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麼是成語？ 

• 成語是漢語特有的語言形式，是一
個固定短語，表達了一個固定的語
意，常帶有歷史故事及哲學意義。  

 

• 大多數是由四個漢字組成  



成語從何來？ 

• 成語的數目很多，一般是來自以下幾方
面： 

 

 

 

1. 歷史事實  3.沿用或更改古    

   人語句  

2. 寓言傳說  4. 諺語俗語  





1.從善如流  

          鄭國是春秋時的小國。它為了防禦楚
國，和晉國簽訂了盟約。結盟的第二年，
楚國即發兵進犯鄭國。晉軍有約在先，便
派兵救援，路上與楚軍相遇，楚軍不戰而
退。 

 

           晉將趙同等人主張乘機攻佔楚國的蔡
地。他們催請欒書元帥下令行動，但「中
軍佐」知莊子不讓欒書元帥發兵，說：
「楚軍已撤，鄭國轉危為安，我們就不該
進攻楚國。」欒書元帥覺得有理，毅然命
令大軍撤回晉國。  

 



1.從善如流 

• 對此，《左傳》稱讚欒書的舉動是
「從善如流宜哉！」「從善如流」指
聽從好的、正確的意見，就像流水向
下那樣迅速、自然。 



2.破鏡重圓  
            南朝陳國末年，樂昌公主和她的丈夫徐德言，
見國家就要滅亡了，夫妻就要分離，非常傷心。
於是，徐德言就把一面鏡打破成為兩片，自己留
著一片，另一片給樂昌公主，作為日後重聚的憑
証，並叫公主在第二年的正月十五，拿破鏡到京
都的巿場出售。 

 

         不久，國家滅亡，樂昌公主被隋朝的大臣楊素
佔有。到了約定的日期，徐德言在巿場看見有一
個老人，正在賣一片破鏡。經過詳細檢驗後，他
知道是樂昌公主履約。於是他寫了一首詩，托老
人帶給公主。公主看見這首詩後，十分悲傷。 

 

            



2.破鏡重圓 

         楊素知道這件事情後，非常感動，
便叫徐德言來，讓他和樂昌公主重新
團聚，兩片破鏡也重新合在一起。後
來，人們把父妻離散或決裂後又團聚
稱為『破鏡重圓』。 



3.沈魚落雁   

           在莊子的齊物論說到「毛嬙、麗姬，
人之所美也」；這是一般人都覺得非常美
的。但是「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魚看到的都跑到水底裡頭去了，鳥看到了
都飛到天上去了。而「麋鹿見之而決驟」；
看到的都四處奔跑走了，所以他認為四者
那一個會真正的認為這是天下的正色呢？
美沒有絕對的，你覺得她美，別人不一定
覺得她美。所以這種的情形看起來，天下
是沒有絕對的是非的。 

 



3.沈魚落雁 

          在莊子的齊物論的這一段話，他的真正
的意思就是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夠隨便的
妄生憎愛。可是後世的這些傳奇小說家卻
把它用來形容女孩子的美，叫做「沈魚落
雁」。 



4.拋磚引玉  

            唐朝時有一個叫趙嘏的人，他的詩寫的很好。
曾因為一句「長笛一聲人倚樓」得到一個「趙倚
樓」的稱號。那個時候還有一個叫常建的人，他
的詩寫的也很好，但是他總認為自己沒有趙嘏寫
的好。 

 

           有一次，常建聽說趙嘏要到蘇州遊玩，他十
分的高興。心想：「這是一個向他學習的好機會，
千萬不能錯過。用什麼辦法才能讓他留下詩句
呢？」他想：「趙嘏既然到蘇州，肯定會去靈岩
寺的，如果我先在寺廟裏留下半首詩，他看到以
後會補全的。」於是他就在牆上題下了半首詩。 



4.拋磚引玉 

          趙嘏後來真的來到了靈岩寺，在他看見
牆上的那半首詩後，便提筆在後面補上了
兩句。常建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他用自己
不是很好的詩，換來了趙嘏的精彩的詩。 

 

          後來人們說，常建的這個辦法，真可謂
「拋磚引玉」了。這個成語的意思是說，
先把自己的不是很好的觀點或文章介紹給
大家，目的是為了引出別人的高論或佳作。
是一個表示自謙的說法。  



5.開卷有益  

          宋朝初年，宋太宗趙光義(西元976-997年在
位，原名匡義，後改為光義氣，宋太組趙匡胤的
弟弟）
百科全書——《太平總類》。 這部書始編于太平
興國三年（西元977年），成於八年（西元985

年）。由於在宋太平興國年間編成的，故定名為
《太平總類》。此書共一千卷，分五十五門。該
書引書浩博，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種，其中漢人傳
記一百餘種，舊地志二百餘種，都是現在不傳之
書。因太宗按日閱覽，遂更名為《太平禦覽》，
簡稱《禦覽》。  



5.開卷有益 

          宋太宗對此書的編輯極為重視，每天都
親自閱讀三卷，有時因國事繁忙來不及閱讀，
改日一定補上。曾有人覺得皇帝每天既要處
理國事，又要讀這部大書，太辛苦了，就勸
他少看些，以免過度勞神。 

   可是，宋太宗卻回答說： 

「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 



5.開卷有益 

          宋太宗由於每天閱讀三卷《太平禦覽》，
學識淵博，處理國事得心應手。當時的大
臣們也紛紛仿效太宗，勤奮讀書。所以當
時讀書風氣盛行，連平常不怎麽讀書的宰
相趙普，也孜孜不倦地閱讀《論語》，有
「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 後來，「開卷
有益」成了成語，形容只要打開書本讀書，
總有益處。  



6.杯弓蛇影  
              古時候有一個叫杜宣的人。有一天，他
去朋友家赴宴。在宴會上，主人向他敬酒時，
他突然發現自己酒杯裏有一條小蛇，心中非常
害怕。但為了表示對主人的尊敬， 他勉強把酒
喝下去。回家之後，他一想到那條蛇，就覺得
身體十分難受，并因此而生病。 

 

           其實，杜宣所看到的只是一種幻象。當時
在主人家中客廳的牆壁上面，懸掛 著一把弓，
它倒影在杯子上，使杜宣產生錯覺，以為它是
一條活蛇。直到有人把真相告訴杜宣之後，他
這才明白，心情馬上變得輕鬆，而病情也迅速
康復。後人就根據這個故事，得出杯弓蛇影這
個成語，來比喻因錯覺而神經緊張的人。  



7.一飯千金  

            幫助漢高祖打天下的大將韓信是淮
陰地方人。他年輕時失意，也很窮困，品
行也不大好，因而沒有人推薦他做官。那
時候，他時常往城外釣魚，希望碰著好運
氣， 便可以解決生活，但是這究竟不是可
靠的辦法。因此，他時常要餓著肚子。幸
而在他時常釣魚的地方，有很多漂母(清
洗絲棉絮或舊衣布的老婆婆)在河邊作工， 
其中有一個漂母很同情韓信的遭遇，便不
斷的救濟他，給他飯吃。 

             



7.一飯千金 

           韓信在艱難困苦中得到那位勤勞刻苦，
僅依靠雙手勉強糊口的漂母的恩惠，所以韓
信很感激她， 便對她說將來必定要重重的
報答她。那漂母聽了韓信的話很不高興，表
示並不希望韓信將來報答她。後來，韓信果
然替漢王立了不少功勞，被封為楚王，他想
起從前曾受過漂母的恩惠，便命人送酒菜給
她吃，還送給她黃金一千兩來答謝她。這故
事比喻厚報他人的恩惠。與「一飯之恩」、
「一飯之德」義同。 



8.刎頸之交  

            戰國時代，趙惠王因藺相如立有大功，便派他
做上卿，地位在舊臣大將廉頗之上。 廉頗因此非常
嫉恨，揚言要當面侮辱藺相如。藺相如知道後，每當
上朝時就假裝有病不願意和廉頗爭先後位次。 

 

           有一天，藺相如乘車外出，遠遠望見廉頗的馬
車迎面而來，他連忙叫車夫避開，讓廉頗的車子先過
去。藺相如的隨從認為他害怕廉頗，於是非常氣憤。
藺相如便解釋說：「現在強橫的秦國所以不敢侵犯趙
國，乃是因為趙國有我和廉頗將軍二人的緣故。如果
我和他吵鬧起來，便仿佛兩只老虎相鬥，必有一傷，
那時秦國就會趁機侵犯趙國。我所以對廉將軍避讓，
乃是為了國家的安全，而不計較私人的怨恨。」  



8.刎頸之交 

            越國有個名士叫虞卿，他知道這回事， 

便徵得了趙王的同意去見廉頗，講清了藺
相如對他避讓的道理。廉頗聽了十分慚愧，
便脫去上衣，背綁了一根淒杖，到藺相如
家跪下請罪，並沉痛地悔悟前非。 藺相如
見他這樣，便親自給他拿去淒杖，請他坐
下，兩人談得十分暢快，從此成了割頭也
不變心的好朋友。 



9.東窗事發  

            宋朝時候有一個大奸臣，名叫秦檜，他私通金
國，奉金主之命，陰謀害死抗金名將嶽飛。據說秦檜
陷害嶽飛的奸謀，都是在他家東面窗子下，與他的妻
子王氏共同策劃出來的。秦檜死後，他的妻子王氏超
度亡魂，並請了一些道士，看看秦檜在陰間的生活情
形。 

 

           一個道士看見秦檜在地府中受到很重的懲罰，
受盡折磨。秦檜還對他說：「勞煩你對我夫人說一聲，
我和她在東窗商量的那件事，現在已被揭發了，希望
她行事小心一點吧。」後人就用「東窗事發」來比喻
陰謀敗露或罪行被揭發。  



10.如魚得水  

           劉備未作皇帝之前，被曹操逼迫去依附荊州
的劉表。劉表派他駐守新野。不過，劉備是一個
有大志的人，現在寄人籬下，覺得終非上策，於
是不斷朝思暮想。恰巧這時徐庶給他介紹了一位
名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給他認識。 劉備為了
想請諸葛亮出來輔助他建功立業，曾親自屈身拜
訪諸葛亮，但劉備訪諸葛亮三次才得以相見。劉
備求教他建功立業之策，諸葛亮分析了當時的形
勢，建議與曹操孫權鼎足三分，據荊州、益州，
對外結交孫權，對內安撫百姓，便可圖王霸之業。  



10.如魚得水 

         劉備很贊成諸葛亮的主張，從此和
諸葛亮的感情就更好了。關羽和張飛
很看不順眼，劉備便向二人說：「我
得了孔明，就像魚得了水一樣的快樂， 

希望你們不要再說他的閑話了。」這
本是比喻君臣相得，非常投合；今用
來形容朋友或夫妻情感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