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

秋末年左丘明独立撰写的一部史书，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我国第一部叙事完

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十三经”之一。] 

《哀公元年》： 

除恶务尽(chú è wù jìn)： 

词意：清除邪恶必须干净、彻底。 

生聚教训(shēng jù jiào xùn )： 

词意：繁殖人口，积聚物力，教育人民，训练士兵。指失败后努力积蓄力

量，力求富国强兵之道。 

食不二味(shí bù èr wèi)： 

词意：吃饭时不吃两种菜肴。指饮食方面俭朴。 

视民如伤(shì mín rú shāng)： 

词意：形容帝王、官吏极其顾恤民众疾苦。 

一成一旅(yī chéng yī lǚ)： 

词意：方圆十里作为一成，人数五百作为一旅。后指以微弱的力量战胜敌

人。 

《哀公二年》： 

素车白马(sù chē bái mǎ)： 



词意：指办丧事或有凶险事时用的车马。 

《哀公六年》： 

腹心之疾(fù xīn zhī jí)： 

词意：要害之处的疾患。比喻致命的严重祸患。 

后悔莫及(hòu huǐ mò jí)： 

词意：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悔之无及(huǐ zhī wú jí)，也作——悔之莫及： 

词意：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哀公七年》： 

曹社之谋(cáo shè zhī móu)： 

词意：指谋划灭亡他人国家的阴谋。 

断发文身(duàn fà wén shēn)，也作——文身断发： 

词意：把头发剪短，在皮肤上刺上花纹。古代吴越一带的风俗。传说可以

避免水中蛟龙为害。 

《哀公八年》： 

唇亡齿寒(chún wáng chǐ hán )： 

词意：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比喻双方关系密切，利害相关。 

《哀公十一年》： 

良禽择木(liáng qín zé mù)： 

词意：好鸟选择好的树木来栖息。比喻贤能之人要选择好地方发挥才干。 



《哀公十二年》： 

地主之谊(dì zhǔ zhī yì)： 

词意：指住在本地的人对外来客人尽自己的情谊。 

心腹之患(xīn fù zhī huàn)： 

词意：比喻隐藏在内部或危害极大的祸患。 

《哀公十三年》： 

庚癸之呼(gēng guǐ zhī hū)： 

词意：用谷水代饮食。用作向人乞粮告贷的隐语。 

《哀公十七年》： 

执牛耳(zhí niú ěr)： 

词意：古代诸侯歃血为盟，割牛耳取血，盛牛耳于珠盘，由主盟者执盘，

因而将主盟者称作“执牛耳”。后泛指在某一方面居领先或领导地位。 

《哀公二十五年》： 

食言而肥(shí yán ér féi)： 

词意：说话不算数，只图私利。 

《成公二年》： 

背城借一(bèi chéng jiè yī)，也作——背城一战[常与“收合余烬”、“收拾余烬”

连用。][“背城借一”多用于书面语，强调在自己城下与敌人决一死战。“背水一战”

多用于口语，也用于书面语，强调没有退路，只能与敌人决一死战。]： 

词意：背向城墙，依仗最后一站来决定胜败。指与敌决一死战。 



擐甲执兵(huàn jiǎ zhí bīng)： 

词意：身穿铠甲，手拿兵器。形容准备战斗。 

灭此朝食(miè cǐ zhāo shí)： 

词意：形容斗志坚决，急于求取胜利。 

无能为役(wú néng wéi yì)： 

词意：不能够做好某一件事。 

余勇可贾(yú yǒng kě gǔ)： 

词意：指还有剩下的勇力可以卖给别人。表示力量没有没有用尽。 

《成公三年》： 

死且不朽(sǐ qiè bù xiǔ)： 

词意：指人死了但功迹不可磨灭。 

《成公六年》： 

不安其位(bù ān qí wèi)： 

词意：不安心于职守，谓想离职他去。 

《成公七年》： 

疲于奔命(pí yú bēn mìng)： 

词意：原指因奉命到处奔走而搞得筋疲力尽。后指忙于奔走应付，而搞得

非常疲劳。 

《成公八年》： 

从善如流(cóng shàn rú liú)： 



词意：听从好的意见或建议，就像水顺流而下一样迅速。形容乐于接受别

人的正确意见。 

《成公十年》： 

病入膏肓(bìng rù gāo huāng)，也作——病入骨髓、病染膏肓[常与“不可救药”、

“尽在旦夕”等连用。]： 

词意：古代称心尖脂肪为“膏”，心脏与膈膜之间为“肓”，是指药力不到之处。

原指病情危重，无法救治。后也比喻事态严重，无可挽回。 

二竖为虐(èr shù wéi nüè)： 

词意：指病魔缠身。 

二竖为灾(èr shù wéi zāi)： 

词意：二竖：两个小孩。这里指病魔。比喻疾病侵害身体。 

膏肓之疾(gāo huāng zhī jí)： 

词意：指危急严重的病症。比喻切中要害的缺点。 

《成公十三年》： 

戮力同心(lù lì tóng xīn)，也作——戮力齐心、戮力一心： 

词意：同心合力。 

同好弃恶(tóng hǎo qì è)： 

词意：抛弃怨恨和成见，相互仍然像以前那样友好。 

痛心疾首(tòng xīn jí shǒu)： 

词意：形容痛恨到极点或极为悲愤、伤心。 



惟利是视(wéi lì shì shì)，也作——惟利是从、惟利是求： 

词意：一心只求私利，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不顾。 

《成公十四年》： 

惩恶劝善(chéng è quàn shàn)： 

词意：惩罚邪恶，劝勉人心向善。 

《成公十五年》： 

盗憎主人(dào zēng zhǔ rén)，也作——盗怨主人： 

词意：盗贼憎恨被盗的主人。比喻奸邪的人憎恨正直的人。 

直言贾祸(zhí yán gǔ huò)： 

词意：指说话坦率会招来灾祸。 

《成公十六年》： 

好整以暇(hào zhěng yǐ xiá)： 

词意：形容既严肃整齐又从容不迫。 

甚嚣尘上(shèn xiāo chén shàng)： 

词意：人声喧嚷，尘土飞扬。原形容军中忙于备战的状态。后形容消息普

遍流传，议论纷纷。多指反动或错误言论非常嚣张。 

政出多门(zhèng chū duō mén)： 

词意：指政令不统一。常由许多部门发生，说明国家权力分散。 

《成公十八年》： 

不辨菽麦(bù biàn shū mài)： 



词意：分不清豆子和麦子。形容愚昧无知，或缺乏实际生产知识。 

《成功四十年》： 

劝善惩恶(quàn shàn chéng è)： 

词意：鼓励善良的，惩罚邪恶的。 

《定公四年》： 

封豕长蛇(fēng shǐ cháng shé)： 

词意：比喻贪婪凶暴的人。 

秦庭之哭(qín tíng zhī kū)： 

词意：对城墙哭泣。指向异国请求援助，乞求救兵。 

违强陵弱(wéi qiáng líng ruò)： 

词意：躲避强大的，欺侮弱小的。 

啧有烦言(zé yǒu fán yán)： 

词意：形容互相责备，争论不一。 

《定公六年》： 

知难而进(zhī nán ér jìn)： 

词意：明知困难，却不后退。即迎着困难上。 

知难而行(zhī nán ér xíng)： 

词意：明知困难而仍然去做。 

《定公十三年》： 

久病成医(jiǔ bìng chéng yī)： 



词意：长期患病，因此也懂得了一些药性和医疗方法。比喻在某方面经历

得多了，外行也变成了内行。 

三折肱，为良医(sān zhé gōng，wéi liáng yī)： 

词意：多次折断胳膊，也就成为一个好医生。比喻对某事实践多，经验丰

富，造诣就会精深。 

《定公十五年》： 

生死存亡(shēng sǐ cún wáng )： 

词意：生存或死亡。比喻情势极其危急，到了最后关头。 

《桓(huán)公二年》： 

民不堪命(mín bù kān mìng)： 

词意：暴政使人不能忍受，百姓负担沉重，不堪生活。 

《桓(huán)公六年》： 

民和年丰(mín hé nián fēng)，也作——民和年稔(rěn)： 

词意：百姓和顺，年成丰收。 

齐大非偶(qí dà fēi ǒu)： 

词意：齐国强大，郑国弱小，齐国国君的女儿不是相称的配偶。后指对方

位高权大，不敢高攀。 

善自为谋(shàn zì wéi móu)： 

词意：善于为自己打算。 

《桓(huán)公十年》： 



怀璧其罪(huái bì qí zuì)，也作——怀璧之罪： 

词意：怀中带有美玉，因而致祸。比喻人因多财而招来祸患。后也比喻因

有才能而遭嫉妒迫害。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pǐ fū wú zuì，huái bì qí zuì)： 

词意：指珍宝可能给无罪的人带来灾祸。 

《桓(huán)公十二年》： 

城下之盟(chéng xià zhī méng)： 

词意：在敌人大军压境或兵临城下时被迫签订的屈辱性和约。也泛指一般

性的协议或协定。 

《桓(huán)公十三年》： 

趾高气扬(zhǐ gāo qì yáng)： 

词意：高高举步，神气十足。形容骄傲自大、得意忘形的样子。 

《闵(mǐn)公元年》：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qìng fù bù sǐ，lǔ nàn wèi yǐ)： 

词意：庆父不死，鲁国的祸乱就不会平息。比喻不把制造内乱的罪魁祸首

清除掉，就得不到安宁。 

宴安鸩毒(yàn ān zhèn dú)，也作——燕安鸩毒： 

词意：贪图安逸享乐如同饮毒酒自杀一样致命、有害。 

《闵(mǐn)公二年》： 

爱鹤失众(ài hè shī zhòng)： 



词意：比喻因小失大。 

老鹤乘轩(lǎo hè chéng xuān )： 

词意：比喻无用之人滥充官位。 

《文公元年》： 

蜂目豺声(fēng mù chái shēng)： 

词意：像毒蜂一样鼓出的眼睛，像豺狼一样的叫声。形容面目凶恶，声音

可怖。 

《文公三年》： 

济河焚舟(jì hé fén zhōu)： 

词意：渡河之后烧毁船只。表示死战的决心。 

《文公五年》： 

华而不实(huá ér bù shí)： 

词意：只开花，不结果。比喻徒有其表，言过其实。也比喻外表华丽而内

容空虚。 

《文公七年》： 

夏日可畏(xià rì kě wèi)： 

词意：害怕夏天的太阳。比喻人严厉可畏，不易接近。 

言犹在耳(yán yóu zài ěr)： 

词意：说过的话好像还在耳边。 

《文公十七年》： 



铤而走险(tǐng ér zǒu xiǎn)： 

词意：因无路可走而采取冒险行动。 

畏首畏尾(wèi shǒu wèi wěi)： 

词意：前也怕，后也怕。形容瞻前顾后、疑虑很多的畏怯样子。 

无以复加(wú yǐ fù jiā)： 

词意：没有可以再增加的了。形容达到极点。 

《文公十八年》： 

世济其美(shì jì qí měi)： 

词意：后代继承前代的美德。 

《僖(xī)公四年》： 

风马牛不相及(fēng mǎ niú bù xiāng jí)： 

词意：马牛不同类，不会因雌雄相诱而贴近。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问诸水滨(wèn zhū shuǐ bīn)： 

词意：比喻不承担责任或两不相干。 

《僖(xī)公五年》： 

唇齿相依(chún chǐ xiāng yī)： 

词意：嘴唇牙齿相互依存。比喻关系极为密切，利害与共。 

辅车唇齿(fǔ chē chún chǐ)： 

词意：比喻紧密相关、互相依存的事物。 

辅车相依(fǔ jū xiāng yī)： 



词意：比喻事物之间相互依存。 

假途灭虢(jiǎ tú miè guó)： 

词意：泛指先借路使用，其后顺便将之灭亡的策略。 

一国三公(yī guó sān gōng)： 

词意：一个国家三个君主。比喻政令出于多方，权力不统一，使人不知所

从。 

《僖(xī)公六年》： 

面缚舆榇(miàn fù yú chèn)： 

词意：两手反绑，车载空棺。表示不再抵抗，请求受刑。 

《僖(xī)公七年》： 

予取予求(yú qǔ yú qiú)： 

词意：指从我这里求取。后也指任意求取、取索无厌。 

《僖(xī)公九年》： 

股肱之力(gǔ gōng zhī lì)： 

词意：大腿和胳膊的力量。形容全力以赴。 

弱不好弄(ruò bù hǎo nòng)： 

词意：年幼时就不爱玩耍。 

送往事居(sòng wǎng shì jū)： 

词意：指埋葬死人，奉养活人。 

天威咫尺(tiān wēi zhǐ chǐ)： 



词意：帝王的威严就在眼前。 

言归于好(yán guī yú hǎo)： 

词意：指重新和好。 

以死继之(yǐ sǐ jì zhī)： 

词意：指不惜一死来继续干到底。表示决心极大，不可动摇。 

知无不为(zhī wú bù wéi)： 

词意：凡是知道应该做的都尽力去做。 

咫尺天涯(zhǐ chǐ tiān yá)： 

词意：比喻虽然近在咫尺，但很难相见，就像远在天边一样。 

《僖(xī)公十年》： 

币重言甘(bì zhòng yán gān)： 

词意：礼物丰厚，言辞美妙动听。指有意识地讨好笼络别人。 

何患无辞(hé huàn wú cí)[常与“欲加之罪”连用。]： 

词意：哪里还怕找不到言词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yù jiā zhī zuì，hé huàn wú cí)： 

词意：要想加罪于人，不愁找不到罪名。指随心所欲地诬陷人。 

《僖(xī)公十三年》： 

救灾恤邻(jiù zāi xù lín)： 

词意：救援灾荒，周济邻国。 

险阻艰难(xiǎn zǔ jiān nán )： 



词意：指山川艰险梗塞。比喻人生道路上所遭受的艰险挫折。 

《僖(xī)公十四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pí zhī bù cún，máo jiāng yān fù)，也作——皮之不存，

毛将安傅： 

词意：皮没有了，毛长到哪里去呢？比喻人或事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就无法存在。 

幸灾乐祸(xìng zāi lè huò)： 

词意：对别人遭受灾祸感到庆幸、高兴。 

《僖(xī)公十五年》： 

戴天履地(dài tiān lǚ dì)： 

词意：头顶着天，脚踏着地。指人生存于天地之间，立身处世。后多指感

受天地的无私而行动谨慎，不敢逾越本分。 

甘拜下风(gān bài xià fēng)，也作——甘伏下风： 

词意：比喻自认不如，甘居下位。 

外强中干(wài qiáng zhōng gān)： 

词意：表面强大，实质虚弱。 

有死无二(yǒu sǐ wú èr)： 

词意：宁可死亡，也不作另外的打算。形容意志坚定，始终如一，至死不

变。 

《僖(xī)公二十二年》： 



蜂虿有毒(fēng chài yǒu dú)： 

词意：蜂虿之类的小动物，它的毒也可伤人。比喻不能轻视有害的小事物。 

金鼓齐鸣(jīn gǔ qí míng)： 

词意：金钲(zhēng)和战鼓一起响起。指古代军队演习、作战时敲钲(zhēng)

擂鼓，助长声威。 

《僖(xī)公二十三年》： 

四方之志(sì fāng zhī zhì)： 

词意：指远大的志向。 

退避三舍(tuì bì sān shè)： 

词意：原指与地方作战时军队后撤一定的距离，斗智不退让。后比喻对人

让步，避免冲突。也比喻自己不敢跟人相比。 

行将就木(xíng jiāng jiù mù )： 

词意：指快要死了。 

子女玉帛(zǐ nǚ yù bó)： 

词意：原指人和财物。后专指财产、财物。 

《僖(xī)公二十四年》： 

贪天之功(tān tiān zhī gōng )： 

词意：原指把天大的功劳归于自己。比喻把别人的功劳占为己有。 

《僖(xī)公二十六年》： 

有恃无恐(yǒu shì wú kǒng)： 



词意：因为有所倚仗而无所畏惧。 

《僖(xī)公二十八年》： 

备尝艰辛(bèi cháng jiān xīn )： 

词意：任何困苦都经历过。 

表里山河(biǎo lǐ shān hé)： 

词意：泛指高山大河。也指一面依山，一面临河。形容地势险要。 

艰难险阻(jiān nán xiǎn zǔ)： 

词意：指行进中的艰险阻碍。也借指所经历的险阻。 

降格以求(jiàng gé yǐ qiú)： 

词意：降低标准来寻求或要求。 

降心以从(jiàng xīn xiāng cóng )，也作——降心相从： 

词意：指委屈自己的心意去顺从别人。 

莫予毒也(mò yú dú yě)： 

词意：没有谁能危害我了。指因除掉了敌对的人或事，有了安全感。现也

指没有谁能把我怎么样。 

人莫予毒(rén mò yú dú)： 

词意：没有谁能伤害我。形容妄自尊大，目空一切。 

师直为壮(shī zhí wéi zhuàng)： 

词意：形容为正义而战的军队，士气旺盛，所向无敌。 

天诱其衷(tiān yòu qí zhōng)： 



词意：指上天给他开导，使他领悟悔改。 

《僖(xī)公三十年》： 

东道主(dōng dào zhǔ)： 

词意：东方路上的主人。泛指主人。 

《僖(xī)公三十二年》： 

北门锁钥(běi mén suǒ yuè)，也作——北门管钥： 

词意：借指北方军事重镇或担任守御重任的人。 

劳师袭远(láo shī xí yuǎn)： 

词意：出动军队袭击远方的敌人。多指冒险的军事行动。 

墓木已拱(mù mù yǐ gǒng)： 

词意：坟地里栽的树已有两手合抱那么粗了。用以感叹时光流逝，人死已

经很久了。 

《僖(xī)公三十三年》： 

敌不可纵(dí bù kě zòng)： 

词意：对敌人不能放纵。 

卷甲束兵(juàn jiǎ shù bīng )[晋·杜预注。]： 

词意：卷起铠甲，收起兵器。表示停止战争。 

厉兵秣马(lì bīng mò mǎ)，也作——秣马厉兵、秣马利兵： 

词意：磨好兵器，喂饱战马。形容积极作好战斗准备。现也比喻做好各种

准备工作，迎接某项行动的到来。 



牛饩退敌(niú xì tuì dí) [成语典故出自本篇。成语原文出自南朝·宋·范晔《后

汉书·张衡传》。]： 

词意：指用智谋迫使敌人退兵。 

只轮不返(zhī lún bù fǎn)： 

词意：连战车的一只轮子都未能返回。比喻全军覆没。 

《襄公二年》： 

非异人任(fēi yì rén rèn)： 

词意：形容不是别人的责任。表示某事应由自己负责。 

《襄公三年》： 

祁奚之举(qí xī zhī jǔ)： 

词意：像祁奚那样出以公心，不避亲仇，能为国荐贤。 

《襄公八年》： 

河清难俟(hé qīng nán sì)： 

词意：传说黄河千年一清，很难等待。比喻时日太久，愿望难以实现。 

俟河之清(sì hé zhī qīng)： 

词意：等待黄河水变清澈。原指希望国家统一。现形容事情很难成功。 

悉索敝赋(xī suǒ bì fù)： 

词意：指收尽本国全部的兵力。 

臭味相投(xiù wèi xiāng tóu)[现多读作：chòu wèi xiāng tóu]： 

词意：因脾气、性格、思想作风、兴趣情调相同而合得来，跟“气味相投”



相通。 

杖莫如信(zhàng mò rú xìn)： 

词意：可仗恃的莫过于守信用。 

《襄公九年》： 

口血未干(kǒu xuè wèi gān)： 

词意：比喻立盟不久就背弃盟约。 

《襄公十年》： 

不逞之徒(bù chěng zhī tú)： 

词意：因失意而为非作恶的人。 

众怒难犯(zhòng nù nán fàn)： 

词意：众人的愤怒不可冒犯。表示不可以做群众不满意的事情。 

专欲难成(zhuān yù nán chéng)： 

词意：不顾其他，只考虑个人欲望，事情难办成。 

《襄公十一年》： 

居安思危(jū ān sī wēi)，也作——处安思危： 

词意：处在安逸的环境里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难。 

《襄公十四年》： 

奉若神明(fèng ruò shén míng)，也作——奉为神明： 

词意：像迷信的人崇拜神灵一样去敬奉某人或某物。形容对某人或某物极

其尊崇。 



甘棠之爱(gān táng zhī ài)，也作——甘棠之惠： 

词意：指对官吏的爱戴。 

狐裘羔袖(hú qiú gāo xiù)： 

词意：用羊羔皮给狐皮袄做袖子。比喻整体很好，局部略有不足。 

掎角之势(jǐ jiǎo zhī shì)，也作——犄(jī)角之势： 

词意：原指从两方面夹攻敌人。现比喻战争中互相配合、夹击敌人的态

势，或分出一部分兵力以牵制敌人。 

敬若神明(jìng ruò shén míng)： 

词意：尊敬对方像敬重神灵一样。 

马首是瞻(mǎ shǒu shì zhān)： 

词意：原指古代作战时士卒看着主将的马头决定进退的方向。后比喻行

动服从指挥或按他人意图行事。 

《襄公十六年》： 

朝不及夕(zhāo bù jí xī)： 

词意：早晨不能顾到晚上。形容处境困窘或岌岌可危。 

《襄公十八年》： 

南风不竞(nán fēng bù jìng)： 

词意：南方的音乐声调柔弱低沉，不强劲。原比喻楚国军队士气不振，

没有战斗力。后泛指竞争力不强，失利或势弱。 

《襄公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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