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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成语趣学堂》

内容概要

从1962年开始，王家禧以其长子的名字“王泽”为笔名，在香港多家报刊连载《老夫子》系列漫画。
内容涉及到市井百态，针砭时弊，调侃社会现象，贴近民俗，亦庄亦谐，令人无味无穷。
今天，漫画界的长青品牌《老夫子》隆重推出了自己的首部教育丛书老夫子漫画成语系列书籍， 大陆
版《老夫子成语趣学堂》继港台版上市之后也隆重上市了！
*成语与漫画完美结合。爆笑漫画使成语学习变得轻松愉悦，在笑声中充分领略成语的魅力。
*全方位解读成语。成语释义、成语例句、正反义成语、成语接龙、成语典故和互动游戏一个都不能
少！
*成语典故内涵丰富，涵盖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典故知识之丰富完整优于国内同类书籍。
*成语互动游戏丰富多彩。游戏主题如“超级脱口秀”、“惊魂冒险岛”、“密室脱逃”、“我是大
侦探”等，形式新颖，富有创意，精彩程度超越同类成语书籍的各种练习内容。
*本套丛书每一个阶段均有106个成语和24个配套互动练习。成语数目之多足以覆盖一个学生的小学阶
段，内容丰富的互动练习也为他们提供了熟练掌握和运用成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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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成语趣学堂》

作者简介

作家王家禧，笔名王泽，于1928年生于北京，亦在天津度过小中学的丰富成长时代。于1944年考入北
京辅仁大学美术系的西画组，解放后曾在天津文化宫担任美术家工作。
简介：
20世纪20年代末出生在天津，并在天津读完小、中学；
1944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西洋画专业；
1949年毕业后在天津市文化宫从事美术工作；
1960年在香港法属天主教会担任“儿童乐锋报”杂志美术指导与画家，
20世纪60年初开始漫画创作；
1962年王家禧以其长子王泽的名字为笔名，开始创作出版《老夫子》系列漫画；
1974年移居美国，继续《老夫子》漫画创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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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成语趣学堂》

书籍目录

第一阶目录:
言谈仪表篇“口若悬河”不如“言之有理”
心直口快 胡说八道 单刀直入 口若悬河 语焉不详
不知所云 言之有理 虚张声势 夸大其词
成语拓展训练营（一期） 超级脱口秀
惟妙惟肖 粗枝大叶 挥汗如雨 改头换面 言多必失
形色仓皇 乳臭未干 返老还童
成语拓展训练营（二期） 庙会奇遇
品行篇“拾金不昧”还是“见财眼开”
斩草除根 再接再厉 居心叵测 不近人情 有难同当
装模作样 表里不一 拾金不昧 见财眼开
成语拓展训练营（三期） 密室逃脱
强词夺理 未雨绸缪 知足常乐 争风吃醋 投其所好
见怪不怪 咎由自取 知难而退 得寸进尺 无情无义
成语拓展训练营（四期） 元旦晚会
才学篇成功者无不是“百炼成钢”
百炼成钢 名落孙山 大器晚成 左道旁门 不学无术
走笔疾书 鹤立鸡群 生财有道 明智之举
成语拓展训练营（五期） 定向越野
出神入化 名不虚传 神通广大 头头是道 后生可畏
入木三分 文武全才 徒劳无功
成语拓展训练营（六期） 参观博物馆
情感篇人生切莫“自寻烦恼”
虚惊一场 无动于衷 大惊小怪 幸灾乐祸 莫名其妙
望穿秋水 怒发冲冠 自寻烦恼 皆大欢喜
成语拓展训练营（七期） 逃出鬼屋
食不甘味 自我陶醉 心乱如麻 甘拜下风 迫不得已
大失所望 无能为力 正中下怀 少见多怪 发愤忘食
成语拓展训练营（八期） 迷你演唱会
人生经历篇“啼笑皆非”看众生
同归于尽 好景不长 好运当头 有备无患 醉生梦死
患难之交 粉墨登场 啼笑皆非 恶有恶报
成语拓展训练营（九期） 新春花展
粉身碎骨 半路出家 青梅竹马 志同道合 天生一对
进退两难 相敬如宾 同床异梦
成语拓展训练营（十期） 我是大侦探
世态篇“无奇不有”的世间万象
水涨船高 无济于事 不见天日 满载而归 神出鬼没
各得其所 扑簌迷离 别开生面 判若两人
成语拓展训练营（十一期） 电视抢答赛
混水摸鱼 无奇不有 绘影绘声 触目惊心 永无宁日
真相大白 错失良机 舍近求远
成语拓展训练营（十二期） 惊魂冒险岛
第二阶目录：
学成语阅尽世间万象（事态篇）
偷天换日 乐极生悲 卷土重来 东扶西倒 立竿见影
急转直下 转危为安 天网恢恢 世风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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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成语趣学堂》

成语拓展训练营（十四期） 成语王国游戏
贯彻始终 大张旗鼓 夜长梦多 有朝一日 千篇一律
背道而驰 扶危救困 难分难解 执迷不悟 礼尚往来
成语拓展训练营（十五期） 花灯嘉年华
数字成语砰砰砰
一枝独秀 三长两短 一决雌雄 一石二鸟 三姑六婆
一笔勾销 一孔之见 十万火急 一身是胆
成语拓展训练营（十五期） 趣味运动会（上）
一饮而尽 一视同仁 一尘不染 一泻千里 一气呵成
一举两得 五世其昌 六神无主
成语拓展训练营（十六期） 趣味运动会（下）
处风光处处景（景物篇）
铁树开花 昙花一现 瓜熟蒂落 百花齐放 种瓜得瓜
天涯海角 春暖花开 落地生根 花开富贵
成语拓展训练营（十七期） 美丽中国（上）
人面桃花 奇花异草 花开花落 小巧玲珑 鸟语花香
倾盆大雨 羊肠小径 古色古香 栩栩如生
成语拓展训练营（十八期） 美丽中国（下）
故事成语精彩呈现
世外桃源 识途老马 代罪羔羊 偷龙转凤 画龙点睛
原璧归赵 愚公移山 纸上谈兵 惊弓之鸟
成语拓展训练营（十九期） 成语戏剧节（上）
养虎遗患 天方夜谭 海市蜃楼 魔高一丈 守株待兔
杯弓蛇影 单刀赴会 亡羊补牢 自相矛盾
成语拓展训练营（二十期） 成语戏剧节（下）
动物成语大联欢
迷途羔羊 画虎不成反类犬 狼心狗肺 马后炮
黄莺出谷 悬崖勒马
成语拓展训练营（二十一期） 动物园大联欢
鸡鸣狗盗 鱼目混珠 藏龙卧虎 对牛弹琴 龙马精神
虎头蛇尾 金蝉脱壳
成语拓展训练营（二十二期） 文化乐园
读成语看人世变幻
同甘共苦 弄巧反拙 人面兽心 逆来顺受 人定胜天
疑神疑鬼 情急智生 落井下石 无事生非 袖手旁观
成语拓展训练营（二十三期） 月黑风高
忘恩负义 乐善好施 日有所思 臭味相投 阴奉阳违
视死如归 不甘示弱 妙手回春 力争上游 以身作则
成语拓展训练营（二十四期） 德国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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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成语趣学堂》

精彩书评

1、品牌是有吸引力的。譬如，看到老夫子这个漫画品牌的时候，就有了掏钱包的欲望。我不算一个
太关注漫画的人，所知道的漫画作品不多，像三毛流浪记，阿衰等，就少数的基本，老夫子算一个。
老夫子、大番薯这一瘦一胖的形象很经典，已经溶入了岁月吧，有点过目不忘的感觉。成语是我们中
华文化的一部分，有一定的凝固性。在平时说话的时候，用上一个恰当的成语，能准确简洁的表达出
意思。当几个成语连用的时候，会增加文采。无论是说话，还是作文，恰当地运用成语，都能让人留
下一个好印象。很多学生喜欢成语。掌握一些常见的成语也是学习语文的目标之一。集中学习成语的
形式除了成语词典外，再就是成语故事书了。本书算是开辟了一种新的形式，将漫画和成语强强联手
。这种形式，继承了成语词典中成语意思、来历等重要部分。要学习一个成语最简单的方法是看意思
。如果要深入了解，可以看典故。仔细看典故是很能增长知识的。这个成语的来龙去脉就有了一个比
较清晰的了解。还有帮助理解的近义成语、反义成语。这个部分的作用是有助于融会贯通，可以成语
连用或者替换使用。还能应付写近义词反义词这样的题目。最出彩的一个小栏目是成语接龙。想必大
家都玩过成语接龙的游戏，有时候能够一连说上几个成语，有时候又想不出来，这本书给每个讲解的
成语做了8个成语接龙。挺有趣的。回到漫画，作者是如何通过老夫子漫画来表现成语的呢？一般是
一个四格或者六格的小故事，文字不多，却挺有趣味。这个漫画并不是画的成语的来历，对成语意思
的讲解。而是一种运用。区别于漫画成语。老夫子好管闲事和自作聪明的性格没变，幽默风趣没变。 
学成语光记啊，看啊，读者好像显得比较被动，这套书设计了成语的运用练习。栏目有看图猜成语、
根据意思说出成语，选入恰当的成语，找成语，成语填空，成语接龙，根据成语画画，成语连线，成
语走迷宫⋯⋯我见过的关于成语的题型都出现了，还有我没有见过的成语题型。题型多，全。这是在
用成语，练习成语。也是本这套书加分的地方。
2、只要是漫画都是我和女儿的最爱。在读漫画的欢笑声里，我们放松了身心，获得了心灵的愉悦，
这或许就是漫画的最大功用吧。老夫子漫画，无一例外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欢笑。现在这套“老夫子成
语”系列漫画不同于以往的是，它在搞笑欢乐之余，更让小同学们学习到各种各样的成语。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好笑好玩，充分发挥出乐中学的无穷魅力，使小同学们学习成语不再枯燥，不再畏惧，
笑玩乐当中成语轻松学到手。看看吧，我那三年级的女儿看过这套书以后，有一次放学回来神气地对
我说，她今天做填空题的一个成语“鹤立鸡群”就是从《老夫子成语趣学堂》里看到的。哗，不知道
她还从这套书里不经意地记住了多少成语呢？这套《老夫子成语趣学堂》有上、下二册，每册收录
了106个成语，涉及到世间万象、数字成语、景物成语、故事成语、动物成语等等。让人忍俊不禁的老
夫子漫画，一如既往地一片欢乐。对成语的解释涉及方方面面----成语的典故、反义语、近义词、成
语接龙，成语造句，让小同学们对成语有了全方位的了解认识。一小节之后，即安排了相关成语的趣
味练习游戏，这些趣味游戏呢，形式多种多样，每一节游戏都带来新鲜和别样的趣味，玩这些游戏由
始至终给人都是有趣好玩的感觉，私下认为这是这套书的最大吸引力。全方位幽默解释每个成语，用
各种趣味游戏复习、巩固前面学过的成语，成语就在玩笑和欢乐当中嵌进了小同学的脑海里。死背成
语的方法呆板又无用，想学习、记住成语，只需看看这套欢乐的书，玩玩其中充满趣味的游戏，成语
就记在心中啦。作为成人读者的我读这套书，最喜欢的就是玩这些成语趣味游戏了。每个游戏我都一
个不落统统玩过一遍，还别说，有些游戏还真把我难住了。就像成语字谜游戏，看图猜成语这两项是
我最不能做的，好几次都猜不出来了。我百思而不得，看了答案的时候才恍然，哦，原来是这样子猜
的呀。有趣好玩，全方位解释成语的一套老夫子趣味漫画成语书，相信每个既想玩又想学，既想欢乐
又想长知识的同学一定会喜欢上这套书。
3、以前一直觉得成语重要，但是仅限于考试，和偶尔用来言简意赅地描述自己的感觉及经历，或者
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讲成语的特点及来源等，其它的时候也不再涉及。没想到去年河南卫视竟然举办
了《成语英雄》这个节目，其内容精彩度，让我对成语的兴趣顿增，连二年级的闺女也是由此出口是
成语闭口是成语。据说中央电视台又要举办《中国成语大赛》，我想随着媒体宣传力度的加大，国民
对成语会越来越重视。但如何才能记住那么多成语，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套《老夫子成语趣
学堂》应时而生，不说内容，就是封面上那个老夫子的形象也让人忍俊不禁，想想这个老夫子就要带
着成语和现代的人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心里就颇为兴奋！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以语言
的精炼，内容的丰富，应用场合的丰富性，使得即便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能够随后说得一二，如“
一清二白”“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等等。然而如果让我们用漫画的形式进行呈现却是一件势如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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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成语趣学堂》

天之事！成语不会变，它就在那里，但是时代在变化，孩子接受知识的方式在发生变化，他们喜欢通
过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学习。而滑稽可爱的老夫子、笨拙天真的大番薯、善良帅气的秦先生用现在的孩
子能够理解的漫画内容为我们进行了解读！漫画的内容时代性很强，而讲解的成语却存在了几百年，
这两者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让孩子在学习成语的同时，明白学习需要多角度进行！《
老夫子成语趣学堂》的内容含量非常大，如在解释《胡说八道》时，先用一个小例子表明胡说八道是
什么意思，然后再用漫画表示的另外一个内容来阐释“胡说八道”，漫画中虽然没有出现“胡说八道
”这个成语但却是让人确实的了解了它的意思。现以一个带胡说八道的小例子出现，再让老夫子出场
通过他和别人的接触描述胡说八道的意思，反复加深读者对胡说八道的理解，非常符合孩子的学习能
力特点。对胡说八道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后，作者又举了它的翻译成与、近义成语，并以胡说八道为首
进行了成语接龙。如果你以为这样作者就结束了对胡说八道的阐释那就错了，最后是以典故的形式说
明了胡说八道的来源和意义。不仅仅是“胡说八道”这样，书中所有的成语都是如此！突然想起一句
话“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妄改一下放在这里“只要形式好，成语全掌握”！
4、日常生活中见过那种可以用英文很溜的说出西方谚语，但连个汉字成语都念不对的那种人，每每
感觉很可惜。我是一直认为，中国的汉字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最有魅力的文字的。那些个什么拉
丁文，意大利文，法文的，根本不是一个水准的好伐～！╭(╯^╰)╮想想看，一个成语简简单单的四
个字，就能表达出如此复杂的含义，⋯⋯可释义都要要铺陈开好大一片，更别说转译成那些拼音文字
了。而且，文字中的意境呢？像什么，巧笑倩兮、软玉温香、手如柔荑、眉目楚楚、巫山云雨之类的
，对了，印象很深刻的还要数那个“肤如凝脂”，据说有位外国大才将那句“温泉水滑洗凝脂”，给
翻译成了什么“像融化在了温泉水里的凝固脂肪一样的滑溜”≥﹏≤不是中国人，没有那种从小到大
的环境，是根本没有那种想象力去体会文字中的那种意境和魅力的。虽然，说不好对方也只因为工作
生活方面的关系，不大需要用到汉字书写罢了。不过，就个人角度而言，总是感觉无法理解的。我是
记得的，我小的时候启蒙看的是《三字经》，晚上失眠会背的是《乐府诗集》，到了后来，就算是看
《大学语文》里文言文的部分也不用看白话文翻译就能理解⋯⋯甚至还用过《聊斋志异》笔法写过几
篇艳情故事。说真的，汉字已经和我血肉交融，是属于我灵魂的一部分。也就更加无法理解，时下国
内不只是一些小孩，甚而是成人都说感觉英文比汉字容易记的说法。这种说法，说不上是数典忘祖那
么上纲上线的，但也是够没文化的。——至少，在你的国籍还是中国的时候，别以嘴里随口蹦出两个
洋文词儿为荣，应该以自己说话的时候没法言简意赅的使用汉语成语为耻吧！书归正传，话说这本书
蛮好的。个人感觉，内容、形式什么倒在其次，最好的还是本书的立意。毕竟，虽然时下“国学教育
”大热，但是内容太过庞杂，兼容并蓄大人都做不到，更别提那些懵懵懂懂的小孩了。再说了，看看
那些讲究清静无为的道藏、讲究断情绝欲的佛经、与时代脱节的诸子百家的理论⋯⋯与其盲目追逐什
么“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高深经典，倒不如理性的回归更加贴近生活的浅显。对的，我说的就是“
成语”，弘扬国学的入门阶梯。说道这本书，比较奇妙的是，《老夫子漫画》我就知道，而书上提到
的什么《老夫子国学漫画》的，就恕我耳拙了。又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貌似现在，凡是这种内容
能够有利于推广传统文化的漫画，大抵上都是可以被称之为“国学漫画”的。而《老夫子漫画》，内
容贴近现实百姓生活，饶有趣味让人边看边笑。单元剧形式的漫画，篇目喜用成语，多以四字为题，
【故成为不少儿童学习四字词语的启蒙读本之一】。本册以《老夫子（现代版）》的内容为主，在旧
日漫画人物的引领下，让我们一一重新咀嚼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成语。全书依据每单元主题的不同，
将106个成语分成六部分，以书页底色蓝橙绿粉紫青这六色区分，一目了然。每单元两期的成语拓展训
练营，每期一个主题，期期不同，帮助读者更好的复习和掌握之前学到的知识。当然，归根结底这本
书是建立在老漫画《老夫子》之上的，可能当初作者也不是刻意想要‘弘扬国学’什么的。虽然每篇
漫画多用成语为题，但这本书里因为受原著所限，不是所有的成语都能和漫画中的内容相贴切的。有
些的内容感觉就是勉强凑数，有些更糟，其内容就是在那儿玩弄文字游戏。比如那两则“大惊小怪”
和“无动于衷”的成语，漫画掉过来才合适。而那则“食不甘味”，漫画里秦先生的行为分明是“囫
囵吞枣”吧？私以为，‘食不甘味’应该是麻木的吞咽，而非是同漫画里那样的狼吞虎咽的大吃大嚼
。不过，每则成语下方的【典故】也确实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窗口。以“皆大欢喜”为例，原来最早
的‘皆大欢喜’是应该读作‘皆、大欢喜’的。真是长见识了O(∩_∩)O哈哈~PS.【】内或摘自原书
，或来自网上，非原创。
5、中国的语言博大而精深，渊远而流长，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有代表性的经典字，词，句，类似于
成语，谚语，名诗古句，千古绝唱。如果可以信手拈来地将这些经典随意发挥使用，那么注定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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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当出彩的文章作品。尽管我们很是希望孩子们可以学好这些经典词句，但是希望和现实毕竟还是
有着一定的出入。光就拿成语而言，我们光就字词的表面不一定能够了解其中的深邃。如何可以引导
孩子们学习成语的兴趣？如何可以让这些精彩的成语发挥异样的光彩？如何可以使得学习成语的读者
可以举一反三地真正领悟这些成语的精髓呢？我觉得读一读《老夫子成语趣学堂》系列丛书不失为一
个上上的首选。相较于以往我学习成语的过程，那种死记硬背的强化记忆，那种反复背诵的痛苦至今
让人历历在目。而机缘巧合地让我邂逅到的小学通用之《老夫子成语趣学堂》却相当亮眼地营建着一
个妙趣横生学习成语的最佳契机。何处此言呢？这本书尽管最终的目的在于学习成语，但是它却又有
着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讲解过程。有别于传统的成语词典等等书册，它完全脱离了常规的教学模式
，另辟家境地代表了汉语言文化精华的成语和风趣幽默的老夫子漫画相结合进行着有关的表现。书中
我们不仅仅可以翻看到由爆笑漫画演绎成语，更可以在书中找寻到相当开拓视野的融入和参与。如此
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营建无疑让学习成语的过程变得那样生动，有趣，印象深刻了！确切而言，这里
已经不仅仅是学成语的所在，这里更是一个寓教于乐，深入表达和展现成语无穷魅力的宝地。孩子们
不仅仅可以领略到中国成语文化的博大精深，孩子们更可以参与到成语多姿多彩的丰富游戏之中，孩
子们同样也可以触类旁通地解读到成语典故内涵中的生动传奇-----所有的一切注定着让本套丛书的阅
读价值得到了相当高的提升。除此之外，本书的编者很是有心地将其中罗列的成语进行了分门别类的
分类。既考虑到了套系的完整统一性，又考虑到了阶梯型的深度逐级递进性。方便孩子们的记忆，理
解，深入和学习。在如此轻松，活跃的氛围中，无论是家长朋友还或者是小学生的读者朋友们都会发
现其中让人爱不释手的阅读内容所在。除此之外，书中的黑白或者彩色漫画也是采用着夸张的手法，
极度精彩地展现着每个成语故事的相关含义。方便学习者的记忆和理解。在这样妙趣横生的学习中，
我们不难发现孩子学习成语的兴趣会被极大地得到提高。而我更通过这套丛书的阅读发现其实编者更
可以通过漫画的形式将更多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加以表述和展现。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喜欢上中国博
大精深的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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