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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 樑 刺 股 1 

 2 

形容一個人勤學苦讀 (股＝大腿) 3 

 4 

這句成語牽涉到兩個故事。「懸樑」的典故出於後漢5 

「楚國先賢傳」中。後漢有一個讀書人叫孫敬，到洛陽去求6 

學。他是個非常用功的人，日夜苦讀。但是人難免會疲倦，7 

他怕自己睡著，於是就在樑上懸了一條繩子，綁在髻上，萬8 

一不小心打了瞌睡，頭一垂下繩子拉緊了，就能把自己驚9 

醒，繼續讀書。所以「懸樑」一詞，就用來形容苦讀的人。 10 

「刺股」則是戰國時代有名的蘇秦，一心想成為各國之11 

間的名人，他初次完成學業就遊走諸國，但是卻沒有成功。12 

回家後遭到兄嫂的恥笑和別人的冷嘲熱諷，心裡很不是滋13 

味，因此就下定決心，發奮苦讀，日夜不休。他怕自己體力14 

支持不了，於是一面讀書，一面手裡拿著錐子，當自己瞌睡15 

時，就扎一下大腿，即使血流不止也咬牙忍痛，使自己保持16 

清醒，不斷研究學問。如此用功了幾年﹐他的學識比以前更17 

充實了，再次遊走諸國，憑著豐富的學問與廣博的見識，提18 

出「合縱」政策，聯合六國之力對抗秦國，成了六國宰相，19 

聞名於各國之間，達成了他長久以來的心願。 20 

宋朝王應麟所編的三字經，就有「頭懸樑、椎刺股」兩21 

句，就是從這兩個故事來的。現在我們縮省三字經，用「懸22 

樑刺股」來形容一個人勤學苦讀。 23 

 24 

例句﹕他受了上次考試失敗的刺激，這次「懸樑刺股」25 

地下功夫，希望能夠一舉成功。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