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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人常谓要继承传统，何为传统？
世代相传的精神、制度、风俗、艺术是也。
好东西都要传神传世。
师者传道，佛者传灯。
“传”为名词时，本义为丝之头绪。
乱麻一团，于是要求其纲纪统类，是为传统。
学习传统文化，就得如此一字一词，细抠慢捋，究本求原，始得头绪。
得一头绪如夜见火，明末陆桴亭《思辨录辑要》云：“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人性中皆有悟，必
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
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故悟亦必继之以躬行力学。
”所以，古人为学，十年读书，十年旅行；又或文史哲不得偏废，乃有融会贯通，豁然开朗。
文史哲乃一大天地、大境界。
文者，花纹，象纹理纵横交错，又，勤学好问亦谓之文，即今则为一切含有文化义量之字词；史者，
记事者也，“一切皆史”；哲者，本义为聪明，有智慧，是谓知也。
连起来：文是丝，史为布，哲为衣；又或：文为身，史为量，哲为裁。
也只有连起来，才是所谓的知识以及求知之道。
或有一环错落，或有一事不知，如古所言，是为“儒者之耻”。
这就是通过各种典籍文章继承和学习传统的精神和方法。
何为文章？
《左传》注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青者，金文字形上为“生”，下为“丹”，本义是蓝色，“生出赤色”。
原来古人一开始就发现了木材烧到极至，总是通红；而温度逐步升高，红色的火苗又变成了蓝色的火
焰；再次升高，则得纯正之蓝色，蓝中之蓝，就是古人称之为的青色（炉火纯青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再加上白色的烟，红、白、蓝、青四色齐备，这就是古人文章的本色或是成色，竟然也就是历代
瓷器最尊贵的几种色彩！
这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即是传统文化的“火候”与“窑变”。
文章开始于“青”，自然界本没有青色，青色原本是纯蓝色，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文》释“青”：东方色也。
东方为尊，因有“挑选”、“胜出”之义。
推而广之，所有用“青”作声符的字都是类似的、带有精华的意思。
如“精”，指挑选过的好米，上等细米。
又如：清者，水之青；箐，竹之青；菁者，草之青；晴者，日之青；睛者，眼之青；聙者，耳之青；
婧，女之青⋯⋯再到“情”，心之青也。
“心之青”，意思即为心里最好的东西，这就成了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原点，即，万物归于“情”。
情之所系于“心”，心肝脾胃肾五脏，除了“心”这个脏，别的几个器官都是以“月”（也就是肉）
为偏旁的，但只有这个“心”脱离了具体器官，预备着要与意、志、神、圣、灵、魂等相联系（这也
就是中医“最上调神”的根源所在）。
一种文化必须要有对物质的超越，要有神性在前方的昭引，就如同花必有香，火必有光。
这种超越就见出传统文明的生发力量和独特的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土宗教不发达的中国，这个“心”长久以来就是靠这个最初的“情”来发动并收
束的。
它可以是物质的，但也是精神的；它可以是神秘的，又可以是眼见的。
“情”之本义是感情，《说文》讲“人之阴气有欲者也”；早期的中医则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
“情”；《白虎通·情形》谓其是“阴之化”；《荀子·正名》则解为“性之质也”。
这些解释有的派生到了阴阳八卦体系，有的直接生成到中医，有的到了哲学，有的则流衍到了文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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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特别是在文学里，“情”基本上成了最大的母题，歌颂母爱，怀念故土，见月伤怀，对花垂泪。
用冯梦龙《情史类略》题记的总结：“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
不灭，由情不灭故。
四大皆幻没，唯情不虚假。
”此情者，终有太过太切之虞，既为“人情之所不免”，亦为“人情之所不堪”也，好在又来了佛教
，观“心”与“性”，或说观自性或自在，中国文化之“情”于是而有超越。
我们常谓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天下，或说三家互补，或说两两互补，总之，读书都得把一个字、一
个词，一句话放到整个文明的传统里，古今中外，遍地勾连，以求不要漏掉任何一个意思，不要错过
任何一个开启思维方式的机会。
知识永远都是死东西，如果不能用生命去体验证悟，不能像道士炼丹一样炼出火药来，不能活用到思
维力度和方式上来，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垃圾”，就只是障。
就说说这个“意思”，常人以为这个词乃是一个音节那样的基本“原子”，没法再分，其实不是这样
的，它绝不仅仅是一个词那么简单。
意者，志也。
这是《说文》的解释。
看造字法，意，乃会意兼形声。
从心，从囟(读作xìn),囟是指脑子。
连起来讲：心脑相合产生思想。
再翻翻很多早期的书，都是把“意”跟“心”连在一起的，比如《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直接就讲：
“心之所谓意。
”再到中医里去看看，《内经·灵枢》：“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
”意是意识、回忆，志为意识和经验的存记。
作为人特有的志、意，和思、虑、智、神，以及知觉与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集中表现，概括谓之神
。
《内经知要》又说：“心已起而未有定属者，意也；意已决而确然不变者，志也；志虽定而反复计变
者，思也；思之不已，必远有所慕，忧疑展转者，虑也；虑而后动，处事灵巧者，智也。
”因有如此等等超越于物质的精神活动，人乃有种种精神病变。
所以，中医观病，先是讲究后天的水谷调养，水谷乃后天之精，是物质层面的“米之青”，是神的供
养。
而中医最上讲究的乃是调神，调适从意志开始的精神，此为先天之精，是神的基础。
所以，一个中医最起码的要求则是必须要学会心理咨询。
再看佛教的解释，《俱舍论》云：“集起为心，思量为意，了别为识。
”在佛教中，这个“意”字，从无始以来，一直思量而没有间断，所以叫“意”。
又因它常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四种烦恼相应，所以又称“污染意”。
佛经中强调依意生识为外界一切认知活动的枢纽。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前五根必须依靠意根才能起作用，而意在佛教中明显也是属于精神和
心理范畴。
佛教的“意业”就是指的内心的贪、淫、痴、慢等心理行为。
所以，修佛证道讲的就是断掉意根，意越少，明心见性的可能性就越大，跟上边所讲的去“情”越多
也是一个道理。
再把“思”连上来看。
《说文》：“思，容也。
”《书·洪范》：“思曰容，言心之所虑，无不包也。
”原来，“心”或“意”漫涣无边，需用“思”来容纳、无所不包。
所以，“意思”这个词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无边无际的思想或想法包孕在一起。
所以，“意思”是一个最基础的认知方式，是人之为人的本性，是一种穷尽事物的尽心之学，还是一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语典>>

个不可能抵达的艺术至境。
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内涵极度缩小而外延无限增大的境界。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只有符合这几个条件的艺术，才是永恒的艺术，举例来说：盛唐之诗，标格高
迈，语意再不用装腔作势，只以平和为度，甚至可以说好的唐诗都是“不须用意”，看不到“意”，
如李白之诗，张嘴就来；又如边塞诗而不言边塞之苦，“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直接就写，干干
净净。
也就是说，求“意”而又不见“意”，舍“意”因而“无意”。
“意”，退回到原点，因为是原点，就接近于哲学中的本体，所以，它反而包孕了永远可以从头开始
的诠释可能性。
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美学最神奇的地方。
把“意思”摊开来讲清楚，或者，只需要把“意”讲透彻，就会让我们以后对各种各样的“意思”有
着更深更宽泛的理解。
本书就是力求把每个词或句子都这样讲清楚。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任何一个文明结晶的、有着一点义量的词汇，都可能包含着种种的文史哲典
故，语义的变迁、流转，以及各所固结的义项，以及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的力度与文明的向
度。
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值得这样从头到尾地解析。
这当然是能明白地说出来的部分，而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则是“说不尽，道不明”的“道”，有一种
东西，好像能具体地去感知，好像有一句话跑到了嘴边，可是，就是不能明白地说出来，一说出来就
不再是它了。
所以，对待传统来说，你只有沉入其中，用“心”去体味，一生哪怕只体会一件事物，一个意境，也
比坐而论道要强得多。
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值得这样去体味。
这就是读者眼前这本《中华语典》的立“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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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文化经典入门读本，文史哲最基本常识解析。

汉语的每一个字、词或句，在穿越文明的长河，经过历史的萃取，都包含着丰富的文明义量。
当我们沉醉于她那更迭着文明印记的无数传奇故事以及“无穷动”的美感之时，作为一种文化的子孙
，更应该透过这种种表象，一窥散落在文史哲海洋之中的东方文化那新奇瑰丽的神情、变幻莫测的思
维力度，以及朴实而厚重的智慧，只有这些最基础的训练和从头开始的学习，才可能真正进入中国文
化的神髓，并将它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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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史哲连读（代序）
日常口语
“封建”“专制”不相容
“肮脏”原是褒义词
“龌龊”本非指卑鄙
  “笨蛋”原来并不笨
  “市侩”不是骂人话
  “富家翁”不思进取
  李陵突围“鸟兽散”
  “家累”本义家底厚
  “假寐”不是装睡觉
  “行李”原本是“行理”
  “桃李”最初是蒺藜
  “端午”本来是“端五”
  “后来居上”是讽刺
  “甚嚣尘上”无贬义
  “冯唐易老”是胡扯
  “司空见惯”浑闲事
  “满城风雨”是秋景
  “柳暗花明”柳成荫
  “鹿死谁手”是谦虚
  “噤若寒蝉”是罪人
  “流连忘返”有讲究
  “痴人说梦”梦中梦
  “子虚”“乌有’：爱辩论
  反义同词说“销魂”
  “风骚”古来不放荡
  自己”乔迁”不合适
  “谈何容易”误千年
食物类
  饮酒之位称“爵位”
  “钟鸣鼎食”等级制
  为何“君子远庖厨”
  “牺牲”本是祭祀品
  “嗟来之食”怎么“嗟”
  挂羊头卖狗肉
  “苜蓿”“葡萄”波斯来
  “胡椒”之“胡”指何方
  朱门酒肉并不臭
  “吃醋”本是开玩笑
  “味道”含有大文化
动物类
  “犹豫”原是两动物
  “灵犀”本是一神兽
  “得过且过”是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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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黄腾达”是神马
  “渴睡”本来是“貉睡”
  小怪物“含沙射影”
  “雕虫小技”什么虫
  “怪哉”乃是一小虫
  “蜀犬”为何会“吠日”
  “孺子牛”做谁的牛
  “牛鬼”“蛇神”守佛法
  “鸳鸯”最早指兄弟
  “高足”本来是驿马
  蟋蟀为何叫“促织”
  “牢骚”原来是刷马
  公明仪“对牛弹琴”
  风马牛不相及
  如何“树倒猢狲散”
钱财珠宝
  人老珠黄：人与珍珠同寿命
  “翡翠”本是翡翠鸟
  汉朝就有“压岁钱”
  “镀金”最早讽刺谁
  “安息香”自伊朗来
  十万贯钱能通神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谁“千里送鹅毛”
  不可随便“敲竹杠”
    索取财物“打秋风”
  周赧王“债台高筑”
  “囊中羞涩”是撒谎
朋友诚信
  “朋”“友”含义有区别
  “连襟”原来是朋友
  “门神”本是两兄弟
  “金兰之交”金兰契
  自古争相赞“爪牙”
  四好友“莫逆之交”
  “倾盖”之交称莫逆
  “焦头烂额”为上客
  “下榻”原是待贵客
  “袍泽”本是内外衣合称
  秀才人情半张纸
  不可“贵人多忘事”
  “一言九鼎”有多重
  “一诺千金”是季布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朋友绝交称“割席”
女性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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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芳龄十六岁
  淑女、美人和佳人
  “小家碧玉”为人妾
  “丫头”本是一戏称
  “夫人”原不好乱叫
  古人为何怕“尤物”
  小人爱人日“姑息”
  何为“女大十八变”
  如此神奇“石榴裙”
  妇女“画眉”有韵事
  “金屋藏娇”非“娇”妻
  杨贵妃是“解语花”
  “燕尔新婚”弃妇怨
  “半老徐娘”尚多情
  “我见犹怜”况老奴
  “三从四德”女人经
男性称谓
  “千金”原本是男儿
  “汉子”本是贱男人
  “宁馨儿”是好孩子
  “流氓”古今义不同
  “无赖”本非浪荡子
  “绅士”身份差别大
  “烈士”并非身已死
  “犬子”称谓分场合
  “麒麟儿”只能称谓他人儿
  “螟蛉之子”乃义子
青楼类
  妓女提供“闭门羹”
  妓女设局称“设法”
  娼妓家属“戴绿帽”
  “青楼”何以变妓院
  “相公”尊称变男妓
  “入幕之宾”同性恋
  无性婚姻日“对食“
  “王八”来历有三种
  “七情六欲”挨个数
江湖术语
  天机不可泄露
  何为“一问三不知”
  “铁公鸡”一毛不拔
  在太岁头上动土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三教九流”说分明
  “贵人”自古多显赫
  来龙去脉：望气观势风水学
  “板眼”是个大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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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气”因为不觉悟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说曹操曹操到
  为何“天打五雷轰”
  “走后门”是滑稽戏
  “浪子”从来不可羡
  细数“十八般武艺”
  打入“十八层地狱”
  “十恶不赦”哪十恶
爱情、婚姻与家庭
  “七夕”本来是六夕
  “青梅竹马”怎么玩
  唐人最早见“月老”
  “连理”原来是棵树
  “瓜葛”之亲是远亲
  心中何来千千结
  成婚为何称“合卺”
  “洞房”何时指婚房
  “耳边风”是秋天风
  “河可东狮吼”是谁吼
  恨不相逢未嫁时
  糟糠之妻不下堂
  “冤家”可恨又可爱
  “婚姻”形式挨个数
  哪类夫妻称“伉俪”
帝王将相
  “县官”最初称天子
  “和事佬”原是皇帝
  “孤注”原指宋真宗
  四君王“声名狼藉”
  皇帝女婿称“禁脔”
  孟尝君“高枕无忧”
  信陵君“窃符救赵”
  王顾左右而言他
  晋景公“鞭长莫及”
  楚平王“尾大不掉”
  齐威王“一鸣惊人”
  两大臣“汗流浃背”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挟天子以令诸侯
  扶不起的阿斗
兵家奇谋
  天罗地网：天地倾斜的漏洞
  何为“空手套白狼”
  史上最早“苦肉计”
  “与虎谋皮”穷折腾
  秦国“坐山观虎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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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宋盟“尔虞我诈”
  李义府“笑里藏刀”
  阴谋“二桃杀三士”
  九层台“危如累卵”
  “吴下阿蒙”刮目看
  “杀手锏”是“撒手锏”
  “铁马”原来是风铃
  “风筝”原来是间谍
  最早“口令”是“躲艟”
  一不做，二不休
  无所不用其极
官场用语
  “衙门”原本叫“牙门”
  “班房”原来是门房
  “州官”为何要“放火”
  “补丁”原为标官阶
  “交椅”本来是马扎
  “风闻”就可去弹劾．
  唐代始有“罗织”罪
  “捋虎须”撩拨孙权
  寇准胡须被“溜须”
  岳飞之罪“莫须有”
  奸秦桧“东窗事发”
  “东山再起”遭讽刺
  “狗尾续貂”瞎封官
  “刮地皮”者身已死
  “明镜高悬”是秦镜
  “如坐针毡”说忠臣
职业术语
  运筹帷幄：算筹的学问
  “老生常谈”算命准
  “差遣”曾为一职称
  对策：两千年的“学术”训练
  “团结”唐代称“健儿”
  “使者”曾是大祸害
  “观察”为官多摆设
  检讨：掌修国史的官职
  “宗师”原为一官名
  “教授”亦为一官衔
  “鸡鸣狗盗”救性命
  小偷为何叫“君子”
  “风调雨顺”四金刚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
儒道知识
  “忠恕”之道：先人后己
  “思无邪”意思为“无涯”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语典>>

  孔子是条“丧家狗”
  孔夫子“招摇过市”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舍我其谁”说孟子
  “出尔反尔”要警惕
  “好好先生”司马徽
    “社稷”本是两祭坛
  “大人”“小人”细辨析
  “楷”“模”本是两棵树
  “掣肘”乃变相劝谏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一生一世”有多久
  兄弟俩“大器晚成”
  化干戈为玉帛
人事地名
  “沧海桑田”哪个海
  “雷池”一地今何在
  “大雅之堂”在何方
  “安乐窝”是穷人住
  “上当”本是上当铺
  七月十五开“鬼门关”
  “城狐社鼠”是小人
  谁最早“家徒四壁”
  “结草衔环”好神奇
  故乡缘何称“桑梓”
科举文艺
  何为“天字第一号”
  状元郎“独占鳌头”
  五魁首：五经的头一名
  “名落孙山”真滑稽
  唐宋无人“中三元”
  “敲门砖”应付科举
  “万卷”该有多少书
  一寸光阴一寸金
  “借光”不用凿墙壁
  “汗青”本是烤青竹
  古人稿费叫“润笔”
  朝廷诏令“大手笔”
  “刀笔吏”岂能领兵
  古人怎样“掉书袋”
  李太白“妙笔生花”
  苏东坡是“门外汉”
  “阳卷白雪”最高雅
中医知识
  “别来无恙”怕传染
  中医为何称“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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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医为何称“悬壶”
  “针灸”疗法有两种
  “烟草”原来止悲痛
  “应声虫”是一种怪病
  “烦恼”之病在心神
  “医易同源”是常识
  “神圣”主要说中医
传统名词
  “意思”本有大内涵
  “世界”到底有多大
  “学问”一词含方法
  “赤子”本义是婴儿
  “文学”的官方色彩
  “天经地义”说正理
  经常：不能更改的常态
  “方便”里有大法门
  “混沌”近乎“道”
  “炉火纯青”最高境
  “情感”含义有升华
  风流：传统文化的神髓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语典>>

章节摘录

插图：“封建”“专制”不相容“封建”一词，常常都和不好的、落后的、需要批判的东西联系，这
是长久以来对这个词的意识形态化造成的结果。
“封建”一词形成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代，当时建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封侯爵位制度。
受封的人称为诸侯。
诸侯建立诸侯国，简称“封建”。
周人灭商之后，进行过至少两次大规模的“封土建国”活动，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
具体讲，就是把天下的土地分封出去由各诸侯国自行享有完整的管理权，只在名义上对周王室承担必
要的义务，而从历史上看，周天子也的确对诸侯内部事务很少干预。
各诸侯都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世袭的诸侯国，周代初年达到八百多个。
后经过不断战争兼并，到战国时还剩下七国争雄。
秦大一统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就取消了“封建制”，建立了中央集权下分级管理的郡县制。
只有到这时，才可以说，中国进入了“专制”时代，而不论青红皂白地把“封建”和“专制”连在一
起，至少可以说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
从“封建”制过渡到郡县制，天下由分而合。
但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所以，关于分与合的问题就追究到“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比较上来。
柳宗元就曾写过一篇著名的《“封建”论》，主要是为郡县制辩护，说它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秦代的政
治措施太残酷了，并分别命名为：“封建”制是家天下，郡县制是公天下。
实际上，就从郡县制开始的那一天，下及秦汉、隋唐、明清之际，每一朝每一代都有人在讨论“封建
”、“郡县”孰优孰劣。
但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明确的结论，而且也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封建”与“郡县”是
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
简单地说，“封建”制下的政治不可能是专制的，因为名义上的周天子没有那么大的实际权力，反过
来，一个典型的专制政体必然是自觉地排斥“封建”制，而要把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
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封建”专制一词既是对“封建”的污蔑，也是对专制的美化。
因为“封建”跟“专制”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
“肮脏”原是褒义词“肮脏”一词在今天只有一个意思：不洁净。
但是在古代，不仅读音不一样，而且意思也完全不一样，简直是天差地别。
“肮”和“脏”各自的词义从来没有不洁净这个义项。
肮读作háng，本义是咽喉，比如古人有种死法叫“绝肮”，即割断咽喉而死。
脏读作zàng，本义是身体内部器官的总称，比如内脏、五脏。
“肮”和“脏”组成一个联绵词“肮脏”，读音为kǎngzǎng，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高亢刚直的
样子，东汉赵壹的《疾邪诗》中写道：“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伊优”是逢迎谄媚的样子，《康熙字典》解释“肮脏”为“嫜直之貌，婢直即倔强、刚直。
小人善于逢迎谄媚，因而得以升堂为权势的座上客，而高亢刚直的君子不受重视，只能倚在门边。
南宋文天祥的《得儿女消息》一诗中也有同样的用法：“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意思是
不屈不挠、坚持刚直的品格才是真正的汉子。
“肮脏”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身躯肥胖的样子。
北周庾信的《拟连珠》中写道：“肮脏之马，无复千金之价。
”就是指身躯发胖的马不再值千金之价了。
大约从元明开始，“肮脏”一词逐渐演变出糟蹋、卑鄙丑恶的意思，尤其在戏曲和话本小说中使用得
非常频繁，后来又慢慢演变出不洁净的意思。
至迟到了清朝，“肮脏”已经定型为今天的语义，清人李鉴堂所编《俗语考原》一书中说：“肮脏，
俗为不洁者为肮脏。
”这一语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肮脏”最原始的语义慢慢湮灭，不再为人所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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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龌龊”本非指卑鄙“龌龊”一词在今天的日常用语中多用于卑鄙丑恶、肮脏的意思，是一个彻头彻
尾的贬义词，但是在古代，它的贬义却并没有这么严重，中间经过了长期的演变过程。
“龌龊”读作wòchuò，“龊”的本义是局促、拘谨，和“龌”组成的双音词“龌龊”本义是形容牙
齿排列的样子，因为牙齿排列得很紧，几乎没有任何空间，因此引申而形容一个人器量狭隘，拘于小
节。
张衡的《西京赋》中有这样的句子：“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
”注解道：“龌龊。
好苛局小之貌。
”又，“龌龊，小节也。
”都是指拘于小节的意思。
南朝宋鲍照的《代放歌行》中写道：“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
”旷士是胸襟开阔之士，正好是“龌龊小人”的反面。
李白有“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的诗句，同样是形容陶渊明居住在狭隘的东篱下，不足以效仿之
意。
词义更显豁的是清朝著名文学家袁枚的一段文字，在《随园诗话》中袁枚这样评价诗人：“如其胸境
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连篇累牍，乃非诗人矣。
“此处“龌龊”即是指胸中境界狭小、拘于小节的诗人。
“龌龊”一词入诗。
最有名的是孟郊《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此处“龌龊”跟登科后的春风得意相比照，活脱脱地描绘出没有登科时困顿的情形。
在这些用法中。
都没有卑鄙和肮脏的意思，但大约从宋朝开始，部分诗文渐渐引申出后来的义项。
比如宋朝的方勺如此抒发对当朝者的不平之气：“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
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耳。
”“龌龊”和“邪佞”并举，可见有多么的卑鄙丑恶。
就像“肮脏”的词义演变一样，到了元明时期，“龌龊”开始进入人们的口语，戏曲和话本小说中屡
屡出现，元朝高文秀的剧作《黑旋风》：“他见我风吹的龌龊，是这鼻凹里黑。
”《古今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赁房尽有，只是龌龊低洼，急切难得中意的。
”都是肮脏的意思。
到了近代，“龌龊”完全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用语，词义也随之定型了下来。
“笨蛋”原来并不笨今天的“笨蛋”一词是个语感非常重的日常用语，一个人被别人骂作“笨蛋”，
一定会勃然大怒。
在某种程度上，“笨蛋”等同于白痴，都是指智商极其低下的人。
不过在古代，称呼一个人为“笨蛋”和智商却毫无关系，“笨”这个字甚至还是一种造纸的原材料呢
。
《说文解字》说：“笨，竹里也。
从竹，本声。
”徐锴进一步解释道：“笨，竹白也。
”《广雅·释草》解释得更加详细：“竹其表日篦，其里日笨，谓中之白质者也。
其自如纸，可手揭者，谓之竹孚俞。
”综合以上注释，可见“笨”是竹子的里层，是竹子杀去青皮后留下的部分，是一层白色的薄膜，像
纸一样又薄又白，可作造纸的原材料。
东汉蔡伦造纸，最早的原材料非常简陋，计有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后来的人才使用“竹白
”当作原材料。
因为史书要在用“竹白”造的纸上书写，因此后人就把史书称为“竹白”，即“笨”。
“笨”的这一原始语义到了魏晋时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据《晋书?羊曼传》记载，有四位大臣通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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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选出了当时的“四伯”：大鸿胪江泉把能吃的人定义为“谷伯”，豫章太守史畴把“大肥”的人
定义为“笨伯”，散骑郎张嶷把狡妄之徒定义为“猾伯”，羊聃则把狼戾之徒定义为“琐伯”。
这是比附上古时期的“四凶”。
其中“大肥”是指身体肥大，行动不灵巧。
这类人被称作“笨伯”，可见此时的“笨”已经转义成了笨重的意思。
但是仍然没有和智商低下联系在一起。
到了东晋时期。
著名的道教领袖葛洪的门人向他请教天下的恶人都有哪些种类，葛洪列举了“悖人”、“逆人”、“
虐人”等数十种恶人的种类。
其中说：“杖浅短而多谬，暗趋舍之臧否者，笨人也。
”在葛洪看来，笨人是指那种见识浅陋，谬误百出，又不懂得善恶得失的人。
这种人当然是愚蠢的人。
直到这时，“笨”才和智商挂起钩来。
清人李鉴堂所编《俗语考原》一书中说：“山东人谓粗鲁人日体汉，体与笨同。
”“体”在古代和身体的“體”是两个字，意思是“劣”，又指粗笨。
笨汉当然智力低下，可见民间俗语已经把“笨”的意思定型了，以至慢慢和“蛋”组合在一起，形成
了今天的“笨蛋”一词。
“市侩”不是骂人话今天如果称呼一个人为“市侩”，那也是语感非常严重的骂人话。
惟利是图的奸商，贪图私利的人，政治上随波逐流、道德上虚假伪善、作冈上粗鄙庸俗的人都可以称
作“市侩”。
但是这个称谓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侩”，读作kuài，是指两伙人之间的中间人或代理人。
《声类》：“台市人也。
”即市场上交合双方实施买卖的人。
《史记?货殖列传》：“子贫金钱千贯，节驵侩。
”在这句话中，“予”是利息，“节”是节制，管理，估定价格；“驵”读作zǎng，骏马，好马；“
驵侩”即说合牲畜交易，从中谋利的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利息，以及估定价格，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
“驵侩”合指马匹交易的经纪人，后来泛指市场经纪人。
“驵”慢慢就和“侩”的含义一样了，《吕氏春秋·尊师》：“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
”注解说：“干木，度市之魁也。
”“度市之魁”即估定市场价格的人，也就是中间人。
许慎注：“驵，市侩也。
言魏国之大侩也。
”“侩”又称“牙侩”、“牙子”、“牙人”。
用“侩”可以指代不同的买卖，比如侩牛是从中撮合牛的买卖，侩豕是从中撮合猪的买卖。
《新唐书-食货志》中记载了当时的规定：“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
”在中国古代，盐是官卖品，私人不得贩盐，如果有贩两池盐的，坊市居所的主人和介绍私盐买卖以
收取佣金的中间人（即“市侩”）都要连坐受到惩罚。
直到清代，“市侩”一词还只具有社会经济的含义，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盒
随笔》中写到当时的风俗：“近俗市侩牙人，俱有别号。
”市侩和牙人都是中间人的意思。
因此之故，后来“市侩”也泛指商人，比如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且市
侩之牟利，无论银贵钱贵，出入皆可取赢，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获利。
”这里的“市侩”就是泛指商人。
大概因为中间人往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信誉不好的缘故，再后来“市侩”一词开始变味，借指贪图私
利、投机取巧的人，一直延续到今天，词义最终固定下来。
“富家翁”不思进取“富家翁”就是富翁，但是“富翁”一词缺少家庭气息，更偏重于外在环境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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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
而“富家翁”一词非常立体地展现出了一位大腹便便、面团团的富翁形象，多了一个“家”字，给人
的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富家翁”这句俗语的来源很早，可以追溯到汉代之前。
秦末乱世，时封沛公的刘邦率先攻入咸阳，来到秦王宫殿中视察战利品的时候，乡巴佬刘邦看得眼睛
都直了，只见帷帐狗马珠宝妇女数以千计。
一派温柔之乡的旖旎景象。
刘邦于是就想把农村户口迁到咸阳，就在这里养老了。
樊哙一看刘邦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劝谏说：“沛公欲有天下邪？
将欲为富家翁邪？
”沛公您是想占有天下，还是仅仅只是想做一个富家翁？
张良也在旁边敲边鼓，刘邦这才恋恋不舍、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秦王的宫殿。
三国时期还有一个著名的“富家翁”。
景初二年（238）年底，魏明帝曹睿病重，任命曹爽和司马懿为顾命大臣，共同辅佐齐王曹芳。
曹爽被封为大将军，齐王曹芳继位后，又加为侍中，跟随皇帝身边，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曹爽将司马懿架空，变相地剥夺了他的兵权。
司马懿遂称病，在家中疗养。
正始十年（249）正月，曹爽带着大批亲信，跟随齐王曹芳赴高平陵祭祀魏明帝曹睿的陵墓。
曹爽一走，司马懿立马就假借太后旨意发号施令，关闭所有的城门，抢占武器库，屯兵洛水浮桥，断
了曹芳和曹爽的退路。
在城内，派心腹占据了曹爽和曹羲的军营。
洛阳城就这样轻易地落到了司马懿手中。
一切布置妥当，司马懿向曹芳上奏，历数曹爽等人的罪状，勒令他们放下武器，交出兵权，回京躲进
家里当缩头乌龟，等待处置。
曹爽是一个胸无大志、碌碌无为之辈，一听司马懿发动兵变，登时没了主意。
对智囊桓范提出的奉皇帝进驻许昌、下诏讨伐叛逆的主张“默然不从”，最后干脆破罐破摔，把刀扔
到地上，说：“还是投降吧?保住命要紧，我也不失做富家翁。
”曹爽这一举动，让司马懿大喜过望。
司马懿本来已经部署停当，一副要与曹爽决战的架式，没想到曹爽自动放弃反抗，束手就擒。
史称“高平陵政变”。
由此可见，“富家翁”自古以来就是不思进取的典范。
李陵突围“鸟兽散”“作鸟兽散”是指聚集着的一群人慌张而狼狈地四散逃开。
多用于形容军队溃败。
这个词出自《汉书?李陵传》。
李陵、李广、李广利，三人总易混淆。
公元前99年秋天，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铁骑从酒泉出发，征伐匈奴。
汉军兵分两路：西路由李广利亲自领兵，从酒泉北上，攻击匈奴右贤王：东路由因杆将军公孙敖和强
弩都尉路博德率领。
从西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上，兵锋直指涿邪山（今蒙古曼达勒戈壁一带）。
此时李陵的军衔是骑都尉，李广利令他充任西路军的辎重护卫军。
李陵深感耻辱，遂上书汉武帝，请求独自率领五千步卒，出居延塞，向北深入单于的王庭。
此时，李陵并不知道在他后方的局势。
李广利和匈奴右贤王交战，大胜，斩首一万余级。
不料，回师途中猝然遭遇单于的救援部队，汉军被围，李广利突围而出。
此一役汉军损失了十分之七的兵力，大约两万人左右。
然后，单于挟得胜之势，亲率三万骑兵向李陵掩杀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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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铁骑将李陵的五千兵卒团团包围，围得铁桶一般。
李陵且战且退，连战连捷，但也损失惨重。
面对李陵五千步卒殊死而又卓有效率的抵抗，单于全歼李陵的决心动摇了，且多有疑虑，他认为这是
汉军深入大漠的精兵，目的是在一步一步引诱匈奴主力向汉朝边塞移动。
直至最后钻进汉军的包围圈里去，否则怎么解释区区五千步卒，在八万铁骑的追击下居然能够支撑这
么长的时间？
左右劝谏单于道：“单于您亲率数万铁骑和五千汉军的步卒作战，居然无法消灭，这要是传出去，汉
朝岂不是越发地轻视咱们了？
以后再想派使臣和汉朝求和也不可能了！
再和他们在山谷中打一仗，出山谷四五十里就是平地，如果那时还是不能歼灭汉军，那就只好退兵了
。
”这一仗打下来，一日交战数十回合，汉军又斩杀了匈奴两千余人。
单于彻底害怕了，正准备下令退兵，不料汉军中有一名军候叫管敢，投降了单于，把李陵军队的绝密
情报全盘透露给了单于，即李陵军队只有这五千步卒。
后无援兵，而且弓箭即将用完。
单于一听大喜，拍着管敢的肩膀说：“你真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啊”汉军继续向南退却，最终被匈奴
尽数包围。
李陵尽斩旌旗，把珍宝尽数埋在地下，仰天叹息着说：“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
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
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
”假如还有几十支箭，我们就能突围而出了。
如今弹尽粮绝，天一亮就等着受缚吧。
大家赶紧作鸟兽散，希望能有人逃脱出去向天子报信。
汉军四百多人突围成功，李陵没有逃脱重围，降了匈奴。
这就是“鸟兽散”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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