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你未必知道的典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你未必知道的典故>>

13位ISBN编号：9787506029971

10位ISBN编号：7506029979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作者：黄儒经，吴晓兰 著

页数：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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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你未必知道的典故>>

内容概要

　　《你未必知道的典故》以详尽通俗的文字配以大量的图片向青少年们讲述了男左女右的由来、鼻
祖的由来、是明日黄花还是昨日黄花、谁是“八婆”、什么人是千夫指和孺子牛、什么是“帽子戏法
”、月老牵红线的典故、红娘的典故、“连襟”的由来、呃鬼吃豆腐、“倒楣”的由来、“二百五”
的来历、下半旗致哀的由来、红丝带的来历和含义、“V”字手势的来历等内容。
《你未必知道的典故》内容全面，图文并茂，语言生动流畅，融科学性、知识性及可读性为一体，是
一本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科普读物。
　　东西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用语里，已经完全脱离它的本意，而变成了物品的代名词了那么东西
是怎么来的呢？
物体为什么被做东西而不叫南北呢。
这里面时有一段古。
东西的来历与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有一定的关系。
金、木、水、火、土，就是所谓的五行，在中国古代，被用来推算相互生克的道理和运势，这“五行
”又和东西南北中这五方相配，再配以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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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何来的东西何为拿手菜鼻祖的由来男左女由的由来鸿雁传书的典故秋波的由来是明日黄花还是昨日黄
花慈禧为何又称老佛爷为什么凶恶的女人被称为母夜叉谁孔方兄为什么用桃李来表示学生梨园和梨园
子弟的由来为什么医界也被称为杏林捉刀的由来五子登科是哪五子谁是徐娘什么人是千夫指和孺子牛
谁是“八婆”“万金油”是什么意思“狗仔队”名称的由来什么东西是“八卦”“折桂”说法的由来
“黑马”的由来“大跌眼镜”的由来什么是“帽子戏法”足球比赛中“插水”是怎样来的“鱼腩”和
“食叉烧”是什么意思“乌鸦嘴”的由来和贝利的乌鸦功夫“雄起”是什么意思月老牵红线的典故红
娘的典故“冰人”的由来为什么称女婿为“东床”乘龙快婿的典故“有缘千里来相会”的由来“破镜
重圆”的由来“两口子”的由来为什么岳父又被称为泰山“连襟”的由来“吃醋”的典故“河东狮”
的由来中山狼的典故登徒子怎么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露马脚”的来历什么叫“打秋风”“铁公鸡
一毛不拔”的两个典故“想当然”的出处“座右铭”的由来什么是“方寸”为什么紫气会东来为什么
说“败北”而不说“败南”“九头鸟”的典故何为东窗事“说曹操曹操就到”是如何来的揩油是什么
意思“吃豆腐”的来历呃鬼吃豆腐为什么访客被拒被称为“吃闭门羹”“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怎么来
的“染指”的由来“东道主”的由来“润笔”的由来？
“有眼不识泰山”的由来“借光”的由来结草的典故登龙门的典故“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典故“五
十步笑百步”的出处“裙带关系”是怎么发展来的“杜撰”的由来“胡说”的由来“倒楣”的由来“
掩鼻”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斩楼兰”的意思黄粱梦的典故什么是南柯梦“马虎”的由来“马大哈”的
由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由来“一不做，二不休”是什么意思“二百五”的来历“十三点”的来历
什么样的功夫叫“三脚猫”“拍马屁”的来历“吹牛”的来历“刮地皮”的典故“狗腿子”的由来“
杀手锏”是什么厉害的东西“磨洋工”是怎么来的“敲竹杠”的由来。
上当”是怎么来的何为“猫腻”“破天荒”是怎么回事什么是三教九流“三不知”是哪三不知“十恶
不赦”指的是哪十恶“五花八门”是指哪五花和哪八门“替罪羊”的由来“V”字手势的来历鸣放礼
炮的由来下半旗致哀的由来黄丝带的典故红丝带的来历和含义西方人为什么忌讳“13”“潘多拉魔盒
”是什么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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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来的“东西”　　“东西”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用语里，已经完全脱离了它的本意，而变成
了“物品”代名词了。
　　那么，“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物体又为什么被叫做“东西”而不叫“南北”呢？
　　这里面时有一段“古”。
　　“东西”的来历与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有一定的关系。
金、木、水、火、土，就是所谓的五行，在中国古代，被用来推算相互生克的道理和运势，这“五行
”又和东西南北中这“五方”相配，再配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所谓的“天
干”），测出古今变革，人生命理、万事冲撞及依附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是：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
　　到宋代时，中国的五行、八卦、命理、堪舆已经很发达，这其中有理学家们很大的功劳。
大理学家朱熹好学多问，自然对这些东西了然于胸了。
有一次，他在巷子里碰到了精通五行的好友盛温和，问道：“你提着篮子去干什么啊？
”　　盛温和与朱熹是老友，经常开玩笑，于是就借用五行和五方的关系，幽默地回答说：“去街上
买东西。
”　　当时，还没有“东西”这一说法。
朱熹不解地问：“买‘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
”　　盛温和并没有直接解答，只是笑着说：“真不明白？
你这位大学问家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你把五行和五方对照一下就会豁然开朗了。
”　　朱熹想了想，还是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
盛温和就说：“‘东’即‘木’，‘西’为‘金’，我这是上街去买金木之类的物品呢！
”　　“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去买‘南北’呢？
”朱熹又问。
　　“‘南’属‘火’，‘北’乃‘水’，我这个篮子怎么能盛这两样物品呢？
”　　朱熹如梦初醒，他拍拍自己的脑袋，连说几声是。
　　从此，“东西”就成为物品的代名词，直至今天。
　　何为拿手菜　　所谓的拿手菜，就是厨师做得最好的菜。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的。
但“拿手菜”这一词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吧？
　　听完我下面讲的这个故事，你就会明白了。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某国遭到外敌入侵，形势万分危机。
国王出榜，御驾亲征，并招纳倾国壮士，务必人人参战，其中也要征召厨师随军参战。
　　没想到的是，应征最多是就是厨师这个工种。
因为，厨师不用上战场厮杀，但却可以天天好吃好喝。
于是乎，全国各地身怀绝技的厨师争相报名，一位平日里不学无术、好吃懒做、贪生怕死者也托门子
、拉关系滥竽充数进了御膳房。
　　不久，果然打败了外敌。
三军凯旋，国王大喜，令御膳房大摆宴席犒赏三军。
为了展示皇恩浩荡，每位御厨必须做一道自己的招牌菜来款待子弟兵。
于是乎，个个御厨都拿出了看家本领，端上了“大漠雄鹰”、“飞沙落雁”、“猛龙过江”、“雄心
烈火”等等菜肴，道道菜是色、香、味、意、型绝佳，人人食指大动。
滥竽充数的“御厨”却傻了眼，再想用银子代劳，已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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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下，只得硬着头皮上阵，小心翼翼地端上自己的“杰作”。
　　国王频频举杯，与众将士共庆胜利。
每品过一道大菜，众人必齐声欢呼：“好菜！
好菜！
”　　可当吃到滥竽充数的“御厨”的“杰作”时，刚一人口，最先吃到的国王却当即把它连同满嘴
的酒肉喷了出来。
紧接着吃的几位大臣也都露出难以下咽的神态。
　　国王十分恼怒，下令把做这道菜的御厨押上来。
　　“你怎么做的这道菜，这么难吃，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
”国王恼怒地审问那位“御厨”。
　　“御厨”也早就吓得缩成一团，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
他本想说是用手做的菜，但却因紧张过度，结结巴巴只听得“拿⋯手⋯菜⋯”几个字。
　　国王问身边的大臣：“什么叫‘拿手菜’？
”　　群臣们都摇头不知，其中一位大臣说：“我想他的‘拿手菜’可能就是用手做菜的意思”，国
王闻听大怒：“是这般蹩脚的手胆敢冒充御厨，来人，给我拉出去砍了，看日后还有谁敢盗名欺人！
”　　“拿手菜”原本是教育后人不要滥竽充数、欺世盗名的贬义词，谁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拿手
菜”却成了大厨们展示绝活的代名词，演变成了褒义词。
　　“鼻祖”的由来　　人们喜欢把某种事物的创始人称为“鼻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叫法呢？
　　有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得从“鼻”字说起。
　　“鼻”的本字原为“自”。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自”字都像人的鼻子的模样，“自”和“鼻”的读音是一样的，许慎《说文解字
》里说：“自，鼻也，象鼻形，读若鼻。
”由于人们在说到自己的时候经常会指着自己的鼻子，所以，“自”在古文中一般作为第一人称代词
，即用来指自己。
由此还引申为介词“从”、“由”、副词“本来”、“当然”的意思，后来，再进一步引申为动词“
始”。
比如：“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
”（《韩非子·心度》）这里，“自”字就是“开始”的意思。
　　“自”字既然做了人称代词，就衍生出了这样的问题——要写“鼻子”的“鼻”时，又该用哪个
字呢？
到秦汉时期，人们就想到另造了一个形声字代替去代替“鼻”—一造的办法也很简单，在“自”字下
加了一个声符“畀”就可以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字“鼻”，从此，“自”和“鼻”终于分开了，
也各自有了不同的分工。
　　后来，后起的“鼻”字不仅代替了“自”的本义，还代表了“自”的引申义“始”，即是说，“
鼻”也可以当“始”字讲，如西汉扬雄在其《方言》一书中说：“鼻，始也。
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
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
”《说文》里还有“今以始生子为鼻子”的说法，就是说，可以把第一个儿子称“鼻子”，这里的“
鼻”字就是“第一”的意思。
　　由此，人们就把最早的祖先、创始的祖师称为“鼻祖”。
　　“男左女右”的由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男左女右，好像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了一种潜规则
，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医诊脉，男子取气分脉于左手，女子取血分脉于右手，即使小儿患病观察手纹也取“男左女右”；
戴婚戒，男左女右；就连上公共厕所，也是男左女右；而照结婚照、夫妻二人出席某些礼仪场合等等
，男的往往在左边，女的往往在右边。
如果颠倒了位置，就有可能被人笑话，说是不懂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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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习俗是怎么产生的呢？
　　据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盘古氏化仙之后，他的身体器官化为日月星辰、四极五岳、江河湖泊及
万物生灵，其中，左眼化作日神，右眼化作月神。
日神就是伏羲，是个男的；月神即是女娲，是个女的。
他们都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天神和人类的祖先。
民间流传的“男左女右”习俗，就是最先由此而来的。
　　另外，“男左女右”的习俗还和古代人的哲学观有关。
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万物都可用阴阳去代表。
自然界的万物，其大、长、上、左为阳，小、短、下、右为阴。
由此深化出阳为左，阴为右；最后又演变成男左女右。
　　鸿雁传书的典故　　我们经常在书里见到“鸿雁传书”这个词语，用于表示人们之间的书信来往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词语，古代真的能用鸿雁来传送书信吗？
　　其实，这只是传说而已。
而关于这个传说，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男人版”，出白《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
据传，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单于（匈奴君主）扣留，
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
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匈和好，结为姻亲。
汉朝使节来匈，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却谎称苏武已经死去。
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
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
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
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
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苏武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气节的外交官，而“鸿雁传书”一时亦被传为美谈。
　　另一个版本是一个凄美的“女人版”，说的是：唐朝时，薛平贵远征在外，妻子王宝钏苦守寒窑
数十年矢志不移。
有一天，王宝钏正在野外挖野菜，忽然听到空中有鸿雁的叫声，勾起她对丈夫的思念。
动情之中，她请求鸿雁代为传书给远征在外的薛平贵，好心的大雁欣然同意，可是荒郊野地哪里去寻
笔墨？
情急之下，她便撕下罗裙，咬破指尖，用鲜血写下了一封盼望夫妻早日团圆的家书，让鸿雁捎去。
　　这两个故事都被传为千古佳话，很多诗词歌赋都对它们或借用它们进行了歌颂。
如李商隐有诗文“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霜月》）李清照有“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一剪梅》）温庭筠有“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瑶瑟怨》）等。
　　后来，大雁还成为中国邮政的象征。
　　“秋波”的由来　　几年前，在央视春节晚会上的一个小品节目中曾有一句台词：“秋波就是秋
天的菠菜。
”　　其实，“秋波”指的是“美女清如秋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它出自哪里呢？
　　据说，这个“秋波“的出处颇有意思。
　　《晋书·谢鲲传》里记载：“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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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故事是这样的：谢鲲家住建康，邻居姓高的人家有个女儿，长得很美。
谢鲲去挑逗她。
当时那女子正在织布，怒他无礼，随手抛出织布的梭子打他，把他的两颗门牙都打断了。
　　后来，宋代大文豪苏轼把这个典故写进《百步洪》诗中：“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舆（指谢鲲）欲
语防飞梭”。
后来，人们就用“秋波”形容美女清如秋水。
　　但为什么秋水就很清、清得美丽呢？
这也是有缘由的。
原来，经过了一个夏天的雨水之后，到了秋天，河里的水就不盈不沽，又经过了几个月的澄清，水也
变得很清澈了，显得很美了。
　　第一个将“秋水”用于文学作品的是唐代大诗人自居易，在描写弹筝女的诗《筝》中，他这样写
道：“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
”后来，这句诗又被李贺在《唐儿歌》中化用为：“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
”韦庄在名诗《秦妇吟》中照搬：“西邻有女真仙子，一寸横波剪秋水。
”　　而最早将“秋波”一词运用到文学中的是只会作词而不会治国的皇帝、以“一江春水向东流”
而闻名于世的南唐后主李煜。
李煜先是封周氏为后，又与周后之妹小周后恋上了。
大周后病故，妹妹接替了姐姐的位置成为皇后。
李煜很欣赏小周后火辣辣的眼睛，在一首《菩萨蛮》的词里对她的眼神进行了这样的描写：“眼色暗
相钩，秋波横欲流。
”　　而历史上最有名的“秋波”引用当数著名的《西厢记》里的曲词，其中的第一本第一折中写道
，张生见了崔莺莺后，被她的美丽所惊倒，而此时崔莺莺见来了生人急欲回避走开。
就在这一转瞬之间，张生饿眼怅然，未得病却已失了常态，进入了颠迷狂热之中，“透骨髓相思病染
”。
就在张生认为已经没有希望、欲支持不住之时，莺莺却偶一回头，“临去秋波一转”，送了一个眼神
给他，直令张生魂归魄醒，眼前顿时变得阳光明媚。
　　是明日黄花还是昨日黄花　　“明日黄花”这个成语大家都经常用，其本义是比喻过时的事物。
很多人望文生义，就把它用成“昨日黄花”——以常理推测，觉得应该用昨日表示过时才对。
　　这其实是由于不了解这个成语的意思和出处所起的误用。
　　“明日黄花”出自苏轼在重阳节所写的一首诗和一首词。
他在《九日次韵王巩》诗中写道：“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又在《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词中写道：“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在这里，明日，指重阳节过后的第二天；黄花，即菊花。
古人多于重阳节赏菊，把菊花当作重阳节的时令花。
　　重阳（农历九月初九）赏菊，是我国的民俗之一。
古代的文人骚客常在这一天相聚赏花，吟诗作文。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不少歌咏重阳、歌颂菊花的佳作，像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安石
的《城东寺菊》等。
　　苏东坡的诗句的意思是：既已相聚在一起就不要急着回去，还是趁这菊花盛开的重阳节日赏花为
好。
因为，倘等到明日，重阳已过，不但人观之无趣，恐怕飞舞的彩蝶看了那过时的菊花也会犯愁的。
　　在这里，苏轼用重阳节过后的黄花来表示过时的意思。
这应该是很好理解的——重阳节当日的黄花当然是最新鲜的，放到第二天，当然就没有那么新鲜了。
　　苏轼在这里是说自己像过了时的菊花似的，已经老了，过时了。
后人从这个名句引申一步，以“明日黄花”比喻种种过时的人或事物。
　　知道了这个成语的出处，也就知道了它的意思。
以后就不会出现错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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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为何又称老佛爷　　1861年11月慈禧太后（1835-1908年）发动宫廷政变，实行垂帘听政。
此后，宫廷中便以“老佛爷”称呼她。
　　这个名号是怎样来的呢？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拜佛坐禅说。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孝钦后政暇，曾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姊为龙女，用西法
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
宫中均呼以老佛爷。
”　　二是加号说。
据说“老佛爷”这个称号是太监李莲英给她起的。
慈禧对佛是很虔诚的，念经供佛从不间断，即使有时外出巡视也必如此。
有一次北京少雨，全华北五谷受害。
慈禧与朝廷官员便每日向如来佛求雨，求告了三天，雨果然就来了。
李莲英很兴奋，便趁机恭维慈禧，说太后真是了不得，差不多就好像是佛爷一样。
这番恭维的话使慈禧很高兴。
从此以后，李莲英就称慈禧为“老佛爷”。
不久以后，这个称号就不胫而走，传遍宫里宫外、北京及全国。
　　三是自加徽号说。
蔡东藩在《慈禧太后演义》中说，在慈禧60大寿时，“自加徽号，令承值人员等称她作老佛爷，或称
她作老祖宗。
”　　四是沿蒙古俗说。
王无生在《述庵秘史》中说：“宫中称老佛爷，沿蒙古俗也。
”　　其实，“老佛爷”这个称号并不是慈禧太后专用的、独有的，因为清朝历代皇帝都特称“老佛
爷”。
原来，历史上的帝王除了各自的庙号、谥号、尊号外，有些朝代的皇帝还有特称，如宋朝皇帝的特称
叫“官家”，明朝皇帝的特称叫“老爷”。
那清朝皇帝的特称为什么叫“老佛爷”呢？
这是因为清朝是女真族建立的，而女真族首领的最早特称为“满柱”，“满柱”是满语里佛爷“晏珠
”的转音。
所以，清朝建立后，将满语“满柱”译为“佛爷”，成为清朝历代皇帝的特称。
慈禧太后让别人称她为“老佛爷”是有其特殊目的，就是企图把自己比作和皇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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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培养兴趣，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提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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