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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集》讀記 

黃尹琳 1  

一、緣由 

2014 年 2 月中旬，我選修了吳福助教授在國立中興大學進修部中國文學

系開的「史記」專書選讀課程。很特別的，這是吳教授 48 年教學生涯中的最

後一學期，但他仍對教學充滿熱忱。第一節課時，吳教授就拿出他所選輯的

《醍醐集》一書，分送給有心要學習新知的同學。我立刻就被這本書的攜帶

輕便、內容精煉所吸引，雖工作忙碌，卻只用了兩三天就讀完了這本好書，

懂得了很多人生道理與思考事物的正面力量，受益匪淺。之後也與吳教授經

過一番交談，讓我了解到他選輯此書的思考全面而深入，他那淵博的學識，

親切豁達的為人，令我心生敬慕之情。4 月底，吳教授借給我《民間文學教程》

2、《中國民間文學》 3兩本書，讓我了解有關「諺語」 4的民間文學知識與文化

背景，他便囑咐我寫一篇《醍醐集》的讀書心得。 

二、《醍醐集》的刊載與出版 

《醍醐集》原載《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12-117（2011 年 1-6 月），結

集成書後，由東海大學圖書館於 2011 年 5 月 10 日出版。此書是非賣品，限量

100 本，作為館際交流之用。此書封面圖案選用日治時期宮田彌太郎版畫〈牧

童〉，封底圖案選用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銘：「勿折角，勿卷（捲）

腦，勿以墨污，勿令鼠齩（咬），勿唾幅揭。」書皮選用不易損毀的牛皮紙，

內紙選用不炫光的早期教科書印紙。本書的裝幀與吳教授的為人風格一樣素

雅簡潔，給人清爽樸實之感。 

三、心得 

《醍醐集》書名取得精巧，令人耳目一新。醍醐原指用乳酪加工的精緻

食品。由於醍醐是牛奶提煉後的最精華產品，為世間上味，因而佛家以智慧

灌輸於人，使人頭腦清醒，得以徹悟，比喻為「醍醐灌頂」。由書名寓意，可

知《醍醐集》可讓我們的健康金字塔（身體健康、心理健康、靈性健康）得

                                                 
1 黃尹琳，國立中興大學進修部中國文學系一年級。 
2 劉守華、陳建憲主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年 6 月，第 2 版。 
3 李惠芳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年 6 月，第 1 版。 
4 教育部「數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記載：「所謂諺語是一些民間流傳的常語，通常指一

些含有豐富的知識、經驗，有思想，有教育意義的俗語」，「是先民們生活經驗與智慧

的結晶」。網址：http://content.edu.tw/senior/chinese/ks_rs/content/play/lan/lan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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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整建構，是一本可以開發心靈，全面提升生命能量的寶典。 

《醍醐集》取材於中國傳統社會數千年來流行的廣義諺語（包括俗語、

格言、警句等），全書凡收諺語一千條，並依通用漢語字典筆畫順序排序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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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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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諺語一向被視為廣大群眾的濟世格言，代代相

傳的生活教科書。此書經過嚴格篩選後，更是精煉概括饒有哲理性，形象活

潑飽含化育力。 

《醍醐集》全書隨意翻閱，幾乎每則都是貼近現實生活，意味深長的諺

語。例如：「大匠不示人以璞。」名藝術家愛惜聲譽，不輕易將草稿展示給人

看。這告訴我們一個人的聲譽是多麼的重要，要讓周遭的人對我們有一定質

量的評價，才能在生活圈中建立完善的人際關係。例如：「小洞裡爬不出大螃

蟹來。」這告訴我們如果長久處在狹隘的環境，永遠無法成大器，只有走出

去擴大視野，境遇才有可能好轉。例如：「不會做飯的看鍋，會做飯的看火。」

精通廚藝的人，看一下火候就知道食物是否已經煮好，不會做飯的人就一直

盯著鍋子，看甚麼時候飯菜才熟，這告訴我們生活經驗歷練的重要。例如：「室

雅何須大？花香不在多。」事物好壞不在於外在的既大又多，品質優秀最為

重要，只要清新脫俗，富有創意，既使沒有華麗的排場也能成功。 

又如：「東方不亮西方亮，除去明月有星光。」這是吳教授經常引用，勉

勵學生的諺語。這句話根據吳教授的推演，應用到大學生的出路上，他認為

大學中文系學生應該擁有「全球意識」，要努力培養「世界華文文學」的專長

5，而不必局限於中國文學的狹小範圍。華文文學是當今世界最大的語種文學，

擁有廣大的讀者群和作家群。中文系學生最好能夠像大海中的章魚那樣，具

有八隻細長柔軟，滿佈吸盤，靈活無比的觸手。中文系學生如果能夠學習章

魚的本領，分別在亞洲、北美、澳洲、歐洲等華文出版業發達的地區用心研

讀佈局 6，如此一來，「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伺機而動，一展長才的機會，

                                                 
5 參見公仲主編《世界華文文學概要》，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年 6 月，第 1 版。

按，是書從宏觀的角度，較全面性介紹世界華文文學的定義、特點及發展。同時涉及

到歐美、澳、東南亞等地華文文學的簡況。 
6 參見辛廣偉《世界華文出版業》，台北：遠流出版事業公司，2010 年 4 月 15 日，第 1

版。按，本書作者在<關於這個版本>說：「世界華文出版業主要由中國大陸、臺灣、

香港三地，及東南亞(主要是新馬)、北美幾個主要地區構成。其中，前三個地區是華

文出版的基地與核心。新加坡與馬來西亞有成為第四個基地的條件，北美則是三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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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會增加很多。 

《醍醐集》內容確實如本書序言林翠鳳教授所說，是「充滿生活智慧的

處世錦囊」，「足以積德增慧的傳家寶典」。一句好話就像一粒種子，播種在心

中，會逐漸萌芽茁壯，成為尋求發展的動力。當我再三研讀完全書後，很想

把這本簡切實用、雅俗共賞的好書，分享給身邊更多要好的朋友們。但願世

界各地眾多華人，都能有機會讀到這本終身受用不盡的傳家寶典。 

 

                                                                                                                              
地以外最大的市場。而澳洲、歐洲等地區是目前雖不成規模、但在逐步增量變化的潛

在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