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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事物别称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密切相关。
我们平时在阅读欣赏古代典籍和古诗词时，经常会遇到很多事物的别称，不知道这些别称指何物，是
什么意思，就会绐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一些困难。
如清人钱谦益的《次韵徐叟文虹七十自寿》诗中有句“浮生作伴皆欢伯”。
如果你不知道“欢伯”是什么意思，就很难理篇这句诗的诗意。
如果你知道了“欢伯”就是“酒”的别称，自然就明白了这句诗的意思是：徐叟公一生以酒作伴。
因为古人认为酒可消忧解愁，给人欢乐，故戏称“酒”为“欢伯”。
此外，酒还有太和汤、云液、玉友、火春、甘醪等14c多个很有趣的别称。
另如，大家都知道的东床、玉润、补代为女婿的别称；冰翁、泰山为岳父的别称；内黄侯、郭索、无
肠公子为螃蟹的别称等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古代很多事物或多或少都产生一些别称。
如“月亮”就有飞镜、千里烛、丹轮、玄兔、冰蟾、妲娥等180多个别称；“中国”有九州、东震、赤
县、震旦等40多个别称；“书信”有尺素、双鲤、片鸿、华缄、芳讯、札翰等90个别称；“毛笔”有
寸管、毛元锐、兔翰、黑水郡王等6c多个别称。
了解这些事物别称，对我们阅读和欣赏古诗文，研究古代文化，丰富活跃创作思维，开阔视野，增长
文化知识，都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这些事物的别称和其源流散见于我国古代各种典籍和古诗词中，查找极为不便，而且也不知道
这些别称是什么意思？
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别称？
为了便于大家的工作和学习，我们特组织编写了这本《中华事物别称溯源趣典》。
何谓别称？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别称是“正式名称以外的名称”。
因“别称”亦叫“别名”，《辞源》“别名”条又解释为“也叫异名，通名的对称”。
故本书所指别称为：相对于事物的正名（通名）以外的异名，均泛称为别称。
事物别称在汉民族语言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如事物的雅称、美称、昵称、代称、借称、喻称、
俗称、敬称、贬称、戏称、讥称、讳称等均为事物的别称。
本辞典在十余年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孜孜石乞石乞，皓首穷经，广泛采撷我国古代典籍中人们常见的
一些事物为对象，集其别称，溯其来源，考其含义，究其演变，引证书例，辑汇辞条，编纂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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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事物别称溯源趣典(精)》介绍了:【神鸦】指巴陵附近逐舟觅食的l乌鸦。
唐·杜甫《过}同庭湖》诗：“护江盘古木，迎棹舞神鸦。
”仇兆鳌注：“《岳阳风土记》：‘巴陵鸦甚多，土人谓之神鸦，无敢弋者。
’⋯⋯吴江周篆日：‘神鸦存岳州南三十里，群鸟飞舞舟上。
或撒以碎肉，或撒以豆粒；食荤者接肉，食素者接豆，无不巧中。
如不投以食，则随舟数十里，众鸟以翼沾泥水，污船而去，此其神也。
”’另称庙里吃祭品的乌鸦。
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庙有驯鸦，客舟将来，则迓于数里之外，或直至县下，船过亦送数里
，人以饼饵掷空，鸦仰喙承取，不失一，土人谓之神鸦，亦谓之迎船鸦。
”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可堪[口]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清·朱彝尊《大孤山》诗：“天梯鬼斧开，庙火神鸦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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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凡例事物正名和别称分类目录正文天象部地理部人事部(上)人事部(下)动物部植物部文教部日用部事
物别称笔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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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孝乌】古人以为乌鸦幼雏长大岳，能衔食哺养其母，故称“孝乌”。
宋·吴淑《事类赋·鸟兽》：“伊莫黑之孝乌，实至阳之纯精。
”明·唐顺之《朝谒长陵》诗：“寝园驯象守，松柏孝乌翔。
”【神鸦】指巴陵附近逐舟觅食的l乌鸦。
唐·杜甫《过}同庭湖》诗：“护江盘古木，迎棹舞神鸦。
”仇兆鳌注：“《岳阳风土记》：‘巴陵鸦甚多，土人谓之神鸦，无敢弋者。
’⋯⋯吴江周篆日：‘神鸦存岳州南三十里，群鸟飞舞舟上。
或撒以碎肉，或撒以豆粒；食荤者接肉，食素者接豆，无不巧中。
如不投以食，则随舟数十里，众鸟以翼沾泥水，污船而去，此其神也。
”’另称庙里吃祭品的乌鸦。
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庙有驯鸦，客舟将来，则迓于数里之外，或直至县下，船过亦送数里
，人以饼饵掷空，鸦仰喙承取，不失一，土人谓之神鸦，亦谓之迎船鸦。
”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可堪[口]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清·朱彝尊《大孤山》诗：“天梯鬼斧开，庙火神鸦散。
”【慈乌】相传乌鸦能反哺其母，故称。
同“孝乌”。
晋·王嘉《拾遗记·鲁僖公》：“仁鸟，俗亦谓乌，白臆者为慈乌，则其类也。
”唐·白居易《慈乌夜啼》诗：“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
”唐·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哭殷遥》诗：“慈乌乱飞呜，猛兽亦以【慈鸦】同“慈乌”。
厝。
杜甫童莫信打慈鸦。
”明·高启《送黄僧母～人道》诗：“江夏千年有故家，至今乔木哺慈鸦。
”[子L雀]【南客】因孔雀产于南方，故称。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孔雀》：“孔，大也。
李防呼为南客，梵书谓之摩由逻。
”【越鸟】因孔雀产于古越之地，故称。
唐·李郢《孔雀》诗：“越鸟青春好颜色，晴轩人户看咕衣。
”[鹤]【九皋】本指曲折悠深的沼泽，后借指鹤。
语本《诗经·小鸦.鹤呜》：“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唐武三思《仙鹤篇》诗：“九皋独唳方清切，五里惊群俄断绝。
”元·萨都刺《鹤笛》诗：“九皋声断楚天秋，玉顶丹砂一夕休。
”【丹哥】亦作“丹歌”。
鹤头顶为红色，故称。
宋·赵自然《诗》：“丹哥时引舞，来去跨云鸾。
”清·厉荃《事物异名录·禽鸟部·鹤》：“《秘阁闲谈》：池州道士赵自然尝为诗日：‘丹歌时引
舞。
’或问：‘何为丹歌？
’日：‘鹤也。
”’【仙驭】传说古代仙人多骑鹤，故称。
唐·薛能《答贾支使寄鹤》诗：“瑞羽奇姿踉跄形，称为仙驭过清冥。
”【仙羽】传说中仙人喜养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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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事物别称溯源趣典(精)》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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