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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出版说明

为了满足小学生多层面的学习需求，上海辞书出

版社与山西唐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精选历年来市场反

映较好的品种优化组合，并邀请具有多年词典编纂经

验的专家学者重新修订，于 圆园员员 年 远 月出版了“辞海

版·新课标·学生系列辞书”（双色本、单色本）共 源源
种。根据一年来对小学生使用情况的跟踪调查，我们

又从中选出了小学生必备的 员圆 个品种，以彩图本的形

式隆重推出。

彩图本保存了原书的基本内容，用多色印刷，图文

并茂，形式活泼新颖，充分考虑小学生的年龄特点、认

识水平，紧密配合当前小学语文教材，更加贴合学生的

实际需求。

由于水平和时间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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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词典收录小学生常见常用的惯用语、谚语、

歇后语共约 猿圆园园 条（包括副条）。其中惯用语 员员园园
余条、谚语近 员园园园 条、歇后语 员员园园 余条。

二、立目时以语的常见表现形式为主条，意义相

同而形式相近的条目为副条。

三、词目后分别以〔惯〕、〔谚〕、!歇"的形式标

明所收语的性质。

四、主条释义时，先解释难懂的字词，再说明语的

基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有典故的交代出处并作简

要说明。

五、副条用“也作”的形式放在主条后，除条目中

的个别难字难词稍作解释外，不再释义。首字与主条

首字相同的副条不再另立条目；首字和主条首字不同

的副条则另立条目，并注明“见”（主条）。

六、正文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同音字以笔画、笔

顺为序排列。

七、本词典后附有《词目首字笔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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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金似金，挨玉似玉〔谚〕

挨（āｉ）：挨近，靠近。靠近金像金，靠近玉像玉。比喻人

在好的环境里，就会受到好的影响。

挨着大树不长苗〔谚〕

幼苗长在大树下面，上无阳光，下缺水分，难以生长。比

喻在强大势力的压制下，弱小事物难以生存与发展。

挨鞭抽的陀螺———滴溜溜地转〔歇〕

挨（áｉ）：遭受，忍受。形容人八面玲珑。

挨鞭子不挨棍子———吃软不吃硬〔歇〕

指接受委婉劝说等软的手段，不接受强迫威吓等硬的

手段。

挨刀的瘟鸡———扑腾不了几下〔歇〕

指坏人、恶势力已经衰败，离死期不远了。

挨闷棒〔惯〕

比喻遭到突如其来的意外打击。也作“挨闷棍”。

矮子登楼梯———步步高升〔歇〕

指生活境况不断好转或职务地位不断提升。也作“矮子

爬楼梯———步步高”。

　　　　　　　　　　　　１　　　　　　　　　　　　

āｉ－ǎｉ挨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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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半截〔惯〕

指感觉比别人差，低人一等。也作“矮半头”。

矮子放屁———低声下气〔歇〕

形容态度卑下、服从的样子。

爱而不教，禽犊之爱〔谚〕

禽：鸟类。犊：小牛，这里泛指兽类。比喻对子女如果一

味溺爱，那就无异于禽兽的“爱”。指真爱要体现在严格管

教上。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谚〕

指爱美是人的本性。

爱在心里，狠在面皮〔谚〕

狠：严厉。指心里虽然疼爱子孙，但管教应该严厉。

　　　　　　　　　　　　２　　　　　　　　　　　　

ǎｉ－àｉ 矮爱



辞
海
版

A

爱之深，恨之切〔谚〕

指爱得越深，反目成仇之后的痛恨程度也愈加厉害（多

用于男女感情之间）。

安钉子〔惯〕

比喻在对方内部安插自己人或设置障碍。

安眠药吃过了头———从不觉醒〔歇〕

比喻执迷不悟。

庵堂里的木鱼———天生挨揍〔歇〕

木鱼：打击乐器，也是和尚、尼姑念经、化缘时敲打的响

器，用木头做成。比喻活该挨打。

按倒的葫芦瓢———又起来了〔歇〕

指又得势了。

按倒葫芦瓢起来〔惯〕

瓢：长熟的葫芦对剖而成，用来舀水。比喻事情一件接

一件，这个还未了那个又出现了，穷于应付。也作“摁倒葫芦

瓢起来”。

按牛头吃不得草〔惯〕

比喻用强迫的手段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案板上的擀面杖———光棍一条〔歇〕

指孤身一人。

暗室里穿针———难过〔歇〕

指心里不好受。

　　　　　　　　　　　　３　　　　　　　　　　　　

àｉ－àｎ爱安庵按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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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八宝鸭子———好的在里头〔歇〕

八宝鸭子：上海名菜，鸭肚内填有糯米、肉丁、香菇等食

品。比喻有内在美。

八竿子打不着〔惯〕

形容相距甚远，互不沾边。也作“八竿子扎不着”。

八哥啄柿子———拣软的吃〔歇〕

比喻拿软弱的人欺侮。

八个人抬不走一个“理”字〔谚〕

理：道理，事理。指只要是有道理的事情，就不怕别人

反对。

八九不离十〔惯〕

形容差不多。

八亩地里一棵苗———娇贵无比〔歇〕

比喻独生子女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宠爱和重视。

八擒孟获———多此一举〔歇〕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出兵南方，曾七次生擒酋长孟

获，又七次释放，终使孟获心悦诚服。“八擒”是虚构的。指

想法或采取的行动是多余的。

八十岁公公耍猴子———老把戏〔歇〕

指用过的花招、手法。

　　　　　　　　　　　　４　　　　　　　　　　　　

ｂ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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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岁学吹鼓手———来不及〔歇〕

比喻为时已晚。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歇〕

八仙：道教传说中的八位仙人，即汉钟离、张果老、吕洞

宾、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神通：修行者

所具备的无所不能的力量，指特别高超的本领。相传八仙渡

海到蓬莱山赴蟠桃会，不用舟船，各自施展法力渡过大海。

比喻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也作“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八月的柿子———老来红〔歇〕

指晚年成名或走运。

八字没有一撇〔惯〕

比喻事情还没眉目。也作“八字没一撇”。

　　　　　　　　　　　　５　　　　　　　　　　　　

ｂ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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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掌心里长胡须———老手〔歇〕

指在某一方面富有经验的人。

扒了皮的癞蛤蟆———活着讨厌，死了吓人〔歇〕

形容极不受欢迎。

拔钉子〔惯〕

比喻除去对方安插的危险人物或障碍。

拔短梯〔惯〕

比喻毁信失约，得了好处，又去拆台。

拔虎须〔惯〕

见“捋虎须”。

拔了萝卜栽上葱———一茬比一茬辣〔歇〕

形容人一伙比一伙凶狠、毒辣。

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谚〕

凤凰：传说中的百鸟之王，羽毛非常美丽，雄的叫凤，雌

的叫凰。比喻失去权势的人，处境还不如平常人。也作“落

毛的凤凰不如鸡”。

把吃奶的气力也使尽了〔惯〕

形容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作“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

了”。

把舌头伸直再说话〔惯〕

斥人说话没道理或不负责任。

把状元关到门背后———埋没了人才〔歇〕

状元：科举考试中殿试的第一名。指把优秀人才闲置不

用或使用不当。

把嘴皮说破了〔惯〕

形容不厌其烦地劝说。

　　　　　　　　　　　　６　　　　　　　　　　　　

ｂā－ｂǎ 巴扒拔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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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落在染缸里———洗不清〔歇〕

指难以解释清事情真相。也指无法洗雪冤情、耻辱、坏

名声等。也作“白布进了染缸———漂不干净”。

白费蜡〔惯〕

指徒然耗费力气。

白灰墙上挂帘子———没门儿〔歇〕

比喻不可能或不同意。

白开水画画———清（轻）描淡写〔歇〕

清：本指清水，谐“轻”。比喻说话、写文章时把重要的问

题轻轻带过。

白脸狼戴草帽———假充善人〔歇〕

比喻心眼儿坏的人，表面上还装做好人。也作“白脸狼

戴草帽———假充好人”。

白露过后的庄稼———一天不如一天〔歇〕

指情况一天比一天差。

白日里见鬼〔惯〕

指发生了怪事。也指无端碰上了倒霉的事情。

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谚〕

白日：白天，泛指时间。不要让时间白白过去，青春时光

一去不复返。劝人要珍惜时光，切莫虚度年华。

白日撞〔惯〕

指大白天趁人不备到人家里偷窃的贼。

白糖嘴巴砒霜心〔惯〕

砒霜：剧毒药。指嘴上说得好听，心却非常狠毒。

百善孝为先〔谚〕

善：善行。在众多的善行中，孝敬老人应是最首要的

　　　　　　　　　　　　７　　　　　　　　　　　　

ｂáｉ－ｂǎｉ白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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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

百病从口入〔谚〕

指疾病往往由饮食不卫生或不节制等原因造成的。

百病可治，相思难医〔谚〕

相思：指男女因相互爱慕却无法接近所引起的思念之

情。指任何疾病都能医治，但相思病却无法治疗。

百尺高楼从地起〔谚〕

比喻成就大的事业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不可能一下子就

成功。也作“万丈高楼平地起”。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谚〕

百、千：概数。风：风俗。相隔百里，民风就不相同；相隔

千里，习俗就有差异。指各地的民风习俗互不相同。也作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百年松树，五月芭蕉———粗枝大叶〔歇〕

比喻人做事不认真，不细心。

百巧不如一拙〔谚〕

巧：乖巧。拙：诚实，诚恳。指手段再乖巧，也不如待人

诚恳。

百万买宅，千万买邻〔谚〕

用一百万买住宅，用一千万买邻居。指选择好的邻居比

购置好的住房更重要。典出《南史·吕僧珍传》：“宋季雅罢

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

怪其贵，季雅曰：‘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也作“百金买

房，千金买邻”。

百闻不如一见〔谚〕

百：概数，形容多。一：概数，形容少。听说百遍，也不如

　　　　　　　　　　　　８　　　　　　　　　　　　

ｂǎｉ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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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见一次。指实地考察非常重要。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谚〕

百足：一种多足的爬虫，被切断后还能蠕动。僵：僵硬不

动。比喻有权势的家族或集团，即使衰败了，其残余势力仍

有一定的影响。

摆臭架子〔惯〕

见“甩臭架子”。

摆到桌面上〔惯〕

见“拿到桌面上”。

摆老资格〔惯〕

见“卖老资格”。

摆龙门阵〔惯〕

指聊天或讲故事。

摆迷魂阵〔惯〕

指用计谋设下圈套以迷惑对手。

拜佛进了吕祖庙———找错了神〔歇〕

吕祖庙：供奉吕洞宾的道观。拜佛的进了道观，是找错

了神灵。比喻找错了对象或地方。

扳倒龙床，跌了太子〔惯〕

见“推倒龙床杀太子”。

斑马的脑袋———头头是道〔歇〕

道：本指斑马身上黄黑相间的条纹，此指条理。形容人

说话、做事很有条理。

搬老婆舌头〔惯〕

见“说老婆舌头”。

搬石头上山———多此一举〔歇〕

　　　　　　　　　　　　９　　　　　　　　　　　　

ｂǎｉ－ｂāｎ百摆拜扳斑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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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做出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举动。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惯〕

搬起石头准备打别人却砸了自己的脚。比喻自作自受，

害人终害己。也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半斤换八两，人心换人心〔谚〕

旧制一斤是十六两，半斤等于八两。指真心待人，必能

得到别人的真情。

半边天〔惯〕

比喻新社会的妇女作用大，能顶起半边天。

半截身子入土〔惯〕

见“黄土埋住半截”。

半空点蜡烛———高明〔歇〕

指见解、技能等很好，超过一般水平。

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惯〕

程咬金：唐初大将，在与敌手交战中，往往能化险为夷。

指在事情进行过程中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人。也作“半腰

里杀出个程咬金”、“半路上钻出个杨排风”。

半瓶醋〔惯〕

比喻对某种知识或技术知之甚少的人。也作“半瓶子

醋”、“半桶水”。

半瓶子醋———瞎晃荡〔歇〕

形容没本领的人自以为是。

半天云里拍巴掌———高手〔歇〕

指擅长某种技能的人。

半天云上唱戏———下不了台〔歇〕

比喻摆脱不了窘迫或尴尬的处境。

　　　　　　　　　　　　０１　　　　　　　　　　　　

ｂāｎ－ｂàｎ 搬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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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云中跑马———露了马脚〔歇〕

比喻露出破绽。也作“半天云里跑马———马脚露出来”。

半夜三更放火炮———一鸣惊人〔歇〕

比喻平时很一般，一下子做出了非凡的成绩。

半夜收玉米———瞎掰〔歇〕

比喻乱干一通。

绊脚石〔惯〕

比喻阻碍前进的障碍物。

帮倒忙〔惯〕

指表面上是帮忙，实际上是添麻烦。

绑到案上的猪———死到眼前〔歇〕

讽刺人死到临头。

棒槌打锣———响当当〔歇〕

比喻人的本领过硬或名气很大。

棒槌灌米汤———滴水不进〔歇〕

比喻固执己见，听不进劝告。

棒头出孝子，娇惯养逆儿〔谚〕

棒头：用棍棒进行体罚，形容管教严厉。逆儿：逆子，忤

逆不孝的儿子。指严厉管教才能出孝子，娇生惯养只能养出

败家的逆子。劝诫人们对子女要严格管教，不能纵容溺爱。

包脚布当孝帽———一步登天〔歇〕

包脚布：旧时妇女用来裹脚的白色长布条。孝帽：晚辈

为长辈守孝时戴的白帽子。比喻人骤然得志或发迹，地位或

生活水平一下子提高了。

剥蒜摘葱———各管一工〔歇〕

指各有分工。也作“炒菜剥葱———各管一工”。

　　　　　　　　　　　　１１　　　　　　　　　　　　

ｂàｎ－ｂāｏ半绊帮绑棒包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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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谚〕

锋：锋利。砺：磨刀石。磨砺：在磨刀石上摩擦。比喻人

的成就来自艰苦奋斗。

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谚〕

吃饱穿暖生活富足了，往往会产生淫乱放荡的念头；饥

寒交迫生活穷困时，往往会产生盗窃的念头。指人在饱暖或

饥寒时都要戒生非分之念。

抱粗腿〔惯〕

比喻攀附、依靠有权势的人。

抱佛脚〔惯〕

原指请求神佛保佑。现比喻求人帮忙。

抱起木炭亲嘴———碰一鼻子灰〔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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