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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个讲究礼仪廉耻的国
度，一个人的私德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生活作风不检点，男子放浪形
骸叫登徒子，女子水性杨花则称人
尽可夫，把所有的男人当自己的丈
夫看待。历史上，“人尽可夫”的本
意却与风花雪月毫无瓜葛，而是关乎
一场未遂的政变。

【释义】

本报与新郑市史志办联合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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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出于《左传·桓公十五年》：
“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
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
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
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
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
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
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
死也。”夏，厉公出奔蔡。六月乙亥，
昭公入。

【出处】

这故事细读极恐，分明是一
场惊心动魄、鱼死网破的政治斗
争。话说郑国的权臣祭仲专权，
权力太大了，郑厉公对他很担
心，就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去杀
他 。 雍 纠 准 备 在 郊 外 宴 请 祭
仲。这事被他的老婆雍姬知道
了，于是遇到了比“丈母娘和老
婆同时掉进水里先救谁”更加困
难的选择。一边是自己的老公，
一边是自己的老爹，帮老公就没

爹了，帮老爹就没老公了，残酷
的斗争面前自己该如何站队？
雍姬举棋不定，忧心忡忡，就回
去找她老妈讨主意，先问她母
亲：“父亲与丈夫哪一个更亲
近？”她母亲说：“任何男子都可
能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父亲却
只有一个，怎么能够相比呢？”经
老妈这样一说，雍姬的标准答案
有了，政治立场也就坚定了。于
是就告诉他父亲祭仲说：“雍纠

不在家里而在郊外宴请您，我怀
疑这件事，所以告诉您。”祭仲就
杀了雍纠，把尸体摆在周氏的
池 塘 边 。 除 去 权 臣 的 计 划 失
败，郑厉公在郑国没法待了，就
装载了雍纠的尸体逃离郑国，
对于雍纠的成事不足、败事有
余，气恼地说：“大事和妇女商
量，死得活该。”夏季，郑厉公逃
亡到蔡国。六月二十二日，郑昭
公进入郑国。

□新郑市史志办主任 李磊

成语产生于
一场未遂的政治斗争

这就是“人尽可夫”的出处，根本
没有奇淫的意思。自己的丈夫要杀
害自己的父亲，在两者只能选择一个
的生死关头，她的母亲说“父一而已，
人尽夫也”，是从血缘的唯一性上作
了比较，指出两者的不可比性，父亲
只有一个，而丈夫选择的范围就是天
下男子了。事实上，把“人尽可夫”和

“人尽以为夫”放在一起，意思的区别
就一目了然了。在后来的总结提炼
和流传中，这一成语所代表的意思发
生了反转，更多人愿意从字面上去理
解和运用它，反而使其本来的意思跟
现在大家熟知默认的意思相去甚远。

从“人尽可夫”的语意转变
说开去，在语言学上有一处现象
叫“讹变”。一些语词，在语言传
播的过程中，由于传播者的文化
水平和传播工具的限制，容易发
生种种讹误。

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
因读音相近而造成的音近变体
和因字形相似而造成的形似变
体，比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三
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原为“三
个臭禆将，顶个诸葛亮”，“有眼
不识金镶玉”原为“有眼不识荆
山玉”，“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原为“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
“狗屁不通”原为“狗皮不通”，
“王八蛋”原为“忘八端”，等等。

第二种情况是在语词应用
过程中，后人理解上对语义的
超越，表达上对语义的创造，
使语词的语义发生了变化，这
种 语 义 变 化 导 致 了 语 词 形 式
的变化。比如《诗经·周南·桃
夭》中有“桃之夭夭”一句，是
描写桃花的盛开，“夭夭”就是
茂 盛 的 样 子 。 但 后 来 表 达 者
为了取得诙谐的效果，在表达
时故意超越原来的语义，而创
造出一种临时性的新语义，演

变 出 一 个 与 之 意 思 毫 无 关 联
的“逃之夭夭”。

这种创造性的运用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和仿效，于是逐渐
流 行 开 来 ，这 种 临 时 性 的 新
语 义 也 就 沉 淀 下 来 成 为 一 种
固 定 的 语 义 。 为 了 区 别 ，

“ 桃 ”字 也 就 被 改 为“ 逃 ”字 。
还有“不到乌江心不死”讹变
为“不到黄河心不 死 ”。 原 句
本 作 乌 江 ，是 项 羽 自 刎 的 地
方 。 后 来 有 人 为 了 夸大“心
不死”的程度，将乌江改为黄
河，于是逐渐讹变为“不到黄河
心不死”。

语意的“讹变”
使成语产生新的语义

【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