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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群众信服。大:表示程度深。孚:为人 

所信服。宋•洪咨夔《平斋文集•二六•谢 

贾制置特荐启》:此皆已见于施行，务在 

更加于推广，大孚众望，弘济中兴。

后世多作［深孚众望工《（清）刘坤一 

遗集•奏疏三四• 11 •提臣应行陛见暂请 

展缓折》:该提督老于戎事,忠爱性成,于 

同治五年蒙恩简授湖南提督，迄今三十 

馀年，专画久膺，深孚众望，其朴诚忠勇， 

早在圣明洞鉴之中。

又作［深孚人心工清•袁枚《小仓山房 

续文集•三二•淮徐营游击加赠文林郎田 

公墓志铭》:以吴人之浮薄，而封公（香泉 

先生）排日出署，竟齐其口，无一人造作 

蜚语者。非其道韵平淡，有以深孚于人 

心，何能如斯？

又作［素孚众望］，素（sCi）:素来;一向。 

众望也作“物望”。物望:人望;众望。 

清•郑燮《郑板桥全集•集外诗文•潍县署 

中寄四弟墨》:此乃我弟忠信素孚于众 

望，故能令官绅两造,概行折服,诚属难 

能而可贵。I《筹办夷务始末•二六•咸丰 

八年五月丁亥・1027・奕近奏》:天津乡 

勇现仍团结,果有素孚物望之官绅，实力 

训练，晓以大义，啖以重赏，必可得力。

【深沟高垒］shen gou gdo lei挖掘很 

深的壕沟，建筑很高的壁垒。指构筑坚 

固的防御工事。《孙膑兵法•五名》（银雀 

山汉墓竹简本）：深沟高垒而难其粮。I 
《史记•淮阴侯传》九二2615 （并见《汉 

书》三四1867）：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 

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 

营勿与战。

又作［高垒深沟工《孙子•虚实篇》（《十 

一家注孙子》91 ）：故我欲战，敌虽高垒 

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又作［深壁高垒，深壁（-bi）:加高壁 

垒。枚乘《上书重谏吴王》（《汉书》五一 

2363、《文选》三九552下）：深壁高垒, 

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

又作［深沟壁垒］，壁垒：围墙;防御工 

事。《史记•粽布传》九一2600（并见《汉 

书》三四1884）：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 

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 

乘塞。

又作［深沟峻垒］，峻（2n）：高。韩凝 

《汉齐盖庙碑》（《全唐文》二0八）：以济 

水之南，深沟峻垒,缮甲兵，具车乘。

又作［高垒深壁工《三国志•武帝纪》 

一 7 ：（太祖）因为谋日「诸君听吾计…… 

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 

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

又作［高垒深堑］，堑（qidn）：隔断交 

通的沟。《史记•高祖本纪》八374（并见 

《汉书》一上42）：（汉王）欲复战。郎中 

郑忠乃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

【深居简出】shen ju jian chu深居:居 

住在隐秘的地方。《文子•微明》（《二十 

二子》本852中）：患祸之所由来，万万无 

方，故圣人深居以避害，静默以待时。 

简出:原指经过拣选而使其离开某地。

《后汉书•郎颜传》三O下1062：（条便宜 

七事）宜简出宫女，恣其姻嫁。后多指 

很少外出。

后来四字成文，原指野兽潜藏在深山 

密林，很少出来活动。唐•韩愈《昌黎集・ 

二O•送浮屠文畅师序》:夫兽深居而简 

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脱焉。

后多用来指人平日待在家里,很少出 

门。宋•秦观《淮海集•三七•谢王学土 

书》:自拱弃以来，尤自刻励，深居简出， 

几不与世人相通。I王若虚《太一三代度 

师萧公墓表》（《金文最》九一）：师自重修 

观舍，深居简出，外人多不识其面。

又作［深居罕出］，罕（hGn）：稀少。 

宋・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四•与朱侍讲》: 

向来在外舍,深居罕出。.

又作［深藏简出1藏（Mng）：隐匿。

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二七•妓妾守 

志》：（汪）佛奴独居尼寺，深藏简出，操行 

洁白，以终其身。

【深厉浅揭】shGn li qian qi《诗经•那 

风•匏有苦叶》（《十三经注疏》本302 
下）：深则厉，浅则揭。意思是遇到深水 

就穿着单衣下水踵过去,遇到浅水就撩 

起衣服踵过去。《尔雅•释水》（同上 

2619中）：以衣涉水为厉。繇膝以下为 

揭,繇膝以上为涉，繇带以上为厉。繇 

（y6u）：由;从；自。

后来用［深厉浅揭：］，比喻行动因时因 

地而制宜。张衡《应间》（《后汉书》五九 

1899）：故尝见谤于鄙儒。深厉浅揭，随 

时为义，曾何贪于支离，而习其孤技邪？ I 
宋•王之望《汉滨集•讲义•诗•汉广（其 

二）》（《四库辑本别集拾遗》674 ）：至于不 

顾礼义，则深厉浅揭，惟其所欲，而尚奚 

所惧哉？ I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三 

0•桂林至兴安路止百里舟行十日》:我 

今法两贤,少安且毋躁。深厉浅则揭，能 

行未可料。

又作［浅深揭厉工 唐•杜牧《樊川文 

集•三•除官归京睦州雨霁》:顾我能甘 

贱，无由得自强……浅深须揭厉,休更学 

张纲！

也省作［揭厉工 陈昌言《赋得玉水记 

方流》（《全唐诗》四六四）：滔滔在何许, 

揭厉愿从游。I权德舆《张隐居〈庄子指 

要〉序》（《全唐文》四九三）：然则道之于 

物，无不繇也。行之者视其分随其方而 

揭厉之，则为家为邦，为仁为智,游之泳 

之，日渐渍之，化与心成，不知所自。

又省作［厉揭工汉•杨雄《剧秦美新》 

（《文选》四八681下）:厥被风濡化者，京师 

沉潜，甸内匝洽，侯卫厉揭，要荒濯沐。 

比喻影响深浅不同。I清•赵翼《瓯北诗 

钞•七言古一 •题王摩诘渡水罗汉图》:丹 

青真鹰那得知，厉揭神情独可按。按: 

此为本义。

【深盟密约】 shen meng mi yue 指男 

女双方为确保爱情始终不渝而对天起 

誓发愿，立下盟约。也指这样的盟约。

杨泽民《满路花》（《全宋词》3012上）：深 

盟密约，啮臂曾流血。须知弦断有，鸾胶 

接。别离日久,转觉归心切。I《玉娇梨》 

一九212：偶尔相逢，似有天幸;黯然别 

去，殊苦人心。记得石上深盟，花前密 

约，历历在耳。

又作［深盟厚约厚:深;亲密。晁端 

礼《柳初新》（《全宋词》442上）：共伊合 

下、深盟厚约，比望收因结果。这好事、 

难成易破。到如今、彼此无那。

又作［厚约深盟］。沈唐《念奴娇》（《全 

宋词》171下）：燕语千般,争解说、些子 

伊家消息。厚约深盟，除非重见,见了方 

端的。而今无奈，寸肠千恨堆积。

又作［密约深盟工吴锡麒《春从天上 

来•镜听》（《清名家词》五165）：乐事酬 

侬，欢情赊汝，抵似密约深盟。料心心照 

见,千里外、与证分明。

又作［密约深期：］，泛指男女约会。方 

千里《浣沙溪（其二）》（《全宋词》2496 
下）：密约深期卒未成。藏钩春酒坐频 

倾。向人娇艳夜亭亭。

【深明大义】shen ming da yi深切地 

了解做人处事的大道理。多指人能识 

大体。《歧路灯》一O八1007 ：岂知抚台 

太太乃是阀阅旧族，科第世家,深明大 

义，不肯分毫有错。I清•江藩《国朝汉学 

师承记•四•王兰泉先生》:先是,文成奏 

先生系独子，母年七十馀，深明大义，勖 

以弹心军事。I《儿女英雄传》二五451： 
世上这般双瞳如豆，一叶迷山的，以至糊 

涂下人，又有几个深明大义的呢？

又作［大义深明1清•长白浩歌子《萤 

窗异草•初编•四•苦节》：（翁又嘱日）吾 

儿大义深明，予无多赘，盍善处之，勿令 

儿女情长也。

【深谋远虑】shen mou yuan lu周密 

谋划，长远考虑。汉•贾谊《过秦论》（《史 

记》六282、《文选》五一 709下）:遹戍之 

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 

兵之道，非及乡（向）时之土也。I贾谊 

《新书•过秦下》: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 

远虑知化之土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 

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史记•秦始皇 

本纪》六278深谋远虑引作“深虑”。

又作［深谋远计］，计:计划;策略。《史 

记•蔡泽传》七九2423 ：大夫种为越王深 

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

又作［深谋远鉴］，鉴（jidn）：观察。魏 

徵《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全唐文》 

一四一）：尚书令景武公杨素，崖岸峻峙, 

天资宏亮……深谋远鉴，独步当时。

又作［深谋远略］，略（2存）：计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