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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读书的成语

 

1.琴棋书画：弹琴、弈棋、写字、绘画。常以表示个人的文化素养。

2.一箪一瓢：一箪食物，一瓢饮料。形容读书人安于贫穷的清高生活。

3.
朝经暮史：经：指旧时奉为经典的书籍；史：指历史书籍。一天到晚诵
读经史。形容勤奋读书。

4.灾梨祸枣：从前印书用梨木或枣木刻板。形容滥刻无用不好的书。

5.昼耕夜诵：白天耕种，夜晚读书。比喻读书勤奋。

6.
琅琅上口：琅琅：玉石相击声，比喻响亮的读书声。指诵读熟练、顺口
。也指文辞通俗，便于口诵。

7.唇腐齿落：比喻读书讽诵极为勤苦。

8.读不舍手：舍：舍得，愿意。读书读到有兴趣时舍不得放下。

9.
魁垒之士：魁垒：光明磊落；士：旧时指读书人。为人正直，胸怀坦荡
的人。

10.
书通二酉：比喻读书甚多，学识丰富精湛。二酉：指大酉山、小酉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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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萤映雪：集萤：晋代车胤少时家贫，夏天以练囊装萤火虫照明读书；
映雪：晋代孙康冬天常映雪读书。形容家境贫穷，勤学苦读。

12.
招贤纳士：招：招收；贤：有德有才的人；纳：接受；士：指读书人。
招收贤士，接纳书生。指网罗人才。

13.
凿壁偷光：原指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引邻舍之烛光读书。后用来形容家贫
而读书刻苦。

14.
洋洋盈耳：洋洋：众多；盈：充满。指宏亮而优美的声音充满双耳。形
容讲话、读书的声音悦耳动听。

15.
才贯二酉：二酉：指大酉山、小酉山。因以之形容读书甚多、学识渊博
。

16.枕籍经史：枕着经典，垫着史书。形容专心一意读书。

17.秉笔直书：秉：持，握住。写史书根据事实记录，不隐讳。

18.
巨学鸿生：巨：大；鸿：通“洪”，大；生：读书人。比喻学识渊博的
人。

19.书香门第：旧时指上辈有读书人的家庭。

20.燕颔儒生：有封侯之相的读书人。亦用以称美志在建立军功的士人。

21.
闭门读书：关起门来在家里读书。原意是独自学习，而不与别人切磋。
后也用以形容专心埋头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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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有脚书橱：比喻学识渊博的人。也指脱离实际食古不化的书呆子。

23.映雪读书：利用雪的反光读书。形容读书刻苦。

24.
十年窗下：科举时代，读书人要取得功名，终年埋头在书本里。形容十
年时间闭门苦读。

25.手不释书：犹手不释卷。书本不离手。形容勤奋好学。

26.
积雪囊萤：积雪：南朝孙康映雪读书。囊萤：晋代车胤把萤火虫装在口
袋里，借荧光读书。形容刻苦攻读。

27.
读书得间：间：间隙。比喻窍门。读书得了窍门。形容读书能寻究窍门
，心领神会。

28.山陬海筮：山隅和海边。泛指荒远的地方。

29.两脚书橱：指读书很多但不善于应用的人。

30.奋笔疾书：奋笔：提起笔来。指精神昂扬地挥笔快速书写。

31.读书种子：指在文化上能承先启后的读书人。

32.据鞍读书：在马背或驴背上读书。后多形容学习勤奋。

33.借书留真：指借别人的书，抄写后留下正本，把抄本还给别人。

34.道学先生：指思想、作风特别迂腐的读书人。

35.飘零书剑：古时谓文人携带书剑，游学四方，到处飘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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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磬笔难书：极言事实多，即使用完笔也难写全。磬，通“罄”。

37.读书三到：形容读书十分认真。

38.孙康映雪：比喻读书非常刻苦。

39.十行俱下：眼睛一瞥就能看下十行文字。形容读书极快。

40.
画荻教子：荻：芦苇。用芦苇在地上书画教育儿子读书。用以称赞母亲
教子有方。

41.雪天萤席：比喻不分寒暑，刻苦读书。

42.
黄卷青灯：黄卷：古代书籍用黄低缮写，因指书籍；青灯：油灯发青色
的灯光，指油灯。灯光映照着书籍。形容深夜苦读，或修行学佛的孤寂
生活。

43.
书不尽言：书：书信。信中难以充分表达其意。后多作书信结尾习用语
。

44.一介书生：一介：一个。旧时读书人的自称或对普通读书人的雅称。

45.
太璞不完：太璞：未治之玉。璞经过加工，就失去了天然的形态。旧时
比喻读书人出来作官，就丧失了纯洁。

46.春诵夏弦：指应按季节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后泛指读书学习。

47.目不窥园：形容专心致志，埋头苦读。

48.五行并下：五行文字一并看。形容读书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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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十载寒窗：载：年。指长期苦读。

50.枕典席文：指以典籍为伴，勤于读书学习。

51.
凿壁借光：凿：挖。在墙上凿一小孔，借邻居的灯光读书。形容家贫刻
苦读书。

52.闭户读书：关着门在家里埋头读书。

53.
焚膏继晷：膏：油脂，指灯烛；继：继续，接替；晷：日光。点上油灯
，接续日光。形容勤奋地工作或读书。

54.滚瓜烂熟：形容读书或背书流利纯熟。

55.弃书捐剑：比喻胸怀大大志的人不屑于小事。

56.牛角书生：比喻勤奋读书的人。

57.不羁之士：羁：拘束；士：读书人。不受拘束的读书人。

58.书画卯酉：犹言上下班。卯时签到，酉时签退。

59.
穷愁潦倒：穷愁：穷困愁伤；潦倒：颓丧，失意。穷困愁苦，失意消沉
。形容读书人境遇困苦，意志消沉。

60.诗书发冢：比喻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作风。

61.硕学通儒：儒：指读书人。学问渊博，通达事理的学者。

62.闭门读书：关起门来在家里读书。形容专心埋头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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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磨穿铁砚：把铁铸的砚台都磨穿了。比喻读书用功，有恒心。

64.七行俱下：读书，同时读七行。比喻非常聪明。

65.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积蓄财产，不如学点技术。

66.
负薪挂角：负薪：背着柴草，汉代朱买臣背着柴草读书；挂角：把备读
的书挂在牛角上，隋代李密骑在牛背上读书。指边劳动边读书，不畏辛
苦。

67.书生之见：指读书人不切实际或不合时宜的见解。

68.白面书生：指缺乏阅历经验的读书人。也指面孔白净的读书人。

69.映月读书：利用月光来照明读书。形容家境清贫，勤学苦读。

70.仰屋着书：仰：脸向上；着：写。形容一心放在着作上。

71.乡书难寄：乡书：家书。家书很难寄回家中。比喻与家乡消息隔绝。

72.
傲贤慢士：贤：有才德的人。士：读书人和有才干的人。用傲慢的态度
对待有德有才的人。

73.目不识书：谓读书很少或没读过书；不甚识字或不识字。

74.
舌战群儒：舌战：激烈争辩；儒：指读书人。指同很多人辩论，并驳倒
对方。

75.腹载五车：比喻读书甚多，知识渊博。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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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面儒冠：犹白面书生。指只知读书，阅历少，见识浅的读书人。有时
含贬义。亦泛指读书人。

77.枕经籍书：枕着经，垫着书。形容酷嗜读书，以书为伴。

78.
囊萤积雪：囊萤：晋代人车胤收集萤火虫读书；积雪：晋代人孙康映雪
读书。形容刻苦攻读，勤学上进。

79.
引锥刺股：锥：锥子；股：大腿。晚间读书时想睡觉，就用锥子刺自己
的大腿，以保持清醒。形容学习勤奋刻苦。

80.书读五车：形容读书多，知识丰富。

81.
临池学书：临：靠近，挨着；池：砚池；书：书法。指刻苦练习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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