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 处】元·吴 昌 龄

《张天师》

【注 释】青 萍 ：即 浮

萍。和：连。微风初起于

青萍之末，但遭大之后却

可以把大树连根拔起。

易解：
不 要 去 讨 好 巴 结 富 有 的 人 ，

也不要在穷人面前骄傲自大，或
者轻视他们。不要喜新厌旧，对
于老朋友要珍惜，不要贪恋新朋
友或新事物。

勿谄富，勿骄贫；
勿厌故，勿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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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进食具古代的进食具

1、 名人用过的东西叫文物。
凡人用过的东西叫废物。

2、 名人年龄大了叫李老、张老。
凡人年龄大了叫老李、老张。

3、 名人发牢骚叫忧国忧民。
凡人发牢骚叫杞人忧天。

4、 名人外出叫考察。
凡人外出叫玩耍。

5、 名人的婚外情叫风流韵事。
凡人的婚外情叫伤风败俗。

6、 名人的酗酒叫豪饮。
凡人的酗酒叫贪杯。

7、 名人沉迷娱乐叫享受生活。
凡人沉迷娱乐叫虚度光阴。

8、 名人守旧叫发扬传统。
凡人守旧叫顽固不化。

9、 名人发脾气叫有魄力。
凡人发脾气叫没修养。

10、名人耍酷叫有个性。
凡人耍酷叫神经病。

11、名人做蠢事叫佳话。
凡人做蠢事叫犯傻。

12、名人向政府提意见叫提案，
凡人向政府提意见叫“捣蛋”。

“名人”与“凡人”的区别：

16.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俗话又说：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17.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可俗话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18.俗话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可俗话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19.俗话说：出淤泥而不染；可俗话又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0.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俗话又说：姜还是老的辣!
21.俗话说：后生可畏；可俗话又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22.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可俗话又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23.俗话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俗话又说：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24.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可俗话又说：纵虎归山，后患无穷!
25.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俗话又说：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中国人迟早被中国话绕晕

26.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俗话又说：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夜草不肥!

27.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可俗话又说：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28.俗话说：量小非君子；可俗话又说：无毒不丈夫!
29.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俗话又说：不蒸馒头蒸(争)口气!
30.俗话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俗话又说：人不为已，天诛地灭!
31.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可俗话又说：老虎屁股摸不得!
32.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可俗话又说：忠孝不能两全!
33.俗话说：人定胜天；可俗话又说：天意难违。
34.俗话说：明人不做暗事；可俗话又说：兵不厌诈!

（完）

中国传统的进食
器具可分为勺子和筷
子两类。

筷 子 古 称“ 箸 ”，
至 明 代 始 有 今 称 。
在商代以前，我国就
已经出现了箸。

勺在功能上可分
为两种，一种是从炊

具中捞取食物入盛食
具的勺，同时可兼作
烹饪过程中搅拌翻炒
之 用 ，古 称 匕 ，类 似
今天的汤勺和炒勺。
另一种是从餐具中滔
汤入口的勺，形体较
小 ，古 称 匙 ，即 今 天
所俗称的调羹。

考古发现最早的
餐 勺 距 今 已 有 七 千
余年的历史，属新石
器 时 代 。 当 时 的 勺
既 有 木 质 、骨 质 品 ，
也 有 陶 质 的 。 夏 商
周时期出现铜勺，带
有宽扁的柄，勺头呈
尖 叶 状 ，自 铭 为 匕 ，
即 勺 头 展 平 后 形 如
矛 头 或 尖 刀 。“ 匕
首”之称即指似勺头
的刀类。

自 战 国 起 ，勺 头

由尖锐变为圆钝，柄
也趋细长，此形态一
直为后代沿袭。秦汉
时流行漆木勺，做工
华 美 ，并 分 化 出 汤
匙，此后金、银、玉质
的匕、匙类也日渐增
多，餐桌上的器具随
着食具的多样而更加
丰富了。

在 古 代 的 饮 食
活 动 中 ，餐 勺 与 箸
往 往 是 一 同 出 现 并
配 合 使 用 的 。 周 代

时 曾 规
定 ，箸 只
能 夹 取 菜
类 ，而 食 米 饭 米 粥
时 则 必 须 用 匕 ，分
工十分明确。

《《墨宝墨宝》》青萍一点青萍一点
微微发微微发，，
万树千枝万树千枝
和根拔和根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