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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宋代开封的成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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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宋代开封是中国历史的一大亮点，人文荟萃，产生了一些成语。如“半部论语治天下”“大
事不糊涂”“开卷有益”“拂须（溜须）”“玉粒桂薪”“孤注一掷”“一网打尽”“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出人头地”“一笔勾销”“人微言轻”“坚忍不拔”“异端邪说”“德高望重”“叫苦不迭”“绿肥红瘦”

“不三不四”“直捣黄龙”等。这些成语有帝王将相特点、政治特点、都市市井特点，归结起来凝聚成

一大特点，即宋代首都的汴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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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是自古至今不断生成、长期沿用的词组或
短句。其作为语言的精华、历史的缩影、文明的积

淀、智慧的浓缩，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蕴含着深

刻的道理。成语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语汇，而且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民众，以及对民族思

想、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开封作为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产生了许

多成语，其中有２次高峰期。第一次是先秦时期，尤
其以战国魏国都城大梁时期为代表，出现了“杞人

忧天”“围魏救赵”“五十步笑百步”“三人成虎”“惊

弓之鸟”“抱薪救火”等脍炙人口的成语；第二次是

开封的盛世期———作为宋代首都的汴京时期，所产

生的成语更多、内容更丰富。

我国历史悠久，文明昌盛，成语极为丰富，约有

五万余条，可谓浩如烟海。近年有文人学者从地方

文化角度撰文、著书挖掘收集开封成语，取得不少成

果，但究竟哪些成语出自开封？由于旨趣意向和标

准不同，从这些著作中还难以明确。即使重在溯源

的《词源》，也未必都能探寻到成语真正的源头。如

“浅斟低唱”一词，《词源》所引为宋代柳永《鹤冲

天》：“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 斟 低

唱”［１］（Ｐ１８２５）。一些论著遂将其作为出自开封的成

语。其实，最早用此成语的是距柳永４０余年前的南
唐后主李煜，出自金陵（今江苏南京）。五代宋初的

陶谷有记载：“李煜在国，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煜

遂为不速之客。僧酒令讴吟吹弹，莫不高了，见煜明

俊酝藉，契合相爱重。煜乘醉大书右壁曰：‘浅斟低

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２］

可见，“浅斟低唱”的源头与开封并无关系。柳永

《鹤冲天》虽作于开封，但属于沿用，非其首创。又

如“不堪回首”，《中华成语大词典》［３］《汉语成语大

辞典》［４］等均引李煜在开封囚禁时所作的词《虞美

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实

际上早在唐朝就有此语，唐中期戴叔伦的《哭朱放》

就写道，“最是不堪回首处，九泉烟冷树苍苍”［５］。

判断是否是出自宋都开封的成语，需要严格遵

循４个学术标准：首先，必须是发生在宋代开封的，
其作者、事主当时在开封，或者其事其人与开封有直

接关系；其次，必须是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的；第三，

必须是至今常用的，仅古人使用、未能流传至今或现

代很少用（也即作用不大）的应排除；第四，仅是典

故不能通用的应排除（如“杯酒释兵权”），必须是

“所指多为确定的转意”［６］。照此标准筛选，可找出

真正源于宋代开封的成语。现列举如下，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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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中华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大辞典》《成

语源流大词典》［７］相佐证，以及示意其流传程度。

　　一、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

“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出自宋太宗时

的宰相赵普。罗大经［８］记载：

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

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

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

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

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

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

言则天下之至言也。

从杜甫的诗句可知，至少自唐代以来，儒家的

《论语》就成为小学教科书，也即属于初级读物，并

非多么高深的经典。赵普学究出身，文化有限，基本

限于《论语》的水平，对宋太宗的质问也不回避，反

而自豪地说出了这句千古名言，遂为成语。正史本

传载其本事道：“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

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

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

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９］（Ｐ８９４０）可见，赵普

专注于《论语》研究，《论语》是其治理天下的理论基

础。后世用“半部论语治天下”来强调学习儒家经

典的重要，泛指掌握一种经典理论的基本精髓便可

指导工作。

《词源》（第４１５页）、《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２６
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３７页）、《成语源流大词
典》（第２７页）均收“半部论语”，并选用该史料。严
格追究起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最早见于南

宋，宋初当时并无可信的史料来佐证，但成语不同史

实，既然后代史料指明出自宋太宗时期的宰相赵普，

从文化方面应当认可。

　　二、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这一成语出自宋太宗。王辟之［１０］

记载：

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窻、扈蒙、徐

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为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

又诏窻等撰集野史为《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

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日阅《御览》三

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

以为劳也。”

宋太宗推行崇文政策，是宋初三大类书《太平

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的策划人和命名者，

也是其热心读者。万机之暇，坚持日阅三卷，认为读

书有益处。

《词源》（第３２４０页）、《中华成语大词典》（第
４５９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５６３页）、《成语源
流大词典》（５７０～５７１页）收此条，并选用该史料。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有类似提法。如晋朝陶潜云：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１１］二者意思基本相同，但作为成语传世并广泛应用

的是“开卷有益”。

　　三、大事不糊涂

“大事不糊涂”这一成语也出自宋太宗。《宋

史》［９］（Ｐ９５１４－Ｐ９５１５）记载：

太宗欲相端，或曰：“端为人胡涂。”太宗曰：“端

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决意相之。

吕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出生于官宦

家庭，为人宽厚，善交朋友，轻财好施。此事见于至

道元年（９９５）四月：
夏四月癸未，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罢为右仆

射，参知政事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又谓端

曰：“庙堂之上，固无虚授，但能进贤退不肖，便为称

职矣，卿宜勉之。”先是，上作《钓鱼诗》，断章云：“欲

饵金钩深未达，銵溪须问钓鱼人。”意以属端也。后

数日，遂罢蒙正而相端。端历官仅四十年，至是骤被

奖遇，上常恨任用之晚。为相持重，识大体，以清静

简易为务。［１２］（Ｐ８１０－Ｐ８１１）

宋太宗任命吕端为相，看中的是他稳重识大体，

善于断大事，明确交代只要他能够按德才标准选拔、

罢黜官员就是称职。宋太宗认为为官并不需要事必

躬亲，被琐碎俗务羁绊，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须保持清

醒的头脑。

《词源》（第 ６８２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
１９８页）收此条，并选用该史料。

　　四、玉粒桂薪

“玉粒桂薪”这一成语出自刚到开封的著名文

人王禹翶，其《陈情表》［１３］言：

伏念臣近自冗员，再叨谏署。秋兰解佩，重呼泽

畔之魂；红药裁诗，不望禁中之树。固当老于小谏，

日赴常参。其如亲寄解梁，身趣魏阙。四海无立锥

之地，一家有悬磬之忧。以至仆马龙钟，杂于工祝；

弟兄分散，迫于饥寒。若非内受职名，赐之实俸；外

求差使，以救食贫，则曷以养高堂垂白之亲，备上国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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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金之费？望云就日，非无恋阙之心；玉粒桂薪，未

有住京之计。伏望尊号皇帝陛下，念臣过而能改，进

不因人，或西垣再命于演纶，或东鲁且令于承乏。唯

中外之二任，系君亲之一言。干冒宸严，臣无任覼越

兢忧、悃?待罪之至。

淳化四年（９９３）八月，朝廷召被贬为解州团练
副使的王禹翶回开封，任直昭文馆。刚从贬谪地回

朝，原本欢欣鼓舞，但汴京昂贵的物价让宦囊羞涩的

王禹翶难以应付，因而向皇帝上表求情。在他看来，

汴京的米粒像玉一样、柴像桂枝一样珍贵。所以他

虽然贪恋汴京繁华，但实在无法居住。宋制中央政

府官员俸禄低，地方官员俸禄高，王禹翶不久便“丐

外郡以便奉养，得知单州，赐钱三十万”［９］（Ｐ９７９４）。

可见皇帝知道他经济贫困，照顾他担任俸禄高的地

方官，还特意“赐钱三十万”予以救济，以示恩惠。

另外，史书记载，在前一年即淳化三年的科举考

试中，有来自邻国高丽的宾贡进士数人参加，宋太宗

赐其及第，并授以官，遣还本国。淳化四年，派陈靖

等出使高丽，回国时带来高丽国王的谢表：“学生王

彬、崔罕等入朝习业，蒙恩并赐及第，授将仕郎、守秘

书省校书郎，仍放归本国。……彬、罕等幼从匏系，

嗟混迹于夷；不惮蓬飘，早宾王于天邑。袍短

褐，玉粒桂薪，堪忧食贫，若为卒岁。皇帝陛下天慈

照毓，海量优容，丰其馆谷之资，勖以艺文之业。去

岁高悬轩鉴，大选鲁儒，彬、罕接武泽宫，敢萌心于中

鹄；滥巾英域，空有志于羡鱼。……玄造曲成，鸿恩

莫报，臣不胜感天戴圣之至。”［９］（Ｐ１４０３９－Ｐ１４０４１）谢表中

提到：高丽留学生在开封这个“玉粒桂薪”的地方求

学应试期间，原本生活艰苦，但幸亏有皇帝的恩惠，

使之衣食无忧，以至于进士及第。这一文章虽然来

自海外，该词却是针对开封。北宋开封作为历史上

首座变封闭为开放、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国际大都

会，“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

易……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１４］。物

价高昂，居大不易，用“玉粒桂薪”表明当时开封生

活费用之高，自在情理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前代已有类似词语，《战国策·

楚策三》有“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的说法，是

该成语的原始状态。就现存的文字资料而言，作为

成语“玉粒桂薪”首先出自宋太宗时期的开封。《词

源》（第２０４２页）收此条，出处即引自王禹翶的《陈
情表》。

　　五、拂须（溜须）

出自宋真宗时的宰相寇准：

一日会食政事堂，
!

沥准须，谓起以袖徐拂之。

准正色曰：“公忝国大臣，乃曲躬为官长拂须耶？”谓

大愧。［１５］

宋真宗天禧年间政事堂举行宴会时，宰相寇准

的胡须沾上了汤汁，一直小心翼翼追随寇准的副宰

相即参知政事丁谓，忙上前用自己的袖子给他擦去。

哪知耿直的寇准非但不领情，反而批评他身为大臣

不该降低身份为长官溜须。丁谓恼羞成怒，自此怀

恨在心，最终将寇准排挤出朝廷。“拂须”后作“溜

须”，并与“拍马屁”组合成成语“溜须拍马”。

《词源》（第１２３５页）收“拂须”条即引此。

　　六、孤注（孤注一掷）

该词最早出自开封皇宫中的参知政事王钦若。

李焘［１２］（Ｐ１３８９）记载：

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

此待准极厚，王钦若深害之。一日会朝，准先退，上

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

功耶？”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

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

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

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

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初，议亲征未决，

或以问准，准曰：“直有热血相泼耳。”于是，谮者谓

准无爱君之心，且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

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

危矣。”由是，上顾准稍衰。

“澶渊之役”后，宋真宗对功勋卓著的宰相寇准

的待遇很优厚。参知政事王钦若十分嫉妒，将寇准

逼皇帝亲征比作孤注一掷式的赌博，是以皇帝的性

命侥幸成功。宋真宗听信此谗言，自此冷落寇准，不

久即将寇准贬出朝廷。据此，后世概括“孤注一

掷”。元人张宪《澶渊行》，“亲征雄谋出独断，孤注

一掷先得枭”。［１６］后世用此成语泛指在绝境时不惜

拿出全部力量作最后一搏，力图挽回失败或困难的

局面。

《词源》收“孤注”并引此事为源（第 ７８８页），
《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３６８页）收“孤注一掷”并用
此典。

　　七、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出自在开封担任馆阁

校勘的欧阳修，其《与
!

司谏书》言［１７］（Ｐ９９０）：

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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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

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

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

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景三年（１０３６），范仲淹呼吁改革，冒犯了宰
相吕夷简，被贬饶州（今江西鄱阳）。当时很多官员

上书宋仁宗为范仲淹鸣冤，唯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

淹该贬。馆阁校勘欧阳修挺身而出，愤怒写信谴责

高若讷谄媚卑鄙，身为谏官却不主持公道，反而落井

下石，直斥他不知道人间有羞耻这回事。高若讷一

怒将其信举报给皇帝，致使朝廷把欧阳修逐出京城，

降职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９］（Ｐ１０３７５－Ｐ１０３７６）

《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９６页）、《成语源流大词
典》（第１０９页）收此条并用此典，简化为“不知人间
有羞耻事”。

　　八、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出自在开封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

史书记载［１８］：

公为参政，与韩、富二枢并命，锐意天下之事。

患诸路监司不才，更用杜杞、张温之辈。公取班簿，

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

富公素以丈事公，谓公曰：“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

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

罢之。

宋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范仲淹与韩琦、富弼
等推行新政，因担心地方各路监司不能切实监督实

施新政，所以范仲淹先在官员名册上一笔笔勾销不

得力的地方官姓名，换上能干的官员。枢密副使富

弼于心不忍，说您这一笔下去很轻松，可是会使他们

一家人痛哭的！范仲淹毫不妥协地说：“一家哭与

一路受害人都哭相比算什么？”后世作“一笔勾销”，

用来比喻把一切完全取消或再也不提往事。

《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１０１６页）、《成语源流大
词典》（第１１７９～１１８０页）收此条并用此典。

　　九、一网打尽

“一网打尽”出自在开封担任御史的刘元瑜。

张师正［１９］记载：

苏舜钦监进奏院，因十月余赛神会，馆中同列御

史刘元瑜弹击下狱，坐监主自盗削籍，同会者皆至

斥。刘谓时相曰：“与相公一网打尽。”

庆历四年（１０４４），范仲淹、杜衍等人延揽人才，
实行新法。苏舜钦是杜衍的女婿，被范仲淹推荐为

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御史中丞王拱辰等反对政治

改革。时值进奏院祀神，苏舜钦按照惯例，用所拆奏

封的废纸换钱置酒饮宴。王拱辰与御史刘元瑜诬奏

苏舜钦监守自盗，借以打击范、杜。苏舜钦被削籍为

民，与会的名士十余人同时被贬逐。“时相”指的是

贾昌朝，刘元瑜替他打击一批不服从他的朝廷官员，

以示讨好。刘元瑜“性贪，至窃贩禁物，亲与小人争

权，时论鄙之”“论者以元瑜为奸邪”［９］（Ｐ１００７２），品行不

端。“一网打尽”遂被广泛应用流传，比喻一个不漏

地全部抓住或彻底肃清。

《词源》（第 １５页）、《中华成语大词典》（第
１０４１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１２６２页）、《成语
源流大词典》（第１２０１页）收此条并用此典。

　　十、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出自在开封担任权知贡举、翰林学

士的 欧 阳 修，他 在 给 著 名 文 人 梅 尧 臣 的 信

中说［１７］（Ｐ２４５９）：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

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嘉二年（１０５７），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
权知贡举，主持当年的进士等科考。由于欧阳修打

破陈规，选拔有方，北宋政治界、思想界、文学界的代

表人物都于此崭露头角，使当年的科考成为文星灿

烂的一届非常成功的科举。苏轼即于该榜获中，选

拔者欧阳修在与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大加赞赏，毫

不掩饰自己对年轻一代的推崇，表示要避开此人，让

其高出众人一头之地。后世作“出人头地”。元人

编《氏族大全》卷３有介绍苏轼此事的篇章，标题即
《出人头地》：“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嘉中，

欧公考试，见公文，语梅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一

头地。”［２０］

《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１４９页）、《成语源流大
词典》（第 １７４页）收此条并用此典。《词源》（第
３３６页）收“出一头地”但未做解释，仅言“见‘一头
地’”。“一头地”条（第１１页）引此，释义为“让他
高出一头”，下列“出人头地”所用却为明人陆采诗

句，所选应为典型材料而非原始材料。《汉语成语

大辞典》（第１５６页）收此条，但引用的也是明清时
期的材料。

　　十一、人微言轻

“人微言轻”出自在开封担任知谏院的范缜。

他向宋仁宗上书道［１２］（Ｐ４４３６－Ｐ４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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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谪见，为变非常，故乞速

定大计，以答天谴。阖门待罪，祈以死请。臣人微言

轻，固不足以动圣听，然所陈者，乃天之戒。陛下纵

不用臣之言，可不畏天之戒乎！

宋仁宗在位多年无子，也不愿过继子嗣立为太

子，身体又多病，因而群臣惶惶不可终日，但又不敢

言。嘉元年（１０５６），知谏院范缜冒死连连上书要
求皇帝尽快立嗣以防不测。原来的建议出自地位低

下的本人，言论主张不受重视，这次又抬出气象、天

象灾异以警示、督促宋仁宗。宋仁宗心生不快，后来

竟将其罢职。

《词源》（１６１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 ８６０
页）收此条，但引自苏轼《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及因修

廨宇书》。《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６８５页）、《成语源
流大词典》（第８６３页）收此条，先言《后汉书》有“身
轻言微”，又举苏轼《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及因修廨宇

书》有“人微言轻”，此为元年间苏轼在杭州时所

写，晚于范缜３０余年。

　　十二、坚忍不拔

“坚忍不拔”，出自在开封参加制科考试的苏

轼，他在应试文章中提到［２１］（Ｐ１０７）：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

拔之志。

宋仁宗嘉六年（１０６１），苏轼参加制科考试。
制科是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种特

殊人才，官员也可以参加。苏轼在一篇应试文章

《晁错论》中，首次使用“坚忍不拔”，用以形容意志

坚定，不可动摇。

《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４０４页）、《汉语成语大
辞典》（第４９７页）、《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４８８页）
收此条并用此典。

　　十三、异端邪说

“异端邪说”出自在开封担任殿中丞、直史馆、判

官告院的苏轼，他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言［２１］（Ｐ３０５）：

古之求治者，将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则欲致

刑，此又群臣误陛下也。臣知其说矣，是出于荀卿。

荀卿喜为异论，至以人性为恶，则其言治世刑重亦宜

矣。而说者又以为《书》称唐虞之隆，刑故无小，而

周之盛时，群饮者杀。臣请有以诘之。夏禹之时，大

辟二百，周公之时，大辟五百，岂可谓周治而禹乱耶？

秦为法及三族，汉除肉刑，岂可谓秦治而汉乱耶？致

之言极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将变今

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徒闻其语而

惧者已众矣。臣不意异端邪说，惑误陛下至于如此。

熙宁三年（１０７０）科举殿试后，担任考官之一、
在集英殿负责编排举人试卷的苏轼，不满当时的舆

论导向和王安石变法，愤然以进士对御试策的形式

上书宋神宗，将鼓吹厉行法制的言论斥之为“异端

邪说”。

《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１２２６页）收此条，并用
此典。《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１２９０页）收此条，但
出处引的是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源头有误。

　　十四、德高望重

“德高望重”出自在开封任宰相的司马光，他在

《辞入对小殿札子》中说［２２］：

臣今月二日闻有圣旨，令臣不候参假，特放正

谢，仍权免赴前后殿起居。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

聚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臣以恩礼太优，不敢辄

当，寻具札子辞免。今月四日又睹中书省录黄：“奉

圣旨：依前降指挥，不许辞免。仍令总门告示，许

肩舆至内东门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对，特免起

居。令引见前一日闻奏。”如此则礼数愈重，尤不敢

当。臣窃惟富弼三世辅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见

其人，故特制此礼，乃自古所无。顾臣何人，敢与

为比？

元元年（１０８６）五月，宰相司马光因病提出辞
呈，宋哲宗、实际上是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正仰仗他

推翻王安石变法，实行元更化，坚决不允，提出给

予他权免赴前后殿起居、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

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等礼遇。司马光认为这是宋

神宗优遇“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富弼的礼数，不敢

接受。富弼担任过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宰

相，是皇帝倚重、百官仰慕、百姓爱戴的名臣，所以司

马光称赞他“德高望重”。

《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２０２页）收此条，但未列
出上述史料，却说“也作德隆望重”，引《晋书》中“德

隆望重”的资料为出处。《汉语成语大辞典》（第

２２１页）收此条，引用的出处却是明朝归有光的《上
总制书》。《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２３３页）收此条，
先引用南宋僧祖的《僧宝正续传》，后引用明朝归

有光的《上总制书》。这些工具书收录“德高望重”

成语时，均未指明最早出处，似不妥。

　　十五、叫苦不迭

“叫苦不迭”出自在开封皇宫宋徽宗梦境［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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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觉）言道：‘陛下看看遭囚被虏，由自信邪

臣向此行踏。你也恋不得皇宫内苑，宠不得皓齿朱

颜，虐不得万邦黎庶。有分离乡背井，向五国城忍寒

受饿！’言讫，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门，与一推。林

灵素叫苦不迭。把天子推下九天来！不知天子性命

如何？金风未动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徽宗叫

苦不迭，向外榻上忽然惊觉来，吓得浑身冷汗。

宋代话本小说在描写宋徽宗梦见自己被从天上

推下时２次连用“叫苦不迭”，均形容连声叫苦。
《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４１７页）收此条并用此

典。《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５１２页）收此条，引用的
出处却来自《水浒传》。《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５０９
页）收此条，出处引用的是元代《前汉平话》与《水浒

传》，均非源头。

　　十六、绿肥红瘦

“绿肥红瘦”出自在开封居住的李清照，其《如

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言［２４］：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

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宋代京东路济州（今山东济南）人，出

身于士大夫家庭，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美誉。宋徽

宗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年），１８岁的李清照来到开
封与赵明诚成亲，２４岁离开。这首词是她在崇宁元
年（１１０２）三月作于开封府邸中。“绿肥红瘦”形容
暮春时节草木绿叶茂盛而花朵却渐萎凋稀少。此语

一出，举世惊艳：“‘绿肥红瘦’，此语甚新”［２５］；“当

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未有能道之者”［２６］。

《词源》（第２４４８页）、《中华成语大词典》（第
５２３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６４０页）收此条并
用此典。

　　十七、不三不四

“不三不四”出自开封城外的《水浒传》人物鲁

智深［２７］：

话说那酸枣门外三二十个泼皮破落户中间，有

两个为头的，一个叫做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做青草

蛇李四。这两个为头接将来，智深也却好去粪窖边，

看见这伙人都不走动，只立在窖边，齐道：“俺特来

与和尚作庆。”智深道：“你们既是邻舍街坊，都来廨

宇里坐地。”张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来，只指

望和尚来扶他，便要动手。智深见了，心里早疑忌

道：“这伙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来，莫不要扌颠

洒家？”

鲁智深来到开封大相国寺后，被安排管理位于

郊外的菜园。附近有一群地痞想设计给新来的鲁智

深一个下马威。不料鲁智深江湖经验丰富，看穿了

这伙人的阴谋，反将其制伏。“不三不四”一般解释

为：“不正派，犹言不伦不类。”［１］（Ｐ７５）似欠确切，至

少意犹未尽。从词义上考究，何为“不三”？何为

“不四”？历史上有佛教的解释，有道家的解释，多

嫌牵强。唯明末《切要事类便览》解释为：“非儒释

道为不三，非士农工商为不四。”［２８］此说虽有学究

气，倒切合实际，强调的是不务正业。“不三不四”

形容无正业、不正派、流里流气。东京开封盛产“泼

皮破落户”，被杨志在州桥砍杀的牛二是其典型

代表。

《词源》（第７５页）、《中华成语大词典》（第８８
页）、《汉语成语大辞典》（第 ９４页）收此条并用此
典。《成语源流大词典》（第９９页）收此条，所引却
是清人文字。

　　十八、直捣黄龙

“直捣黄龙”出自在开封朱仙镇的岳飞。《宋

史》［９］（Ｐ１１３９０－Ｐ１１３９１）记载：

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而

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

京。……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

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岳飞挥师北上，连战连捷，部
队直抵开封城南 ４５里的朱仙镇，还有不少金军投
降。岳飞欢欣鼓舞，对部下发出了要一直打到金人

老巢黄龙府的命令。后世作“直捣黄龙”或“痛饮黄

龙”，比喻摧毁敌方的根据地。

《汉语成语大辞典》（第 １３７５页）收此条以及
“痛饮黄龙”（第１０４６页），并用此典。《中华成语大
词典》（第１１５３—１１５４页）、《成语源流大词典》（第
１３０３页）收此条并用此典。

　　十九、结语

成语溯源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有利于

传统文化的探源和了解其变化脉络，找到源头，就能

了解其本义以及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以上１８
条出自北宋开封的成语，有的是原始状态的，如“拂

须”，有的是对前代词语的概括，如“玉粒桂薪”；其

中多属典故形态者，如“大事不糊涂”“半部论语治

天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直捣黄龙”等，可以

确定它们都源自开封，多非典型的四字成语；也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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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已有雏形，至宋代开封完善成型者，如“德高望

重”“人微言轻”等；其余词语组合的成语，只能说是

最早发现出自于宋代开封，但不敢言必。另外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还有其他出自北宋开封的成语尚未

发现，更俟详考。例如我国成语有不少是出自曾长

期在开封居住的著名文学家的精彩词句，如欧阳修、

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等，他们创作了大

量作品，如能确认包含某成语的文章创作时间正是

其在开封任职、求学期间，按本文的标准便可认定。

这些源于宋代开封的成语有３个特点：一是帝
王将相特点，如宋太宗的“开卷有益”，宰相赵普的

“半部论语治天下”，宰相吕端的“大事不糊涂”，宰

相富弼的“德高望重”，杰出人才应“坚忍不拔”等；

二是政治特点，如丁谓为寇准“拂须”，王钦若谗言

寇准胁迫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是“孤注一掷”，御

史刘元瑜为讨好宰相将异议者“一网打尽”，欧阳修

痛斥高若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欧阳修要让苏

轼“出人头地”，范仲淹将庸官“一笔勾销”，苏轼斥

责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异端邪说”等；三是都市市井

特点，如形容京城物价昂贵的“玉粒桂薪”、多有“不

三不四”的泼皮等。这些特点归结起来凝聚成一大

特点，即宋代首都的汴京特点，换言之，多数成语只

有在汴京才可能产生。这是宋代开封对中国历史文

化和汉语言的又一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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