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三行工人入面負責泥水的工匠，廣東人

稱為「泥水佬」，他們在開門口的時候，必

須要符合一個準則：自己通過之餘，別人

亦可以通過。因此就衍生了歇後語「泥水

佬造門──過得自己過得人」，比喻要將心

比己、易地而處，不可以只從自己角度出

發，亦要考慮其他人的處境。 

 

 

很多歇後語也跟以前的生活文化有關，例如

以前的人會看通勝了解當年的廿四節氣、每

日吉凶宜忌、氣象變化等，對務農的人尤其

重要！但因為通勝是按農曆計算，需要每年

更新，就好像現代的日曆，所以上一年的通

勝在今年等於無用武之地，因而衍生「隔年

通勝──唔值錢」這個歇後語！ 



 
 

 

廣東話歇後語就有「蠶蟲師爺」說法，師爺是

指古代衙門專門處理文書、為官員出謀獻策的

人，而蠶蟲的特性就是吐絲結繭，將自己包

實，「蠶蟲」與「師爺」，就是指出謀獻策的人

最終作繭自縛，令到自己無法脫身，自作自

受！ 
 

 

 

 

 

答案: 

1. 老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 

2. 鐵拐李踢足球一腳踢 

3. 竹籃打水一場空 

4.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