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土文獻 

 73

《醍醐集》二  
吳福助∗ 

【二劃】 

1. 七十二變，本相難變。 1 

2. 七年之病，求三年之艾。 2 

3. 二人同心，其利斷金。 3 

4. 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5. 人不可貌相，海不可斗量。 

6. 人不在大小，要有本事；山不在高低，要有景致。 

7. 人不知自醜，馬不嫌臉長。 

8. 人不勸不善，鐘不打不鳴。  

9.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4 

10. 人心不同，各如其面。 5 

11. 人心似鐵，官法如爐。 6 

12. 人心隔肚皮。 

13. 人心難測水難量，人心不足蛇吞象。 7 

14. 人比人，氣死人。 

15. 人生一世，如駒過隙。 8 

16. 人生不滿百，常懷千歲憂。 9 

                                                 
∗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 
1 ［明］吳承恩《西遊記》裏的孫悟空會七十二變，只是尾巴變不了。比喻一個人

再怎麼偽裝變化，還是會有破綻可尋。 
2 害了七年的病，要用三年的陳艾來醫治。艾，草名，莖葉有香氣，乾後製成艾絨，

可作炙用，陳年艾草效果尤佳。 比喻及早準備或積蓄，以應不時之需。語見《孟

子‧離婁上》。 
3 兩人同心協力，其力量猶如鋒利的鋼刀，可以切斷金屬。語見《易經‧繫辭上》。 
4 人的毛病，在於喜歡做別人的老師。語見《孟子‧離婁上》。 
5 語見《左傳》襄公 31 年。 
6 即使人心像鐵一樣硬狠，也奈何不了官方那像鎔爐般的法律。言法律無情。官法，

國家的法規、法度、法律。 
7 蛇吞象，語本《山海經‧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後以比喻貪

得無厭。 
8 人生就像快馬越過細小的縫隙一樣，轉眼即逝。極言其短暫。 
9 人生不滿百歲，卻經常顧東慮西，抱持過多荒謬的、不必要的憂愁。語見［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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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生何處不相逢？ 

18. 人生惟酒色機關，須百鍊此身成鐵漢；世上有是非門戶，要三緘其口

學金人。 10 

19. 人多力量大，柴多火燄高。 

20. 人多勢眾，孤掌難鳴。 11 

21. 人有五短，必有一長。 

22. 人有喜慶，不可生嫉妒心；人有禍患，不可生喜幸心。 

23. 人有善念，天必佑之。 

24. 人老心不老，人窮志不窮。 

25. 人老精，薑老辣。 12 

26. 人串門子惹是非，狗串門子挨棒錘。 13 

27. 人來求我三春雨，我去求人六月霜。 

28. 人怕出名豬怕壯。 14 

29.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30. 人情一把鋸，你不來，我不去。 15 

31. 人情似紙張張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32. 人情若好，吃水也甜；人情不好，吃酒也嫌。 

33. 人情留一線，日後好相見。 

34. 人望高走，水往低流。 

35. 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上心來瞌睡多。 

36. 人惡人怕天不怕，人善人欺天不欺。 

37.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38. 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 
                                                                                                                         
樂府〈西門行〉。 

10 三緘其口，封口三重。緘，封。金人，銅鑄的人像。《孔子家語‧觀周》：「孔子

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金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

慎言人也。』」 
11 孤掌難鳴，一個巴掌拍不響。比喻勢單力薄，難以成事。語本《韓非子‧功名》：

「一手獨拍，雖疾無聲。」 
12 指老人閱歷深，辦事精到。 
13 串門子，到別人家裏去閒坐聊天。 
14 人出名了遭嫉妒，豬養壯了挨刀殺。 
15 鋸，指舊時伐木的大鋸，需兩人一往一來地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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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人無笑臉休開店，會打圓場自落臺。 16 

40.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17   

41. 人無橫財不富，馬無夜草不肥。 18 

42. 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 19 

43. 人鈍事上磨，刀鈍石上磨。 

44. 人間私語，天聞若雷。 20 

45. 人敬有，狗咬醜。 21 

46. 人算不如天算。 

47. 人瘦尚可肥，士俗不堪醫。 

48. 人窮志短，馬瘦毛長。 

49. 入山不怕傷人虎，只怕人情兩面刀。 

50.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22 

51. 刀不磨生銹，路不走長草。 

52. 力到處，常行好事；力歉處，常存好心。 23 

53. 力微休負重，言輕莫勸人。 

54. 十月懷胎，三年哺乳。 24 

55. 十年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25 

                                                 
16 自落臺，自己找臺階下臺。 
17 語見《論語‧衛靈公》。 
18 橫財，意外獲得的財物。多指不經自己勞動努力而得的財物。 
19 人太善良很容易遭惡人欺負，馬太溫馴則人人皆可乘騎。 
20 人間私下商量的事，上天全都清清楚楚。 
21 有，有錢有勢的人。 
22 比喻各自拿出看家本領，彰顯自己的能耐。八仙，民間傳說中道教的八個仙人，

即漢鍾離、張果老、呂洞賓、李鐵拐、韓湘子、曹國舅、藍采和、何仙姑 。八
仙故事已見於唐、宋、元人記載，元雜劇中亦有他們的形象，但姓名尚不固定。

至﹝明﹞吳元泰《八仙出處東游記傳》裡，始確定為以上八人。參閱《浦江清文

錄‧八仙考》。相傳八仙過海時不用舟船，各有一套法術。﹝明﹞無名氏《八仙

過海》第二折：「則俺這八仙過海神通大，方顯這眾聖歸山道法強，端的萬古名

揚。」《西游記》第 81 回：「正是八仙過海，獨自顯神通。」後以比喻各自拿出
本領或辦法，互相競賽。參見《八仙過海》，臺北，華一書局，「小袋鼠親子童話

屋─中國童話」，2000 年 10月初版。 
23 力歉處，能力不足時。 
24 形容母親養育子女的艱辛過程。 
25 古代的書房教育，可分為啟蒙、專攻舉業兩種，入學年齡六至八歲，就學年限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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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十年樹木，百年樹人。 26 

57. 十個孩子九個猴，一個不猴爬牆頭。 27 

58. 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不吃草。 28 

【三劃】 

59. 三十六計，走為上策。 29 

60. 三十年河東，三十年河西。 30 

61. 三分人才，七分打扮。 

62. 三分天才七分學。 

63. 三分醫，七分養，十分防。 31 

64. 三日不讀書，便覺語言無味，面貌可憎。 32 

65. 三日捕魚，兩日曬網。 33 

66. 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吃飯。 34 

67. 三兄四弟一條心，門前泥土化黃金。 

68. 三句話不離本行。 35 

69. 三年不上門，當親也不親。 36 

                                                                                                                         
定，大約可區分為小學、中學、大學三個學程，全部要十年時間念完，因此常以

「十年寒窗」形容學子的苦讀。 
26 比喻培養人才為長遠之計。語本《管子‧權修》：「一年之計，莫如樹穀；十年之

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27 猴，比喻調皮好動。 
28 比喻不講究客觀條件，要求過高。 
29 指事態已經無法挽回，別無妙計，只有一走了事。三十六本為虛數，極言其多，

後世取四言成語或熟語，立為名目，編湊如下：瞞天過海，圍魏救趙，借刀殺人，

以逸待勞，趁火打劫，聲東擊西，無中生有，暗度陳倉，隔岸觀火，笑裏藏刀，

李代桃僵，順手牽羊，打草驚蛇，借屍還魂，調虎離山，欲擒先縱，拋磚引玉，

擒賊擒王，釜底抽薪，混水摸魚，金蟬脫殼，關門捉賊，遠交近攻，假道伐魏，

偷樑換柱，指桑罵槐，假癡不癲，上屋抽梯，樹上開花，反客為主，美人計，空

城計，反間計，苦肉計，連環計，走為上計。 
30 黃河氾濫成災，經常改道，某地原在河東，幾年之後卻變成在河西。比喻世事變化。 
31 要維持身體健康，依賴醫療的有三分，平時保養的有七分，周全預防的有十分。 
32 語本［明］何良俊《世說新語補‧言語》：「黃庭堅曰：『士大夫三日不讀書，則

義理不交於胸中，便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33 比喻做事斷斷續續，缺乏恆心。語本《孟子‧告子上》：「一日暴之，十日寒之。」 
34 做了幾代官的人家，才懂得有關吃穿的禮制和享受。形容舊社會官宦人家禮制的

繁複、生活的豪奢。 
35 指人們交談總離不開與自己所從事的行業有關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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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三年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37 

71. 三百六十行，行行出狀元。 38 

72.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 

73. 上士忘名，中士立名，下士竊名。 39 

74. 上山容易下山難。 

75. 上面一張嘴，下面跑斷腿。 

76. 上樑不正下樑歪。 40 

77. 上醫治未病，中醫治已病，下醫治末病。 41 

78. 凡事當留餘地，得意不宜再往。 42 

79. 久住令人賤，頻來親也疏。43 

80.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洞房花燭夜，金榜題名時。 44 

81. 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立傷骨，久行傷筋。 45 

82. 久賭神仙輸。 46 

83. 千人諾諾，不如一士諤諤。 47 

84. 千里送鵝毛，禮輕情意重。 48 

                                                                                                                         
36 指親戚間應經常走動，維繫情感，以免疏遠。 
37 諷刺標榜廉潔的官員，實際上也在大肆榨取民脂民膏。語見﹝清﹞吳敬梓《儒林

外史》。 
38 職業不分貴賤，各種行業都會有專家、能手、頂尖的人才。 
39 語見(北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名實》。顏之推認為士有高下之分。上焉者不以聲

譽縈懷；中焉者努力修身以建立聲價；下焉者名實不符，徒具聲名，故曰「竊名」。 
40 比喻上級或長輩行為不檢點，下級或晚輩就會跟著學壞。 
41 指醫學工作者，要在未病之時，先做好預防疾病的相關措施，也就是所謂的「預
防醫學」。語本《黃帝內經》。又﹝唐﹞孫思邈《千金要方‧診候》：「上醫醫未病

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 
42 語見﹝清﹞朱用純《朱子治家格言》。 
43 在親戚朋友家住得太久會讓人輕視，來往過密即便是親人也會厭煩而疏遠。 
44 舊說人生四大件賞心樂事。 
45 中醫所謂「五勞」。語見《黃帝內經‧素問‧宣明五氣篇》。 
46 沉迷於賭博，賭久了，即使妙算如神仙，也會輸得一無所有。 
47 一個敢於據理力爭、直言抗辯的人，他的社會作用遠勝過許多隨聲應諾的人。諾

諾，連聲答應。諤諤，直言不諱的樣子。語見［漢］司馬遷《史記‧商君列傳》。 
48 據《路史》記載，雲南俗傳，古代士官緬氏派遣緬伯高送天鵝給唐朝，過沔陽湖，

鵝飛去，墜一翎。緬伯高只好將一翎貢上，並說：「禮輕人意重，千里送鵝毛。」

後用以比喻禮物微薄而情意深重。﹝宋﹞蘇軾〈揚州以土物寄少游〉：「且同千里

寄鵝毛，何用孜孜飫糜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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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千金易得，好語難求。 

86. 千軍易得，一將難求。 

87. 千個朋友嫌少，一個敵人嫌多。 

88. 千般易學，一竅難通。 

89. 千選萬選，選個漏燈盞。 49 

90. 口蜜腹劍，笑裏藏刀。 50 

91. 口說宛如風，紙筆方是蹤。 51 

92. 士為知己者死，女為悅己者容。 52 

93. 大丈夫能屈能伸。 53 

94. 大巧若拙，大智若愚。 54 

95. 大匠不示人以璞。 55 

96. 大富在天，小富在勤。 

97. 大偽若真，大邪若正，大私若公，大害若利。 

98. 大難不死，必有後福。 

99. 子不嫌母醜，狗不厭家貧。 

100. 子孫雖愚，經書不可不讀。 56 

101. 寸心不昧，萬法皆明。 57 

                                                 
49 比喻東挑西選事物或人材，費盡功夫，結果仍不如理想。燈盞，沒有燈罩的油燈。

漏，漏油。 
50 口蜜腹劍，比喻嘴甜心毒。《資治通鑑》唐天寶元年：「李林甫為相，⋯⋯尤忌文

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李林甫口有蜜，腹有劍。」笑裏

藏刀，比喻外表和氣而內心陰險，語本《舊唐書‧李義府傳》：「義府貌狀溫恭，

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

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 
51 指萬事憑物證。 
52 士人應當為知己的人獻出生命，女士應當為喜愛自己的人修飾容貌。 語見﹝漢﹞

司馬遷《史記‧刺客列傳》。 
53 大丈夫，指有志氣有作為的人。《孟子‧滕文公下》：「富貴不能淫，貧賤不能移，

威武不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指有志節的人也要懂得權宜之計，知道退讓妥

協知之時。 
54 指有才能的人不自我炫耀。《老子》：「大直若屈，大巧若拙，大辯若訥。」 
55 名藝術家愛惜聲譽，不輕易將未成品展示給人欣賞。璞，尚未雕成的原玉。 
56 經書，指儒家經典。儒家認為經書是聖人所編著，放諸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
不惑，用以經世濟民的不朽寶典。 

57 寸心，猶心。心位於胸中方寸之地，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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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小人不堪重用。 

103. 小不忍則亂大謀。 

104. 小心天下去得，魯莽寸步難行。 

105. 小和尚念經，有口無心。 

106. 小洞易補，大洞難堵。 

107. 小洞裏爬不出大蟹來。 

108. 小時了了，大未必佳。 58 

109. 小時不教成渾蟲，長大不學成懶龍。 

110. 小時是兄弟，長大各鄉里。 

111. 小時偷針，長大偷金。 

112. 山山有老虎，處處有強人。 59 

113. 山不轉路轉，石不轉磨轉。 60 

114. 山中無大樹，茅草也稱王。 

115. 山中無曆日，寒盡不知年。 61 

116. 山雨欲來風滿樓。 62 

117. 山重水複疑無路，柳暗花明又一村。 

118. 山高自有客行路，水深自有渡船人。 63 

119. 山高招雨，樹大招風。 

120.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年。 64 

121.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 65 

【四劃】 

122. 不下水，一輩子不會游泳；不揚帆，一輩子不會撐船。 

                                                 
58 了了，聰明伶俐，明白事理。語見﹝南朝宋］劉義慶《世說新語‧言語》。 
59 形容社會上到處都有出色能幹的人才，不可輕忽。 
60 比喻事在人為，總有辦法解決問題。 
61 深山裏沒有曆書，嚴寒將盡還不知年節已到。指住在窮鄉僻壤，與世隔絕，不知

節令、世事。語見《千家詩》太上隱者〈答人〉。 
62 比喻重大事件發生前的緊張氣氛。語見﹝唐﹞許渾〈咸陽城東樓〉：「溪雲初起日

沉閣，山雨欲來風滿樓。」 
63 再怎麼險阻的地方，往往仍有通路可行。 
64 深山裏幽靜得像處於遠古時候一樣，一天的時間悠長得彷彿一年的光景。語見

［宋］唐庚《唐子西集》。 
65 比喻要辦好事情，需先備妥必要條件。器，工藝用具。語見《論語‧衛靈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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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不吃黃連，不知糖甜。 66 

124. 不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125. 不求金玉重重貴，只願兒孫個個賢。 67 

126. 不依規矩不能成方圓。 68 

127. 不怕一萬，只怕萬一。 

128. 不怕人不請，就怕藝不精。 69 

129. 不怕不識貨，就怕貨比貨。 

130. 不怕出山狼，就怕藏家鼠。 70 

131. 不怕虎生三只口，只怕人懷兩樣心。 71 

132. 不怕紅臉關公，就怕抿嘴菩薩。 72 

133. 不怕學不會，只怕不肯鑽。 73 

134. 不是冤家不聚頭。 74 

135. 不看不比，沾沾自喜；一看一比，相差萬里。 

136. 不會走，直路變成彎路；不會說，話頭變成話尾。 75 

137. 不會做飯的看鍋，會做飯的看火。 76 

138. 不會燒香得罪神，不會講話得罪人。 

139. 不當家，不知柴米貴；不拿秤，怎知斤和兩？ 

140. 不經一事，不長一智。 

141. 不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 77 

                                                 
66 黃連，植物名，多年生草本，其根連株而色黃，入藥，味甚苦。 
67 重重貴，一件比一件珍貴。 
68 比喻不按一定的規章制度辦事，事情就做不好。規，圓規，畫圓形的工具。矩，

畫直角或方形用的曲尺。 
69 請，雇用，聘請。 
70 比喻公開的敵人再凶惡，也不如暗藏的敵人威脅大。 
71 比喻敵人力量再大也不可怕，怕的是隊伍內部有人變心。 
72 比喻表面凶狠的人並不可怕，可怕的倒是不露聲色、陰險的人物。關公，關羽，

三國蜀漢大將，［明］羅貫中《三國演義》中的主要人物，紅臉，性格直爽。抿

嘴，嘴唇合攏，形容陰險。菩薩，梵語，既能自覺本性，又能普度眾生之意。羅

漢修行精進，便成菩薩，位次於佛。 
73 鑽，鑽研。 
74 聚頭，碰頭。 
75 話頭，能啟動眾人討論的話語。話尾，別人說完話後的續尾語。 
76 比喻會辦事的人，總是見機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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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不經霜打的柿子不甜。 

143. 不說自己桶索短，但怨人家井箍深。 78 

144. 不遇盤根錯節，不足以成大器。 

145. 不圖今年竹，但圖來年筍。 79 

146. 不彰人短，不炫己長。 

147. 不管閒事終無事。 

148. 不瘖不聾，不成姑公。 80 

149. 不擔三分險，難練一身膽。 

150. 不識好人心，狗咬呂洞賓。 81 

151. 不識廬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82 

152. 不顛不狂，其名不彰。 83 

153. 不聽老人言，吃虧在眼前。 

154. 井水不外流，秘密不外傳。 

155. 井水不犯河水。 84 

156. 井蛙見天小，夏蟲不知冰。 85 

157. 五十步笑百步。 86 

158. 五嶽歸來不看山，黃山歸來不看嶽。 87 

                                                                                                                         
77 語見﹝唐﹞黃蘗〈上堂開示頌〉。 
78 井上提水，水桶夠不著水面，不怪自己水桶的繩子太短，反而抱怨別人把井檻造

得太高了。比喻凡事不從自己找原因，一味地抱怨指責別人。 
79 比喻不著眼於眼前利益，而是瞻望未來的長遠利益。 
80 不會裝聾作啞，當不成婆婆公公。語見﹝漢﹞劉熙《釋名》卷 4。 
81 呂洞賓，民間傳說八仙之一，得道後，游歷江淮、湘潭、岳陽等地，不被人認識。

比喻好心人得不到賞識，反被誤解。 
82 江西廬山峰巒起伏，形態萬千，人在山中不易見其真貌。後人因以「廬山真面目」

比喻事物的真相，或人的本來面目。語見［宋］蘇軾〈題西林壁〉：「橫看成嶺側

成峰，遠近高低無一同。不識廬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83 文人不顛狂放縱一些，名聲不會顯耀。 
84 井裏的水和河裏的水不相通，比喻彼此雙方互不相擾。 
85 比喻見識短淺、不通時務的人，不知天地的寬闊。語本《莊子․秋水》：「井蛙不可

語以海者，拘於墟也；夏蟲不可語以冰者，篤於時也。」墟，所居之處。篤，限制。 
86 謂敗逃五十步的人，譏笑敗逃一百步的人。後用以比喻缺點或錯誤的性質相同，
只有情節或輕或重的區別。語見《孟子‧梁惠王上》：「孟子對曰：『王好戰，請

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

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不可，直不百步耳，是亦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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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內行看門道，外行看熱鬧。 88 

160. 公道自在人心。 89 

161. 公說公有理，婆說婆有理。 

162. 勿以善小而不為，勿以惡小而為之。 90 

163.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91 

164. 天下沒有不散的筵席。 92 

165. 天下無不是的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 

166.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167. 天下熙熙，皆為利來；天下攘攘，皆為利往。 93 

168. 天地不可一日無和氣，人心不可一日無喜神。 94 

169. 天有不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170. 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 95 

171.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不可活。 96 

172. 天時不如地利，地利不如人和。 97 

173. 天晴打個落雨傘，少時想個老來路。 98 

174. 天無絕人之路。 

175. 天網恢恢，疏而不漏。 99 

                                                                                                                         
87 觀賞過五嶽、黃山的美景後，再不用去看別的山嶽了。語見(明)徐宏祖《徐霞客
遊記》。五嶽，即嵩山(中嶽)、泰山(東嶽)、華山(西嶽)、衡山(南嶽)、恆山(北嶽)。
黃山，在安徽東南部，以奇松、怪石、雲海、溫泉四絕，聞名於世。 

88 門道，專業技藝。 
89 指民眾自然會對是非曲直，做出公正的批判。 
90 語見《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諸葛亮集》。 
91 語本《舊唐書‧陸象先傳》：「象先清淨寡欲，不以細務介意。⋯⋯嘗謂人曰：『天

下本自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為繁耳。』」 
92 比喻人生有聚有散，沒有只聚不散的。 
93 熙熙攘攘，喧嚷紛雜的樣子。語見［漢］司馬遷《史記‧貨殖列傳》。 
94 語見［明］洪自誠《菜根談》。 
95 天的運行剛強勁健，君子因此不停地自我憤發圖強。語見《易經‧乾卦》。 
96 客觀造成的過錯，自己尚可以改變；自己犯的罪過，自己避免不了惡果。語見《尚

書‧太甲中》。 
97 指得人心最重要。語見《孟子‧公孫丑下》。 
98 指提早準備，可以減少災難的發生。即「有備無患」。 
99 天道的網，十分寬廣，看起來很稀疏，卻不會放過一個壞人。比喻壞人難逃法網。

恢恢，寬闊廣大的樣子。語本《老子》7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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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夫妻相和合，琴瑟與笙簧。 100 

177. 夫妻無隔宿之仇。 101 

178. 少年人須有老成之識見，老成人須有少年之襟懷。 

179. 少年夫妻老來伴。 102 

180. 少年休笑白頭翁，花開能有幾時紅？ 

181. 少壯不努力，老大徒傷悲。 103 

182.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104 

183. 心平何勞持戒？行直何用修禪？ 105 

184. 心地上無風濤，隨在皆青山綠樹；性天中有化育，觸處見魚躍鳶飛。106 

185. 心地寬厚，多福多壽。 107 

186. 心作良田，百世耕之不盡；善為至寶，一生用之有餘。 

187. 心志要苦，意趣要樂，氣度要宏，言動要謹。 108 

188. 心思不定，抽牌算命。 109 

189. 心要慈悲，事要方便；殘忍刻薄，惹人恨怨。 110 

190. 心病終需心藥醫。 

191. 心無憂慮，就是逍遙佛祖；身無病痛，就是快樂神仙。 

192. 心靜自然涼。 

193. 文似看山不喜平。 111 

                                                 
100 夫妻間的和諧相處，有如琴瑟和笙簧演奏的和諧共鳴。《詩‧周南‧關雎》：「窈

窕淑女，琴瑟友之。」 
101 夫妻之間鬧意見，過一夜就沒了，形容夫妻矛盾容易解決。 
102 人越到年老，越需要夫妻之間互相照顧，彼此作伴。 
103 語見［漢］樂府〈長歌行〉。 
104 一尺雖長，也有不足之時；一寸雖短，也有可用之處。比喻事物各有其長處和

短處。語見《楚辭‧卜居》。 
105 持戒，遵行佛教戒律。《百喻經‧毗舍闍鬼喻》：「若能修行善行，及以布施持戒

禪定，便得離苦，獲得道果。」修禪，學佛坐禪。﹝南朝陳﹞徐陵〈東陽雙林寺

傅大士碑〉：「自修禪遠豁，絕粒長齋，非服流霞，若食朝沆。」 
106 ﹝清﹞鹿港鄭鴻猷行草條幅。見梁基德編《清翰林等科舉名家墨跡珍藏》，彰化，

2001 年 7月再版，頁 105。 
107 語見天谷老人《小兒語補》。 
108 語見［清］金纓《修身寶璧》。 
109 當一個人處於徬徨無主時，就會到處求神問卜或算命。 
110 語見［明］呂坤《續小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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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文章自古無憑據，唯要朱衣暗點頭。112 

195. 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異，只

是本然。 113 

196. 文戲靠嘴，武戲靠腿。 

197. 方木頭不滾，圓木頭不穩。 114 

198.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樂極則哀。 115 

199. 日日防火，夜夜防賊。 

200. 日月兩輪天地眼，詩書萬卷聖賢心。 116 

201.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202. 日食三餐，夜眠一覺，無量壽佛！ 117 

203. 月到中秋分外明。 

204. 欠債怨財主，不孝怨父母。 118 

205. 毋以小嫌疏至親，毋以新怨忘舊恩。 

206. 毛羽未成，不可高飛。  

207.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119 

208. 父慈而後子孝，兄友而後弟恭。 120 

                                                                                                                         
111 指文章寫作切忌結構平板，要如山巒的高低起伏，富於變化，才有看頭。 
112 朱衣，穿著大紅色衣服的人。考試文章的評分很難有一定的標準，關鍵是要得
到主考官的賞識。《天中記》卷 38引﹝宋﹞趙令畤《侯鯖錄》：「歐陽修知貢舉日，

每遇考試卷，坐後嘗覺一朱衣人時復點頭，然後其文入格⋯⋯。始疑侍吏，及回

顧之，一無所見。因語其事於同列，為之三嘆。嘗有句云：『唯願朱衣一點頭。』」

後因稱科舉中選為「朱衣點頭」。﹝明﹞ 徐渭《女狀元》第二齣：「文章自古無

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 
113 語見［明］洪自誠《菜根談》。 
114 比喻人或物有長處就會有短處，不可能是完美無缺的。 
115 太陽升到正中就要逐漸偏斜，月亮達到圓滿就要開始虧缺。事物發展到鼎盛就

要衰敗，快樂衝過了頭就會淪入悲傷。語見《老子》9章河上公註。 
116 語見童蒙教材《玉堂對類》。 
117 無量壽佛，即「阿彌陀佛」。阿彌陀，梵語譯音，意為「無量」。佛家淨土宗以

阿彌陀佛為西方極樂世界的教主。凡願往生彼土者，一心不亂，常念其名號，臨

終時佛即出現，前來接引。見《佛說阿彌陀經》。 
118 財主，借錢給他的債主。 
119 水太清澈，魚就不能活。人過於苛察，不能隨俗，就沒有伙伴。語見《大戴禮

記‧子張問入官》。 
120 友，親愛，交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