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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关系疏远或没有关系。“就连和东方文化八竿子打不着的

情人节、愚人节，也大有席卷华夏之势。”（《齐鲁晚报

》2003/1/30）“几万字的文字也能做成三五百页的大书，一

些书的图和文八竿子打不着，配得莫名其妙，文不够图来凑

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厦门晚报》2003/12/31） 2．拔出

萝卜带出泥。比喻一个犯罪分子的落网，带动了另一个犯罪

分子的暴露。“共同犯罪，特别是重大经济犯罪，案犯之间

盘根错节，每个案犯的存在都以其他案犯为条件。借用‘拔

出萝卜带出泥’的说法，他们互为萝卜，又互为泥土。在这

种情况下，‘拔出萝卜带出泥’就不可避免。”（《中国青

年报》2001/9/20） 3．饱汉不知饿汉饥。比喻不能设身处地为

有困难的人着想。“一个法国人曾挺疑惑地问我，你们中国

人为什么老把忙挂在嘴边，简直是不懂得享受生活，我没搭

理他，因为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国情是虚位待人，我

们的国情是多人待一位。”（《春城晚报》2003/6/5）“或者

是他们饱汉不知饿汉饥，不知道民工等着这钱去治病救命，

等着这钱给儿子交学费。”（新华网2003/12/16） 4．不管白

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形象化表述

。“这次深圳市有关方面之所以安排曾在中国证券市场翻云

覆雨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出山，标准也就是这一条，‘不管白

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上海证券报》2002/7/2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著名



的‘猫论’，是对生产力标准的一种形象化表述。”（《大

连日报》2002/8/20） 5．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一切；不问是

非情由。“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鲁迅《拿来主义》）“法海和尚见许仙不答应，就不管三七

二十一，把他关了起来。”（《西湖民间故事白娘子》） 6

．不要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告诫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等时不

要孤注一掷，要多留几条后路。“营销专家告诫说，‘不要

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否则一旦市场突然发生变化

，企业就可能因产品的崩溃而元气大伤。”（《销售与市场

》1997/12）“‘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大家所熟知

的经典投资理念，主旨是强调分散风险。”（《中国经营报

》2002/9/16） 7．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与6近似，也有遇到

困境后应有所变通，不要固执一种选择。“媒体不如多宣传

一下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一定是考上大学才有出路。让家长

和考生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中

国教育报》2001/5/30）“孙伯渊知道马宝山非常能干，有一

次跟他说，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另

谋发展。”（《北京晚报》2004/1/26） 8．闭塞眼睛捉麻雀。

比喻盲目地办事情。“‘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

，粗枝大叶⋯⋯还在我们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毛

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9．唱白脸。白脸：京剧中的

反派角色。指扮演反面的角色，对事情采取尖酸苛刻的态度

。“记得有一次妈妈生病了，她都坚持要我背乘数表，背不

出就不准我吃饭。妈妈唱白脸，爸爸就唱红脸，所以当时我

更喜欢爸爸多一点。”（四川在线2003/8/13） 10．唱对台戏

。比喻采取与对方相反的行动，或有意搞垮对方。“半岛电



视台：同西方唱对台戏”（《解放日报》2001/12/28） 11．唱

高调。说不切实际的漂亮话；说得好听而不去行动。“值得

注意的是，在道德问题上我们似乎总是陷入一种误区：唱高

调的受到赞扬，说实话的遭到贬损；唱高调的得到好处，说

实话的丢掉实惠。”（《大连日报》2002/4/8）“大凡贪官都

喜欢唱高调而且是反腐倡廉的高调。究其缘由，一为恐慌，

二为掩饰。”（新华网2003/6/27） 12．唱空城计。比喻掩饰

自己力量空虚、骗过对方的方法；比喻某单位的人员全部或

大部不在；形容肚子饿。“在春运安全最关键时刻，南充两

个乡镇党委、政府竟关门闭户，无人上班值班。昨日记者从

南充市有关部门获悉，两个唱‘空城计’的乡镇党委书记受

到停职检查处理。”（《华西都市报》2004/1/29）“难怪肚

子大唱空城计，原来该吃晚饭了。”（席娟《我就是赖定你

，怎样？！》） 13．唱主角。比喻担负主要任务或在某方面

起主导作用。“百兽联欢猴子唱主角”（《文汇报2004/1/21

》）“京城百姓拜年短信唱主角 一小时发送一千万条”

（2004/1/30） 14．炒鱿鱼。鱿鱼一炒就卷起来，像是卷铺盖

，比喻解雇、撤职。“就业问题时常困扰着大家。没工作的

人找工作，有工作的人又存在着随时被炒鱿鱼的危险。”（

千龙网2003/11/3）“韩亲美外长被炒鱿鱼 可能暗示韩对美政

策有变”（《文汇报》2004/1/16） 15．撑场面。指维护表面

的排场；维护体面。“因为资金紧缺的原因，将于今日开幕

的第六届长春电影节走到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境地。虽然开幕

式闭幕式请来了不少港台明星撑场面，但真正唱主角的电影

人却寥寥无几。”（《北京娱乐信报》2002/8/23） 16．吃不

了兜着走。比喻某人行为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大贪污犯



谢鹤亭伏法 鲸吞千万元吃不了兜着走”（《法制日报

》2000/10/14）“没有证据就是诽谤，我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中华网2001/12/25） 17．吃错药。比喻说话办事有违常理

。“头一两天我老在后悔，放着明媚秀丽的桂林不要，偏偏

跑到这来活受罪，真是吃错药！”（《广西师范大学报

》2004/1/10） 18．吃小灶。比喻享受到特殊照顾。“美经济

学家提醒中国外贸：‘吃小灶’不足取 以长期补贴刺激出口

会破坏经济平衡“（《中华工商时报》2000/11/9）“青岛队

主教练汤乐普根据这种情况，决定让这员‘新丁’吃小灶，

先单练一周，然后再随队训练。”（《球报》2004/1/5） 19．

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比喻不好的东西迟早要让人知道。“

而交楼标准与销售时的承诺无法兑现的问题则多数因为开发

商在销售时的宣传广告过分夸大和美化了自己的项目。这样

虽然可以使销售周期缩短，资金回收加快，但这种短期行为

却为今后的交房酝酿了极大的风险隐患。因为，‘丑媳妇’

早晚是要见‘公婆’的。”（《北京青年报》2001/11/29） 20

．穿小鞋。比喻暗中报复人，刁难人。“谁谁再也不穿小鞋

了，因为那个靠帮派势力上台的党委书记被撤了职⋯⋯”（

张洁《沉重的翅膀》）“道理明摆着，不去‘祝贺’一下，

把自来水公司得罪了，以后给你‘穿小鞋’，经常停水，有

你受的。”（新华网2004/1/6） 21．闯红灯。比喻超越法现有

的规则办事。“‘别闯红灯’，这不仅是对我们党政领导干

部提出的要求，对于我们体育健儿来说，同样要从平时的一

点一滴做起，使自己树立‘别闯红灯’的意识。”（人民

网2003/4/17）“但不闯‘红灯’基本上就不存在特区，所谓

的特区就是有改革的试验权，所谓改革的试验权就是‘闯红



灯’的权力，在体制上‘闯红灯’的权力，改革就是一种违

规，不违规就没有改革。”（东莞商务网2003/12/19） 22．此

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条路走不通，还可以走另一条路

；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目标。“祥子明知道上工辞工是常

有的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舍《骆驼祥子》

）“在国民党统治下，经济凋敝，毕业即失业情况尤甚，于

是在读书人里和在市民中一样，流行着‘此处不留爷，自有

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民谣。“（《世纪学

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23．打官腔。指说些

官场上的辞令、口吻，或用冠冕堂皇的话来应付、推托或责

难别人。“听报告、看文件以及在新闻媒体中，常见某些领

导干部‘打官腔’。”（《大连日报》2002/10/12）“儿女同

父母说话，没有听说打官腔的，因为父母是长辈、是亲人。

党政干部是人民公仆，讲话发言，与群众交流思想，不能打

官腔。”（《人民日报》2003/8/12） 24．打水漂。比喻白白

投入而没有收获。“大赤包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向来不肯

把余钱打‘水漂儿’玩。”（老舍《四世同堂》）“致富心

切上了当 四十万元打水漂。”（《云南日报》2003/7/6） 25

．打退堂鼓。比喻办事中途退缩。“伏明霞：临阵又打退堂

鼓”（《体育界》2001/11）“周先生，项目做了一半，你们

公司就要打退堂鼓吗？”（《汉语熟语学习手册》，北京大

学出版社） 26．打小报告。“学习委员在班主任面前打小报

告，排挤他人以谋得班长的宝座。”（余秋雨《霜冷长河》

）“告密又称作‘打小报告’，一度非常流行。”（《博览

群书》2001/3） 27．打预防针。比喻提前打招呼，作好思想

准备，以防患于未然。“公务员上岗先打‘预防针’”（《



检察日报》2003/6/28）“先打预防针 大学生热衷‘提前职业

化’”（《北京人才市场报》2003/8/27） 28．打圆场。调解

纠纷，缓和矛盾。“每次对某件事物口无遮拦地进行炮轰完

后，崔永元总是能够出人意外的打圆场。”（《青年时报

》2004/1/4）“开会时，常常遇到老板不满意某位同事的报告

或观点，或会议进行一半时，同事因意见不同而造成尴尬的

气氛。身为与会者的你，该怎么打圆场，好打破僵局，继续

进行会议呢？”（《粤港信息日报》2004/1/17） 29．大气候

。比喻出现在较大范围的某种政治、经济形势或思潮。“湖

北大学引进博士群形成大气候”（《光明日报》2002/10/25）

“乒坛‘三小虎’何时能成大气候”（《北京晚报

》2003/5/24） 30．大水冲了龙王庙。比喻自家人损害自家人

。“大水冲了龙王庙 宿州派出所无辜抓走海关警察”（《中

国青年报》2003/11/19） 31．当面鼓对面锣。比喻面对面的谈

判或交换意见。“8个战士围成一圈，当面鼓对面锣地数落起

来，说得小符鼻尖上直冒汗。”（《解放军报》2000/8/16）

“报纸交流的局限是呆板、迟到；电视则是当面鼓、对面锣

，而且一般当面说的东西不会说得很深，这是人之常情。”

（《中国青年报》2004/1/1） 32．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比喻按

实际情况办事。“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今天人们

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能够在商场里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还

希望在购物的同时，获得精神享受，这就是今天的‘山’，

因此商家必须唱这个‘山’上的歌。”（《创造周刊

》2001/11/28）“与基层朋友打交道，使用最多的便是语言。

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要我们‘到什么山唱什么

歌’。”（《新闻战线》2002/3） 33．吊胃口。用好吃的东



西引起人的食欲，也比喻让人产生某种欲望或兴趣。“《军

歌嘹亮》三大悬念吊胃口”（《解放日报》2003/8/19）“李

永就是用这种‘吊胃口’的方法，迷惑着一个个善良女性的

心，一次次地玩弄着她们的身体，诈骗了她们35万余元的钱

财”（《北京晚报》2002/1/27） 34．定心丸。能使人情绪安

定的东西。“上海为民工办保险外来劳动力吃上‘定心丸’

”（《中国建设报》2003/2/25）“一位农民举着今年9月刚刚

换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说：‘农民有了‘定心丸’。”（

《法制日报》2003/11/6） 35．东方不亮西方亮。表示尚有选

择的空间。“鉴于各国对进口农产品的检测标准不一，我国

出口企业除花大力气提高农产品质量外，还应努力开拓新的

市场，‘东方不亮西方亮’。”（《农民日报》2002/6/11）

“这样的企业，即使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战略失误，在市场

竞争非常不充分的环境下，完全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

总可以探索到一条发展的路径。“（《经理世界》2003/24）

36．豆腐渣工程。形容质量低劣的工程建筑。“山西省制定

了一部从源头上消灭‘豆腐渣’工程的法规。这部法规，对

违规操作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其单位及个人应负的法律责

任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日报》2001/10/11） 37．干打雷

不下雨。“但我们发现，许多优惠政策是干打雷不下雨，真

正能落实的很少。”（《京江晚报》2003/1/17）“虽然国家

有关主管部门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违规车辆和违规厂家的查处

，但每次总是‘干打雷不下雨’，收到的实效有限。”（《

中国青年报》2003/12/19） 38．赶鸭子上架。比喻被迫去做不

得已的、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唐小山叹道：‘我一辈

子就是不想当大英雄，你偏逼我赶鸭子上架吗？’”（李凉



《暗器高手》）“某部一位领导要求机关各部门注意培养人

才，特别要注重培养那些能力尚弱的年轻干部，要‘赶鸭子

上架’，多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解放军报

》2000/6/13） 39．高不成低不就。指在选择事物或选择配偶

时，好的得不到，差的又不合心意。“她的眼睛长到脑门上

，东选西挑，高不成低不就，现在社会变了，她这个政治大

姑娘不值钱了⋯⋯”（蒋子龙《弧光》）“高不成低不就 医

学本科毕业生有点尴尬“（《楚天金报》2003/6/18） 40．高

姿态。指对别人宽容、谅解。“说话者并不真的认为自己作

错了事，只不过是表示一个‘高姿态’，缓和一下双方的矛

盾，这样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读者周刊

》2001/83） 41．滚雪球。比喻事物在原来的基础上数量越来

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信仰它和崇拜它的人就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反动派就是用流血屠杀的手段，也止不住共产

党这种如万马奔腾的发展趋势。”（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

城》）“银行存款怎样最划算？‘滚雪球’存钱法好”（《

北京青年报》2003/9/22） 42．过电影。形容对过去的事情一

幕幕地回顾。“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

思考问题。”（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把一些基本

数据、常用公式、重要定理‘过过电影’。”（中国高等教

育学生信息网2003/12/1） 43．过干瘾。形容个人的欲望表面

上接触了，实际上没有得到满足。“当然，想过干瘾的，未

必是坏人。与明星无缘的青年人，也有自费出个挂历什么的

，过把明星瘾的。”（《北京青年报》2000/5/27）“过了一

会儿，三人中的杨某终于‘鼓起’勇气，提议道：与其在这

里看电影过干瘾，不如照着片子中的情节，自己也来干一次



吧。”（《上海法治报》2003/6/10） 44．过五关斩六将。比

喻曾经值得骄傲的业绩，也比喻克服重重困难。“当初进公

司都是过五关斩六将，上下都看好，但为什么时间一长，态

度皆变，到后来要么是苦苦支撑，要么走人，有两次居然是

老板不留情面炒走的，这一切都是什么造成的？”（《心理

辅导》2003/6）“移植手术后，患者还要‘过五关斩六将’才

能保住生命。”（《羊城晚报》2003/12/2） 45．好了伤疤忘

了痛。比喻过上了舒心的日子就忘了过去的苦日子。“中国

有句俗话，谓之‘好了伤疤忘了痛’。但是，我们中的有些

人不仅健忘，而且麻木，竟至伤疤还未好就已经忘了痛。”

（《合肥晚报》2003/5/28）“吴仪:中国走出非典阴影 不能好

了伤疤忘了痛”（中新网2003/6/25） 46．海水不可斗量。比

喻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而加以低估。常与“人不可貌相

”连用。“招聘人才不是买蔬菜，挨个捏捏捡捡，照个大鲜

亮的拿。‘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种道理和事例

，用人单位自然明了。但怎么一到自己招聘人才时就犯了糊

涂呢？”（《光明日报》2001/4/11）“上小学时，每次考数

学总能获得好成绩，老师不止一次地表扬我。那时，我总是

暗暗高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嘛！”（《江淮晨报

》2004/1/13） 47．恨铁不成钢。恨某人不争气、不成材。多

用于对学生或子女，有时也用于对下属或公众人物。“相识

相交十多年，《新剧本》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对她的爱慕

之情长存心中，她对我的粗浅之作以诚相待，亦有恨铁不成

钢的遗憾。”（《新剧本》2002/2）“事后，政委又深入到基

层连队了解情况，发现在训练、管理中冷嘲热讽甚至辱骂战

士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一些带兵骨干却认为，自己并没有体



罚战士，只是因为恨铁不成钢才骂几句，没有什么大不了。

”（《解放军报》2002/5/19） 48．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自恃

某一外部条件优越而不思主观努力，用以批评一种因循守旧

思想。“有人说，如果宝马早一点放下‘皇帝女儿不愁嫁’

的架子，早几年进入中国，在中国设厂生产宝马车，那么，

宝马也许早已成为中国高档车市场的龙头老大。”（《人民

日报》2003/7/10）“自经济适用房登上舞台之日起，价格优

势，就使其始终处在‘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特殊地位。”（

《北京晨报》2003/12/26） 49．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比喻态度

强硬、要求强烈的单位或下属能得到更多的照顾。“俗话说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就中国民航业的现状来说，往往

是‘坏’孩子有奶吃。当破坏规则得到的糖果远远大于民航

总局的板子时，没有人愿意当乖孩子。”（《航空周刊

》2003/9/23）“记者最近在一些县市农村发现，少数学校在

教学楼、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危房改造中，有‘等、

靠、要’的思想和‘乱花钱’的倾向。有的地方怨天尤人，

抱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态度，一味请求上级倾斜，而

不是自力更生、积极主动想办法解决资金困难。”（新华

网2003/12/22） 50．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比喻抓住了次要的东

西而放弃了主要的东西。“TCL集团总结了自身在通信设备

市场的得失，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捡了

通信终端产品这个芝麻，而丢掉了通信系统产品这个西瓜。

”（天极网2002/9/10）“双语教学须因地制宜 不要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中国青年报》2003/10/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