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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语可以称得上是传统文化的精华，用对了，出口成章，彰显文采；用错了，贻笑大方，当众出
丑。
本书汇集了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而且最易用错的成语，对成语的来源、解释、正确用法作辨析讲解，
帮助您掌握成语的正确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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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易望文生义的成语
“稗官野史”不是低俗读物
“筚路蓝缕”并非衣衫不整
“不刊之论”能刊登吗
“不忍卒读”皆因悲惨
“不赞一词”关赞美也无关赞美
“不足为训”非准则
“差强人意”要明白“差”和“强”
“春秋笔法”与书画无关
“登堂入室”是“进入室内”吗
“对簿公堂”不是“双方打官司”
“瓜田李下”跟田园生活无关
“呼之欲出”只能形容形象生动
“火中取栗”一无所得
“疾首蹙额”不是发愁
“江河日下”绝非水流减少
“久假不归”非关假期
“酒囊饭袋”是“草包”
“空谷足音”，知音难觅
“名山事业”指著作
“目无全牛”不是“盲人摸象”
“平分秋色”只能指两方
“七月流火”是季节变换
“期期艾艾”笑口吃
“秋毫无犯”军纪严明
“人面桃花”与容貌无关
“三人成虎”岂是“人多力量大”
“上下其手”不是耍流氓
“身无长物”有风度
“师心自用”，一意孤行
什么叫做“学而优则仕”
使用“首鼠两端”时的两类错误
是捐献还是舍弃
“首当其冲”不是“首先”
“爽”字有几讲，此“爽”非彼“爽”
“退避三舍”不逃避
“望其项背”赶得上
“危言危行”是正直
“文不加点”不可理解为“不加标点”
“五风十雨”，风调雨顺
“狭路相逢”，冤家路窄
“下里巴人”并非下层人
“虚位以待”不是假模假式
“一团和气”不是真正的和谐
“炙手可热”不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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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不容诛”：该死还是不该死
易褒贬失当的成语
“暴虎冯河”不足取
“不可理喻”，比较疯狂
“充耳不闻”故意不听
“处心积虑”为阴谋
“蠢蠢欲动”来者不善
“耳提面命”谆谆教诲
“翻云覆雨”非气势
“粉墨登场”宜分清场合
“邯郸学步”学不成
“轰轰烈烈”显气魄
“斤斤计较”太小气
谨防“溢美之词”
“连篇累牍”言冗长
“满城风雨”含贬义
“评头品足”有贬义
“巧舌如簧”非善辈
“罄竹难书”罪行难数
“趋之若鹜”、“如蝇逐臭”义相近
“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
“甚嚣尘上”含贬义
“豕突狼奔”坏人多
“始作俑者”虽是带头却不干好事
“死灰复燃”是贬义
“叹为观止”是赞叹
“投桃报李”不能用于报复
“无所不至”干尽坏事
“相庆”有别，不可随便“弹冠”
“心劳日拙”：费尽心机终不得善果
“虚与委蛇”是虚情假意
“煊赫一时”含贬义
“亦步亦趋”：从褒义到贬义
“因人成事”不是夸人
“有口皆碑”使用有条件
“雨后春笋”发展良好
易混淆范围对象的成语
“比翼双飞”莫滥用
“不耻下问”分清对象
“不情之请”：自己的请求不合理
“穿云裂石”，声音高亢
第一人称慎用“鼎力相助”
“鼎足而立”要三方
“豆蔻年华”是少女
“国色天香”只能形容牡丹
“汗牛充栋”指藏书多
“浩如烟海”不能形容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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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狮吼”不是狮子大叫
黑帮老大能“名噪一时”吗
话说“兵不血刃”
“吉光片羽”指残存的文物
“集腋成裘”不用来形容消极事物
建筑物岂能“气宇轩昂”
“金屋藏娇”要慎用
“雷厉风行”是行动
“励精图治”做大事
“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美轮美奂”之“轮”、“伦”、“仑”
“蓬荜生辉”是自谦
“琵琶别抱”心难留
“破镜重圆”说夫妻
“倾国倾城”是绝色
“三长两短”有生命危险
“稍纵即逝”说时机
“他”能“嫣然一笑”吗
“问道于盲”是谦虚
“信笔涂鸦”是自谦
“严阵以待”为谁待
演员不能“栩栩如生”
“倚马可待”文思敏捷
“余音绕梁”声音优美
“张敞画眉”说恩爱
易误读误写的成语
暴殄天物：“殄” “腆” 联系，不误读
“草菅人命”要命的是“菅”
“筹”、“愁”要分清
“东施笑颦”谁在笑
“独当一面”不可“挡”
“朵颐”岂可“大块”
“否”作卦名不读ｆǒｕ
“腹”能被“裹”吗
“各行其是”是“是”非“事”
“金碧”还是“金璧”
“噤若寒蝉”非“禁若寒蝉”
“鸠”非毒鸟不致命
“联翩”“连篇”意不同
“秣马厉兵”需“秣”不要“秫”
“平心而论”不是“凭心而论”
“迫不及待”，一“急”之下易出错
“三羊”不能“开泰”
“食指大动”不是“十指大动”
使用“一暴十寒”易犯的两点错误
“事必躬亲”非“恭亲”
是“源远流长”还是“渊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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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仗义执言”还是“仗义直言”
“谈笑风生”非“风声”
“桃源”、 “桃园”意韵不同
同类有差，“绌”“拙”有别
“莘莘学子”非一人
“胸无城府”说坦诚
“一枕黄粱”不是将“梁”作枕
易张冠李戴的成语
“鞭长莫及”与“望尘莫及”
“遍体鳞伤”与“伤痕累累”
“不负”、“不孚”意相反
“不胫而走”还是“不翼而飞”
“不容置喙”与“不容质疑”
“不瘟不火”与“不温不火”
“不以为然”与“不以为意”
“箪食壶浆”、“箪食瓢饮”和“箪食壶酒”
“耳闻目睹”与“耳濡目染”
“刮目相看”与“拭目以待”
“今非昔比”与“今不如昔”
“狼狈为奸”与“朋比为奸”
“明哲保身”与“洁身自好”
“难分难舍”与“难分难解”
“萍水相逢”与“不期而遇”
“身临其境”与“设身处地”
“唾手”“垂手”有区别
“为虎傅翼”与“如虎添翼”
“无可厚非”与“无可非议”
“摇头摆尾”、“摇尾乞怜”和“摇头晃脑”
“一发而不可收拾”与“一发而不可收”
“一挥而就”与“一蹴而就”
“一文不名”与“一文不值”
“一言九鼎”与“一诺千金”
“鱼目混珠”与“鱼龙混杂”
“置之度外”与“置之不理”
其他容易用错的成语
“安步当车”显气节
“变本加厉”勿冠“更加”
“不绝如缕”还是“络绎不绝”
不能说“忍俊不禁地笑起来”
“侧目而视”有讲究
“城下之盟”含屈辱
“春意阑珊”是何时
“洞若观火”指大事
“反戈一击”弄错阵营
“改头换面”误用一例
“功败垂成”不是“成败之别”
“裹足不前”因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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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乐道”非“有味”
“敬谢不敏”是怎样的客气话
“空前”容易“绝后”难
“妙手回春”救重病
“明日黄花”是哪日
拍案而起：因“愤”而拍，因“怒”而起
“人满为患”不能形容繁荣
“如丧考妣”该何用
“色厉内荏”言内心怯懦
“守株待兔”是侥幸
谈谈“石破天惊”
“万人空巷”是家空
“汪洋恣肆”说文章
“问题”不能“一拍即合”
“休养生息”不是“休息”
“偃旗息鼓”不是按兵不动
“一见如故”是陌生朋友相遇
“一念之差”是差错
“应运而生”不消极
“指手画脚”的使用禁忌
“诛心之论”可理解为诛意之论、原心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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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易望文生义的成语　　“稗官野史”不是低俗读物　　一篇批评当下文化市场混乱的文章写道：
“在这样混乱的文化市场中，稗官野史、低俗读物充实着书架，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状态。
”将“稗官野史”与“低俗读物”并列，表明作者并不清楚“稗官野史”这个成语的含义。
　　“稗官”是古代的一种小官，这些人的职责就是专给帝王搜集街谈巷议，道听途说。
因为中国的小说大多来自街谈巷议，市井之间，所以后世也把小说或小说家称为稗官。
正如《汉书·艺文志》引如淳所说，“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
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而“野史”一般则是指私家编撰的史书。
这里的“野”一方面是“在野”的意思，与“在朝”相对应，也就是说这种史书不是藏于庙堂之上的
。
另一方面，“野”也与“文”相对应，是指未经过多雕琢的原始史料。
而“稗官野史”合起来，就是指古代的小说和私家编撰的史书。
　　在古代，稗官所搜集的街谈巷议并不是用于娱乐的，而是具有很重要的政治作用，搜集这些的主
要目的是能使帝王了解自然以及民情的变化，以调整政策。
而“野史”中的内容虽“野”但决不是荒诞不经的，其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大多是实有其人、实有其
事的。
正如刘鹗《老残游记》云：“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
名可托诸子虚，事虚证诸实在。
”在使用中，“稗官野史”这个词也是没有丝毫贬义的。
光明网读书频道2005年11月的一篇文章《毛泽东爱读蔡东藩的书》中就是这样使用“稗官野史”的：
“为了写这部《历史通俗演义》，光看正史就达4052卷，还不包括其他众多的稗官野史，卷帙浩繁，
以他个人独力完成这部巨构，这是著述界的一件了不起的奇迹，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　　“稗官野史”是一个中性词，由“稗官”和“野史”两部分含义组合而成，不用来代指低俗读
物，更不含有贬义。
　　“筚路蓝楼”并百衣衫不整　　“筚路蓝缕”典出《左传·宣公十二年》：“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
这个成语的使用频率颇高，由于对其中的每个字的理解不够，常常就会出现一些误写、误用的现象。
“筚路蓝缕”，也可写作“荜路蓝缕”。
“筚”同“荜”，指荆条等，也泛指荆条、树枝等编织成的遮拦物；“路”通“辂”，古代的一种大
车；“蓝”通“褴”，“缕”通“褛”。
“筚路”指用荆条等编织成的车子，“蓝褛”通“褴褛”，指破旧的衣服。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说的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驾着简陋的柴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开辟原始山
林。
这是这个成语的字面意义，后来人们又将其字面义引申开去，用来形容创业的艰辛。
　　“筚路蓝缕”既表现了创业的艰辛，也证明了精神之卓绝。
《新亚遗铎》记录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创办新亚书院的过程，
也可谓是筚路蓝缕。
钱穆先生在辞去院长一职，成就香港大学时所做的一场演讲中说：“我在几年前读虚去和尚年谱，在
他跻七八十高龄之后，他每每到了一处，筚路蓝缕，创新一寺，但到此寺兴建完成，他却翩然离去了
。
如此一处一处，经他手，不知兴建了几多寺。
我在此一节上，十分欣赏他；至少他具有一种为而不有的精神。
他到老矍铄，逾百龄而不衰。
我常想，人应该不断有新刺激，才会不断有新精力使他不断走上新的道路，能再创造出新生命。
”　　“筚路蓝缕”中的“蓝”经常会被误写做“篮”。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最易用错的成语>>

“篮”是指用藤、竹、柳条等编成的有提梁的容器，如菜篮是盛菜的篮子，竹篮是用竹子编成的篮子
等。
两者是不能混用的。
现在的成语少了“以启山林”四字，也常常令使用者犯望文生义的错误。
某报刊载一篇题为《红色老区游》的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穿越老区的革命纪念馆，在乡间的公
路我见到很多筚路蓝缕的老乡坐在旧房前。
”这里就将筚路蓝缕误解为“衣衫破旧”了。
　　“不刊之论”能刊登吗　　有些成语中个别语素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发生了变化，有些
与现实有了一定的距离，以致人们对它已经比较陌生，再见面时就会习惯用现代较常用的义项去解释
，很容易犯望文生义的错误。
“不刊之论”就是这类语成中的一个常被误解的典型。
　　有些人为了表示谦虚，常将自己的文章或观点说成是不刊之论，这儿就有一例。
“以上文字，随机敲打而得，而且时断时续，未及回顾推敲，疏漏荒谬之处，在所难免，其中某些观
点可能为不刊之论，贻笑大方。
”结合全句来看，作者的意思是说自己的著作中的观点难免疏漏，有些甚至是不宜刊登的，恐为大家
、专家笑话，毫无疑问是将“不刊之论”理解为了“不能刊发的言论”。
用这个成语来形容自己的观点也只是自己谦而已，但岂不知这样一用，不但不能表现出谦虚，还有了
自大之嫌。
其原因是不明了“刊”语素义的发展和延伸。
　　“刊”在古代主要有两个义项，一是指削、削除。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刀部》：“刊，列也。
”段玉裁注：“凡有所削去谓之刊。
”二是刻，雕刻。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刀部》：“刻石谓之刊。
”从“刊”字所从的部首也能看出“刊”字所从的较早义项应是与“刀”有关。
这两个义项后来都发展延伸出一些新的义项，前者延伸出订正、修改义，如“刊误”，“刊正”。
后者延伸出排印出版等义，如“刊行”，“刊发”。
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是后一类延伸义项，因而也容易将与第一个义项有关的词语误解
为后者。
不刊之论便是其一。
为什么说是不刊之论呢？
众所周知，汉之前无纸，书写的载体是竹简、木牍。
竹简、木牍均是用以记事、书写的狭长竹片、木片。
成语“罄竹难书”、中的“竹”就是指写字用的竹片。
《旧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数说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时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
，流恶难尽”，意即用尽终南山的竹子做竹简，也写不完炀帝的滔天罪行。
在简上写字，当然远没有在纸上书写方便，尤其是书写错了也不容易涂改，只能用书刀一点点削除，
这个过程也叫“刊”。
汉代扬雄《答刘歆书》：“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
”“不刊”就是不容删改的意思。
“不刊之论”就是不容削除或修改的言论，意即无须改动的好文章，此是“不刊之论”的本意，后来
引申为“不可改动或不可磨灭的言论。
”，用来形容文章或言论的精当，无懈可击。
由此可见，上述例子中的用词在意思和情感色彩上整个颠倒了个，还是被自己言中，不可避免地被“
贻笑大方”了一回。
另外，“不刊之论”的“刊”不能写成难堪的“堪”。
　　“不忍卒读”皆因悲惨　　时下，有些人的文章一味追求所谓的思想、深度、个性，置读者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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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习惯、欣赏口味于不顾，沉溺于玩文字、玩概念、玩形式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之中，使自己乃至
刊物最终走向小众化、沙龙化的尴尬。
2007年《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根本没有雅俗共赏的读物》一文中的一段话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不难看出，较之十年前，《读书》的趣味性下降了，但厚重程度的增益也很明显，所关注的社会
问题明显增加了。
当然，其表达的晦涩、文风的矫揉造作和西化等也确实很明显，有些篇目令人不忍卒读或不知所云，
对此，编者确实该反思。
”　　追求市场效益的年代，像《读书》这样的小众读物以何种理念和方式生存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
探讨的话题，笔者非常认同这位作者的观点，不过同时觉得其中的“不忍卒读”一词用得似乎欠妥。
　　“不忍卒读”语出清代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上卷：“闽督何公小宋，挽其夫人一联，一字一
泪，如泣如诉，令人不忍卒读。
”这里，“卒”是尽，完的意思。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整个成语的意思是：不忍心读完，多形容文章悲惨动人，并不是《中
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以为是指形容文章写得不好。
遗憾的是，类似的误用不在少数，这里随便找几个大媒体上用错的例子：　　2007年《南方周末》《
新诗90岁，寿宴或葬礼》一文：“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说到过这件事。
只不过文学史通常以所谓重大事件为标志，那首Satire尚不足以构成一个事件而已。
至于‘不怎么样’，何止这首诗，整本《尝试集》都不怎么样；何止是胡适一人的诗‘不怎么样’，
即便是朱自清精心编成于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其中的大多数作品，今天看来也都不
怎么样，有的简直可以说是不忍卒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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