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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的二三事】單元 3 


011〈言語3〉 

  孔文舉1年十歲，隨父到洛2。時李元禮3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4皆雋才5清稱6，及

中表7親戚乃通8；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9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

僕10有何親？」對曰：「昔先君11仲尼12，與君先人伯陽13，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14為通

好15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煒16後至，人以其語17語之18。煒曰：「小時了了

19，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煒大踧踖20。 

 

[注]1.孔文舉：孔融，字文舉，東漢人，「建安七子」之一。2.洛：洛陽，東漢的首都。3.李元

禮：李膺，字元禮，東漢人。4.詣門者：來到李元禮家拜訪進見的人。詣，拜訪。5.雋才：才

智出眾的人。雋，通「俊」。6.清稱，清高的稱譽。7.中表：古人稱父親的姊妹之子為外兄弟

，稱母親的兄弟姊妹之子為內兄弟，統稱中表，現代則通稱為表兄弟。中，內。表，外。8.

通：通報引見。9.府君：漢代對刺史的尊稱，後用以尊稱官職高、有地位的人。10.僕：自稱的

謙詞。11.先君：本是對他人稱自己已去世的父親，這裡應譯為「祖先」。12.仲尼：孔子，名

丘，字仲尼。13.伯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說字伯陽，周時楚國人。後世傳說孔子曾

向老子請教關於「禮」的問題。14.奕世：累世。奕，累積。15.通好：經常往來，交情很好。
16.陳煒：人名。生平不詳。17.其語：他的話。其，表所有格的第三人稱代詞，指孔融。18.語

之：告訴他。之，表賓語（受詞）的第三人稱代詞，指陳煒。19.了了：聰明伶俐。20.踧踖：尷尬

、難為情。 

[譯]孔融十歲的時候，跟隨父親到洛陽。當時李膺很有名氣，正擔任司隸校尉的官職，到他

家求見的人，必須要才智過人，而且聲譽清高，或與主人家有親戚關係，守門人才肯通報引

見；孔融到了李膺家門口，對守門的人說：「我是李大人的親戚。」門吏向上通報，得到許

可後，孔融進入府內，坐在李膺的面前。李膺問他說：「你和我有什麼親戚關係呢？」孔融

回答說：「從前我的祖先仲尼（孔子）和您的祖先伯陽（老子），曾有師生的情誼；所以我和您可

以說是世世代代的老交情了！」李膺和賓客聽了，都感到十分驚奇。不久，太中大夫陳煒來

了，大家就把孔融應答的話告訴他。陳煒隨口便說：「即使小時候聰明伶俐，長大了也未必

有什麼過人的成就。」孔融馬上回答說：「看來您小時候，一定是聰明伶俐的了！」陳煒聽

了，尷尬得不得了。 

[析]本則以兩段生動的對話，表現了年幼的孔融過人的機智。孔融回答李膺的疑問時，借用

孔子向老子問禮的典故，順理成章的將自己和李膺說成是世代交好的關係；而回應陳煒的譏

諷之詞時，則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虛褒實貶，鬧得自作聰明又多嘴的陳煒差點兒無

地自容。對於一個十歲的小孩來說，這樣的臨場反應，確實是難能可貴。 

[補]「稱謂詞」是文言判讀正確與否的關鍵之一。舉例來說，「君」字常解釋成「一國之主

」，如：國「君」；也可能是代表一種「封號」，如：孟嘗「君」。若當作稱謂詞使用，則

常見用法有五種：尊稱自己的父、祖輩，如：先「君」、家「君」；妻妾稱自己的丈夫

，如：那得初不見「君」教兒、夫「君」；對他人母親或妻子的尊稱，如：太「君」、細

「君」；對他人的尊稱，如：「君」與僕何親、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詩詞中用來

自稱，相當於「我」。如：問「君」能有幾多愁。其中，第四種用法又相當於第二人稱代詞

，白話可語譯成「你」或「您」；而第五種則可語譯成「我」。 

[補]據《太平廣記》一書記載，龍門位於黃河上游，水流十分湍急。古人傳說黃河中的鯉魚

每年都會聚集在此地，奮力逆流跳躍。成功躍登龍門的鯉魚，可得天火燒尾，升化為龍；跳

不過的，只好搖頭鼓腮，回去繼續當鯉魚。後人以「登龍門」比喻考試及第或由微賤變為顯

貴。而《後漢書》則說：「正當東漢末年朝綱敗壞，道德日漸淪喪之時，李膺能在亂世中潔

身自好，堅持節操，得到社會的普遍敬重。太學生更是推崇他為『天下楷模李元禮』，當時

的讀書人如果能獲得李膺接見、賞識的，都自認是如登龍門。」由此可見李膺的風骨，也能

證明「品格」永遠是人類社會最可貴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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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言語5〉 

  孔融被收1，中外2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3琢玎戲4，了5無遽容6。融

謂使者曰：「冀7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8進曰：「大人9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

乎？」尋10亦收至。 

 

[注]1.收：捉拿、逮捕。2.中外：朝野，朝廷內外。3.故：仍舊、依然。4.琢玎戲：具體內容不

詳，但據文意判斷，因是漢時流行的一種兒童遊戲。5.了：完全。6.遽容：驚惶緊張的神色。

遽，慌張。7.冀：希望、期盼。8.徐：緩慢的。9.大人：這裡是對父親的尊稱。10.尋：不久。 

 

[譯]孔融被官兵收捕，朝廷內外都感到驚慌恐懼。這時孔融的大兒子才九歲，小兒子只有八

歲。兩個小孩在官兵到家裡逮捕父親時，依然玩著琢玎的遊戲，一點也沒露出緊張害怕的神

色。孔融對使者說：「希望罪責與刑罰施加在我一個人身上為止。這兩個孩子可以保全性命

吧？」他的兩個兒子慢慢走上前來，從容的說：「父親大人難道看過翻覆的鳥巢底下，還能

有完好不破的鳥蛋嗎？」過沒多久，這兩個兒子也被逮捕入獄了。 

 

[析]孔融因多次得罪曹操，最後被曹操藉故殺害。這是記載孔融的兩個兒子聰明傑出，臨危

不懼的故事。其中「覆巢之下無完卵」的譬喻，表現出孔融兩個年幼的小孩高明的眼光與口

才，同時也成為後世耳熟能詳的警語。孔家小兒犀利的見解，果然在文末的「尋亦收至」得

到印證，更道出了那個黑暗時代殺戮的殘酷無情。 

 

[補]「了」若在文言中當副詞使用，則常譯為「完全」；且經常與否定語「不」、「無」等

連用，有「一點也不」、「完全沒有」的意思。如：「了」無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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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言語11〉 

  鍾毓1、鍾會2少有令譽3。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4曰：「可令5二子來。」於是

敕6見。毓面有汗，帝曰：「卿7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8惶惶9，汗出如漿。」復問會：

「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10，汗不得出。」 

 

[注]1.鍾毓：字雅叔，三國 魏人，鍾繇的長子。2.鍾會：字士季，毓的少弟。3.令譽：美好的

聲名。令，美好的。4.鍾繇：字元常，三國 魏人。5.令：使、讓。6.敕：帝王的詔書。此當動

詞，下令。7.卿：古代君王對臣子的稱呼。8.戰戰：因害怕而發抖。9.惶惶：恐懼不安的樣子

。10.慄慄：驚恐害怕的樣子。 

 

[譯]鍾毓、鍾會兩兄弟，從小就有聰明俊秀的好名聲。十三歲時，魏文帝也聽說了他們的事

，就對他們的父親鍾繇說：「可以讓您的兩個兒子來見見我。」於是命令他們朝見文帝。入

宮面見君王時，鍾毓臉上直冒汗水，魏文帝就問：「你臉上為什麼出汗呢？」鍾毓回答：「

由於恐懼慌張，所以汗滴像水一樣的流出來。」魏文帝又問鍾會說：「那你為什麼不出汗呢

？」鍾會回答說：「由於驚恐害怕，所以一滴汗也流不出來。」 

 

[析]本文主要表現鍾毓、鍾會兄弟對答如流的口才。在進見文帝時，兄弟二人對文帝「何以

汗」、「何以不汗」兩個看似相反的問題，都扣緊「敬畏」兩字回答，不但化解了皇帝半開

玩笑式的刁難，又恰當的吹捧了皇帝的威儀，可見兩人「少有令譽」，絕非浪得虛名。 

 

[補]「汗」字本是名詞，解釋成「汗水」，如：毓面有「汗」、「汗」不敢出、「汗」出如

漿；但本文「卿面何以汗」、「何以不汗」兩句中的「汗」字卻當動詞用，解釋為「流汗」

。這是中文常見的「一字多義」現象之一，而「汗」字由常見的名詞轉為動詞使用，則叫做

「轉品」（「品」指「詞品」，也就是「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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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言語17〉 

  鄧艾1口吃2，語稱：「艾、艾3……」。晉文王4戲5之曰：「卿云『艾、艾』，為是幾艾？

」對曰：「『鳳兮，鳳兮』，故6是一鳳。」 

 

[注]1.鄧艾：字士載，三國 魏人。2.口吃：說話不流利，常有字音重複或詞句中斷的現象，亦

稱為「結巴」。3.艾艾：鄧艾自稱名字，相當於「我、我……」。4.晉文王：司馬昭。5.戲：開

玩笑。6.故：本來。 

 

[譯]鄧艾有口吃的毛病，說話時總是自稱「艾、艾……」。有一次晉文王跟他開玩笑說：「你

老是說『艾、艾』，到底是幾個艾呢？」鄧艾回答說：「以前接輿唱說：『鳳啊！鳳啊！』

其實本來就只是一個鳳啊！」 

 

[析]本文記鄧艾善用典故，巧妙化解窘況的故事。故事中，鄧艾用「接輿歌鳳」的典故來回

答晉文王的戲謔之問，不但明白表達己意，而且隱隱自比於超越凡鳥的「鳳」和聖人「孔子

」。患有口吃卻有這般好口才，更可以看出鄧艾的學識與機智都高人一等。 

 

[補]「典故」指的是有出處、有依據的典籍資料或故事實例。如鄧艾用《論語》中接輿諷勸

孔子的一小段歌詞，略帶自我吹捧地回答了晉文王的問話；而孔融則是援用了古書中「孔子

問禮於老聃」的記載，為自己與李膺拉上了「奕世通好」的關係。典故用得好，可以用精簡

的文字表達深刻的意涵，然而白話語文的使用者在閱讀此類詞語時，就必須多費心思查考、

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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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言語20〉 

  滿奮1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2屏3風，實密似疏，奮有難色4。帝笑之。奮答曰：

「臣猶吳牛5，見月而喘。」 

 

[注]1.滿奮：字武秋，西晉人。2.琉璃：一種略帶青色的透明寶石。3.屏：遮擋。4.難色：為難

的神色。色，臉色。5.吳牛：江南的水牛。 

 

[譯]滿奮平日最怕風寒，有一次在晉武帝的宴席上，宮殿北面的窗子使用透明的琉璃擋風，

實際上是密不透風，但看來卻像空洞而毫無遮蔽似的，使得滿奮露出害怕為難的臉色。晉武

帝看到了，便取笑他。滿奮尷尬的回答說：「我就像是江南一帶怕熱的水牛一樣，看到月亮

，就不由得喘個不停啊！」 

 

[析]本則記的是畏風怕冷的滿奮精於譬喻修辭，善於使用典故的故事。《風俗通義》一書記

載：「吳地（江南一帶）的水牛怕熱，大白天裡常望著太陽大口喘氣。整天在烈日底下操勞之後

，看見夜間的月亮，竟然也害怕得喘個不停。」滿奮使用這個典故，在晉武帝的取笑之下，

表達自己畏懼風寒的苦處，可說是用得再貼切明白不過了；也由於滿奮這一巧譬妙用，「吳

牛喘月」便成為家喻戶曉的成語，用來表示「因見到自己備受其苦的類似事物而產生疑懼」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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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3 成語查考練習】 

請使用《教育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考下列成語，以進行競賽： 

1.魚躍龍門相傳鯉魚躍過龍門之後，即可化身為龍，騰飛升天。後用以比喻登上高位。 

2.擺龍門陣一群人在一起閒聊。 

3.小時了了意指人在幼年時聰明敏捷，表現優良，長大之後未必能有所成就。 

4.不甚了了心裡不很清楚。 

5.了無罣礙沒有任何牽絆。 

6.踧踖不安外表恭敬而內心局促不安。 

7.覆巢破卵比喻整體一旦傾覆，個體也無法倖存。意同「覆巢之下無完卵」。 

8.以卵擊石比喻自不量力或以弱攻強，結果必然失敗。 

9.汗流浹背汗流很多，溼透了背部。形容工作辛勞或非常慚愧、驚恐的樣子。 

10.汗馬功勞比喻戰功或工作的辛勞與成績。 

11.汗牛充棟形容書籍極多。 

12.期期艾艾形容說話口吃的樣子。 

13.結結巴巴處境艱難，勉強應付。形容說話不流利。 

14.支支吾吾說話含混不清，搪塞了事。 

15.吞吞吐吐形容說話不直截，要說不說的樣子。 

16.吳牛喘月江 淮一帶的水牛怕熱，看見月亮以為是太陽，便喘息不停。比喻見到曾受其害

的類似事物而過分害怕驚懼，或形容天氣酷熱。 

17.庖丁解牛梁惠王時有位廚師善宰牛，且技巧極為熟練。後比喻對事物瞭解透澈，做事能

得心應手，運用自如。 

18.泥牛入海泥塑的牛一旦掉入海中，立刻瓦解。比喻一去不復返。 

19.蜀犬吠日四川多雲霧，偶而太陽破雲而出，不常見到太陽的蜀犬，竟受驚嚇而向日狂吠

。後用以比喻少見多怪。 

20.兔走烏飛古代傳說月亮中有玉兔，太陽裡有金烏。比喻日月運行，光陰快速流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