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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未雨而綢繆， 

毋臨渴而掘井。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朱柏廬《治家格言》。 

「宜」，應當。「綢繆」，用繩索捆綁。「毋」，不要。 

全句的意思是：凡事要預先做好準備，應當在下大雨前，

就用繩索綁好門窗，不要到口渴的時候才去挖井。 

 
 
體悟與應用 

上面朱柏廬的話是他將「未雨綢繆」和「臨渴掘井」兩

個成語組合，而賦予新的意義。 

「未雨綢繆」，語出《詩經‧豳風‧鴟鴞》。原意是：趁

着天晴沒下雨，趕快剝點桑根皮，把那門窗修補好。後人以

「未雨綢繆」，比喻事先準備，防患於未然。 

「臨渴掘井」，語出《黃帝‧內經‧素問》。原意是：疾

病已形成才用藥，動亂出現了才治理，就好比口渴時才掘井，

不是遲了嗎？後人以「臨渴掘井」，比喻事到臨頭才想辦法。 

朱柏廬在兩個成語之前，分別加了一個「宜」字和一個

「毋」字，使兩者產生了強烈的對比，鼓勵我們堅毅明志，

在做事之前要有預見，有準備，防患於未然，如果事到臨頭

才想辦法，就為時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