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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耳盗铃 威语源菪 
口 罗 石 

摘 要：从词义上看，“掩耳盗铃”与“掩耳盗钟”两个成语并无什么区别。清代郑志鸿的《常语寻源》认为，“讹钟为铃， 

自隋已然”。今人的一些成语故事源流辞典也把“掩耳盗铃”这个成语的发明权归于唐高祖李渊。根据避讳学的相关 

知识和一些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上述说法是没有根据或者不合情理的。据已掌握的资料看，“掩耳盗钟”讹为“掩耳 

盗铃”大约出现在北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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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自知》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范氏之 

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 

椎毁之。钟倪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 

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故事中的范氏 

即范昭子．春秋末年晋六卿之一，公元前 490年为赵 

简子所伐，出亡齐国。(另一说是晋出公十七年，即 

公元前 458年，智伯与韩、赵、魏分范氏领地，范氏灭 

亡。)范氏既亡，盗贼则乘虚而入，盗得一钟，可惜钟 

太大，便想以椎毁而负之，然而钟声大作，情急之下， 

便做起自欺欺人的勾当，留下了千古笑料。 

这就最成语“掩耳盗钟”的出处，只是后来逐渐 

被“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替代了。然而两者的意义并 

没有什么不同。“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是在什么时候 

出现的呢?我们先来看看有关这个成语源流的记载。 

清代的郑志鸿的《常语寻源》中“掩耳盗铃”条 

云 ：“⋯⋯《隋书》：突厥 李渊为帝 ，则 兵相助 ，渊 

不可。裴寂请尊天子为太上皇 f℃王为帝，改易旗 

帜。渊日：‘此可谓掩耳盗铃，然逼于时事，不得不 

尔。’。许之。。。 中按云：“铃小器，钟大器 呔则有声， 

情急掩耳，讹钟为铃，自隋已然。” 

今人竞有把“搬：耳盗铃”这个成语的发明权直接 

归于唐高根李渊的。娜崔宗云编写的 《常用 话醵 

事选》‘中这样写着 ：“⋯⋯霜束 ．宋粥 码恐毪 缩的 

《资治通芝》 哩说：‘席高祖李渊渎到送 H、l故事时 觅 

得可笑．就说此可 掩耳焱铃也。”’《新青年》杂志 

社出版的《中 常用成沿典故名言故事源旒酵施 这 

样说：“‘掩耳盗铃’这～一词归功于唐高褴 {：{：i4。当他 

见到《淮南子·说山溯》的故事时说：‘此可谓掩耳盗 

铃也。”’ 

上述说法是否可信咙?笔者查阅 厂相关资料， 

进行了一番考 E。 

《隋书》乃唐人魏征等所撰．自然婴避高粥孪渊 

的名讳，所以《隋书》中多称“唐高祖”、“唐公”或“唐 

王”，因此郑志鸿 的记载中出现“李渊”，“渊云”显然 

不合情理。即使郑志鸿是间接引用《隋书》的资料， 

但《隋书》也根本没有与上述“突厥欲李渊为帝”事件 

的相关记载。 

郑志鸿所谓的“突厥欲李渊为帝”这一事件的大 

致情况是这样的：李渊趁隋炀帝南巡而攻取长安后， 

与裴度等人先迎立代王杨侑以为幌子，并改易旗帜 

以争取突厥的策应。李渊明知这是自欺欺人，以“此 

可谓掩耳盗钟”自我解嘲。宋人编的《新唐书》和司 

马光的《资治通鉴》对此事均有记载。郑志鸿说“突 

厥欲李渊为帝”一事见于《隋书》，简直是空穴来风 

了，因为《隋书》是魏征所编，他对高祖所做的不光彩 

的事 自然要有所忌讳了。 

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旧唐书》和《新唐 

书》中关于李渊为帝一事的记载大致相同，现仅举 

《资治通鉴》一八四卷“隋恭帝义宁元年”中的一段史 

料：“(裴)度等乃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 

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 

(隋尚赤。今用绛染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渊日： 

‘此可谓掩耳盗钟 ，然逼于时事 ，不得不尔 。”’李渊 

的“此可谓掩耳盗钟”一语与新旧《唐书》同。 

《常用成语故事选》和《中国常用成语典故名言 

故事源流辞典》的说法也是无稽之谈。因为在《隋书》 

《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没有李渊读 

《说山训》一书的记载。因此说，把“掩耳盗铃”这个 

成语归功于李渊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再从唐代文献看，郑志鸿的“讹钟为铃，自隋已 

然”说，也不足为据。如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公平》 

云：“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闻。此犹捕雀而 

掩目，盗钟而掩耳者，只以取消，将何益乎?”刘知己 

在《史通·志史》中说：“掩耳盗钟，自云无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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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郑志鸿注意到“铃小器，钟大器”，这一发 

现还是有价值的。据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 

社出版的《汉语丈浏典》解释 ，“铃”是“以钢铁为阑 

壳 ，下面微裂 ，置金属丸：f内，摇则发声 ” 并“多悬于 

车衡上、马颈下或旗杆顶。也有作为服饰的”，或是 

“形体似钟而小”者，或是“打击乐器。无舌 ，用单签 

敲击或两铃碰击发声”。“钟”，则指“古代乐器”。祭 

祀或宴享时用，西周中期开始有“十几个大小成组的 

称编钟，大而单一的称特钟”之分：还可指“佛寺悬挂 

的钟”，用以报时、报警、集合之用；也泛指“击以报时 

的钟”或“鸣钟”。因此，“铃”和“钟”两者区别是很大 

的。从故事中“钟大不可负”可以看出，那傻瓜所偷 

的应该是 “钟”，大约是范氏用 以祭祀宴享或者报时 

用的。钟大不可负，他就企图用椎击破之，钟突然发 

出了声响，他就掩上了耳朵，以至于人家过来，抓了 

个正着。试想，那人偷的如果是铃 ，他简直不需要费 

很多的力气，他完全可以把铃铛握在手里，或藏在身 

上，就是铃铛响了．估计发出的声音也不足以惊动人 

的。 

“盗钟”变成“盗铃”这一现象，南宋时的吴曾 

(1162年前后在世)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在《能改斋 

漫录》卷五《辨误》“掩耳盗铃”条云：“谚有掩耳偷铃， 

非铃也 ，钟也 。亦有所本 ，按 吕氏春秋 ：‘范氏亡 ，有 

得其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 

倪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闻其 

过 ，亦由此也 。”’这说明在南宋就 出现 了以“铃 ”代 

“钟”的情况。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掩耳盗铃”这个成语 

差不多是在北宋时出现的。如北宋重显(986—1052) 

的《雪窦四集·颂古集》云：“是即是两个贼，只解掩耳 

偷铃。”刘敞(1019—1068)(公是先生弟子记》(《知不 

足斋丛书》本)亦云：“夫不忍克己为德而谋害人之 

臣，犹窃铃掩耳也，智至于自欺而已。” 

“铃”代“钟”的情况，会不会出现在更早的时候， 

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故不敢妄加推测。不过， 

五代宋初时陶谷的《清异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五 

代时，人们曾为避朱全忠的“嫌名”而“时号钟为‘大 

圣铜 ”’。这或许会是解开成语 “掩耳盗钟”衍变为 

“掩耳盗铃”的一条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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