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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獻  

《醍醐集》 (一 )--序暨一劃 ∗ 

《醍醐集》序  

魏元珪 ∗∗ 

這是一冊生活中煉盡的精華，是生命的謳歌。它不是理論型的鉅著，

卻是在生活中千錘百鍊下的諺語選集。是人生智慧的結晶，處世的錦囊。

是經歷數千年生活經驗總結的雋語。它卑無高論，但卻處處充滿了珠璣集

錦，令人讀之回味無窮，而且受益匪淺。  

當今世代人心磽薄，工於巧計，人與人間錙銖必較，人早已失掉了做

人的味道。放眼今世，但聞一片囂聲喧騰，可謂「黃鐘毀棄，瓦釜雷鳴」

（《楚辭‧卜居》），久而未聞天下之正聲。吳福助先生此集乃精於選輯民

間諺語，誠摯動人，其中一句一言都是出於古人肺腑，感人至深。此集可

謂集天籟、地籟、人籟而匯為一爐，乃天地之正聲，有發聾振聵之功。  

觀當今世代月旦評人物在大眾傳播中層出不窮，人人皆自命辯才無

礙，發為大話，以為古今無雙，察其所言，莫非詬人瑕疵，發人陰私，而

不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按文起八代之衰之［唐］韓愈有言：「古之君子，

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今之君子則不然，其責人也詳，

其待己也廉。」（〈原毀〉）這是世風、文風、社風日趨衰薄之兆。吳福助

先生此集乃集草根之大全，由民間之心聲發出，有益世道人心，讀之令人

不忍捨棄。當年孔子讀《周易》韋編三絕，今此集一出，字字皆生活之露

珠，滋潤人之心懷，使憂者讀之，得其振奮；悲者讀之，得其鼓勵；成功

者讀之，令人警惕；失敗者讀之，得其悔咎之道。不論士農、工商、軍教

各界，皆可在其中吸取生命之甘泉，而得生活之智慧。實有益世道人心之

讀物，故樂為之序。  

在世交一摯友，可得無比幫助。得一寶物不過一時玩味欣喜，然得一

                                                 
∗ 編者按：《醍醐集》是本校中文系退休教授吳福助老師以臺灣傳統童蒙教材《增

廣昔時賢文》的內容為基礎，並依據原書編輯旨趣，參酌其他相關諺語書籍，大

幅擴增而成的。由於篇幅過鉅，基於文獻保存與維護臺灣傳統童蒙教材的心意，

特闢專欄連載。 
∗∗ 魏元珪，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退休，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比較研究中心特約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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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籍卻一生受用無窮。今欣見吳教授此集問世，正如一股清流，直注飢腸

人心，而又恍如一聲警鐘，敲醒昏迷之世代。［明］劉宗周云：「一時勸人

以口，百世勸人以書。」（《人譜類記》）但願此書能對當今陷入穨廢、昏

沉之社會有所助益，尤對廣大苦悶之青少年有所激發砥礪，使之精神昂揚

而樂於為善，在善上與人同。  

《醍醐集》自序 

吳福助∗∗∗ 

臺灣傳統童蒙教材中，有一種稱作《增廣昔時賢文》，它是一本薄薄

的小冊子，輯錄先賢的格言以及民間流傳的俗語，以淺近易懂的文字，傳

承為人處世應有的修養與智慧。這本書係就明代中後期成書的《昔時賢文》

加以增補改編，原作者、增補者均不詳，版本也有多種，內容繁簡不一。

它是明鄭、清領、日治時期臺灣民間私人講學作為初等庶民教育的重要教

材，流傳甚廣，家喻戶曉，婦孺皆知，歷來有「《賢文》一篇，古諺三千」、

「讀了《增廣》會說話」等評價，以至成為臺灣社會好幾代人做人的準則、

處世的法寶、交際的妙術、治家的秘訣。這本書讀一句有一句的好處，尤

其它有不少篇幅側重剖析複雜難明的人情世態，如能多加背誦體悟，大約

日後一輩子為人處世的基本常識和原則都已粗備。因此，它在無形中有指

導社會大眾生活的作用，有時甚至遠超過《論語》、《孟子》、《老子》、《莊

子》這類儒道經典。 

這本《醍醐集》，是以上述《增廣昔時賢文》的內容為基礎，並依據

原書編輯旨趣，參酌其他相關諺語書籍，大幅擴增而成的。本書所謂的諺

語，採廣義的說法，包括俗語、格言、警句和成語中的一部分。全書凡收

諺語一千條，並依通用漢語字典筆劃順序排序、編碼，以便於檢讀。諺語

採擇入書的標準是：(1)口語性強，琅琅上口，適合用北京官話誦讀。各地

方言俗諺不收。(2)內容精闢，措詞生動，形象豐富，趣味盎然。(3)析理圓

融，實用性強，切合當前社會生活需要。諺語著錄的原則是：(1)凡幾條諺

語內容、語句基本相同，說法略有差別，則選錄其中最適合口誦者一條。

(2)由於本書是作為誦讀的教材，並非詞典，為避免繁碎，諺語見於歷代典

籍的出處，或是書證，除少數特例外，均省略不予註明。(3)較難理解的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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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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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加註說明，用「指」詮釋實際意義，用「比喻」表示引申意義。至於

全書篇幅設計，則考慮繁簡適中，既不過於短缺疏略，也留些許讀者自由

採擇的空間。以上編輯構想，旨在期盼本書能成為兒童，甚至社會各階層

普遍適用，老少咸宜的讀本。 

本書編輯旨趣雖然全依《增廣昔時賢文》，但在編輯設計上已作大幅

改變，因此另名《醍醐集》，以示區別。書名所謂「醍醐」，原是指用乳酪

加工的精製食品。《涅槃經》十四〈聖行品〉：「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酪，

從酪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佛亦如是。」

1由於醍醐是牛奶提煉後的最精華產品，為世間上味，故佛家以智慧灌輸於

人，使人頭腦清醒，得以徹悟，喻以「醍醐灌頂」 2。《敦煌變文集‧維摩

詰經講經文》：「又所蒙處分，令問維摩，聞名之如露入心，共語似醍醐灌

頂。」《全唐詩》卷 265 顧況〈行路難〉：「豈知灌頂有醍醐，能使清涼頭

不熱。」《水滸傳》第 42 回：「宋江覺道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甘

露灑心。」但願有緣展讀本書的讀者諸君，都能因領受先賢生活智慧的灌

輸，從而茅塞頓開，煩惱消除，清淨喜樂，從容不迫，勇於微笑地面對人

生的種種磨難。 

本書原是為筆者外孫編輯的。2003 年 3 月，外孫王振宇、吳奇穎隨父

母遠赴新加坡求學，臨別依依，無以為贈，想起古人「贈人以言，重於金

石珠玉」（《荀子‧非相》）的明訓，因而選輯先賢佳言錦句，作為送別的

贈禮，希望能對他們往後的人生有一些啟發作用。如今筆者已另有四位外

孫：陳昭熙、陳昭齊、林彥妤、林彥萱，本書理當也是獻給他們留作紀念

的。 

                                                 
1 釋迦牟尼一生說法 49 年，說圓說偏，說頓說漸，無非都是隨著眾生不同的根基、

不同的機緣而方便應病與藥。天台宗智者大師整理前人之說，將其說法分為循序

漸進的五個階段：(1)華嚴時：為大菩薩講說《大方廣佛華嚴經》，稱性極談，譬

如生的牛奶。(2)阿含時：為小根性人說《阿含經》，譬如製成乳酪。(3)方等時：
為大乘初門菩薩講《維摩詰》等經，譬如提煉成「生酥」。(4)般若時：講《大般

若經》，譬如轉為味道更好的「熟酥」。(5)法華涅槃時：法運將要圓滿，講《妙法
蓮華經》，譬如醍醐上味。說詳元音老人《心經抉隱》，臺北：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慈濟道侶檀施會，2003 年 10月初版。 
2 灌頂，梵語的意譯。原為古印度帝王即位的儀式。佛教密宗效此法，凡弟子入門

或繼承阿闍梨位時，必須先經本師以水或醍醐灌灑頭頂。灌謂灌持，表示諸佛的

護念、慈悲；頂謂頭頂，代表佛行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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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原採「秘本」限量贈閱有緣人方式流傳。多年來曾作為中興大學、

東海大學兩校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鄉土文化課程的教材，又曾在臺中市國

語文研究學會陳美老師所主持的兒童讀經班親自試教多次，教學成效良

好。本書在教學過程中，廣泛徵求修課研究生的意見，持續增補修訂多次，

特別是蕭玉貞協助檢閱相關辭書，增補近百條，黃宏介協助改正一些俗本

訛誤字詞。此番最後增改稿，承蒙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選修

筆者所開「臺灣文學文獻學」的臺中區中小學教師何慧玲、余淑玲、吳美

玲、呂宜家、周秀足、徐明貞、李育華、洪立琍、洪聖喻、王齡儀，以及

東海大學哲學系魏元珪教授、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徐文助教授、《東海大

學圖書館館訊》主編謝鶯興講師、東海大學附屬小學幼稚園葛素娟老師仔

細審閱，提出不少修改意見，謹此致謝。 

明代袁了凡曾說：「凡人居家，几案上，須有勸善書，或先賢格言一

冊，俾朝夕翻閱，可以收攝身心，擴充善念，獲益不淺，而於教子弟，尤

為緊要。」本書應可固定置於几案，甚或隨身攜帶，以便利隨時檢讀，並

依據實際情況需要，從多種角度加以靈活詮釋應用。爰不拘格律，隨筆題

辭如下，以為自序總結：「醍醐醍醐最上味，灌頂醍醐大智慧。茅塞頓開

悶愁少，驚濤駭浪全無畏。」慇切期盼各方博洽君子不吝提供高見，以便

繼續增訂，俾使內容更為完善實用。片言之賜，再拜以承。（賜教電子信

箱：nj3349@thu.edu.tw） 

【一劃】 

1. 一人有難大家幫，一家有事百家忙。 

2. 一人修路，萬人安步。 

3. 一人做事一人當。 

4. 一人開井，千人飲水。 

5. 一人說話全有理，兩人說話見高低。 

6. 一寸光陰一寸金，寸金難買寸光陰。 

7. 一山不容二虎。 3 

8.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9. 一切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忙。 4 

                                                 
3 虎喜獨居，不合群。比喻一個地方只容許有一個稱霸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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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天不練手腳慢，兩天不練丟一半，三天不練門外漢，四天不練瞪眼

看。 

11. 一手遮不了天。 5 

12. 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 

13. 一日不讀口生，一日不寫手生。 

14. 一日夫妻，百世姻緣。 

15. 一日無事小神仙。 

16. 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6 

17.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年身。7 

18. 一字入公門，九牛拖不出。8 

19. 一年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 

20.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9 

21. 一言驚醒夢中人。10 

22. 一芽知春，一葉知秋。11 

23. 一個巴掌拍不響。12 

24. 一個好舵手，能駛八面風。 

25. 一個和尚挑水吃，兩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 

26. 一個臭皮匠，沒有好鞋樣；兩個臭皮匠，做事好商量；三個臭皮匠，

勝過諸葛亮。 

27. 一個將軍一個令，一個和尚一套經。13 

                                                                                                                         
4 語見［明］呂得勝《小兒語》。 
5 比喻仗勢欺人、橫行霸道的人，不可能掩蓋事實真象，為所欲為。 
6 比喻為首的一開口，僕從們便不辨真偽，隨聲附和。語見﹝漢﹞王符《潛夫論‧

賢難》：「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不察真

偽之情也。」後遂以「吠形吠聲」或「吠影吠聲」比喻不察真偽，盲目附和。 
7 一旦墮落或犯了嚴重錯誤，是終生不可挽回的恨事，即使想改正也來不及了。 
8 進了衙門的廩狀或供詞，一個字也不能改動。 
9 指說出的話難再收回。駟馬，同拉一輛車的四匹馬。語本《論語‧顏淵篇》：「駟

不及舌。」 
10 一句話使頭腦不清楚的人恍然大悟。 
11 看見一芽萌發，就知道春天來臨。看見一片落葉，就知道秋天來臨。比喻由細微

的跡象就能推知事物發展變化的趨勢。一葉知秋，語本《淮南子‧說山訓》：「以

小明大，見一葉落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12 比喻一個人吵不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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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家之計在於和，一生之計在於勤。 

29. 一庭之內，自有至樂。14 

30. 一般樹上兩般花，五百年前是一家。15 

31. 一張床上說不出兩樣話。16 

32. 一理通，百理融。 

33. 一粒老鼠屎，壞了一鍋粥。 

34. 一報還一報，不差半分毫。 

35. 一朝被蛇咬，三年怕草繩。17 

36. 一登龍門，身價百倍。18 

37. 一粥一飯，當思來處不易；半絲半縷，恆念物力維艱。19 

38. 一著失算，滿盤皆輸。20 

39. 一貴一賤，交情乃見。 21 

40. 一勤天下無難事。 

41. 一遍功夫一遍巧。 

42.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22 

43. 一鋤挖不成井，一筆畫不成龍。 

 
 

                                                                                                                         
13 比喻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主張。 
14 語見［清］金纓《修身寶璧》。 
15 形容同姓本是一家人。 
16 指夫妻情投意合，說話的口徑總是一致的。 
17 比喻在某件事上吃過大虧，再遇上類似的情況也會心驚膽跳。 
18 比喻一旦被聲望高的人賞識提拔，境遇立即大大變好。龍門，山名，在陜西韓城

縣與山西河津縣間。傳說鯉魚一旦躍登龍門，就化而為龍。 
19 語見［清］朱用純《朱子治家格言》。 
20 比喻一步失誤，影響全局。盤，棋盤。下棋走一步為一著。 
21 人在一貴一賤之後，才能看清朋友之間友誼的厚薄。語見﹝漢﹞司馬遷《史記‧

汲鄭列傳》。 
22 古代作戰，擊鼓進軍，擂第一通鼓時，士氣最盛，第二、三通鼓則每況愈下。語
見《左傳》魯莊公 10 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