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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經典名句 2024/25 
成語精選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1. 孜孜不倦 注釋：孜孜，勤勉用功，

不懈怠。 
 
語意：勤奮用功，不知

疲倦。 
 

「孜孜不倦」出自《尚書》中《益稷》及《君

陳》兩篇。《益稷》記載大禹治水時，舜希望

禹能美言一番。禹回答：「予何言？予思日孜

孜。」意思是「有甚麼好說的？我只想着每日

都勤奮不怠地工作。」《君陳》記載周成王派

遣周公的兒子君陳負責治理王城東郊的成

周，勉勵他要遵循周公遺訓，「惟日孜孜，無

敢逸豫。」意即叫他要勤於政事，不可貪圖逸

樂。這個成語訓勉我們，無論工作做事或追

求學問，都要勤勉不怠。 
 

2. 磨杵成針 注釋：杵，舂米或捶衣

用的鐵棒。 
 
語意：將粗粗的鐵棒磨

成幼針。比喻只要有恆

心，再難的事也能做得

到。 
 

據說李白小時候不喜歡讀書，求學半途而廢。

有一天，他見到一個老婦人在磨鐵棒，便好

奇問她在做甚麼。老婦人說想將鐵棒磨成針。

李白驚歎：「要把鐵棒磨成繡花針，怎麼可能

做得到？這是天大的難事啊！」老婦人告訴

他：「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李白聽了

深受感動，並明白只要立定決心，肯下功夫，

再困難的事情都能做得到，於是他發憤讀書，

最終學有所成。 
 

3. 焚膏繼晷 注釋：膏，油脂，指燈

燭。晷，日光、日影。 
 
語意：燃點燈燭，以繼

日光之不足。意指讀書

夜以繼日，勤學不怠。 
 

「焚膏繼晷」出自唐代韓愈的《進學解》：「焚

膏油以繼晷。」在《進學解》中，韓愈訓勉學

生要勤奮學習，夜以繼日，學業才會精進；學

業精進，日後方能為朝廷所用。「焚膏繼晷」

提醒我們，求學時要學有所成，必須努力不

懈，不可怠惰。 

4. 囊螢鑿壁 注釋：「囊螢」，將螢火

蟲裝在囊中，作為照

這兩個故事分別出自《晉書．車胤傳》和《西

京雜記》。「囊螢鑿壁」結合這兩個故事而成，

一、學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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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明；「鑿壁」，鑿穿牆壁，

借取鄰家燭光。 
 
語意：晉代車胤年輕時

家貧，將螢火蟲裝在囊

中，作為夜讀照明之

用；西漢匡衡因家貧，

鑿穿牆壁，借取鄰家燭

光照讀。「囊螢鑿壁」二

典合而為一，指刻苦學

習。 
 

用來形容人衝破客觀條件限制，刻苦學習。

車胤與匡衡刻苦求學的故事，千百年來鼓勵

了無數清貧學子於求學路上奮力前行。 

5. 按部就班 注釋：部，門類，原指

文章的分類；班，排列、

次序。 
 
語意：本指按文章的謀

篇布局，選擇所要表達

的內容和斟酌所用的

詞句；後引申指做事時

要依循一定的程序，有

條不紊地完成。 
 

「按部就班」出自陸機《文賦》：「選義按部，

考辭就班。」陸機認為寫作時應先構思整體

布局，然後安排段落，再選用合適的詞語。

「按部就班」最初指的是寫作過程的次序，

後來詞義逐漸擴展，泛指做事依照一定的步

驟，有條不紊地去完成。無論是學習、工作，

還是其他生活事情，按照既定的計劃和程序，

循序漸進，就能避免錯亂，提高效率。 
 

6. 劍及履及 注釋：及，趕上；履，

用麻、葛等材料做的鞋

子。 
 
語意：形容人行動果

斷、迅速，不會拖泥帶

水。 
 
也作「劍及屨及」。 
 

戰國時期，楚莊王派申舟出使秦國。申舟途

經宋國時，被宋人所害。楚莊王聽到這個消

息後，非常憤怒，鞋子來不及穿，劍也來不及

佩帶，一甩袖子就跑出去，要出兵為申舟報

仇。隨從連忙追上去，捧鞋的人追到寢門的

通道，捧劍的人追到寢門之外，才追上楚王，

給他送上鞋子和佩劍。後來人們就用「劍及

履及」來形容人行動果斷快速，毫不遲疑。 

7. 日就月將 注釋：就，成就、成績。

將：進步。 
 

「日就月將」語本《詩經．周頌．敬之》：「日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它告訴我們只要

每天都努力一點，日積月累，最終必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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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語意：日日都有些成

績，月月都見到進步。

形容只要努力不懈，日

積月累下來，便能有所

進步。 
 

目標。這道理不僅適用於學習，也可應用於

生活中各個方面。成功並非一蹴而就，是需

要經歷長久努力，點滴積累而成。 

8. 磨礪以須 注釋：磨礪，把刀在石

上磨得鋒利；須，等待。 
 
語意：將刀刃磨得鋒利

以待用。比喻預先做好

準備，等待機會有所作

為。 
 
也作「摩厲以須」或「磨

厲以須」。 
 

這個成語出自《左傳．昭公十二年》：「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意思是先把刀磨利，

等待時機而用。這個成語形象地描繪了蓄勢

待發的狀態，表現出先做好準備，再伺機而

動的智慧。「磨礪以須」的精髓在於「備戰」

和「待機」的結合，它告訴我們，成功是需要

耐心準備，只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才能在機

會來臨時，把能力施展出來。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1. 虛懷若谷 語意：胸懷寬廣，猶如

山谷能容眾物。形容為

人謙虛，願意接納他人

的意見。 
 

「虛懷若谷」，從《老子》「曠兮其若谷」及

「上德若谷」演變而來，比喻人要有寬廣胸

襟，像山谷一樣深廣，可以容納很多東西。人

如果有寬廣的胸襟和氣度，就能接納不同意

見，借助他人建議，成就自我，壯大自身。擁

有虛懷若谷的精神，意味着不自滿、不驕傲，

即使取得成就，仍能保持謙遜的態度，不斷

自我完善，追求進步。 
 

2. 開誠布公 注釋：開，敞開；布，

發表、提出。 
 
語意：敞開胸懷，顯示

誠心，公正無私地提出

諸葛亮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他擔任蜀國丞相時，深得劉備信任。後來劉

備病重，臨終前將後事託付給諸葛亮，請他

輔助兒子劉禪。劉備死後，諸葛亮竭盡全力

幫助劉禪治理國家，他安撫百姓，明示法規，

二、品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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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個人的見解。 
 

規定官員的權責，制定合乎時宜的制度，又

真誠待人，處事大公無私，因此受到大家的

愛戴。陳壽在《三國志》讚揚諸葛亮「開誠

心，布公道」，成語「開誠布公」就是由此而

來。 
 

3. 克勤克儉 注釋：克，能夠。 
 
語意：既能勤勞，又能

節儉。 
 

相傳上古時期，洪水為患。帝堯時，鯀用堵截

法治水，多年來一直努力築堤，但始終未能

解決水患。帝舜時，鯀的兒子禹用疏導法治

水，他將河水引流到東面去，結果取得成功。

禹既勤勞為國，又節儉持家，十三年來一直

用心治水，曾「三過家門而不入」。後來舜因

為禹賢能而把帝位禪讓給他，最終禹接受並

建立了夏朝。《尚書》記載了帝舜讚賞禹的話，

當中提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成語「克

勤克儉」就是由此而來。 
 

4. 摩頂放踵 注釋：摩，磨。頂，頭

頂。放，至。踵，腳跟。 
 
語意：由頭頂到腳跟都

磨損了。比喻不辭勞

苦，犧牲自己而成全他

人。 
 

孟子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孟子．盡心上》）「摩頂放踵」表現出一種

無私奉獻、勇於承擔的精神。這樣的人不求

回報，無怨無悔地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只為完成有益於眾人和社會的事。他們這種

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無私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和

尊敬。 

5. 儉以養廉 語意：節儉可以培養出

廉潔的美德。 
諸葛亮在《誡子書》中告誡兒子：「夫君子之

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

非寧靜無以致遠。」節儉的生活方式可以幫

助我們抵抗物質誘惑，不會輕易被金錢和物

質所吸引，培養出清正廉潔的高尚品德。「儉

以養廉」可以說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

一種道德操守。 
 

6. 聞過則喜 注釋：過，過失、錯誤。 
 
語意：聽到別人指出自

《孟子．公孫丑上》記載：「子路（孔子的學

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別人給予自己善

意批評，讓自己改過遷善，獲益的是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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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己過失就感到高興，意

即虛心接受意見，從而

作出改善、力求進步。 
 

以值得高興。因此，當別人指出自己的過失，

我們不只要有胸襟去接受，更要感激對方讓

自己進步。 

7. 當仁不讓 注釋：當，面對；讓，

謙讓 
  
語意：面對應做的事，

主動承擔，絕不謙讓。 
 

儒家思想強調「仁」的重要性。簡單來說，

「仁」就是「愛人」，對他人尊重，這種愛是

發自內心，而非出於外力。《論語》記載，有

一次孔子和學生討論「仁」的問題，孔子說：

「當仁不讓於師。」即是遇到仁義之事，即使

面對師長，也不必謙讓，應爭先去做。儒家強

調要尊敬師長，但面對仁義之事，即使是老

師，也不必跟他謙讓，由此可見孔子對「仁」

的重視。 
 

8. 以德報怨 注釋：德，恩德、恩惠。

怨，仇恨。 
 
語意：不記仇恨，反而

以恩德作回報。 
 

「以德報怨」體現了一種崇高的道德修養，

蘊含寬容和仁愛的精神。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難免會有摩擦和誤會，如果能夠以仁愛和包

容來彼此相待，以寬容及理解來化解矛盾，

那麼人際關係就會更趨和諧。當然，我們需

要極大的仁愛襟懷，才能以寬容和善意化解

仇恨與矛盾。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1. 一鼓作氣 注釋：一鼓，（作戰時）

第一次擊鼓；作，振作；

氣，勇氣。 
 
語意：（作戰時）第一次

擊鼓，士氣高昂，奮勇

向前。現多指做事時鼓

足幹勁，一往直前。 
 

春秋時期，魯莊公和曹劌率領魯軍與齊軍交

戰。曹劌待齊軍敲過三通鼓，才叫魯莊公敲第

一通鼓，向齊軍發動攻勢。曹劌事後解釋：「夫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意思是打仗全憑一股勇氣，敲第一通鼓時，士

氣最高昂；第二通鼓，士氣稍退；到了第三通

鼓，士氣已殆盡。魯軍作戰時士氣高昂，奮勇

殺敵，結果成功擊潰了齊軍。 

三、處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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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2. 破釜沉舟 注釋：釜，煮飯用的鍋

子。 
 
語意：為表示（作戰時）

求取必勝的決心，打破

煮飯的鍋釜，又在渡河

後弄沉船隻，以斷絕後

退的念頭。 
 

《史記．項羽本紀》中記載項羽率領楚軍與秦

軍在鉅鹿決戰時，為了讓將士知道沒有退路，

下令渡河後將炊具和船隻全部毀掉，以示不

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最終，楚軍憑藉將士這種

決死的勇氣，戰勝秦軍，取得了勝利。「破釜」

與「沉舟」這兩個動作都意味着斷絕退路，只

能向前衝，不能往後退。後來「破釜沉舟」這

個成語就用來形容做事有決心，絕不退縮。 

3. 未雨綢繆 注釋：綢繆，緊密纏縛

貌，引申為修補，使其

堅固。 
 
語意：在下大雨前，就

先用繩索綁好門窗。比

喻凡事要預先做好準

備。 
 

《詩經．鴟鴞》記述了一隻鳥媽媽被鴟鴞（貓

頭鷹）欺負的故事。詩歌開首寫鳥媽媽的兒子

被鴟鴞奪去，牠無奈地發出呼告：「你這可惡

的貓頭鷹，已經奪走了我的兒子，再不能毀掉

我的鳥巢了。」詩中亦清楚提到「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可見鳥媽媽為了

保護幼兒，在下雨之前已努力拔取桑根修補

鳥巢，就好像人們預先用繩索綁好門窗，以抵

禦風雨吹襲。這種「未雨綢繆」的處事態度實

在值得我們效法。 
 

4. 胸有成竹 語意：在下筆畫竹之

前，心裏已有要畫竹子

的模樣和形態。比喻做

事之前已先作周全考

慮和計劃，有十足把

握。 
 

文與可是宋代著名畫家，擅長畫竹，可惜英年

早逝。他跟表弟蘇軾感情非常深厚，曾送了一

幅「篔簹谷偃竹」圖給蘇軾。文與可去世後，

蘇軾有一日偶然見到此圖，不禁睹物思人，因

而寫了《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抒發悼念

之情。文中除了記述二人交往的趣事外，亦提

到文與可的畫竹理念：「成竹於胸」，即動筆繪

畫竹子前，心裏要先有竹子的模樣和形態，這

樣才能手心相應，將竹子的神韻活現畫中。 
 

5. 明察秋毫 注釋：毫，毫毛。 
 
語意：目光敏銳，能夠

看清楚秋天雛鳥新生

的細毛。後來多用作比

喻能洞察一切。 

孟子前往游說齊宣王，齊宣王問孟子行王道

（合乎仁義之道）稱王天下的道理。孟子沒有

直接回答，反問他會否相信一個人能舉百鈞

卻不能舉一羽，能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引導齊宣王思考「不能」與「不為」的話題；

從而帶出齊宣王雖有行王道之心，但沒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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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動，恩澤難以惠及人民，故此不能稱王天下。

今日我們使用此成語時，多用作比喻人精明

聰慧，能夠洞察事物幽深細微之處。 
 

6. 防微杜漸 注釋：防，防止、防備；

杜，杜絕；微、漸，此

處指事物（壞事）的開

端。 
 
語意：在壞事剛露出苗

頭時就加以遏止，把它

杜絕，不讓這壞事繼續

發展下去。 
 
也作「杜漸防微」、「杜

漸防萌」。 
 

《後漢書．丁鴻傳》記載東漢和帝即位時只有

十歲，由竇太后臨朝聽政。竇太后任用兄長竇

憲為大將軍，其他兄弟也一一在朝廷身居要

職，使竇氏一族掌握軍政大權，權傾一時。司

徒丁鴻對此十分氣憤。有一天，天上出現了日

蝕（古時認為這是不祥之兆），丁鴻便藉機向

和帝上書，指出應在壞事剛露出苗頭時就加

以遏止，把它杜絕，才能消除禍患的根源。他

希望和帝親掌政權，整頓政局，使國家能長治

久安。 

7. 謹言慎行 語意：說話和行事都要

謹慎小心。 
語本《禮記．緇衣》。這個成語提醒我們在日

常生活中，無論是說話還是做事，都要三思而

後行，以免因一時疏忽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或損失。謹慎說話能夠避免因說話不當而引

起矛盾或衝突，謹慎行事則可以避免因行為

不當而造成過失。說話謹慎，是對別人感受的

尊重；行事謹慎，是對自己行為負責的表現。

這種態度不僅能提升個人品德的修養，還能

促進人際關係的和諧。 
 

8. 外圓內方 注釋：圓，圓通；方，

方正。 
 
語意：比喻對人處事要

圓通溫和，但自己修身

要剛正不阿，有個人主

見，不隨波逐流。 
 

「外圓內方」這個成語提醒我們，待人處事除

了要圓融隨和，靈活變通，也要有所堅持，擇

善固執。這種做人處世的觀念，對後世影響深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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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1. 畫荻教子 注釋：荻，草本植物，

形狀像蘆葦。 
 
語意：用荻草在地上寫

字教兒子讀書。用以稱

讚母親教育子女，盡心

盡力，而且教導有方。 
 

歐陽修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根據《宋

史．歐陽修傳》記載，歐陽修「家貧，至以荻

畫地學書。」原來他小時候生活非常艱苦，四

歲即喪父，由母親鄭氏獨力撫養長大。雖然鄭

氏明白讀書識字十分重要，卻沒有錢供兒子

上學，於是「以荻畫地」，用荻草在沙地上書

寫，親自教兒子讀書寫字。在母親盡心盡力的

教導下，歐陽修刻苦學習，才德兼備，最終名

揚天下。 
 

2. 菽水承歡 注釋：菽，豆，菽水，

吃豆飲水，即平常普通

飲食。 
 
語意：雖然生活簡單，

清茶淡飯，但也可以使

父母歡愉快樂，克盡孝

道。 
 

這個成語出自《禮記．檀弓下》。弟子子路問

孔子在貧困的生活下如何盡孝道供養父母，

孔子說：「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他指出孝敬父母不分貧富，即使生活簡樸，只

要盡力讓父母感到愉悅，體現出子女對父母

的孝心和關愛，就是盡孝的表現。它強調孝敬

父母的真諦，不在於物質上的富裕，而在於精

神上的慰藉。這個成語說出了孝道的精義。 

3. 克紹箕裘 注釋：克，能夠；紹，

繼承；箕，畚箕；裘，

皮襖。 
 
語意：弓匠的兒子，見

父兄能彎竹成弓，從而

學會彎曲柳條編結成

箕；鐵匠的兒子，見父

兄冶煉金屬，因而學會

縫綴獸皮成裘。以此二

例代表子承父業，或後

人能繼承祖業。 
 

這個成語出自《禮記．學記》：「良冶之子，必

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克紹箕裘」

展現了傳承的重要性，年輕一輩通過觀察學

習，掌握先輩的技藝和智慧。這個成語提醒我

們應好好珍惜和承傳傳統的知識和文化。 

4. 同氣連枝 注釋：同氣，指有血緣

關係的親屬；連枝，同

「同氣連枝」以樹枝同出自同一根樹幹，比喻

兄弟姐妹之間血脈相連的親情，因此大家應

四、人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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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出一樹幹而相連的枝

條，比喻兄弟姐妹。 
 
語意：同胞兄弟姐妹，

有血緣之親，彼此之間

要互相關愛。 
 

該團結一心，互相關愛。儒家重視「五倫」關

係，此成語緊扣「兄弟」一倫，提醒我們要珍

惜兄弟姊妹的親密關係，有困難時要互相扶

持。 

5. 舉案齊眉 注釋：案，古時用來端

飯菜的木盤。 

 
語意：把端飯菜的木盤

舉得和眼眉一樣高。原

指妻子對丈夫的敬重，

後來用以形容夫妻相

敬如賓，感情深厚。 
 

東漢時期，梁鴻博學多才，但因不願屈膝侍奉

權貴，所以和妻子孟光成婚後，就一起隱居山

林，過着簡樸的生活。每當梁鴻工作完畢回

家，孟光總是早已準備好飯菜，並把盛着飯菜

的木盤舉得和眼眉一樣高，恭敬地送到丈夫

面前，請他進食。 

6. 莫逆之交 注釋：逆，抵觸。 
 
語意：彼此志同道合，

心意相投的朋友。 

「莫逆之交」出自《莊子》中的兩個寓言故事。

兩個故事情節類似，都是幾個人在聊天，討論

應與甚麼人交朋友。當各人說出自己的看法

後，彼此相視而笑，知道心意沒有抵觸，於是

成為好朋友。「莫逆之交」描繪了心靈契合的

摯友之間深厚的情誼。 
 

7. 倒履相迎 注釋：履，鞋子；迎，

迎接。 
 
語意：因心急迎接賓

客，竟將鞋子倒穿了，

形容客人到訪，主人喜

出望外，忘形地趕往迎

接。 
 
也作「倒屣迎賓」、「倒

屣而迎」。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中記述了東漢時蔡

邕迎接詩人王粲的故事。蔡邕博學多才，位尊

權重。他喜歡宴客，家中常常高朋滿座。有一

天，王粲到訪，蔡邕因過於興奮，急於迎接，

竟將鞋子倒穿了。這個故事說明了蔡邕對王

粲來訪的重視。「倒履」體現了主人動作匆忙，

反映了對客人到訪的興奮之情。「倒履相迎」

這個成語便是用來形容主人熱情迎接客人，

也體現了中國人待客之道。 

8. 如坐春風 語意：令人好像坐在春 程顥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他學識淵博，辭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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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風之中，精神暢快。比

喻與品德高尙且有學

識的人相處，受其薰

陶，獲益良多。 
 
也作「如沐春風」。 

後回洛陽講學。由於他為人寬厚，待人隨和，

因此深受學生愛戴。有一次他的弟子朱光庭

在汝洲聽程顥講學，聽得如癡如醉，聽了一個

多月才回家。回去後，他和人說：「光庭在春

風中坐了一個月。」盛讚程顥講學之精妙，讓

人精神暢快。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1. 望梅止渴 語意：因梅子酸甜能夠

生津解渴，即使心裏想

起它，生理上也自然分

泌唾液，產生解渴的效

果。後來多借指通過想

像來安慰自己。 

劉義慶《世說新語》記載了曹操一次行軍經

歷：曹操在行軍途中，找不到水源，士兵因口

渴失去鬥志，曹操於是謊稱前方有大片梅林，

士兵想像梅子生津解渴，便流出口水緩解口

渴感覺，最終順利找到水源。曹操通過語言讓

士兵心生盼望，加快行軍速度，渡過難關。不

過，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能只依靠虛構的希

望來安慰自己或他人，唯有實際行動才能真

正解決問題。 
 

2. 雨後春筍 注釋：筍，竹子的嫩芽。 
 
語意：春雨過後，竹筍

旺盛地生長。比喻新的

事物大量湧現，而且蓬

勃發展。 
 

我國古時以農立國，春天播種，秋天收成，因

此春天的雨水對農民非常重要。在春雨的滋

潤下，自然草木、農作物、乃至其他的生物才

能迸發出無限生機。宋代張耒在《食筍》一詩

中說：「荒林春雨足，新筍迸龍雛。」描寫了

春雨之後，荒林中的竹筍破土而出，長得非常

茂盛的情況。 
 

3. 鱗次櫛比 注釋：鱗，魚鱗；次，

次序；櫛，梳子、篦子

的總稱；比：排列、緊

靠。 
 
語意：有如魚鱗和梳齒

「鱗次櫛比」不難理解。今天，摩天大廈在都

市並排聳立，船隻在港口相鄰停泊，也頗有

「鱗次櫛比」的景象。這當中表現出一種井然

有序的美感。 

五、自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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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般排列得緊密有序。多

用於形容物件，如建築

物、船隻等，密集地依

次排列。 
 
也作「櫛比鱗次」。 
 

4. 涇渭分明 注釋：涇，涇水，又稱

涇河；渭，渭水，又叫

渭河。涇水是渭水的支

流。 
 
語意：據說涇水渾濁，

渭水清澈，涇水流入渭

水時，依舊清濁分明。

後多用以比喻彼此界

限分明，易於區別，不

會混淆。 
 

「涇渭分明」本是描繪涇河和渭河水流交匯

的景象。兩條河合流匯聚，但卻保持清濁分

明，互不混淆，十分奇妙，後來則多用作比喻

事物之間區別非常清楚。 

5. 豁然開朗 注釋：豁然，開闊、寬

敞的樣子。 
 
語意：眼前忽然現出開

闊明朗的景象。後多用

以形容心境忽然變得

開朗暢快，或引申爲對

事物之理頓然曉悟。 
 

陶潛在《桃花源記》中用了「豁然開朗」去形

容眼前忽然出現開闊明朗的景象。後來「豁然

開朗」由描述景象的轉變，變成了形容內心的

頓悟。這個成語提醒我們面對困境時，應要轉

換角度思考，好使我們能走出迷霧。保持開放

心態，尋求新的思維，往往能尋到意想不到的

解決方案。 

6. 披荊斬棘 注釋：披，撥開；荊、

棘，叢生的多刺植物。 
 
語意：撥開和砍掉道路

上阻礙的荊棘。比喻在

前進的道路上，掃除一

切障礙，克服種種困

難。 

馮異是東漢名將，曾多次為光武帝劉秀立下

汗馬功勞。根據《後漢書．馮異傳》記載，劉

秀非常欣賞馮異，也十分信任他。馮異在平定

關中後，獲封陽夏侯。當時有人向劉秀上書，

指馮異位高權重，容易謀反，要加防範，但劉

秀不為所動。後來馮異進京，劉秀就當着滿朝

大臣說：「（馮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

荊棘，定關中。」劉秀以「荊棘」比喻起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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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注釋及語意 解說 
 面對的艱難險阻，稱讚馮異為他掃除種種障

礙，平定亂事，功不可沒。 
 

7. 疾風勁草 注釋：疾風，強烈的風；

勁，有力。 
 
語意：在強烈的大風

中，只有堅韌的草才不

會被吹倒。比喻在嚴峻

的考驗下，才能顯出誰

是堅強不屈的。 
 

《後漢書．王霸傳》中記載光武帝稱讚王霸

道：「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

知勁草。」「疾風勁草」形象化地表達了在逆

境中展現出的堅強和不屈不撓的精神。這個

成語指出在考驗下，我們可以看出誰人有過

人的毅力和勇氣；同時也鼓勵我們面對困難

時，應像勁草一樣，保持堅韌不拔的精神。 

8. 叱吒風雲 注釋：叱吒，亦作「叱

咤」，發怒時的吆喝聲。 
 
語意：發怒時吆喝一

聲，使風雲也為之色

變。通常用以形容人物

威風懾人，能左右時

局。 
 

西秦由鮮卑族乞伏國仁所建立，為十六國之

一，位處現今甘肅南部。乞伏國仁死後，弟弟

乞伏乾歸繼位，但他後來被姪子乞伏公府所

殺。乾歸的兒子乞伏熾磐發動聲討，最終繼

位。由於乞伏熾磬善用人才，為人勇毅又有謀

略，因此不到數年就把西秦壯大起來。故此，

《晉書》讚美乞伏熾磬是個「叱吒風雲」的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