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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广》李广是西汉时候的名将。
他平时爱护部属，与士兵同甘苦，深得士兵的爱戴。
因此，常能打胜仗。
匈奴兵怕他的威名，称他为“飞将军”。
虽然李广后来受统治阶级的排挤死了，可是他的事迹却为后人所歌颂。
（《中国历史人物3（绘画本）（共10册）》根据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改写）。
　　《郑成功》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清兵侵占北京，建立了封建王朝。
当时郑成功还很年轻，因不满父亲投降清廷，便毅然带领了部下九十余人到南澳岛，建立抗清根据地
。
　　一六五九年，郑成功乘清军侵入云南，江南空虚，领兵进攻南京，连战连胜，直逼南京城郊，一
时东南大震。
可惜他被胜利所迷惑，中了敌人的缓兵奸计，败退厦门。
这一次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他一面据守厦门等地，一面带兵收复了荷兰人所霸占的台湾，开展了
长期抗清的局面。
一六六三年他病死在台湾，他的爱国精神和英勇事迹为后代人们所传诵。
　　《戚继光》戚继光是明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军事家。
他在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各省时，顺应了广大人民的意愿，训练了一支新军，又运用新的战术，给敌人
以沉重的打击，终于平定了为患多年的倭害。
　　《林则徐》《中国历史人物3（绘画本）（共10册）》叙述了“鸦片战争”的起因与过程，故事歌
颂了林则徐的反帝精神及刚正的性格，也揭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黄道婆》黄道婆生于宋朝末年，在封建社会里，她原是最受迫害的童养媳。
由于她不屈服于命运安排，自己闯出一条生路。
向黎族人学习棉花耕种、纺织技术，不向困难低头，刻苦钻研纺织技术，革新纺织工具和传授纺织技
术，使当时当地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对人民生活、社会发展，起了很大影响，成为劳动人民
最尊敬的人。
直到现在，她出生的地方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她的故事。
　　《祖逖》腐败的西晋王朝经受十五年的内战（八王之乱），实力大为削弱，于是匈奴等族铁骑南
下，占据了整个黄河流域。
官僚们仍旧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
　　而爱国志士祖逖坚持北伐，带领一小队人渡江，“中流击楫”，一路上得到人民的响应和支持。
经过多次苦战，收复了黄河中下游以南的地区。
　　祖逖还想渡河北进，不料遭到朝廷的反对，连最亲密的战友刘琨也在河北被奸臣所害。
祖逖悲愤成疾，他垂危时还一心惦念着国事。
祖逖死后，敌人很快地又占领了河南和淮河流域地区。
后来中国就出现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秋瑾》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腐败的清政府为维持统治，向列强屈膝投降。
当时国内革命空气很浓，各省爱国青年纷纷成立了革命团体，提出推翻清朝政府的口号，秋瑾就是其
中杰出的一位。
她办女报，提倡妇权，宣传革命。
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准备起义，不幸事机不密，徐锡麟在安徽失败，她也在绍兴被
捕。
虽经严刑拷打，但是秋瑾坚贞不屈，最后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詹天佑》詹天佑是一位中外闻名的中国铁路工程师。
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就是在他领导下建成的。
这是九十年前中国人用自己的力量筑成的第一条铁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人物三>>

京张铁路开工时，英美日俄等国的工程师都在一旁冷嘲热讽，认为没有他们中国不可能独立修筑铁路
。
可是詹天佑毅然把工程担当起来，发动群众，克服困难，终于使京张铁路在中国人手里胜利地完成通
车了。
他还发明一种连接火车车厢的挂钩，直到今天，全世界都还采用这种“詹天佑挂钩”。
　　《阎应元》阎应元，南明抗清义军首领。
曾任江阴典史，因爱民如子，被人称颂。
弘光元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江南也陷入清军铁蹄之下。
阎典史被推荐为义军首领。
他足智多谋，不受南明降将刘良佐的诱降，带领军民，守江阴城八十一日，抗敌到最后，直至壮烈战
死。
　　《夏完淳》夏完淳是明末出生的江苏松江人。
他聪明过人，5岁时就熟读群书。
在父亲夏允彝的教导下，他不仅学艺精湛，还有远大的抱负。
清兵入关，明朝衰败了，许多爱国志士为反清救明，纷纷献出了热血和生命。
夏完淳也是其中一个。
他积极参加各地的起义，出谋划策，动员有志之士联合抗清。
最后被捕时，他坚强不屈，在狱中写成《南冠草》诗集，慷慨就义。
夏完淳死时，年仅17岁。
　　林则徐 《中国历史人物3（绘画本）（共10册）》叙述了“鸦片战争”的起因与过程，故事歌颂
了林则徐的反帝精神及刚正的性格，也揭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郑成功 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清兵侵占北京，建立了封建王朝。
当时郑成功还很年轻，因不满父亲投降清廷，便毅然带领了部下九十余人到南澳岛，建立抗清根据地
。
　　一六五九年，郑成功乘清军侵入云南，江南空虚，领兵进攻南京，连战连胜，直逼南京城郊，一
时东南大震。
可惜他被胜利所迷惑，中了敌人的缓兵奸计，败退厦门。
这一次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他一面据守厦门等地，一面带兵收复了荷兰人所霸占的台湾，开展了
长期抗清的局面。
一六六三年他病死在台湾，他的爱国精神和英勇事迹为后代人们所传诵。
　　戚继光 戚继光是明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军事家。
他在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各省时，顺应了广大人民的意愿，训练了一支新军，又运用新的战术，给敌人
以沉重的打击，终于平定了为患多年的倭害。
　　李广 李广是西汉时候的名将。
他平时爱护部属，与士兵同甘苦，深得士兵的爱戴。
因此，常能打胜仗。
匈奴兵怕他的威名，称他为“飞将军”。
虽然李广后来受统治阶级的排挤死了，可是他的事迹却为后人所歌颂。
(《中国历史人物3（绘画本）（共10册）》根据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改写) 詹天佑
詹天佑是一位中外闻名的中国铁路工程师。
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就是在他领导下建成的。
这是九十年前中国人用自己的力量筑成的第一条铁路。
京张铁路开工时，英美日俄等国的工程师都在一旁冷嘲热讽，认为没有他们中国不可能独立修筑铁路
。
可是詹天佑毅然把工程担当起来，发动群众，克服困难，终于使京张铁路在中国人手里胜利地完成通
车了。
他还发明一种连接火车车厢的挂钩，直到今天，全世界都还采用这种“詹天佑挂钩”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人物三>>

　　秋瑾 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腐败的清政府为维持统治，向列强屈膝投降。
当时国内革命空气很浓，各省爱国青年纷纷成立了革命团体，提出推翻清朝政府的口号，秋瑾就是其
中杰出的一位。
她办女报，提倡妇权，宣传革命。
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准备起义，不幸事机不密，徐锡麟在安徽失败，她也在绍兴被
捕。
虽经严刑拷打，但是秋瑾坚贞不屈，最后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祖逖 腐败的西晋王朝经受十五年的内战(八王之乱)，实力大为削弱，于是匈奴等族铁骑南下，占
据了整个黄河流域。
官僚们仍旧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
　　而爱国志士祖逖坚持北伐，带领一小队人渡江，“中流击楫”，一路上得到人民的响应和支持。
经过多次苦战，收复了黄河中下游以南的地区。
　　祖逖还想渡河北进，不料遭到朝廷的反对，连最亲密的战友刘琨也在河北被奸臣所害。
祖逖悲愤成疾，他垂危时还一心惦念着国事。
祖逖死后，敌人很快地又占领了河南和淮河流域地区。
后来中国就出现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黄道婆 黄道婆生于宋朝末年，在封建社会里，她原是最受迫害的童养媳。
由于她不屈服于命运安排，自己闯出一条生路。
向黎族人学习棉花耕种、纺织技术，不向困难低头，刻苦钻研纺织技术，革新纺织工具和传授纺织技
术，使当时当地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对人民生活、社会发展，起了很大影响，成为劳动人民
最尊敬的人。
直到现在，她出生的地方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她的故事。
　　夏完淳 夏完淳是明末出生的江苏松江人。
他聪明过人，5岁时就熟读群书。
在父亲夏允彝的教导下，他不仅学艺精湛，还有远大的抱负。
清兵入关，明朝衰败了，许多爱国志士为反清救明，纷纷献出了热血和生命。
夏完淳也是其中一个。
他积极参加各地的起义，出谋划策，动员有志之士联合抗清。
最后被捕时，他坚强不屈，在狱中写成《南冠草》诗集，慷慨就义。
夏完淳死时，年仅17岁。
　　阎应元 阎应元，南明抗清义军首领。
曾任江阴典史，因爱民如子，被人称颂。
　　弘光元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江南也陷入清军铁蹄之下。
阎典史被推荐为义军首领。
他足智多谋，不受南明降将刘良佐的诱降，带领军民，守江阴城八十一日，抗敌到最后，直至壮烈战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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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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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人物3(绘画本)(套装全10册)》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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