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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獻  
《醍醐集》六  
吳福助∗ 

【十六劃】 

1. 儘向前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1 

2. 儘管肚裏燃著火，嘴裏千萬別冒煙。2 

3. 器具質而潔，瓦缶勝金玉；飲食約而精，園蔬勝珍饈。3  

4. 學好要三年，學壞只三天。 

5. 學如逆水行舟，不進則退。 

6. 學而不厭，誨人不倦。4 

7. 樹倒猢猻散。5 

8. 樹高千丈，葉落歸根。6 

9. 樹欲靜而風不止，子欲養而親不待。7 

10. 機不可失，時不再來。 

11.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8 

12. 獨腳難行，孤掌難鳴。 

13. 獨學而無友，則孤陋而寡聞。9 

14.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不善之家，必有餘殃。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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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味往前走，不懂得思考反省的人，越走路會越窄；經常回轉後看，能總結成敗

得失經驗的人，眼界會越來越形寬廣。語見［清］金纓《修身寶璧》。 
2 人在盛氣之下，千萬要忍耐，別衝口而出亂說話，以免傷害別人。 
3 語見［清］朱用純《朱子治家格言》。 
4 語見《論語‧述而》。 
5 比喻為首的若垮臺，依附他勢力的人便會一哄而散。 
6 葉落歸根，比喻事物有一定的歸宿。多指客居他鄉的人終究要回歸故里。﹝宋﹞

釋道原《景德傳燈錄‧慧能大師》：「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卻迴？』師曰：『葉

落歸根，來時無日。』」 
7 樹想安靜下來，風卻不停地吹。子女想要孝養父母，可是父母卻已先走了。首句

比喻事情的發展有其客觀規律，不按人的意願進行。語見《韓詩外傳》卷 9。 
8 燕子、麻雀這些小鳥，哪裡能瞭解大雁、天鵝的偉大志向啊！燕雀，比喻不足輕

重的小人物。鴻鵠，比喻有雄韜遠略、識時務的俊傑之士。語見［漢］司馬遷《史

記‧陳涉世家》。 
9 語見《禮記‧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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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積德百年元氣厚，讀書三代雅人多。 11 

16. 興家猶如針挑土，敗家好似浪淘沙。 12 

17. 親兄弟，明算帳。 

18. 親戚不共財，共財斷往來。13 

19. 親戚遠來香，隔房高打牆。 14 

20.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15 

21. 貓急爬樹，狗急跳牆。 

22. 貓哭耗子假慈悲。16 

23. 辦酒容易請客難，請客容易款客難。 

24. 遲花慢開，大器晚成。17 

25. 錢是人的膽，不會說話也會喊。 

26. 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金。 

27. 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世間無。 

28. 閻王好見，小鬼難纏。18 

29. 隨你官清似水，難逃吏滑如油。19 

30. 隨時皆好日，到處是桃源。20 

31. 隨筆登帳，免後思量。  

                                                                                                                         
10 語見《易經‧坤‧文言》。餘慶，猶餘福，謂澤及後人。 
11 元氣，指人的精神、精氣。雅人，風雅之士，多指文人。 
12 指創業唯艱，守成不易。 
13 指親戚共有財產，一旦有所糾紛，極易破壞感情。 
14 遠道來作客的親戚特別受歡迎，長期住在一起的反而產生隔閡。 
15 謀事，策劃事情。語見﹝元﹞羅貫中《三國演義》103回。 
16 耗子，又稱「耗蟲」，中國北方方言，指老鼠，以其耗損食物最多，故稱。《正字

通‧鼠》：「俗稱鼠為『耗蟲』。」 
17 大器晚成，指大材須積久始能成器。語見《老子》41章。 
18 比喻奴才倚仗主子的權勢，比主子還凶狠，更不容易對付。 
19 隨你當官的公正廉明像清水一般，也奈何你手下奸滑如油的酷吏不得。語見《警

世通言》卷 15。 
20 桃源，「桃花源」的省稱。﹝晉﹞陶潛作〈桃花源記〉，謂有漁人從桃花源入一山

洞，見秦時避亂者的後裔居其間，「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良田、美池、桑竹

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來種作，男女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

怡然自樂。」漁人出洞歸，後再往尋找，遂迷不復得路。後遂用以指避世隱居的

地方，亦指理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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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靜如處女，動如脫兔。21 

33. 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論人非。22 

34.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23 

35. 龍困淺灘遭蝦戲，虎落平陽被犬欺。 

36. 龜兒不要笑鼈，同一個洞裏歇。 

【十七劃】 

37. 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不同。 

38. 牆有縫，壁有耳。 

39. 牆頭草，風吹兩邊倒。24 

40. 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41. 聰明反被聰明誤。25 

42. 膽欲大而心欲細，智欲圓而行欲方。26 

43. 臨淵羨魚，不如退而結網。27 

44. 薑是老的辣，酒是陳的香。 

45. 虧人是禍，饒人是福。 

46.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28 

47. 講學不尚躬行，為口頭禪；立業不思種德，如眼前花。29 

48. 醜人自有醜人愛，爛鍋就有爛鍋蓋。 

49. 點塔七層，不如暗處一燈。30 

                                                 
21 軍事行動剛開始時，應像處女一般沉靜示弱，使敵人不注意防備；然後像脫兔一

樣突然行動，使敵人來不及抵抗。 語本《孫子兵法‧九地篇》：「是故始如處女，

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不及拒。」﹝唐﹞杜牧註：「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為，

如處女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不可捍拒也。」 
22 語見［清］金纓《修身寶璧》。 
23 語見［清］金纓《修身寶璧》。 
24 比喻立場不鮮明，站在中間，隨聲附和。 
25 聰明，天資高，智力強。語本﹝宋﹞蘇軾〈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

聰明誤一生。」 
26 圓，周全。方，端正。 
27 比喻應有實際行動，不宜只存空想。 
28 螳螂專心注意在捕蟬，不防備黃雀在它的後頭正打算吃它。比喻一心計算別人，

沒想到背後有人正在算計自己。語本［漢］劉向《說苑‧正諫》。 
29 口頭禪，指不能領會禪宗哲理，只襲用它某些常用語作為談話的點綴。眼前花，

瞬即凋謝的花朵，比喻一時的榮華。語見﹝明﹞洪自誠《菜根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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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劃】 

50. 禮多人不怪。31 

51. 禮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32 

52. 繡花枕頭一肚草。33 

53. 罈口好封，人口難堵。 

54.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34 

55. 舊書不厭百回讀，熟讀深思子自知。35 

56. 壞人不聽好話，惡狗不聽使喚。 

57. 壞人的嘴怪話不絕，饞人的嘴零食不斷。 

58. 壞瓜多子，小人多話。 

59. 藝高人膽大。 

60. 藥能醫假病，酒不解真愁。 

61. 藥補不如食補，食補不如動骨。 

62. 藥醫不死病，佛度有緣人。 

【十九劃】 

63. 識者曰寶，不識者曰草。 

64. 識時務者為俊傑。36 

65. 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劍戟。37 

【二十劃】 

66. 嚴父出孝子，慈母出巧女。 

                                                                                                                         
30 指適時適地幫助需要的人，比空發善心實際受用。塔，佛塔。建佛塔的目的在於
報恩，用以珍藏供養高僧的生身舍利或經卷的法身舍利等。 

31 多講禮貌，厚禮相待，別人是不會見怪的。 
32 語見﹝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王符傳》。 
33 比喻空有炫麗外表，缺乏實學。 
34 也作「翻雲覆雨」。比喻玩弄權術的人，巧詐多變，令人措手不及。語見﹝唐﹞

杜甫〈貧交行〉：「翻手為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數？」 
35 語見﹝宋﹞蘇軾〈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36 能認清形勢，瞭解時代潮流者，才是傑出人物。語本﹝晉﹞陳壽《三國志‧蜀志‧

諸葛亮傳》：「諸葛孔明者，臥龍也。」裴松之注引﹝晉﹞習鑿齒《襄陽記》：「劉

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豈識時務？識時務者在乎俊傑，此

間自有伏龍、鳳雛。』」 
37 贈言，用良言相勉勵，多用於臨別之時。語本《荀子‧非相》：「贈人以言，重於

金石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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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嚴於律己，寬以待人。 

68. 嚴是愛，縱是害。 

69. 嚴師出高徒，厲將出雄兵。 

70. 寶劍必付烈士，奇方必須良醫。38 

71. 寶劍鋒自磨礪出，梅花香自苦寒來。 

72. 爐火越燒越旺，功夫越練越精。 

73. 癢要自己抓，好要別人誇。 

74. 饒人不是痴，過後討便宜。 

75. 飄風不終朝，驟雨不終日。39 

【二十一劃】 

76. 爛泥搖樁，越搖越深。 40 

77. 露水夫妻不久長。41 

【二十二劃】 

78. 聽人說千遍，不如親眼見。 

79. 聽話要聽完，看人需看全。 

80. 聽話聽音，交人交心。 

81. 讀不盡的世間書，走不完的天下路。 

82. 讀未見書，如得良友；見已讀書，如逢故人。42 

83. 讀書不具隻眼，埋沒古人苦心。43 

84. 讀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44 

85. 讀書須用心，一字值千金。45 

                                                 
38 指精良的武器、藥方，必須交給真正的行家，才能發揮作用。 
39 比喻惡劣情況不會長久存在。朝，早晨。驟雨，急雨。語見《老子》23 章。 
40 在爛泥漿中搖晃木樁，必然由於泥漿的關係而越搖越往下陷。比喻某種事物不去

挽救還好，如果去挽救反而越弄越糟。 
41 指不是正當結合的夫妻，不能長久。 
42 語見［清］金纓《修身寶璧》。 
43 隻眼，比喻獨特的見解。﹝宋﹞陸游〈書志〉：「讀書雖復具隻眼，貯酒其如無別

腸。」 
44 語見﹝唐﹞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讀破，指讀書讀得多，並讀通了。 
45 一字值千金，極言文章價值的高貴。《史記‧呂不韋列傳》，秦相呂不韋令門客著

《呂氏春秋》，書成，公佈於咸陽城門，聲言有能增刪一字者，賞千金。又﹝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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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讀萬卷書，行萬里路。 

87. 鰲魚脫卻金鉤去，擺尾搖頭不再回。46 

【二十三劃】 

88. 鷸蚌相爭，漁翁得利。47 

【二十四劃】 

89. 靈人不要重講，響鼓不要重敲。48 

90. 觀今宜鑑古，無古不成今。 

91. 觀書要能自出見解，處世無過善體人情。 

92. 觀棋不語真君子，舉手無回大丈夫。 

93. 鷹立如睡，虎行似病。 49 

 

【採擇書目】 

1. 《昔時賢文》，泉郡崇經堂藏版本，1882 年（清光緒 8 年）。 

2. 《增補昔時賢文集註》，臺中，瑞成書局，1933 年第 1 版。 

3. ﹝清﹞梁章鉅：《古格言》，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年 12 月第

1 版。 

4. ﹝清﹞金纓：《格言聯璧》，臺中，臺灣省政府安全處，1971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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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古佛勸世文》，臺中，瑞成書局。 

                                                                                                                         
劉安著《淮南子》，亦懸賞千金，徵求士人意見，見桓譚《新論‧本造》。 

46 比喻有能力或幸運的人擺脫了困境，得意而去不再回頭。鰲魚，傳說中的海中大

鱉。 
47 比喻雙方纏鬥，互不相讓，結果兩敗俱傷，第三者撿到便宜。鷸，一種長嘴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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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之。」 
48 指對聰明伶俐的人說話，一次就夠了，不宜再三囉嗦，惹人厭煩。 
49 比喻真正凶悍的人往往不外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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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莫野：《中國成語大辭典》，臺北，正言出版社，1964 年 3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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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溫端政主編：《中國俗語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 年 6

月第 1 版。 

22. 溫端政：《漢語諺語小詞典》，北京，商務印書館，1989 年 7 月第 1 版。 

23. 志成、文信校註：《蒙養書集成》，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年 10 月

第 1 版。（《名賢集》、呂近溪《小兒語》、呂新吾《續小兒語》、天谷

老人《小兒語補》）。 

24. 金路、徐玉明編注：《中國諺語》，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年

11 月第 1 版。 

25. 劉體恕、汪錫齡、金纓：《修身寶璧》，香港，青松觀道教會，1989

年。 

26. 孟守介等：《漢語諺語詞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0 年 1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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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許少峰：《簡明漢語俗語辭典》，北京，海潮出版社，1993 年 10 月第

1 版。 

30. 馮作民：《傳家必讀》，臺北，漢威出版社，1994 年 6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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