱屋”理解为爱屋子，那就大失原义了。
　　“安分守己”是守自己的什么？
　　“安分”是安守本分，如白居易《咏拙》：“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
”“守己”与“守身”相近。
“守身”是洁身自爱，使不为外物所移。
《孟子?离娄》有：“守孰为大，守身为大。
”后由“守身”推“守己”，可以认为：“守己”乃是遵守合于自己身份的规矩，不越格。
“安分守己”则可理解为：安于本分，遵守合于自己身份的规矩。
“安分守己”多见于明清的小说中。
如《古今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如今再说一个富家，安分守己，并不惹事生非”即是。
　　为什么是“按部就班”而不是“按步就班”？
　　因为“按部就班”由《文选?陆机》：“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中节缩而来。
“部”是门类的意思，如“经、史、子、集”即是四部；“班”是排列等级，引申为依次，《国语?周
语上》：“太史赞王，王敬从之。
王耕一坺（ba），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
”是说：太史在前引导，天子恭敬地跟在后面。
天子耕一下，百官依次每人耕三下，轮到庶民就耕完了整片籍田。
其中的“班”即是依次之意。
这样《文赋》中的那句话直译就是：然后选择意义按照门类，考究词句依照次序，意译就是：写文章
时结构要安排得当，选词造句要合乎规范。
“按部就班”也用来形容做事按照一定的顺序。
如将“按部就班”改为“按步就班”，则不是《（文赋》所指的原义了，可理解为：按照步骤，依照
次序。
按照“语言是发展的”这一规律，虽失原义，亦非大谬，但应以贴近原义者为佳。
　　两方拉一条粗绳，为什么叫“拔河”？
　　《隋书?地理志下》中有这样的记载：“楚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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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将伐吴，以为教战。
”其中的“牵钩之戏”即是演变成为拔河游戏的最早的活动。
这一活动起源于水军，通过这一活动，水军既可娱乐健身又可“讲武”“教战”（实战演习）。
活动形式是人和船之间的拖拔。
后来这种活动由水上发展到陆地，由水军发展到民间；由拖船（牵钩）改为两方拉一条粗绳。
由于这种活动由水中、由“讲武”“教战”演变而来，再加上这种活动确实可以鼓动两方“力拔山河
”之气，所以有人就给起了“拔河”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
据《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可知，“拔河”这一活动也被引入宫廷。
从《封氏闻见记》一书所述的情况看，当时“拔河”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和今天一样，用长四五十丈
的粗绳，由两方参赛人对面而挽，中间立大旗为衡量粗绳移动的标志点，以显示粗绳的中点向哪一方
移动从而决定胜负，另一种是粗绳的两头分别分出许多小绳套，可以套在人的肩膀上，然后两方的人
同时背对背向前拖，被拖得倒退的一方为负。
　　“拔去眼中钉”写成“拔去眼中丁”对不对？
　　两个都对，都有根据，而且“眼中钉”或“眼中丁”都指的是憎恨的人。
据《新五代史?赵在礼传》：“在礼在宋州，人尤苦之。
已而罢去，宋人喜而相谓日：‘眼中拔钉，岂不乐哉。
’（赵在礼在宋州为官，残害百姓，不久，在礼被罢官，宋州人非常高兴，互相厌贺说：‘把眼里的
钉子拔除了，怎么能不高兴呢。
’）”《赵在礼传》就是“眼中钉”的出处。
另据杨慎《古今风谣》：“宋真宗时童谣：‘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
。
”这《古今风谣》又是“眼中丁”的出处。
上述童谣说的是：宋真宗在位，丁谓专权，丁谓怕寇准妨碍他，就把寇准调往雷州去了。
寇调走后，人民十分不满，就编了指斥丁谓的歌谣。
当时“钉”、“丁”可通假，而且读出来更不能分辨是此“丁”还是彼“钉”，所以丁谓听了也无可
奈何，不便明说“拔去眼中丁”就是指的自己。
其实眼中并不能生“钉”，真正能生的乃是“疔”。
　　为什么用“百尺竿头”比喻极高处？
　　“百尺竿头”乃佛家语。
它的字面义是“百尺高的竿子的顶端”。
佛家语用以指极高处，比喻道行修养到达极高境界。
此语常与“更进一步”、“复进一步”连用，用来勉励人在工作和学习上不要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而
要继续努力，更求上进。
《景德传灯录?湖南长沙景岑（cen）号招贤大师》中的“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修行已
然达到极高的地步还须要再进步，十方世界才是全身）”是此语的出处。
后来人们活用此语后出现了各种情况：如宋?朱熹《答巩仲至》的“故聊复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之势也（所以姑且再谈一谈它，或许可以小助于继续努力，更求上进的趋势）”。
此处是“百尺竿头”与“更进一步”搭配。
明?高琦《文章一贯势：“末梢文字，最嫌软弱，更须百尺竿头，复进一步。
（文章的结尾处，最忌讳收结无力，此处更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提高。
）”此处是“百尺竿头”与“复进一步”搭配。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的“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偈（ji）语，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
一竿云”。
此处干脆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简化成为“更进一竿”。
　　为什么失败称为“败北”？
　　这与“北”字的含义有关。
“北”在甲骨文里像两个人背对着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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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楷书“北”仍可以让人想象到“二人背对着背”。
《说文解字》也说：“北，从二人相背。
”由此可知“北”就是“背”的原字。
由于“北”有以背向着对方的意思。
因而把“败”和“北”连结起来它就有失败了让人追着跑，也就是逃跑的意思。
如《列子·力命》中，管子讲鲍叔牙如何对待他时说：“吾尝三战三北，鲍叔牙不以我为怯，知我有
老母也（我曾经与敌人三次战斗三次败逃，但鲍叔牙不认为我是胆怯，他知道我有老母需要我奉养）
。
”此中直接用“北”代“败北”。
再如《史记?项羽本纪》：“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我身经七十多次战斗，抵
抗我的被我打败，我进攻时必然把对方征服，从来没有失败过）”。
此中则用了“败北”。
　　是“板荡显忠臣”还是“坦荡显忠臣”？
　　某电视剧中一个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和一个副总理对话，这位总理的话中有“疾风知劲草，坦荡
显忠臣”之语。
这里显然是把“板荡显忠臣”误为“坦荡显忠臣”了。
这两者虽仅是一字之差，但意义相差得太大了。
“板荡”最早出自《诗经?大雅》的两篇诗名，一篇为《板》，一篇为《荡》，内容都是揭露周厉王无
道的。
周厉王无道造成乱世，这样后人就把这两篇写乱世的诗的篇名连起来代指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宁。
“板荡显忠臣”即是乱世把忠臣呈显出来。
如岳飞《五岳祠盟记》有“自中原板荡”之语，这“板荡”就是指中原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宁。
　　和某人只见过面无深交为什么称为“丰面之识”？
　　“半面之识”语出《后汉书?应奉传》，其中谈到应奉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好，他从小到大，凡所经
历的事一概不忘。
他读书一次能看五行，看过不忘。
他在当决曹史时，行经四十二个县一次记录了近千个囚徒的情况，回来以后，太守问他囚徒的情况，
他能把每个囚犯的姓名、犯罪轻重，一点都不错地说清楚。
有一次应奉去见袁贺，袁贺没在家，但袁贺家门内有人在造车，造车匠从门缝里露出半个脸来瞅他，
数十年后，应奉和造车匠在路上相遇，应奉立刻就把造车匠认出来并招呼车匠。
这“半面之识”就是从《后汉书·应奉传》文中的“匠开半户出半面视奉”而来。
后来人们就称见过一次面或相识未深为“半面之识”。
　　女婿是因为不是亲生子才称“丰子”吗？
　　从“半子”的出处看，没有不是亲生的儿子才称为半子的意思。
“半子”语出《旧唐书?回纥（he）传》：“时回纥可汗喜于和亲，其礼甚恭，上言昔为兄弟，今为子
婿，半子也。
”唐德宗下诏书把成安公主下嫁给回纥可汗。
回纥可汗对于唐朝与回纥和亲非常高兴。
他对唐王十分地恭敬，对唐王说：以前我们是兄弟的关系，现在把咸安公主嫁给我，我即成了子婿，
是半个儿子啊!“半子”乃是由“兄弟”一下子变为“子婿”的恭敬之语。
由于回纥可汗自称“半子”而且他的地位也很高，后来就以“半子”代指女婿。
民间所说的“一个女婿半个儿”、“姑爷有半子之劳”等语均源于此。
　　为什么“爪牙”由原来的褒义词发展到今天变成了贬义词？
　　就语言发展的观点来说，词义乃是一个永远在竞争、替换以及分化的过程。
某词的出现有一定原因，而词义的分化甚至被别的词义替换也有它一定的原因。
鸟兽有爪牙，这是鸟兽生存必须凭借的工具。
因此古汉语根据“爪牙”一词的效用，将其引申使用，用来指代君王的得力助手、武将、勇士，也就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老师说文解字>>

是说称谁为“爪牙”谁就是君王生存必须凭借的工具，、因此这“爪牙”一词乃是褒义词。
如《诗经?小雅?祈父》即有“祈父，予王之爪牙。
胡转予于恤？
靡所止居”之句。
这句话是卫士向祈父（官名）抱怨：“我”身为王的爪牙之士，为什么调我到这忧愁之地，使我无法
安居？
此外《资治通鉴》在写到吴黄武元年破蜀有功的陆逊时，有“此诸将或任心腹，或堪爪牙，或是功臣
”之句，此句把“爪牙”、“心腹”、“功臣”并列，可以看出直到宋朝“爪牙”仍是赞誉之词。
　　但后来由于官僚体系的出现并正常化以及官僚知识分子自主价值的逐渐提升，再加上“爪牙”毕
竟是鸟兽身上的一部分，所以作为文臣武将的官僚知识分子，不再愿意用“爪牙”来比喻自己，在“
爪牙”与“武将”、“勇士”等词之间他们宁愿用“君王的得力助手”、“武将”、“勇士”来指代
自己，而把“爪牙”一词让给别人。
这样“爪牙”一词就开始分化，直到现在此词的褒义方面完全被“武将”、“勇士”等词所代替而变
成了偏重比喻坏人之帮凶的贬义词。
　　鲍鱼不是名贵鱼吗，为什么用于“鲍鱼之肆”？
　　“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如同进入了卖鲍鱼的店铺，在里面呆长了就会闻不到鲍鱼的腥
臭味）”，这句话在刘向《说苑·杂言》和《孔子家语》中都用来说明和坏人一起呆的时间长了，受
坏人影响，就会对坏人的举动习以为常。
“鲍鱼之肆”由卖鲍鱼的店铺发展为比喻坏人聚居的地方，又发展为比喻不良的环境。
为什么“鲍鱼之肆”得到了这样的发展呢？
这是因为古代“鲍鱼之肆”的“鲍鱼”并不是今天作为名贵鱼的“鲍鱼”，而指的是腌渍的成鱼。
这种鱼年深日久会有一种腥臭味，所以卖这种鱼的店铺自然会有腥臭味。
谈到“鲍鱼”的腥臭味，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不能不提起，那就是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
“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事件。
秦始皇出游，七月暑天死在了距离长安两千余里一个叫沙丘平台的地方。
丞相李斯因为秦始皇死在了路上怕“诸公子及天下有变”，所以对始皇的死没有公布，用车拉着尸体
往长安走，一切如常。
百官奏事都由宦官接下，但是有一件事瞒不了，那就是let久尸体会发臭，因此李斯“乃诏从官车载一
石鲍鱼，以乱其臭”，也就是下诏书让随从官员弄了十斗咸鱼放在车上，用咸鱼味来掩没尸体的臭味
。
既然“鲍鱼之肆”的“鲍鱼”不是今天名贵的鲍鱼，那么今天的鲍鱼古代称为什么呢？
据史料载，古代乃称为鳆（fu）鱼。
　　为什么称姑祖为“鼻祖”，称远孙为“耳孙”？
　　人在胎里，鼻先成形，与“始”有关，故称始祖为“鼻祖”。
远孙因离得太远，已在玄孙之外，查辈分不能一一查出，只是“耳闻”，故称“耳孙”。
“鼻祖”语出《汉书?扬雄传上》：“有周氏之婵嫣兮，或鼻祖于汾隅（和周文王有族亲，始祖在汾隅
）。
”　　“耳孙”语出《汉书?惠帝纪》：“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
（上造这种第二级爵位以上的人和他们的孙子外孙直到耳孙，有罪时要受刑。
）”另外《尔雅》认为：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昆孙，昆孙之子为仍孙。
耳孙即仍孙，为八世孙。
　　为什么要慎用“闭门羹”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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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让大家一目了然，本书采用了问答的形式。
这些问答主要涉及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以及教学中经常用错和解释错的词语，还有人们日常容易产
生疑问的词语。
本书指出常见的词语错误，并对这些词语进行追本溯源的分析，既让读者了解这些词语的本源，又让
读者了解它的发展；既了解它的“字面义”，’又了解其中所隐含的“制约因素”，“知其然又知其
所以然”地理解这些词语，起到“纠错消疑”的作用。
 本书所作的答问句句有根据，条条有佐证，没有丝毫主观臆断。
所“溯”的“本”俱注明出处，对较艰深的文言都作了解释，故事性强，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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