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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话，是民间流传的一种通俗的口语，具有言简意赅、比喻形象、寓意深刻等特点，因此长期以
来深受群众的喜爱。
如果人们在说话时准确地运用它，就可以使语言生动，增强其表达效果；如果在写作时巧妙地运用它
，就可以使文章熠熠生辉，文采斐然。
其概括力不言而喻，几乎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俗话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和生产斗争中创造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
人们在创造这些俗话的同时，也往往编织了一个个美丽而又动人的传说和故事。
这些传说和故事，虽然说的是俗话的由来、发展及演变，却从各个不同侧面，深入浅出地阐述这样或
那样的生产劳动经验或生活事象和为人处世的道理。
或颂扬勤劳、诚信、善良；或嘲讽自私、懒惰、嫉妒；或劝善惩恶，鞭挞贪婪、阴险、奸诈，从而表
现出人民群众强烈的爱憎感情、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对美好意愿的追求与向往。
与此同时，也折射出历史人文风貌、人生百态、风俗意识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多姿多彩的社会层面。
　　本书共收录有关俗话的传说和故事近三百篇，取名为《中国俗话趣典》，所选作品，语言质朴流
畅，故事生动有趣，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间韵味，可谓千姿百态，精彩纷呈。
所选作品，均出自长期活跃在采风第一线的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之手，是从民间广泛搜集而来。
入选作品，均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润色，对有些方言土语加了注释。
因囿于我们的水平，书中的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得到读者与同仁的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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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俗话亦称口头语，    形象生动有故事，    读之权作休闲乐，    既增知识又得趣。
    本书共收录有关俗话的传说和故事近三百篇，荟萃了民间创作的智慧，展示了口头文学的魅力。
所选作品，语言质朴流畅，故事生动有趣，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间韵昧，是一本雅俗共赏、老少
咸宜的休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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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吃醋　　惯用语。
指在男女关系上产生的嫉妒情绪。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奖赏开国元勋魏徵，要赐他几名美女为妾，魏徵惧内百般推辞，李世
民仍坚持让魏徵纳妾。
　　此事传到生性泼辣的魏夫人耳中，一怒之下闯上金殿与李世民辩理。
　　李世民龙颜不悦：“五嫂为何私闯金殿？
”　　魏夫人怒气冲冲：“陛下为何要拆散我们恩爱夫妻？
”　　李世民：“此话怎讲？
”　　魏夫人：“陛下为何执意让魏徵纳妾？
”　　李世民：“朕只是赐他几名美女为妾，五嫂仍是正房，何为拆散？
”　　魏夫人：“哪个男人不是有了新欢，便抛弃结发夫妻？
”　　李世民无言以对，便威胁说：“朕的话是圣旨，你私闯金殿，违抗圣旨，该当何罪？
”　　魏夫人：“陛下硬要魏徵纳妾，在下不如一死！
”　　李世民龙颜大怒：“朕成全你。
”随即命人拿来毒酒。
其实李世民只是想开个玩笑，命人去拿的不是毒酒。
但在一旁不知内情的程咬金见事不妙，出去用醋换下了太监手中的假毒酒。
　　毒酒送到，魏夫人毫不畏惧，大骂李世民是昏君，然后一口气把一壶醋咕嘟咕嘟全喝下肚了，只
想马上就要了结自己。
谁料过了老半天，毒性也没发作，只觉得嘴里酸溜溜的不是味。
　　程咬金在一旁打趣：“五嫂，毒酒味道如何？
”　　魏夫人瞪了他一眼：“呸！
跟醋差不多。
”　　程咬金哈哈大笑：“五嫂如此能吃醋，真是个醋缸。
”　　这就是吃醋的来历。
本来，魏夫人吃醋是为了捍卫真挚的爱情，可是后人把这话理解歪了，“吃醋”也成了妒忌的代名词
了。
　　借光　　惯用语。
在困境中求得他人的谅解或帮助。
　　在日常生活中，如有人躲雨在人家门口屋檐下，就随口说：“借光，借光了。
”或在人家处存放一下东西，也就说一声“借光”了。
　　“借光”一词在很早以前就有了。
传说在齐国某地有一个村庄，村上都很穷，妇女们白天在田里忙，到了夜里还要做夜工。
为了节省灯油，大家聚在一起，共用点燃的一盏油灯。
其中有个妇女家里更贫穷，她出不起钱，也混在里头和大家一起做工，不久被发觉了。
有人向她提出责问，她就说：“我很穷，实在拿不出钱，但我每天早来晚走，替你们搬好坐椅，再替
大家扫地和揩台抹桌，就以这些劳力来代替出钱，我是很识相的。
再说，这里多了我一个人，未见得这光亮就会暗了。
少了我一个人，也未必这光就会更明亮，就给我借借光吧！
”众人听后觉得有道理，都同意她“借光”了。
　　从此，“借光”成了句俗话，就这样流传开了。
　　（程天程搜集整理）　　揩油　　惯用语。
喻占别人或公家的便宜。
　　从前，上海有个开典当的老板，名叫汪宁，生意虽然兴隆，但非常小气，一钱如命。
对伙计很刻薄，一天两顿薄粥，平时不开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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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苛刻自己，逢年过节吃点肉丝汤，肉丝少得像是要赤脚下去捞似的。
　　有一天，他听到叫卖金华火腿，招呼说：“卖火腿的，南腿几钿一斤？
让我看看。
”卖火腿的拿南腿给他看，并说：“五百铜钿一斤。
”汪宁有意用又光又长的手指甲，挖进火腿里，挖了一点火腿油，并说：“五百铜钿一斤？
这么贵。
”又问：“北腿几钿一斤？
”卖火腿的给他看北腿，说：“六百铜钿一斤。
”汪宁又用另一只手的手指甲挖下火腿油，说：“这么贵，不买，不买。
”卖火腿的问：“那么多少铜钿一斤你要呢？
”他竞回答：“五个铜钿一斤。
”卖火腿的说：“真是笑话，五百铜钿买一百斤，苏州人煞半价呒没这样煞的！
”说完走了。
　　汪老板得意地回到家。
吃饭时他两手沾满了火腿上的油，叫学徒四喜侍候他：“四喜，来喂我吃饭。
”并说：“今朝你宁老爷好不容易揩到火腿上的油！
”一面吃饭，一面舔手指，又说：“火腿到底是火腿味道，又香又鲜，味道真不错。
”一个手指沾的油吃了一碗饭，又舔另一个手指上的油吃了第二碗饭。
他还这样打算：一顿饭吃两个手指上的油，明天吃六个手指上的油，还剩两个手指上的油留后天吃。
　　当晚睡觉也只好叫四喜帮忙，两只手不敢放到被头里。
他睡着后，他家的黄狗刚舔过茅厕里的屎，闻到他身上的油香味，过来把八个手指上的火腿油舔得干
干净净。
　　第二天，汪老板又叫四喜喂他吃早饭，手举起来闻到一股臭烘烘的味道。
他想，天气不大热，怎么会有臭味呢？
大概火腿隔一夜就会坏的，早知道这样，昨天不如把它就吃光了。
现在他想不吃，但又舍不得，好不容易揩到的油，还是把手舔着，吃完为止。
　　后来，有人把爱占便宜和调戏妇女的人，都用“揩油”两字来比喻，用久了，就成了上海的俗语
，一直流传到现在。
　　（丰禾畴搜集整理）　　马虎　　惯用语。
谓处事简单草率、敷衍了事。
　　传说宋朝时候，京城有个画家，一次他刚画了一只虎头，就有人请他画马，于是他就在虎头后面
画了马身子。
请他画马的人惊奇地问：“你画的是马还是虎？
”画家答道：“马马虎虎。
”随后把这幅画挂在墙上日夜欣赏。
他大儿子问他画的是什么，他答是虎，二儿子问他画的是什么，他回答是马。
　　后来大儿子去狩猎，遇见一匹马误认为是虎，就将马射死，结果只好给马主人赔偿损失。
二儿子在野外碰上虎，认为是马，便要骑它，结果被虎咬死。
画家闻听二儿子被虎咬死，痛心地把画烧掉，并且作了一首诗以自诫：“马虎图，马虎图，似马又似
虎。
大儿依图射死马，二儿依图喂了虎。
草堂焚毁马虎图，奉劝诸君莫学吾。
”　　从此，人们称办事不认真的人为“马虎先生”。
　　（佚名搜集整理）　　大兴　　惯用语。
泛指物品质量低劣、办事不讲信誉、交往不守契约等。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凡购买的物品质量不好，办事情不讲信誉不遵守契约等，都会脱口而出
地说：“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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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兴”何以成为人们口头相传的俗语呢？
它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30年代的上海，在现今华侨商店右面一条街（过去的二马路到三马路之间）叫大兴街。
这条街的沿街两面都是一爿连一爿的一开间门面的卖西装的小商店。
他们出售的西装价格便宜，样子还可以，但衣料、做工质量都很差，大多是冒牌货。
在当时，凡上海滩上有钱的人买西装，都要到有名的“亨生”、“王兴昌”。
这些名牌店卖的西装如果上典当去作当货，可以凭牌子多当钞票。
其他一些少钱财的人买不起名牌西装，但他们要穿西装，于是就到大兴街去买价钱便宜的西装，穿在
身上也笔挺笔挺的。
但内行人一看，就晓得是大兴街上买的“大兴货”。
　　从那时起，“大兴”这句俗语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俞思阳搜集整理）　　混帐　　惯用语。
指言语行动无理无耻（气愤至极的骂人的话）。
　　从前，我国北方的蒙古族，过着群居的游牧生活，为了寻找有水有草的地方放牧，常常带着帐篷
式的蒙古包，赶着牛羊和马群到处游荡，碰上有水有草的地方便支起蒙古包，定居下来。
　　白天，男人们去放牧，各人都干自己的活去了，只留下老人或妇女看守帐篷。
这时，在家的一些年轻小伙子为了找年轻姑娘谈情说爱，就乱窜帐篷，混进姑娘帐篷里去。
如果帐篷里没有其他人，他们就尽情地又说又笑，眉来眼去，甚至交头接耳说悄悄话。
有时候，年轻小伙子混进姑娘的帐篷，碰上老头也在那儿，年轻小伙子看见老头绷着脸，就会笑嘻嘻
地说一声：“啊！
对不起，我走错帐篷了！
”急忙红着脸退了出来。
年轻姑娘看见小伙子这种尴尬的神态，往往只投以淡淡的一笑。
有时候，年轻小伙子碰上严厉的老头，待小伙子刚跨进帐篷时，老头就会愤怒地骂一句：“你又混帐
了！
”“混帐东西，又来了！
”“滚开！
”年轻小伙子自讨没趣，急忙退出帐篷。
　　有些不怕事的强悍小伙子，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混进帐篷里去叫姑娘出来幽会，小伙子偷
偷地摸到姑娘床边，把姑娘轻轻摇醒，然后一同出来幽会。
一可是有时候小伙子在黑暗中却看不清方向，一摸就摸到老头身上去了，这时老头猛地坐起来，一个
耳光打过去骂道：“混帐东西，你还不给我滚！
”“抓住他！
”小伙子只好一溜烟逃跑了！
　　后来，“混帐！
”“混帐东西！
”这句话就渐渐地变成了一句令人气愤至极的骂人的话了。
如果有谁做了不道德、不合情理的事，或对一些马虎、鬼混、不负责任的人，也骂上一句：“混帐！
”当然其意义已远远不止原来的涵义了。
　　（佚名搜集整理）　　来三　　惯用语。
吴地方言，形容一个人本事大不大，想问题有没有把握，做事情成功不成功。
　　说一件事成功不成功，俗语说“来三不来三”；说一个人本事大不大，俗语也说“来三不来三”
。
这句俗语是从哪里来的呢？
　　明朝末年有个考官，一心想捞一把，就派人出去偷偷放出风声，说是谁拿出三百两银子来，就给
谁一个举人当当。
有个秀才也是个滑头货，不肯轻易把银子拿出来，生怕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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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手下的人就说：“这好办。
你一进考场，就可以给你一点预兆。
不过你考完之后还是要先交银子，然后才能中举人，愿不愿意？
”　　秀才一听，这办法好，就一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进考场，一报名字，吩咐那个秀才坐在“来字三号”的座位上，秀才的脑子骨碌一转，心照不
宣：是呀，来三，来三，还不是在打我招呼，要来三百两银子吗？
于是，一出考场，就封了三百两银子，恭恭敬敬地送了过去。
　　后来发榜，那个秀才果然中了举人。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也就在街头巷尾沸沸扬扬地议论开了。
从此以后，“来三”成了做交易时的一句隐语：这笔交易要是能做成功，就说“来三”；做不成功，
说“不来三”。
到后来，别的场合也往往拿作比喻，这才成为今天这样的说法了。
　　（顾希佳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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