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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肠】：母爱的象征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词背后有着一

个关于母爱的故事。
传说东晋时有个姓桓的大官坐船在三峡航行，

手下有人捉到一只小猿，母猿沿岸哀叫，后来虽跳
到了船上，但气绝而死。有人剖开它的肚子，只见肠
已裂成一寸一寸的。

从此，形容悲痛到极点就用肠断或者断肠了。
■据新华网

为什么“买东西”不是“买南北”？
“装蒜”为什么不是“装葱”？

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用到许
多词语， 但关于这些词语的由来
和典故，你了解多少呢？这些词语
背后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快来
看看下面这些词语的起源， 一起
来涨知识吧！

【买东西】：为何不是买南北？

“买东西”一词起源于东汉，当时有东西两京，到
东京买货物叫买“东”，到西京购货物叫买“西”，久而
久之“东西”便成了货物的代名词。

相传，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见到好友盛温和拿着
一个竹篮子便问：“你去哪里？”盛温和回答说：“我要
去买点东西。”

朱熹随即问道：“你说买东西， 为什么不说买南
北呢？”盛温和解释：“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
火，北方属水。我的篮子是竹做的，盛火会烧掉，装水
会漏光，更不会盛土，只能装木和金，所以只能叫买
东西，不说买南北。”

【露马脚】：为何用“马脚”而非“人脚”？

人们常用“露马脚”来形容某人撒谎露出破绽，
但为什么要用“露马脚”而不是“露人脚”呢？

相传，朱元璋与一位未缠“小脚”的马姑娘结了
婚。一天，马氏乘坐大轿走上金陵的街头，一阵大风
将轿帘掀起， 马氏的两只大脚赫然入目。 于是一传
十，十传百，顿时轰动了整个金陵。

从此，“马脚”一词随之流传于后世。

【马虎】：血泪斑斑的故事

宋代，京城一位画家刚画好一个虎头，碰上有人
来请他画马，他就随手在虎头后画上马的身子。来人
问他画的是马还是虎，他答：“马马虎虎！”来人不要，
他便将画挂在厅堂。大儿子见了问他画里是什么，他
说是虎，小儿子问他却说是马。

不久，大儿子外出打猎时，把马当老虎射死了，
画家不得不给马主赔钱。小儿子外出碰上老虎，以为
是马想去骑，结果被老虎活活咬死了。

此后，“马虎”这个词就流传开了。

【老头子】：它的意思原来是这样

大街上， 常能听到年老的奶奶称呼老伴“老头
子”，你可别认为它是形容人年老，实际“老头子”的
意思可比这深厚多了。

据记载，盛夏的一天，纪晓岚正袒胸露背地校阅
书稿时，乾隆皇帝踱步走来，纪晓岚欲穿衣已经来不
及了，便钻入案下。过了一会儿，他以为乾隆皇帝已
经走了，便问馆中人：“老头子已经走了吗？”话音刚
落，发现乾隆皇帝就在他身旁坐着。

乾隆怒问纪晓岚：“‘老头子’三字作何解释？”谁
料，纪晓岚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
谓头，父母天地又谓天之子，简称为‘老头子’。”

【敲竹杠】：清代就开始有人走私
“敲竹杠”的由来与走私竟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

廷严禁鸦片，各地水陆要塞均设卡检查。某水运客商在
毛竹刚生长时就剖开嫩竹，藏进烟土，躲避检查。

一次，商船行至绍兴码头，该关卡一名师爷走上船
用烟竿敲得竹杠“咯咯”响，客商以为师爷看出了破绽，
便掏出数两银子塞给师爷，请求不要再“敲竹杠”。

从此，“敲竹杠”一词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吝啬】：“吝啬”原来是两个人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王吝的人， 中秋前夕去看望
老朋友李啬，但不舍得买月饼，就画了一个月饼，提
着去到李家。结果李啬没在，他的儿子说，王伯伯提
着月饼来我们家，我要回一份礼才是，于是画了一个
大南瓜，送给王吝。

李啬回家后问儿子给王吝回了什么礼，儿子答：
“回了一个这么大的南瓜。”

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两人的名字吝啬，用来形
容那些刻薄小气的人。

【装蒜】：水仙不开花———装蒜
相传乾隆皇帝有一年春天到南方巡查， 看到地

里一片青蒜长得绿油油，便称赞了一番，翌年冬天去
又去巡查，可惜这一季节青蒜尚未长出。

为讨好皇帝， 当地官吏差人把许多水仙移植到
一起，远远望去其叶子酷似青蒜，乾隆看后果然赞不
绝口，这位官吏也因此得以升迁。

打这以后， 人们就把弄虚作假或不懂装懂嘲讽
为“装蒜”了。

【倒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做事不顺利，或遇到不吉利的情况，我们便会用

“倒霉”来形容，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古时读书人要做官， 都要参加科举考试。 明朝

时，应考者如果考不中，就要把家门前立起的旗杆倒
下拿走，称为“倒楣”。

“楣”与“霉”读音相近，江浙一带的人就把遇事
运气不好、不吉利叫“倒楣”亦即“倒霉”了。

【吃醋】：你吃什么醋
唐朝宰相房玄龄的夫人好嫉妒， 唐太宗有意赐

房玄龄几位妾室，房不敢接受。唐太宗便对房玄龄夫
人说： 若要嫉妒就选择死， 并给她准备了一壶“毒
酒”。房夫人接过“毒酒”一饮而尽，以示“宁死而妒”。

其实， 唐太宗给她的只是一壶醋， 于是就有了
“吃醋”之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