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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才过，即将迎来“大雪”的节
气，在“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
红”的冬日，有人会忍不住夸一句“冬日可
爱”。同样，“纖云都扫迹，烈日正燔空。
人立洪炉上，鱼游沸鼎中。”的夏日也实在
炎热，让人忍不住说一声“夏日可畏”。

但其实，无论“冬日可爱”还是“夏日
可畏”可都不是这么用的。“夏”与“冬”是
两个极端的季节，但这两个成语出自一
处，皆从《左传·文公七年》引申出来，却
经常被人们误用，以为仅仅是描写季节
状态的，其实在这两个成语背后有一段
丰富的历史，了解之后便不会再望文生
义了。

春秋时期，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国君
晋文公重耳在位的时候身边有两位权
臣，一位叫狐偃，一位叫赵衰，这两位权
臣不仅是晋文公少年时期的老师，更是
晋文公流浪十九年期间不离不弃之人。
后来自然成为晋文公的心腹。晋文公去
世后，晋襄公继位，晋襄公去世，晋灵公
夷皋继位。夷皋继位之时年龄尚小，他
们二人便成为辅臣。他们的儿子此时也
已成为朝中重臣。

不过，辅臣赵衰的儿子赵盾和狐偃
的儿子狐射姑都担心少主年幼难当大
任，因此二人产生分歧，争执不下，后来，
狐射姑退出纷争，从此不问政事。多年
后，鲁国与潞国发生冲突，鲁国向晋国求
助，晋国作为调解的一方需要派出大臣
出使，此时赵盾想起了被自己赶走的狐
射姑。狐射姑收到消息后立刻去找酆舒

谈，相谈间酆舒问他说：“赵衰、赵盾孰
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
日之日也。”

意思是赵衰慈祥温和，像冬日的太
阳般令人感到温暖，让人容易接触，而他
的儿子赵盾则奉行铁腕政治，像酷热的
太阳那样让人害怕，令人敬畏。因此才
有“冬日可爱”“夏日可畏”这两个成语。
所以，这两个成语是借“冬日”“夏日”形
容一种状态，而不仅仅是表明季节。

说起夏季和冬季，与季节相关的、经
常被误用的成语还有“七月流火”。阳历
的七月确实依然炎热难耐，因此又有很
多人认为“七月流火”是指天气炎热。其
实不然，这里的“七月”是指农历七月。
此时正是夏秋之交，天气应该已经微微
转凉。那又为什么会“七月流火”呢？

原来，词中的“流”有“行、走动”的意
思。“火”则是指第五宿新宿第二颗星——
大火星，根据晋杜预等前人留下的相关记
载看，夏历三月时，大火星于黄昏时初出
东方；到了大暑之前，也就是夏历五月的
黄昏时分，大火星则会位于南天正中，此
时是大火星一年中的最高点；夏历七月黄
昏时分的大火星逐渐偏向西方并且下
沉。因此形象地称为“流火”。见到“流
火”时便预示着天气要转凉了。

《诗经·国风·豳风》中记载“ 七月流
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
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意思是说，七月的时候大火向西落，
九月妇女们就该准备过冬衣物了，十一

月时北风会呼啸而来，十二月时便会寒
气逼人。如果不准备好厚衣服，便没有
办法度过寒冬。

看来，“七月流火”是指天气转凉的
意思，可不要用错啦！

除此之外，还有个成语“危行言孙”。
乍一看，这该不会是在说一个人做

危险的行为，但说话总跟“孙子”一样？
其实，这个成语出自《论语》的“宪问

篇”，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原宪与孔子探
讨国家与人的论题，孔子回答：“邦有道，
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危”在古语中，不仅仅有“危险”的
意思，还有“高、高处”的意思，就像《庄
子·盗跖》中的“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
剑，而受教于子。”“危言”有“直言”“慎
言，不说自己功劳与才能”之意；“危行”
则有“正直的行为”“行动小心谨慎”的意
思。而“孙”并不是指“孙子”，而是通

“逊”有“谦逊”“谦恭”之意。
因此，孔子所说的“危行言孙”意思是

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要做一个言语正
直、行为正直的人，而在国家没落的时候，
更要做一个语言谦逊，行为有担当的人。

诸如以上被“误解”的成语还有很
多，当然也理解这些成语经过代代相传
或者与当下社会现象和事件融合后产生
一些新的意思，甚至会被拿来玩儿“谐音
梗”。但在这基础上，还是应该先了解正
确的释义，甚至是成语背后的故事，才能
由此体会简练四字背后的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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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驴技穷”到底是哪里的驴？
这些成语你用对了吗？

成语作为人们长期以来习用
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语，
从古至今一直被沿用。但随着历
史的发展和文化的更迭，很多成
语语义讹变或被误用。今天，让
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被人
误会的成语吧！

“金鞭美少年，去跃青骢马”，少年郎一跃跨上
金鞍，扬鞭策马轻驰而去的画面是很多人印象中少
年的形象。古来描写少年的诗词不少，如“宗之潇
洒美少年，半殇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鲜
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春日游，杏花吹
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面对意气风发的少年，总是有很多夸赞之词，
古往今来亦流传下来很多成语，比如“惨绿少年”。

光看字面意思，这个成语多少有点“惨”，因此
会被人们用于消极的句子中，但是真相真是这样
吗？

“惨绿少年”其实出自唐张固《幽闲鼓吹》：“潘
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太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
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
乃曰：‘不然，试会尔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
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末座惨绿少年
何人也？’答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
必是有名卿相。’”

即：唐代宰相刘宴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
炎，他们给儿子取名为潘孟阳。潘孟阳的仕途比较
顺利，一路扶摇直上，坐上了户部侍郎的位置，因此
得意洋洋，为人一点也不低调。其母亲知道儿子外
强中干，时常提点，生怕惹出是非，但潘孟阳却不领
情。潘孟阳反驳母亲，自己身边的朋辈、同僚也不
过尔尔。后又设宴宴请众位参加家宴，好让母亲认
可自己。慧眼如炬的潘母一眼便看到了坐在末位
穿着深绿色衣服的少年，询问后得知这位少年名曰
杜黄裳，目前是个七品小官。潘母从潘孟阳的言语
间可以听出他的不屑，而她则断定杜黄裳将来必将
成为卿相。不出所料，杜黄裳最后成为了唐朝赫赫
有名的宰相。

成语中的“惨”通“黪”，有“暗淡无光”的意思，
蒋凝《望思台赋》中有“烟昏日黪”的说法，因此惨绿
少年原指穿暗绿色衣服的少年，后来引申为风度翩
翩、玉树临风的男子。出自清·龚自珍《己卯自春徂
夏在京师作》诗之七的“十年提倡受恩身，惨绿年华
记忆真。”中的“惨绿年华”便是指风华正茂的青年
时期。

“公子”在古代也是男子的称呼，通常指诸侯的
儿子，后称官僚的儿子，也用来尊称别人的儿子，

“女公子”则是对别人女儿的尊称。但千万不要用
“无肠公子”这个词来夸人。

唐彦谦在《蟹》诗中曰“无肠公子固称美”，这可
不是夸这位“无肠公子”相貌俊朗，而是指味道肥
美，说到这里应该猜到这位“公子”应当是可食之
物。这一物便是《晋书》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
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这一生矣。”中所提到的“螃
蟹”。

古人吃蟹早有惯例，尤其是在唐宋时期。葛洪
《抱朴子》：“称无肠公子者，蟹也。”冯贽《云仙杂记》
亦云：“蟹曰无肠公子。”“以其外骨，则曰介士；以其
内空，则曰无肠。”因此这“无肠公子”便是螃蟹，它
另一个别名是“横行介士”，可不是用来形容人的！

“博士”这个词，大家一定不陌生。在
古代，也有“博士”，一般是指通晓古今、能
言善辩之人。《战国策·赵策三》中赵王曰：

“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此外，古
代的学官中也常有“博士”二字，这个习惯
始于战国，秦汉相承，汉文帝置一经博士，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晋置国子博士，唐设
太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医博士等，后世沿
置。《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
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可
见，博士在古今都是指满腹经纶的学者。

不过，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有
这么一则关于博士的“另类”记载：“邺下
谚曰：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因
此有了“博士买驴”这一成语。

博士买的是哪里的驴？买驴做什么
呢？

在《颜氏家训》的《勉学》一篇中，记载
着一则博士买驴的故事。一位熟读四书
五经的博士自认才识渊博，做任何事情都
要想方设法卖弄学识。有一次，他到集市
上去买驴，眼看就要交易成功，他却要卖
驴的人给他写一份协议，这让卖驴的人十
分为难。最后由于卖驴人不识字只能又
交给博士来写。这位自大的博士爽快应

下，片刻间便起草了满满一张纸的条款，
卖驴人以为此事就此结束，没想到博士还
没写完，甚至几张纸都没有写清楚买驴的
事情。此后便有了“博士买驴，书卷三纸，
未有驴字”的谚语。

这种写文章卖弄学识、哗众取宠，废
话连篇、不得要领的“显摆”风格，便称为

“博士买驴”。故事的最后，卖驴人愤愤
离去，这位博士也没有成功买到驴。因
此，这则成语不能单单从字面上理解，其
寓意也不是“买驴”这么表面，遇到这样
的成语，还需要使用者多加挖掘，领会要
义。

“博士买驴”后，您可否听说过“瘦羊
博士”？

这个成语与汉代儒士甄宇有关。他
是北海安丘人，东汉初年被封为博士，后
又被升为太子少傅。李贤注引《东观汉
记》：“建武中每腊，诏书赐博士一羊。羊
有大小肥瘦。时博士祭酒议，欲杀羊分
肉，……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复
有争讼。”

众所周知，光武帝刘秀对于太学的
博士非常重视，每年年关之际，便会赏赐
每位博士一只羊，可这羊有大有小，有瘦

有肥，如何公平分配是个难题。每每分
配时，博士们都建言献策，例如抓阄或将
羊肉公平分发，如此斤斤计较的做法让
甄宇非常反感，他径自向前领走最瘦的
一只羊，此后博士们便互相谦让，很快就
分发完毕。这件事也逐渐成为洛阳城的
雅谈，此后便以“瘦羊博士”称呼甄宇。
此后，“瘦羊博士”一词便指克己礼让的
人。

在这里不得不说，经常有人认为瘦羊
博士是弱不胜衣的人，其实并不是，可千
万不要误用。

与“驴”相关的还有“黔驴技穷”。有
人认为“黔驴”是今贵州的驴，但是唐代时
候，黔地还不是贵州。那么，黔驴到底是
哪里的驴呢？

其实“黔”是指唐代的黔中道，位置大
概是今天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一带，这则成语出自唐代柳宗元的《三戒·
黔之驴》这则寓言。大致意思是黔地本来
没有驴这一物种，有个多事的人偏偏将驴
运过去，在山脚下的驴不幸被猛虎盯上，
在猛虎的多次试探下，确定驴没有什么本
事，便一口取其性命。后用来讽刺那些无
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

夸人可别用错词夸人可别用错词

那些年与季节之间的那些年与季节之间的““误会误会””

与动物挂钩的与动物挂钩的““博士博士””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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