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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出茅廬 

【釋義】 初次離開隱居的茅屋。語本《三國演義．第三九回》。後用「初出茅廬」比喻初

入社會，缺乏歷練。 

【近義】 初試啼聲，初露頭角，初露鋒芒，涉世未深 

【反義】 老成持重，老馬識途 

【典故】 《三國演義》記載了一段諸葛孔明出任劉備軍師的故事：東漢末年，天下紛亂，

有權勢的人各個擁兵自重各據一方。漢代宗室後裔劉備，也打著興復漢室的名號

起兵。屯兵新野時，劉備從徐庶口中得知，隱居在南陽隆中的諸葛亮很有才識，

去了三次，終於以誠意感動諸葛亮，答應出山幫助他打天下。這也就是劉備「三

顧茅廬」的經過。當時對於諸葛亮如此備受禮遇，遭到許多人側目，認為他並無

多大才能。在諸葛亮來到軍中不久，曹操派夏侯惇領十萬大軍來攻。由於兩方軍

力懸殊，形勢危急，諸葛亮於是利用博望坡地形狹小的特性和曹軍輕敵的心理設

下計謀。他指派趙雲為前部，交戰時佯裝打不過，引夏侯惇的軍隊深入博望坡，

趁機發動火攻，事先埋伏在一旁的軍隊再一擁而上。夏侯惇果真中計，等到發現

不對勁時已經來不及，結果士兵死傷慘重，劉備軍隊大獲全勝。《三國演義》的

作者並以一首詩來形容諸葛亮：「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揮如意笑談中。直須驚破

曹公膽，初出茅廬第一功。」藉此來讚揚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才出山就立下功勞。

後來「初出茅廬」這句成語就從這裡演變而出，用來比喻初入社會，缺乏歷練。 

【用法】 比喻初入社會，缺乏歷練。用在「毫無經驗」的表述上。 

【例句】 1. 我雖然初出茅廬，缺少經驗，卻有一股學習的熱誠。 
 2. 當時我初出茅廬，對行裡的規矩根本不清楚。 

 
 

 人面桃花 
【釋義】 女子容貌美麗，可與桃花爭豔。語出唐．崔護〈題都城南莊〉詩。後亦用「人面

桃花」形容景色依舊，而人事已非的感傷。亦作「桃花人面」。 

【典故】 「人面桃花」這句出自唐代詩人崔護〈題都城南莊〉詩。崔護，字殷功，博陵（今

河北安平縣）人，貞元十二年進士，官嶺南節度使。《太平廣記》中有一則關於

他作此詩的故事：崔護在中進士前的某年清明節，獨遊長安城南，看見一座桃花

盛開的農莊，他上前去叩莊院的大門，想要討杯水酒來解渴。出乎意料的，一位

姿色非凡、豔如桃花的女子開門接待。第二年的清明節，崔護情不自禁地前往尋

訪那位女子。桃花依舊，但大門深鎖，芳蹤杳然。崔護失望之餘，在門扉題上「人

面桃花相映紅」的詩句，以記那位姿色非凡的女子。後來「人面桃花」演變為成

語，除可形容女子容貌美麗外，也被用來形容景色依舊，而人事已非的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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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一、女子容貌美麗，可與桃花爭豔。用在「美麗動人」的表述上。 

【例句】 1. 春到陽明，人面桃花相映紅，畫面豔麗極了！ 

 2. 那年在春天，小徑上與她相遇，朱脣皓齒，人面桃花的印象，多年難忘。 

【用法】 二、形容景色依舊，而人事已非的感傷。用在「悲淒感傷」的表述上。 

【例句】 1. 舊地重遊，景物未改，人事已非，頗有人面桃花之感。 

 2. 戰後他回到家園，但意中人已不知去向，不免興起人面桃花的感嘆。 

 

 

 題都城南莊 詩  崔護         文  新唐人電視台：天韻舞春風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去年的這個時節，在春深似海的桃花林中，在掩映半開的柴扉裡，我看到了她。美

麗的花光染紅了她那嬌羞的容顏，和綽約多姿的花影互相輝映著，令人驚豔而無法自已。

匆匆的一年過去了，春光還是爛漫，桃花依舊盛開，暖洋洋的東風，還是吹拂著人的臉

頰，然而她卻已不知何處去了。失去了她的桃花林，空自對著春風展露著笑顏，景色也

依舊美豔，但是啊！所有的一切已是人事全非了，此情此景，更加深了心中無限的悵惘。 

崔護，字殷功。歷史上對他的記載甚少，只知他是唐朝德宗貞元年間的進士，官至

嶺南節度使。他本人的事蹟流傳不多，但他卻因為作了一首七言絕句：「題都城南莊」而

留名千古，至今仍是傳誦不息，歷久不衰。這首七言絕句，自然樸實，流暢率真，而詩

中「人面桃花」的句子，到現在，依然是形容「景色依舊，人事全非」的經典名句。關

於這首詩還有一個傳奇的故事。 
話說崔護是唐德宗時期的一位書生。他出身於書香世家，才氣很高，而性情卻孤傲

不群。有一年的三月，在桃花盛開的時節裡，他獨自在長安的郊外踏青尋春。一路上楊

柳花飛、鶯啼燕啁，真像是走在了畫中。他漫行著，不覺走近了一處位於桃花林中的人

家，他上前叩門討水喝，應門的是一個妙顏如花，神韻天成的少女，兩人在對答中，早

已一見鍾情，互相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到了第二年的清明時節，崔護難忍思念之情，又重到舊地去尋訪故人。卻只見柴扉

緊閉，不知佳人何在？他在無限的惆悵中，就於門上題下了這首膾炙人口的詩：「去年今

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幾天後，崔護難忍懸念之情，又重到舊地尋訪。正當他要敲門時，忽然有一個老者

走了出來，問說：「你是崔護嗎？」崔護答是。老者就哭著說：「你害死我女兒了！」崔

護驚嚇得講不出話來。老者接著說：「我女兒從小就知書達禮，從不讓人操心。但自從去

年以來，卻常常精神恍惚，若有所失。前幾天我們從外頭回來，她看到門扉上題的詩後，

就神思渙散，一病不起，從此水米未進，幾天之內就死了。這不就是你殺她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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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護也悲慟異常，請求入內致哀。進去一看，女孩兒還躺在床上呢！崔護把她的頭

扶起來，枕在自已的腿上，輕輕的撫摸著她的頭髮，哭著說：「我來了！我來了！」不一

會兒，女孩兒竟慢慢的睜開眼睛，活過來了！老者大喜過望，隨即為他倆舉辦了婚禮，

這真的「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啊！就像《紅樓夢》第五十七回中，薛姨媽說的：

「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

絲把這兩個人的腳拴住，憑你兩家隔著海，隔著國，有世仇的，也終久會作了夫婦。若

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  
這首〈題都城南莊〉以及崔護的故事，使得明媚的桃花林，也染上了似夢似真的色

彩。唐朝人也是深愛桃花的，像大明宮中，就種著大量的桃樹，每逢春日花開的時候，

真是一片燦爛，美如紅霞。詩人杜甫就有「九重春色醉仙桃」的句子。其他像李白的「桃

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維的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等

句子，都優美至極，令人嚮往。 
唐朝人喜愛桃花，以桃花入詩，不僅是因為桃花明媚，桃林春景如煙，更因為「桃

花」往往是和「桃花源」聯想在一起的。「桃花源」，就是人們理想中的淨土、仙境的象

徵。由於晉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記」，描繪出了一個經典的理想世界，從此「桃花」和

「美好的追尋」就畫上等號了。就像是「桃花源記」中說的：「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

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因為漁人心中無求，自然而然的，就「忘」了路之遠近，

而找到桃花源的入口了。 
桃花是多彩繽紛的，春深似海的桃林是美麗的，這些人間的好風景，也許通過追求

是可以得到的。但是理想中的「桃花源」，就不是能夠求來的了。在〈桃花源記〉中，漁

人所看到的桃花林，是「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象徵的就是一個純淨、自然，

人人嚮往的淨土。但生活在這裡的，其實只是一群避難的普通人而已，並不是神仙，只

是他們比世人多保留了先天的純真本性，沒被外界污染而已。  
所以「桃花源」之所以美，並不只是因為桃花美，最主要是那兒的人心美，人人都

純淨真誠，所以那兒才會「雞犬相聞」，「並怡然自樂」呀！這其實這也不難的，如果能

把自己放簡單，「返本歸真」，那麼就無處不是「桃花源」，無處不自在了！ 
 
 

 動與靜之間的智慧  
有一個探險家，隻身到南美的叢林中，找尋古印加帝國文明的遺跡 。他僱用了一群

當地的土著作為嚮導及挑夫，一行人浩浩蕩蕩地朝著叢林的深處前去。那群土著的腳力

過人，儘管他們的身上揹負笨重的器材及行李，但仍是健步如飛地在叢林中前進。來自

文明地區的探險家可沒有這麼好的體力，在整個隊伍的行進過程中，每次總是探險家先

喊著需要休息，讓所有土著停下來等候他。日子一天天在趕路中過去，探險家雖然體力

跟不上，但也希望能夠早一點到達目的地，一償平生的宿願，好好地來研究古印加帝國

文明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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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四天，探險家一早醒來，便立即催促那群土著打點行李，準備上路。不料領

導土著的翻譯人員卻拒絕行動，令探險家為之惱怒不已。經過詳細的溝通，探險家終於

瞭解，這群土著自古以來便流傳著一項神秘的習俗，在趕路時，皆會竭盡所能地拼命向

前衝，但每走上三天，便需要休息一天。 
探險家對於這項習俗好奇不已，詢問翻譯的嚮導，為什麼在他們的部族中，會留下

這麼耐人尋味的休息方式。嚮導很莊嚴地回答探險家的問題，道：「那是為了能夠讓我們

的靈魂，能夠追得上我們趕了三天路的疲憊身體--」 
探險家聽了嚮導的解釋，心中若有所悟，沉思了許久，終於展顏微笑，心中深深認

為，這是他這一趟探險當中，最好的一項收穫。 
凡事全力以赴，讓自己動作起來時，渾身充滿無比的衝勁，使得我們的靈魂幾乎跟

不上這樣的動作，這是真正用心做事時，最美好的境界。應該休息時，則能夠完全地放

鬆自我，讓疲憊的身心，獲得完整的復原機會，好讓靈魂得以追得上充滿幹勁時的步調。 
掌握工作及休息之間的脈動，是讓我們持續擁有無窮動力的寶貴智慧。 

 
 

 我永遠是鞋匠的兒子  
在林肯當選總統時，整個參議院的議員都感到尷尬，因為林肯的父親是個鞋匠。當

時美國的參議員大部分出身望族，自認為是上流、優越的人，從未料到要面對總統是一

個卑微的鞋匠的兒子。於是，林肯一次在參議院演說之前，就有參議員計劃要羞辱他。 
在林肯站在演講台的時候，有一位態度傲慢的參議員站起來說：「林肯先生，在你開

始演講之前，我希望你記住，你是一個鞋匠的兒子。」所有議員都大笑了起來，為自己

雖然不能打敗林肯而能羞辱他開懷不已。  
林肯等到大家的笑聲歇止，坦然地說：「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我的父親，他已經過

世了，我一定會永遠記住你的忠告，我永遠是鞋匠的兒子，我知道我做總統永遠無法像

我父親做鞋匠做得那麼好。」 
參議院陷入一片靜默，林肯轉頭對那個傲慢的參議員說：「就我所知，我父親以前也

為你的家人做鞋子，如果你的鞋不合腳，我可以幫你改正它，雖然我不是偉大的鞋匠，

但是我從小就跟隨父親學到了做鞋子的藝術。」 
然後他對所有的參議員說：「對參議院裡的任何人都一樣，如果你們穿的那雙鞋是我

父親做的，而它們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盡可能幫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

我無法像他那麼偉大，他的手藝是無人能比。」說到這裡，林肯流下了眼淚，所有的嘲

笑聲全部化為讚歎的掌聲。 
林肯沒有成為偉大的鞋匠，但成為偉大的總統，他最偉大的品質，正是他永遠不忘

記自己是鞋匠的兒子，並引以為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