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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前　　言

在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我们感到有必要就以下三个问题和读者
交流。

一、关于惯用语的性质和范围
和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相比，惯用语是一个后起的名词。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后，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发现了像“穿小鞋”、“碰钉子”、“炒
冷饭”、“打游击”、“磨洋工”、“开倒车”、“钻空子”、“戴高帽子”等既区别
于谚语，又区别于成语、歇后语的语言单位，才出现了“惯用语”这个名
称。开头，概念比较模糊，只认为它是一种“定型的词组”，意义是“整体
化”了的，常常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来运用。此后，对惯用语的研
究，逐步展开，对它的性质和范围的认识逐步深入，出现了几种不同的
主张。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惯用语应以“三字格”为主，三字组成的
述宾结构是惯用语的主体；在意义上都具有双层性，即本义之外，还有比
喻义。在这种观点下，不仅“穿小鞋”、“碰钉子”、“炒冷饭”、“打游击”、
“磨洋工”等三字组成的动宾结构是惯用语，“对台戏”、“闭门羹”、“防空
洞”、“马后炮”等体词性的三字格，也被认为是惯用语。

这种观点，遭到了有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穿小鞋”一类三字
格，不应因其意义是比喻性而被视为惯用语，它们都是词，而不是惯用
语；惯用语应是指原“惯用语”中除去三字格的部分，如“喝西北风”、“脚
踩两只船”、“驴头不对马嘴”、“敬酒不吃吃罚酒”、“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等，才是惯用语。

还有的学者认为，固定语中“不具表意双层性，其含义体现成类事物
的一般概念而非个别事物概念或专门概念的，就是惯用语”。在这种观
点下，“穿小鞋”、“喝西北风”、“敬酒不吃吃罚酒”等具有“表意双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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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前　言

语言单位是成语，而“惟命是从”、“装模作样”、“地广人稀”、“量力而行”、
“怨天尤人”等不具有“表意双层性”的语言单位却被认为是惯用语。

面对这种种议论，我们另辟蹊径，把惯用语放到汉语语汇系统中进
行考察，一方面把惯用语与非语汇单位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把惯用语与
谚语、成语、歇后语等语汇内部的相关单位区别开来。我们把惯用语定
义为非“二二相承”的描述语。

第一，把惯用语与非语汇单位区别开来。

首先要把惯用语与复合词区别开来。

在汉语里，有许多具有双层意义的复合词，除上面提到的“对台戏”、
“闭门羹”、“防空洞”、“马后炮”等外，还有如“马蜂窝”、“定心丸”、“夹生
饭”、“老皇历”、“落水狗”等等。它们虽然都有双层意义，但都属于概念
性的语言单位，都是词，《现代汉语词典》（第５版）都把他们标作名词。

只有加上相应的“谓词”，形成“唱对台戏”、“吃闭门羹”、“钻防空洞”、“放
马后炮”、“捅马蜂窝”、“吃定心丸”、“做夹生饭”、“翻老皇历”、“打落水
狗”等，才是惯用语。

汉语里还有像“拍马”、“吹牛”、“装蒜”、“耍滑”等，它们分别由“拍马
屁”、“吹牛皮”、“装洋蒜”、“耍滑头”等紧缩而成。还有像“吃醋”、“搭
桥”、“牵线”等不仅意义上具有双层性而且结构可以扩展的语言单位。

过去，我们曾经认为它们也应该属于惯用语。现在看来，由于它们只有
两个音节，已经词化，《现代汉语词典》（第５版）都把它们标作动词，因此
看成是词似乎比较合适。

其次，要把惯用语和专用名词区别开来。

有的学者认为“诸葛亮”、“孙悟空”、“祝英台”、“梁山伯”等有时有比
喻作用，也都看作惯用语。这是把专用名词和惯用语混为一谈。它们虽
然在一定语境里可能具有比喻意义，但这不是它们的语汇意义，并不能
改变它们专用名词的性质。

再次，把惯用语和自由词组区别开来。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搅浑水】“社员同志们，我不是来这儿独断专行的，我是代表上
级，来帮你们解决问题……”“你就是这个解决法呀？分明是搅浑水

獉獉獉
来了！”（浩然《艳阳天》一三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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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盆清水搅浑】新鲜感总是有一定的敏锐性和准确性的，而
习惯熟了却像一把沙土，往往会把一盆清水搅浑

獉獉獉獉獉獉獉
。（李準《黄河东流

去》二二章二）
【把这坑水搅浑】再说，官渡口村这个土改村是个好点，提供的

经验不少。要是放松了，让李蔚把这坑水搅浑
獉獉獉獉獉獉

，把这个点扳倒，也是
党的损失！（梁斌《翻身记事》三一）

“把一盆清水搅混”和“把这坑水搅混”，是用“把”把“搅浑水”里的宾
语“浑水”提前，再插入别的成分。因此，它们属于自由词组，不能认为是
惯用语。在辞书里，它们可以作为用例，但不宜出条。

第二，把惯用语与谚语、成语、歇后语等语汇内部的相关单位区别
开来。

这要紧扣惯用语的定义：非“二二相承”的描述语。

１．用是否是描述语，与谚语相区别。

在形式上，多字惯用语与谚语往往难以区别，主要看内容是描述性
还是表述性。惯用语是描述性的，对事物的性质、状态或人们的行为动
作的方式进行描写，不具有知识性；谚语则反之，它是表述性的，它表达
某种推理和判断，具有知识性。试比较：

【心急碰上热豆腐】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趴在桌子上做题目，偏偏
心急碰上热豆腐
獉獉獉獉獉獉獉

，有一道题怎么也做不出来。（周毅如《聚龙里轶
事》一三）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遇见事呢，要好好琢磨琢磨，性急可不行，

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薛仁贵征东》六○回）
【有的向灯，有的向火】因为意见不同，我们还吵过嘴。俗话说：

“有的向灯
獉獉獉獉

，有的向火
獉獉獉獉

。”一点也不错。（老舍《毛毛虫》）
【有向灯的，就有向火的】俗话说得好：“有向灯的

獉獉獉獉
，就有向火
獉獉獉獉

的
獉
。”等你和他们的账算清了，就算咱们的也不为迟。（家文等《独臂

武松》一五回）

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看出，“心急碰上热豆腐”和“有的向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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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火”是描述性的，属于惯用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和“有向灯的，就有
向火的”是表述性的，属于谚语。

２．用是否是非“二二相承”，与描述性的成语相区别。

惯用语与描述性的成语，在内容上难以区别，但可用形式上是否“二
二相承”来区别，“二二相承”的是成语，非“二二相承”的是惯用语。试
比较：

【抱不平】众人非敢作乱，实为主将抱不平
獉獉獉

。（《荡寇志》八七回）
【抱打不平】〔例〕你老人家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应该说的，这种

抱打不平
獉獉獉獉

的事，也只你这位老英雄，可以出来做。（张恨水《春明外
史》一二回）

【依样画葫芦】主张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方
法，势必把作家当成匠人，就是不声不响地叫作家依样画葫芦

獉獉獉獉獉
。（阳

翰笙《为繁荣戏剧创作而努力》）
【依样葫芦】侄女既不认得，又不知从何下笔，只好依样葫芦

獉獉獉獉
，细

细临写。（《镜花缘》八回）

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抱不平”和“依样画葫芦”的结构都是非
“二二相承”，是惯用语；而“抱打不平”和“依样葫芦”的结构则是“二二相
承”，属于成语。

３．惯用语与歇后语的区别比较明显，因为歇后语都是由“引子”和
“注释”两个部分组成的，属于“引述语”。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

惯用语往往充当歇后语的后一部分。如：

半天云中跑马———露马脚
獉獉獉

抱起木炭亲嘴———碰一鼻子灰
獉獉獉獉獉

墙上画的饼———好看不中吃
獉獉獉獉獉

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
獉獉獉獉獉

墙上挂着的王八———上不着天
獉獉獉獉

，下不着地
獉獉獉獉

也有少数惯用语充当歇后语的前一部分，或前后两个部分都是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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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如：

张天师吃鬼迷
獉獉獉獉獉獉

———无法可使
瘦驴拉硬屎
獉獉獉獉獉

———硬撑架子
银样镴枪头
獉獉獉獉獉

———中看不中用
獉獉獉獉獉

眉毛胡子一把抓
獉獉獉獉獉獉獉

———不问青红皂白
獉獉獉獉獉獉

把惯用语定义为非“二二相承”的描述语，既使惯用语和复合词、专
用名词、自由词组等非语单位区别开来，又使惯用语和谚语、成语、歇后
语等区别开来，从而为本书的立目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二、关于主副条的搭配
本书编纂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由于构语成分变异而产生的异形惯用

语。有的是古今变异，有的是地域变异。

处理异性惯用语，总的原则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考虑。
古今变异的，如：“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古代有“吃着朝顿无夜顿”

（《何典》五回）、“吃早膳先愁晚膳”（《警世通言》卷四○）；现代因地域不
同，变体更多。我们以现代使用形式较多的“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为主
条，“吃着朝顿无夜顿”和“吃早膳先愁晚膳”用“早作”表示，其他用“也
作”表示。出条如下：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形容生活贫困，经常没有饭吃。〔例〕高家
每年收点粮食，拿税都不够，一家七口，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高玉
宝《高玉宝》一章）｜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
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路遥《平凡的世界》二章）｜我们
苦聪一无房住，二没衣穿，两个肩膀扛张嘴，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在
老林里漂流浪荡。（张作为《原林深处》三章）

早作① ［吃着朝顿无夜顿］〔例〕雌鬼是做过财主婆的，向常钱
在手头，食在口头，穿软着软，呼奴使婢惯的；如今弄得吃着朝顿无
夜顿，怎受得这等凉凄？（《何典》五回）② ［吃早膳先愁晚膳］〔例〕

及至水退了，又经年不雨。莫说是禾苗槁死，就是草木也干枯了。

可怜那一时的百姓，吃早膳先愁晚膳，缝夏衣便作冬衣。（《警世通

５



６　　　　　前　言

言》卷四○）

也作① ［吃了上顿愁下顿］〔例〕说麦子没收成，孙茂良就心慌。

他比不得光景富裕的姜玉牛，他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人。（胡正《汾
水长流》六章）② ［吃一顿没一顿］〔例〕伍老拔说：“饥荒年头，吃一

顿没一顿的，还老是糟销你。”（梁斌《播火记》二三）③ ［吃了早上没
晚上］〔例〕我穷得一间屋里四个旮旯儿，两只肩膀扛着个嘴，吃了早

上没晚上，怎么养得起家眷呢？（郭澄清《大刀记》一卷开篇一一）

④ ［吃这顿，没那顿］〔例〕舅舅也很穷，养不活我。他原是一个武教

师，靠传授武艺吃饭，常常吃这顿，没那顿。（姚雪垠《李自成》二卷
四九章）⑤ ［吃这顿，愁那顿］〔例〕马主任，我不瞒你说，从去年秋后

日子过得就紧巴，吃这顿，愁那顿，一口一口省着吃，省点是点，麦秋
怕是没有太大的指望了。（浩然《艳阳天》三一章）

有的惯用语形式古今通用，则以古今通用的形式为主条，现代其他
形式为副条。如：

【抱粗腿】比喻攀附、依靠有权势、有地位的人。〔例〕也还不止
于牵扯丈夫，还要把家中使数的人都说他欺心，胆大，抱粗腿，惯炎

凉。（《醒世姻缘传》四四回）｜贾家的狗腿子站在那高高的门楼子上
喊了半天，门前只有几个穿袍戴帽专爱抱粗腿的人，在赤手空拳地

喳喳呼呼，叹息不已。（郭澄清《大刀记》开篇一○）

也作① ［抱大腿］〔例〕苏金荣先是一惊，接着便有些飘飘然了。

是啊！抱住这个破鞋的大腿，还愁不能当县长吗？（李晓明等《平原

枪声》一二）② ［抱粗大腿］〔例〕官府军阀，抱帝国主义粗大腿，灰灰
脸抱李宝泰粗大腿，要收拾灰灰脸，当然得先下手收拾李宝泰。（刘

江《太行风云》二四）

没有古代用例的惯用语，则以现代最常见的形式为主条。如：“摆到

桌面上”，有“摆在桌子上”、“摆在桌面上”等变体。根据语料库收集的语
料，以“摆到桌面上”为最常用，便以它为主条：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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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到桌面上】① 指把事情或问题放在当面讲、或当着大伙的
面讲出来。〔例〕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
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② 比喻把所有的事实都罗列出来。〔例〕我对所有材料都不抱成
见，把所有争议客观地全部摆到桌面上，进行比较。（黎汝清《皖南
事变》代后记三）③ 比喻获得的资格或地位。〔例〕他故意不提焦淑
红，暗示她：你别神气了，把你摆到桌子面上还得个时辰哪！（浩然
《艳阳天》三四章）

也作① ［摆在桌子上］〔例〕预备费为预算的百分之三至五，这
就是摊了牌，摆在桌子上，大家来过日子。（邓小平《财政工作的六
条方针》）② ［摆在桌面上］〔例〕咱们凡事大家研究，我有错误大家
批评。为了搞好团结，咱们有事摆在桌面上。（梁斌《翻身记
事》三）

三、关于释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在释义方面，我们坚持了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释文的叙述性原则。
大家知道，词是概念性的语言单位，而语则是叙述性的语言单位。

因此释文必须具有叙述性。过去，有些学者把语看成是“词的等价物”，

语也被看成是概念性的语言单位，认为语“都能找到一个含义与之相同
（至少极为近似）的词，在二者之间画上等号”，例如：风马牛不相及＝无
关；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工夫＝巧遇。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本
书的解释是：

【风马牛不相及】指马和牛不同种，雌雄不能相诱；一说两地相
距甚远，马牛不会跑到对方的境内。比喻彼此毫不相干。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比喻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找
不到，却在无意中得到了。

二者释文都是叙述性的语言，而不是概念性的“无关”、“巧遇”。

坚持释文的叙述性原则，必须注意释文内容与“语性”相一致。惯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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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前　言

语既然是描述语，其释文自然都应具有描绘性。如：

【挨板子】比喻受到批评或责罚。
【吃旧锅粥】比喻返回旧处，重操旧业，或与旧相识过日子。
【挨打不记数】比喻吃了亏却不记取教训。
【穿新鞋走老路】比喻形式是新的，但实质没有变，还是按以前

的老套子做事情。
【打好了江山杀韩信】比喻事成之后整治有功之人。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指在处理问题或矛盾时，尽可能地让矛

盾和问题得到化解。

这些释文用的都是描绘性的语言。

二是“从语料中来，到语料中去”的原则。

从收集和分析语言事实入手，在正确理解语义的基础上进行描写，

然后又用语言事实加以验证，这是语义描写的基本原则，也是本书释义
所要坚持的基本做法。我们把这种原则和做法，概括为“从语料中来，到
语料中去”。

我们常常看到，过去有些惯用语类辞书，由于语料收集不够，导致释
义上不准确，我们深以为戒。

例如，“吃凉不吃酸”，有的辞书解释为“指年纪小，不管家务”。这个
解释，如果只从下面两例来看，似乎还说得过去：

志坚还是吃凉不吃酸
獉獉獉獉獉

的岁数儿，就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多么懂
事的孩子啊！（郭澄清《大刀记》一卷开篇一六）

像小乐这年纪，正是在学堂念书的时候，就是不念书，也是吃凉
獉獉

不吃酸
獉獉獉

的时候。（浩然《艳阳天》六○章）

但用下面两例来检验，这个解释就显得不妥：

三十大几的人了，对家里别总是吃凉不吃酸
獉獉獉獉獉

。（浩然《艳阳天》

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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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９　　　　

书记还没有下台就吃凉不吃酸
獉獉獉獉獉

啦！（阎丰乐《县委书记》〔一〕一六）

如果再看下面这个用例，我们的理解就会更加准确：

你对家里的事，可真叫是“吃凉
獉獉

（粮
獉
）不管酸
獉獉獉

（算
獉
）”哪！要说活计

倒是没少干，这点我知足。可就是啥事不闻不问，拨一拨，转一转，

真把自己当成长工了，处处听喝儿！（许俊选《金牛奇传》二）

看了这个用例，才恍然大悟，原来“凉”是“粮”的谐音，“酸”是“算”的谐
音，本义当是“只知吃粮食，不管算账”；引申义，指什么事也不操心，不过问。

再如，“摇头不算，点头算”，过去许多辞书大都解释为“摇头表示不
同意，点头表示同意。指要明确表示态度”。这个释义同样经不起语言
事实的检验：

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
造化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

獉獉獉獉獉獉獉
，来个干脆的！（老舍《茶馆》一幕）

三哥，我回来了，求你点事，摇头不算
獉獉獉獉

，点头算
獉獉獉

，痛痛快快地！
（老舍《神拳》二）

老姑被扫了面子，又找一位同姓的老长辈出面，不许鸽婶儿这
个后娘说话，摇头不算点头算

獉獉獉獉獉獉獉
，吓唬一线红。无依无靠的母女也就

只得忍气吞声，摇头不算点头算
獉獉獉獉獉獉獉

了。（刘绍棠《京门脸子》二章三）

分析上面几例，特别是第三例，可以看出，“摇头不算，点头算”里的
两个“算”字都是“算数”的意思，字面意义是：摇头（表示不同意）不算
数，点头（表示同意）才算数；实际意义是：只能同意，不能不同意。

语料分析法，还关系到释义的全面与否。

例如，“八九不离十”，有的辞书解释为“指非常接近实际情况”（如：

不猜便罢，若猜便猜它个八九不离十）。这没错，但除了这个义项之外，

它还有一个义项：指与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求的标准很接近。下面用
例可以证明：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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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中间，郭祥看到他们两人相亲相爱，猜想事情已经八九不
獉獉獉

离十
獉獉

，就笑着问：“朴东木！我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呵？”（魏巍《东
方》下六部四章）

马名骓能双手打枪，虽不是百发百中，却也是八九不离十
獉獉獉獉獉

。（刘
绍棠《敬柳亭说书》三章六）

不久，他就学得八九不离十
獉獉獉獉獉

，只差上下车不太自如了。（王琳
《将军和诗人》）

因此，此语宜解释为：① 指接近实际情况；② 指距离所追求的目标
或所要求的标准很接近。

再如，“陈谷子烂芝麻”。有的辞书解释为“比喻陈旧的无关紧要的
话”。这也是没有错。但此语不仅比喻陈旧的无关紧要的话，也比喻陈
旧的无关紧要的事。还形容事情陈旧，无关紧要。试看下面两例：

两个老人把多年来的陈谷子烂芝麻
獉獉獉獉獉獉

都由记忆中翻拾出来，整整
的谈了一个半钟头。（老舍《四世同堂》五七）

王跑叹了口气说：“咳！别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
獉獉獉獉獉獉

的事了。”（李準
《黄河东流去》四四章一）

前例里的“陈谷子烂芝麻”作“把”的宾语，是指陈旧的无关紧要的
事；后例里的“陈谷子烂芝麻”作“事”的定语，形容事情陈旧而无关紧要。

本书于２０００年立项，２００４年开始编写。经过编写组同仁的共同努
力，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们始终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因为，汉语的
惯用语实在太丰富了，用法太灵活了。收集的语料是否全面，释义是否准
确，编写体例是否得当，一直是我们考虑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得
到较好的解决，需要广大读者的检验。我们期待着热心读者的批评指正。

温端政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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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条目

１．本辞典正文收汉语古今惯用语约１１０００条，其中主条约８７００
条，副条约２３００条。

２．主条外加【　】；副条外加［　］，按下列不同类型放在主条下面：
（１）“早作”条。古今同义、异形的，以今语作为主条，古语作为副

条，按“早作”处理。如【吃现成饭】早作［吃现成茶饭］。
（２）“也作”条。凡语形、语义与主条基本相同，只是某些结构成分

略有区别的，按“也作”处理。“也作”条排在“早作”条的后边。“也作”条
不止一条的，加序码①②③……

（３）“增作”条。凡在使用中增加了一个部分的，按“增作”处理。如
【张公吃酒李公醉】增作［张公吃酒李公醉，桑树上吃刀柳树上报］。“增
作”条排在“也作”条的后边。“增作”不止一条的，加序码①②③……

（４）“减作”条。凡在使用中可以只出现一部分的，按“减作”处理。

如【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减作［吃二遍苦］。“减作”条排在“增作”条的后
边。“减作”不止一条的，加序码①②③……

副条限于首字相同的，首字不同的另出条。如【吃力不讨好】与【出
力不讨好】都单独出条，不互为“也作”，但注明“参见”。

３．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首字不同的，按首字音节顺序
排列；首字音节相同的，按笔画多少排列，笔画少的在前；首字相同的，按
第二字音节顺序排列，首字和第二字都相同的，按第三字音节顺序排列，

依此类推。
二、释义

１．对需要解释的字、词，先行注释，有双关现象的加以说明，个别难
字加注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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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字、词注释后解释惯用语的整体意义。

３．有出处或典故的，简要地加以说明。

４．副条一般不释义，有需要注释的词语，适当加注。

三、例句

１．每个条目（包括主条和副条）都配有例句，辅助说明该条目的基
本意义和用法。例句一般一个。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义项，则分别举
例。为了反映不同时代或不同用法，也可多举一两个，一般不超过三个。

例句和例句之间用“｜”隔开。

２．例句里需要注音注释的字词，将音义括注在该字词的后面。

３．例句出处标在例句后面，外加（　）。

四、索引
书后有《语目首字笔画索引》，可供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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