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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典故，就是古书中的经典故事。
每一个典故大致由出处、故事、含义三部分组成。
每一个典故的背后，都有一个激动人心引人思索的历史故事。
    典故这个名称，由来已久。
最早可追溯到汉朝，《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
中宫亲拜，事过典故。
”典故依据《词海》解释：1．典制和掌故；2．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的词语。
这样看来，典故的释义要比掌故来得宽泛。
以编者个人的理解，掌故要比典故更民间化、俚俗化、口语化，与逸闻、逸事往往成双出对；典故中
的典是典籍的意思，顾名思义，典故也可解释成典籍中的故事和词句。
因此，它更书面化、正规化，是正统文学的一个分支。
典故运用很精炼的语言概括了整个故事的大概，以成语等固定的词或短语在民众中约定俗成。
譬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守株待兔、邯郸学步、画蛇添足等，令人一目了然，一读题目就知道是什
么意思，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典故通常与成语紧紧联系在一起。
成语是人们在长期使用语言过程中形成的固定词组或短语。
成语典故是汉语词汇中的特殊部分。
它们结构简练、含义丰富，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但是，在许多成语典故中，字面上不易准确理解，必须认真加以查考。
这是成语典故逐渐被人们遗忘和弃用的主要原因。
    典故的来源大致有三个。
第一，来源于民间故事、传说、民间习俗、神话、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是某个地名等。
如传说古时候有个叫嫦娥的女士偷吃了长生不老的药，但她吃的多了点，就不由自主地飞到月亮上去
了。
这就是典故“嫦娥奔月”的由来；第二，来源于一些历史书上或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
如古代有个叫谢灵运的诗人，说世界上所有人的才华加起来要有十斗的话，曹植一个人就占了八斗。
他自己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
后来人们就称才华超出普通人很多的人为“才高八斗”；第三，来源于佛经、圣经等宗教书上的故事
、人物、礼仪等，如“天女散花”这个典故来源于佛经，后来常用来形容下雪、落花地的情形。
“替罪羊”这个典故来源于圣经，喻指为代替别人承担过错的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文化典故也是数不胜数。
本书编者在先秦到晚清的文化典籍中穿梭往来，精选出数千则典故，并对每则典故的出处、故事、含
义、用法进行了详解。
读者一书在手，尽览中国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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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册一、安邦治国故事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用来比喻居有定所、乐于工作的社会安乐蓝图。
此典出自《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又见《汉书·货殖传》：“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
”老子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荡、大战乱的时代。
当时，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人民不满意自己的“食”、“服”、“居”、“俗”，不“重死”，敢于
犯上作乱，暴动起义，因而就产生了频繁的战争。
针对这种状况，老子提出了他的理想：建立一个国小人少的社会。
这个社会不要提高物质生活，不要发展文化生活，人民无欲无知，满足于朴素、简单的生活条件和环
境，让人民感觉到他们的饮食香甜，衣服美好，住宅安适，生活满足。
老子的这种理想是复古倒退的，但他的意图是反对奴隶制，反对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
这一点，有其积极的一面。
拨乱反正“拨乱反正”，用以比喻治平乱世，使恢复正常，将国家政事导人正轨。
此典出自《汉书·礼乐志》：“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
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
”在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为了巩固其等级制度和宗法关
系而制定了一些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称作礼或礼教。
统治阶级对于礼是非常重视的。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提倡礼治，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分守己，遵守礼制，
不得僭越，以便于巩固统治阶级内部而更有效地统治人民。
《论语·宪问》中有“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同时也要求对人民“齐之以礼”，《苟子·修身》中有“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
礼则不宁”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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