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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浮於事 

【釋義】 人的才幹超過所得的俸祿。語本《禮記．坊記》。後用這詞語表示人多事少。 

【近義】 人浮於食、僧多粥少 

【反義】 食浮於人 

【典故】 「人浮於事」原作「人浮於食」。根據《禮記．坊記》中記載，孔子曾說：「君子

能夠推辭尊貴和富有，而安於卑賤和貧困的生活，這麼一來禍亂就會減少。所以

君子與其領取的俸祿超過個人的才幹，寧願使個人的才幹超過所得的俸祿。」孔

子說這段話的用意是期望人們能安於貧賤、不貪求富貴、以減少禍亂。後來「人

浮於事」這句成語就從這裡演變而出，轉而用於表示人多事少。「人浮於事」的

書證如《兒女英雄傳．第二回》：「他從前就在邳州衙門，如今在兄弟這裡，人浮

於事，實在用不開。」 

【用法】 表示人多事少。用在「人力過剩」的表述上。 

【例句】 1. 現在百業蕭條，人浮於事的現象很嚴重。 
 2. 雖然時下人浮於事，只要你是千里馬，就不怕沒有伯樂。 

 
 

 明日黃花 
【釋義】 「明日黃花」的「明日」，泛指九月九日重陽節過後；「黃花」，即菊花。「明日黃

花」指錯過重陽節時令賞菊就將毫無興味。語出宋．蘇軾〈九日次韻王鞏〉詩。

後用「明日黃花」比喻過時的事物。 

【近義】 黃花明日、時過境遷 

【典故】 重陽節又稱「登高節」、「重九節」、「菊花節」、「茱萸節」等。據南朝梁吳均《續

齊諧記》記載，東漢時，仙人費長房曾對桓景說，某年九月九日會有大災難，家

人須在手臂繫上盛滿茱萸的囊包，並登山飲菊花酒，才能消災。桓景如言照辦，

果真平安無事，然其家之雞犬牛羊卻都暴斃而死。於是後人每到九月九日這天就

都會登高，佩戴茱萸，喝菊花酒。唐朝詩人王維在〈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一詩

裡就寫到：「遍插茱萸少一人。」宋朝蘇軾更是在〈九日次韻王鞏〉一詩裡以錯

過重陽節時令賞菊，就沒有興味可言，並進一步申述菊花漸漸枯萎，連戀花的蝶

兒也要發愁了。典源又見宋．蘇軾〈南鄉子．霜降水痕收〉詞。內容則是表述蘇

軾被貶到黃州後對於時不我予的感慨。後來「明日黃花」就用來比喻過時的事物。 

【用法】 比喻過時的事物。用在「衰落過時」的表述上。 

【例句】 1. 現在流行的事物，過些時都成為明日黃花。 

 2. 舊地重遊，往事已成明日黃花，令人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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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對地方就是天才  
何謂天才？就是放對地方的人才；反過來說，你眼中的蠢材，很可能也只是放錯地方

的人才。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叢林，既無食物，也無水喝，但是因為他懂得各

種求生的技巧，那麼你將把這位土著當作「天才」。相反地，如果你把他帶到辦公室要他

使用電腦，情況將會完全不同，你可能會認為他是「白癡」。 
的確，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學家連音階都抓不準；有些畫家連一封信都寫不好，

可是他們「把自己放對地方」，所以成就非凡。 
史蒂芬，史匹柏就是個例子。他高中的成績非常差，沒有任何電影科系願意准許他入

學。他不氣餒，自己找一家電影工作室，認真學到了他所需的技能。今天，他不但製作了

許多評價極高的影片，更成為家喻戶曉的大導演。畢卡索剛出道時原本想當詩人，結果他

的詩被極具鑑識能力的絲泰茵夫人評得一文不值，他因而回心轉意。幸好有這位貴婦的提

醒，否則這世界不就少了一位大畫家了嗎？ 
其實，所有的人事物原本都是美好的，只是所屬的地方適不適合而已。你找到你該放

的地方了嗎？你是不是也能發掘他人的優點，把他們放在對的地方？ 
 
 

 那天，船離岸                     文  李秋嫺  
十七、八歲，愛作夢，年紀輕輕？ 

是這樣一個「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階段，卻面臨著人生抉擇的轉捩點，手裡捲著畢業

證書，肩上背著對未來沈重的迷惘，一如搖櫓的擺渡者，在月暗星稀處，找尋遠方的那道

璧影流光，輕舟剪水，堤岸猿啼，有人稍一閃神，沒入氤氳晦暗的迷霧，長藤與暗流的險

巇，讓人再回頭卻已百年身；有人卻能在魚龍悲鳴、潛蛟舞動的江上，定定的撐起長篙，

從容的順著清風，勇敢的往大海寬闊處航去。明日，黎明初升，第一道晨曦在他的眼神中

映著晶亮的光芒。 

十七、八歲，燃燒青春，恣意揮霍？ 
年輕學生，面對未來即將踏上的人生旅途，從此，掙脫港灣和韁繩的呵護，揚起船帆，

在天光水色中，啟航。一路上有太多不可預知的風浪，千萬不能輕信兩旁使人迷惑的鶯啼

燕囀，那最終將引人到骸骨不存的灘頭。因此，剛畢業的青年學子，在甫出校門校門之際，

除了要目標清晰、方向正確之外，更要擁有勇氣與智慧，並逐步培養開闊的胸襟和視野，

才能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洪流中，驅一葉扁舟，乘風破浪，旗幟昂揚。 

十七、八歲，愛上層樓，更要更上層樓。 
即將畢業的莘莘桃李，站在縱橫交錯的分岔路上，忖度著該如何選擇康莊大道，頃刻，

升學和就業的念頭交雜，科系與興趣的天人交戰，處在這樣進退維谷的當下，該如何妥善

規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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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瞭解自己： 
「天生我才必有用」，唯有充分的瞭解自己，才能發掘出那曖曖含光的潛能，如一塊

璞玉，在琢磨之後才能溫潤青翠。依據美國心理學家 Howard Gardner 所提出的多元智慧

理論，其中，將人的智慧分為八種，而非刻板的一元智慧。換言之，人人皆有其獨特的能

力，若能將之甦醒，千錘百鍊，則專業地位無人能及。文學家之如莎士比亞，畫家之如梵

谷，運動家之如麥克喬登，音樂家之如莫札特，除了自身努力之外，其實也都是得其才、

適其用而已。 
二、充實自己： 
瞭解自身的潛能之後，更要充實自己，培養專業的知能。畢竟「恃才傲物」不能長久，

睥睨一切的英雄也不能在浩瀚的歷史中留予後人景仰的內涵，是故，高中職學生應在學習

的各個環境裡，多方涉獵，如一塊海綿般，不斷增加學養的深度和廣度，那都將是未來面

對就業市場考驗時的基本配備。國家未來的整體人力素質要提升，高學歷、高失業率的困

境要突破，E 世代要具備國際爭力，在在都需從現在一磚一瓦、逐步踏實的砌起學識的城

牆，以成就日後固若金湯的專業堡壘。 
三、情緒管理： 
被稱為「草莓族」的這個世代，往往因為抗壓性不足，情緒商數偏低，而屢屢有著血

氣方剛的衝動，以及三分鐘熱度的傾向，荀子有謂：「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分

不清東西南北的舟子，只能原地打轉，心浮氣躁的船帆，不需風雨，薄暮冥冥時，早已檣

傾楫摧。是故，應培養浩瀚寬闊的胸襟，用理性的思維來立身處事，作自己情緒的主人，

將能避免許多悲劇的發生，也不致在嘆氣和懊悔中虛擲光陰。 
年輕，要填滿絢麗的色彩，絕非是抱持著「人不癡狂枉少年」的放蕩態度，生命原可

以謳歌，但須在有計畫、有目標、有內涵的架構之下，始能不朽。高中職的畢業生終究要

踏出校園，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就像，船終於還是要離開岸的，但別期望一路風平浪靜，

因為波瀾不驚的海面上，見不到驚濤裂岸的澎湃，也望不到遠方御風飛翔的海鷗，未來航

行的精彩，端看你如何掌舵，青春終於可以不悔。 
 
 

 再往前一站吧  
高中時我在一所女校就讀，住在宿舍裡，一個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學校在台中，家在

南投，一趟車程要一小時。  
校車有幾個固定搭載點，最近的一站離我家也要十幾公里，每個星期一早上，爸爸必

須特別早起，載我去搭校車。那時家裡還沒買車，清晨六點多，坐在摩托車上，寒風刺骨，

我躲在爸爸背後，雖然一身厚衣，還是冷得忍不住發抖。我習慣把手插在爸爸厚外套的口

袋裡，讓自己暖和一點，偶爾問爸爸冷不冷，他總是搖搖頭，笑著說：「我身體好得很，

哪裡會冷。」 
校車從隔壁鄉鎮出發，到我搭車的地方已經是第五站。沒有安排座位，誰先上車，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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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位子坐，晚上車的人，只好一路站著到學校。高三住校的人變多，校車開到第五站不

但早已沒位子，站著的人也已經一堆。有一次回家，我隨口抱怨，現在校車都沒位子坐，

要站一個多小時才到學校……隔天，爸爸像平常一樣載我去坐校車，只是有點奇怪的一大

早就催我出門，到了搭車地點，摩托車沒有停下來，繼續往前騎。 
「過頭了啦！」我在風中扯著聲音對爸爸說。 
「在這裡搭車一定沒位子，我載妳到前一站！」 
就這樣，一站又一站，因為擔心我沒有位子坐。騎了三十多分鐘的摩托車，爸爸終於

放心讓我下車。再往前一站吧，一路上爸爸不知道說了多少次，因為擔心我沒位子坐，卻

不顧天多冷，要受多少風寒。 
直到現在我二十八歲，不搭校車也不搭公車，有一部小車代步，很少再讓爸爸載著去

哪兒。但想起當時，仍忍不住紅了眼眶，當爸爸的女兒，我好幸福……   
 

 牽母親的手過馬路  
星期六偕妻兒回家，年近花甲的母親喜不自禁，一定要上街買點好菜招待我們，怎麼

勸也不行。母親說：「你們回來，媽煮頓大餐請你們，不是受累，是歡喜呀！」 
母親年齡大了，雙腿顯得很不靈便，走路怎麼也快不起來。她提著菜籃，挨著我邊走

邊談些家務事。「樹老根多，人老話多。」母親這把年紀了，自然愛絮絮叨叨，別人不願

聽，兒女們不能不聽，那怕裝也要裝出忠實聽眾的樣子才行。 
穿過馬路就是菜市場了。母親突然停下來，把菜籃挎在臂彎裡，騰出右手，向我伸

來……一剎那間，我的心震顫起來。這是多麼熟悉的動作呀！上小學時，我每天都要穿過

一條馬路才能到學校。母親擔心我的安危，總是要送我過馬路才折身趕去上班。橫穿馬路

時，她總是向我伸出右手，把我的小手握在她掌心，牽著走到過馬路，然後低下身子，一

遍遍地叮囑：「有車就別過馬路」、「過馬路要和別人一起過。」 
二十多年過去了，昔日的小手已長成一雙男子漢的大手，昔日年輕母親的細嫩軟手， 

已成為一雙枯乾節深的粗手，但她牽手的動作依然如此嫻熟。她一生吃了許多苦，受了許

多罪，這些都被她像掠頭髮一樣一一掠開，但對兒女關愛的情腸卻永遠也掠不去。而她的

兒子，卻對她日漸淡漠，即使一月半載回來看她，也是出於一種義務，只為了不讓別人指

責自己不知孝順、忘恩負義，不只缺乏誠意，更帶著私心。 
我伸出一隻手從母親臂彎裡取下籃子，提在手上，另一手則伸出來輕輕握住她的手，

對她說：「小時候，每逢過馬路都是牽我，今天過馬路，讓我牽你吧！」母親的眼裡閃過

驚喜，笑容蕩漾開。「媽！你腿腳不靈便，車多人擠，過馬路千萬要左右看清楚，別跟車

子搶時間。家裡有什麼難事，不管多忙，我們都會回來的。我是您一泡尿一泡屎，養起來

的兒子呀，你還客氣什麼？」母親便背過頭揩淚。 
牽著母親的手過馬路，心裡有幾許感激，幾許心疼，幾許愛意，還有幾許感嘆。我們

能夠愛幼，但我們卻時常忘了像愛幼一樣尊老。為人兒女者， 當你緊緊握住你的兒女的

小手時，也別忘了，父母的老手更盼望著我們去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