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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很多發明或是哲理都是出自當事者的「好奇」。英國牛頓（1642-1727

）曾經在他家的後院休息，突然之間，一粒蘋果從樹上掉下來，正好打到他的頭，「何

以蘋果會掉下來？」他一直好奇地沉思，經過鍥而不捨地追根究柢，終於發現了舉世

聞名的「萬有引力定律」。若是蘋果打在平凡如我的頭上，我只能自然的反應：「今天

有夠倒楣！」然後，揉一揉頭被打到的地方；或者覺得很幸運，接到天上掉下來的禮

物，把蘋果洗一洗或擦一擦，開始盡情享受蘋果的美味，就這樣結束了一場「意外」，

什麼自然界的定律、定理也不可能出現。 

最近，「小三」（婚姻或愛情的第三者）的話題，隨著電視劇《犀利人妻》的暴紅

而變成熱門。某一天早晨，依例在台南大學的操場健走，「為什麼女人有外遇，就會讓

他的男人戴綠帽，而帽子為什麼一定是綠色而不是其他顏色呢？」似乎自己「冬眠」

已久的「好奇細胞」突然甦醒。有了好奇的衝動，於是趕緊採取一探究竟的行動，一

查《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相傳唐朝李封為延陵令時，若官吏有罪，不加杖罰，但

令頭裹綠頭巾以羞辱，且期滿後才能解下。見唐‧封演‧《封氏聞見記》‧卷九‧〈奇政

〉。至元明時，規定娼妓家中男人都戴綠頭巾。後用『戴綠頭巾』、『戴綠帽子』等來譏

刺妻子有外遇或淫行。」 

又如中文常以「拜倒石榴裙下」一詞，比喻男子對女子的傾心迷戀。我們也可以

好奇的追問：「為什麼是石榴裙？而不是其他款式的裙？」我曾到西安華清池，導遊口

                                                 
 黃源典，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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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懸河地解說楊貴妃是如何地蒙受大她 35 歲的唐玄宗寵幸。她談到石榴是西安的特產

水果，石榴花鮮紅豔麗，是當今西安市的市花。楊貴妃的裙子喜歡繡上鮮紅的石榴花

，而她又是當代最得寵的女人，一舉一動、一衣一裙都是大家競相模仿的焦點，「石榴

裙」當然成為唐代女人的流行時尚。所以「石榴裙」是指紅色的裙子，泛指婦女的裙

子。 

我們以「身懷六甲」形容女人懷孕。「為什麼是六甲，而不是六乙？六丙？」古時

以天干地支來記年記月記日記時，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傳說中甲子、甲寅、甲

辰、甲午、甲申、甲戌六個甲日，是上天創造萬物的日子，也是婦女最易受孕的日子

，故稱女子懷孕為『身懷六甲』。」我們不可輕率地「以此類推」，謂台南市六甲區（

原台南縣六甲鄉）是以當地婦女擅長懷孕而得名。其實，六甲區的命名依照該區的〈

歷史沿革〉：相傳在 360 年前，鄭成功的部將陳永華在此地駐軍屯田，墾殖荒地，最初

墾殖的面積有二甲、三甲、六甲、七甲不等，於是以面積為村名而有二甲村、六甲村

、七甲村，台灣光復後合併為一鄉，因六甲村地處中心地帶，遂以「六甲」為鄉名。 

「六神無主」是形容人心神慌亂、張惶失措，拿不定主意的成語。我們可以好奇

地追究「六神」到底所指為何？原來古人將人的心、肺、肝、腎、脾、膽六臟之神為

「六神」。另者，「六根」為佛教用語，指眼、耳、鼻、舌、身、意（意識）。眼為視根

、耳為聽根、鼻為嗅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念慮根，六者皆為俗世煩惱罪業

之源，是故佛家主張修行者的六根不染著六塵（色、聲、香、味、觸、法），稱之為「

六根清淨」。那麼「六畜興旺」的「六畜」指哪些動物？經過追究，才知道是馬、牛、

羊、雞、狗、豬。至於佛教的「六道輪迴」，《佛光大辭典》：「六道，即地獄、畜生、

餓鬼、人、天、阿修羅等，有善惡等級之別。眾生由其未盡之業，故於六道中受無窮

流轉生死輪迴之苦，稱為六道輪迴。」按：「阿修羅」為印度最古諸神之一，是屬於戰

鬥一類的鬼神，經常被視為惡神，而與帝釋天（因陀羅神）爭鬥不休，以致出現修羅

場、修羅戰等名詞。「阿修羅道」，多由嗔、慢、疑等三因而受生，乃常懷嗔心而好戰

鬥之大力神之生所。 

對於神乎其技的表演，我們常以佩服得「五體投地」來形容。「五體」是指雙膝、

雙肘及頭。「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五臟」是心、肝、脾、肺、腎之謂。再者，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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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講話很有分量稱「一言九鼎」。相傳夏禹之時，以天下九州（揚、荊、豫、青、兗、

雍、幽、冀、并）貢金所鑄造的鼎，被夏商周三代奉為國家政權的傳國寶器。我曾參

加某個餐會，席間有國小校長感慨地表示，三十多年前，他當老師之時，校長講話是

「一言九鼎」，沒有人敢提出異議。輪到他當校長，時空背景迥異，他講話時，底下出

現「一言九頂」的鏡頭，有好多老師提出不同的意見，真有「頂撞」之嫌。    

台南市關廟區（原台南縣關廟鄉），係先民在清‧康熙 57（1718）年設立「山西堂

」（今山西宮），主祀關聖帝君而得名。「山西」與「關公」到底有什麼關聯？蓋關公出

生於東漢末年河東解縣，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運城市。 

我常跟學生耳提面命：「做學問，在自認為最安全的地方，其實是最危險。」有些

字詞是小學或中學已經讀過，就自以為全然了解，如果我們願意以好奇的態度追問，

其實未必真正洞悉。然而，時時心存好奇，處處追根究柢，享受「知其然，更知其所

以然」的喜悅，何難之有？（黃源典於 2011 年 6 月 6 日端午節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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