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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伟大诗人李白少年时受“铁杵磨针”的触动，从此发愤读书；大书法家怀素练习写字用坏的笔堆成了
小山，洗笔的水池变成了“墨池”；诗人李贺收集创作素材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 从这些故事中我
们了解到，历史名人能够在某一方面取得超过常人的收获，专心投入、刻苦训练，是引领他们走向成
功的关键。
阅读中国历史故事不仅有助于中小学生的课内外学习与考试升学，还能提高学生的科学和人文素质，
为广大中小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和终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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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禹治水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
搬。
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
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
首领们都推荐鲧（音ｇǔｎ）。
尧对鲧不大信任。
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
”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
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
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
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
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狠下心没进
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
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
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
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
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后代的人都称颂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
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
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
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
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氏族的贵族。
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住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
贵族劳动。
这样，就渐渐形成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由于禹在治水中的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
传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召集许多部落的首领。
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
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部落首领，到会最晚。
禹认为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氏斩了。
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符其实的国王了。
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皋陶（音ｇāｏｙáｏ），曾经帮助禹治理政事。
皋陶死后，皋陶的儿子伯益也做过禹的助手。
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伯益做禹的继承人的。
但是，禹死以后，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位子。
这样一来，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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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
商汤灭夏夏启继承了父亲禹的位置，看似天下太平。
其实真正的纷争才刚刚开始⋯⋯禹还在世的时候，皋陶、伯益父子一直辅佐在禹的身边。
在禹治水期间，伯益也立下了赫赫功劳。
倘若禹要退位，按照禅让制伯益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继承人。
但是禹却在私下培植启的势力，想将自己拥有的诸多特权交给自己的儿子。
禹去世后，部落联盟开始推选新的首领，伯益当然是大家推举的对象。
按照惯例，伯益仿照当年舜和禹的做法，在启的面前表现出谦让，假意让位。
谁料想启倒毫不客气，就这样接过了首领的位置，继承了父亲的特权。
历史上的“禅让制”就这样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世袭制”。
伯益当然很生气，于是召集了一队人马前来攻打启。
启早有准备，一切迎战的措施都早已布置好了，所以很容易就击退了伯益的人马。
也有人反对他打破“禅让制”，但统统都被启镇压下去，各个部落的首领因此一一臣服在启的脚下。
启在成为部落首领之后，不仅很好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还扩大了国家的范围，成为一代名副其实的
君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一一夏朝。
中国从此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夏启在位期间，将国家分为“九州岛”，“九州岛”分别由“九牧”管理。
“九牧”是他亲自委派的亲信。
另外，为了便于管理国家，他还设置了各种机构，并且建立了军队，开始征收赋税。
在启之后，他的儿子太康按照世袭制继承了王位。
但他并不像自己的父亲那样一心治理国家，而是沉迷于游玩，喜欢打猎，将国事放在一边。
就在这时发生了“太康失国”事件。
东夷的首领羿夺走了太康的王位。
太康有个弟弟叫做中康，中康的孙子少康，联合了忠于夏朝的势力将王位夺回，这就是历史上的“少
康中兴”。
公元前16世纪，夏朝的统治已延续了四百多年。
它遇上了最后一个君主——桀。
他的残忍暴虐、荒淫奢侈令人发指，百姓连连叫苦。
与此同时，在黄河下游有一个叫做商的部落。
当夏朝走向没落的时候，商却逐渐强大起来，它的首领叫做汤。
汤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品行也得到人们的称赞。
他招募来贤能的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推荐给了夏桀。
谁知夏桀根本没有理会汤的良苦用心，依旧无心国事，听信奸臣的谗言，驱逐贤才。
伊尹因此又回到了商汤的身边，成为他的助手。
商汤不忍再看天下百姓受欺压，于是下决心推翻夏朝的统治。
商汤首先借机灭掉了葛部落，继而是夏的联盟韦、顾、昆吾等部落。
商汤就这样一点点瓦解掉夏的势力。
但商汤并没有在此时轻举妄动，他听从了伊尹的建议，表面上暂时臣服于夏。
后来，九夷中的一些部落也无法忍受夏桀的暴政，计划着叛变。
商汤见时机已到，借上天的旨意动员将士发动进攻。
士兵们也受够了夏的压迫，压抑的愤怒一下全都涌了上来，作战都十分英勇。
夏桀的部队抵挡不住，很快就败下阵来。
桀一路逃向了南方，最后被流放到南巢。
公元前1600年，夏朝就此画上了句号，商朝的统治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
(田战省)盘庚迁都现代人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发现了商朝的遗址，在其中发掘出很多具有历史意义
和研究价值的物品，包括青铜器、农作物的种子以及家畜的遗骸等。
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甲骨文”，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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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这个地方叫做“殷”。
其实在一开始，商朝的国都并不在这里。
当商汤推翻了夏朝的统治之后，将国都定在了毫，也就是今天河南商丘一带，给自己的王朝起名为“
商”。
良臣伊尹依然辅佐在汤的身边，在汤之后他又先后辅佐了四代君王。
他的贤明能干帮助商朝一步步发展起来，并逐步强大。
但是就在伊尹死后，商朝走进了一段低迷的时期。
第六代君王太庚沉迷于享乐，不理朝政。
往后的几朝君王也都被时下的太平冲昏了头脑，眼看着商朝就这样开始日渐衰落。
当时，贵族间和王室上层也纷争不断，除了争权夺利外，其中也不乏窥视王位的争斗。
所以君王们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用了迁都的办法。
这样做不仅可以把对自己忠诚的臣子和亲信带走，而且还可以摆脱对自己王位有威胁的势力。
在一代君王的带领下，从商王仲丁开始，商朝经过了五次迁都。
从毫到隞，又从隞迁到相，再到邢，最后到了奄。
按照今天的地名，商朝的都城从最初的河南商丘迁到了河南荥阳，而后又迁到河南内黄，接着商朝的
君主又辗转将都城定在了山东定陶，最后又迁往山东曲阜。
就这样，商朝的君王已经到了第二十代——盘庚。
他认真思考了当时都城的情况。
虽然这时的奄已相当繁华，城市中的人口也在增多。
可是这里的地势很低，一遇到下雨天城市被水淹没，与外界的交通一下就中断了，很不方便。
所以，他也有了迁都的想法。
此想法一出，立即遭到了很多上层贵族的反对。
又说要维护祖宗的宗庙，又说迁都不吉利，甚至还有人煽动百姓闹事。
其实，盘庚这次迁都的目的与其它先王的目的并不一样。
他希望能够很好地整顿朝政，复兴夏朝昔日的辉煌。
迁都不仅可以避免水患，而且还可以摆脱老臣和王公贵族的束缚，能够大展手脚，开始自己的治国之
路。
同时，上层贵族中的奢靡之风，也可以借此机会加以整治。
对于新都城的选择，经过慎重考虑，最后他选定了北蒙。
这里地势险要，位于商朝疆域的中部。
这个地方北面有太行山作屏障，左临孟门关，右有漳水和滏水环绕，前面还有一条大河可供航行，是
统领天下、号令群雄的理想之地。
面对来自外界的种种阻挠，盘庚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念头，立刻发布了迁都令。
为了消除面前的阻碍，他特意昭告天下：我已经请巫师占卜过很多次了，迁都是顺应天意的，也是有
利于国家的安定和百姓的幸福的。
我已下决心，谁要是再敢出来反对，我就要狠狠地惩罚他!此语一出，没有人再敢站出来说什么反对的
话。
于是，在盘庚的坚持下，公元前14世纪，商朝第六次迁都。
这次迁都，将商朝划分为商、殷两个时期。
正如盘庚所想，到了新的都城北蒙，商朝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一派新面貌。
所以，今天出土的很多商代的文物都是在河南安阳，这里就是当时的北蒙。
由这些物品也可以看出，迁都后的商朝进入了一个多么繁盛的时期。
(田战省)烽火戏诸侯周宣王到了晚年，开始沉湎于酒色，懒于治理朝政，他还滥杀无辜，粗暴干涉诸
侯的内部事务，’大失人心，最终被仇家装鬼射杀。
宣王死后，他的儿子宫涅即位，即周幽王。
幽王更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他整日花天酒地、荒淫无度，常常好几个月不理朝政。
大臣褒垧见天子如此荒唐昏庸，便苦苦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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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非但不听，反而将褒垧监禁起来。
褒垧在监狱里被一关就是三年，受尽了折磨。
为了将褒垧救出来，褒家人可真是千方百计，绞尽了脑汁。
听说幽王正在四处搜罗美女，于是就去乡下买了个貌若天仙的姑娘，教会她唱歌跳舞，然后给她穿上
华丽的衣裳装扮起来，取名为褒姒，献给了幽王替褒珦赎罪。
幽王见了相貌如此出众的褒姒，顿时心花怒放，当即就将褒珦释放了。
幽王十分宠爱褒姒，对她百依百顺，但本来就不善言笑的褒姒自从进宫后，日夜思念家乡、亲人，整
日沉闷不语，从没露过笑脸。
幽王为讨得褒姒的欢心，送给她许多珍宝美玉，想方设法，花样玩尽，就差上天摘星捉月了，可褒姒
就是笑不出来。
幽王没辙，就昭示宫廷内外：谁能博得王妃娘娘一笑，赏黄金千两。
周王朝为了防备西方犬戎的进攻，在骊山一带建造了二十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建一座，一旦犬戎来
攻，把守第一道关的兵士就把烽火燃起来，第二道关上的兵士发现烽火，也就点起烽火，这样一个传
一个，附近的诸侯见了烽火，就会发兵来救援。
于是有个精于钻营、擅拍马屁的虢石父，替幽王出了个鬼主意。
他对周幽王说：“当今天下太平，我们的烽火台很久没有使用了，我想请大王和娘娘上骊山玩几天，
到了晚上，我们就把烽火点起来，让附近的诸侯都赶来，娘娘发现这么多人马上了当、扑了空，白忙
活一回，肯定会觉得好玩，一定能逗得她发笑。
”幽王觉得这个主意挺有趣，就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就去分头准备吧。
”周幽王带着褒姒和仆从上了骊山，登上烽火台，命令兵士点燃烽火，顿时狼烟四起。
诸侯们一见警报，以为犬戎来犯，就急忙率领兵马前来救驾。
谁知赶到骊山脚下，连一个犬戎人的影儿都没见到，只听到山上笙箫齐鸣。
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这时幽王派人来说：“辛苦大家了，这是大王和王妃点烟玩儿呢，你们可以回
去了。
”诸侯们才知道上了当，一个个怒气冲天，满腹怨气地回去了。
褒姒不知道这是闹的什么玩意儿，她看见山脚下急匆匆来了好几路兵马，不大一会儿又乱哄哄地走了
，就问幽王这是怎么回事。
幽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褒姒觉得很可笑，禁不住轻轻一笑说：“亏你们想得出来这玩意儿。
”幽王见褒姒终于开了笑脸，非常高兴，当即将一千两黄金赏给了虢石父。
幽王宠着褒姒，没过多久，就把申王后和太子宜臼都废了，另立褒姒为王后、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
子。
申王后的父亲申侯闻讯后火冒三丈，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就联合犬戎向镐京进攻。
幽王一听犬戎来攻，急忙派虢石父去骊山点烽火。
烽火是点着了，可各路诸侯因为上次上了当，以为又是幽王胡作非为，因而全都按兵不动。
烟火再浓，战鼓再响，也不见援兵的踪影。
在内无精兵、外无援军的情况下，镐京很快就被攻破，幽王及太子伯服在逃跑途中被杀，千金一笑的
褒姒也被犬戎掳掠而去。
这时各路诸侯才明白犬戎真的攻打了镐京，于是才联合起来前来勤王。
犬戎的首领一看联军来了，就命手下把镐京洗劫一空，放了一把火退走了。
诸侯们赶走了犬戎，便拥立原太子宜臼为王，即周平王。
平王看到破败的镐京，想到常来袭扰的犬戎，便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
在宠妃展颜一笑中，在失信的烽火台下，在一场堪称旷世奇闻的玩笑后，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西
周画上了休止符。
《李肇翔》　　管鲍之交将昔日的仇人留在自己身边，并且帮助自己处理国家大事，这样的君王该拥
有怎样的胸怀和气度!春秋初期齐国的齐桓公就是这样，他的得力助手管仲就曾与他有过一箭之仇，但
是他们却相互合作，共同成就了齐国的霸业，这还多亏了鲍叔牙。
管仲和鲍叔牙在早年就有很好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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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合伙做生意。
管仲由于家境贫寒，所以出的本钱少，但赚钱后却拿得多。
有人向鲍叔牙提出来，鲍叔牙却说：“他多拿钱是为了解决家里的困难，我乐意。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别人都在说管仲的不是，而鲍叔牙都表示出理解，就连管仲自己都说：“
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
”在齐桓公之前，齐国的国君是齐襄王。
他荒唐残暴，把自己的两个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逼走了。
公子纠跑到了鲁国，后来拜管仲为师；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跑到了莒国，他的师傅是鲍
叔牙。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人杀死。
齐国的使者请公子纠回去做国君，鲁国亲自派兵护送。
管仲深思熟虑，担心让公子小白抢了先，所以立刻出发赶路。
途中得知，公子小白果然走在了前面。
他连追了三十里地，一见到公子小白，就用箭将他射死了。
其实，管仲的一箭并没能取小白的性命，他只是在装死，事后便抄小道首先到了都城临淄。
可是。
公子纠的年龄比公子小白大，大臣们都觉得让公子纠来继承王位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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