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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语言文字，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数千年来，它作为中华灿烂文化的载体，是世界上使用、传播最广的语言文字之一。
　　而成语，它主要是来源于古代的典籍以及民间的口语，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经过长期锤炼
而形成的精练、形象而又富于表现力的固定词组或短语。
中华五千年文明光辉灿烂，汉语三千年历史博大精深，中华成语璀璨夺目，蔚为壮观。
　　中华成语数量巨大，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并不为过。
它随着汉语语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亦随着汉语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创新，源远流长
，经久不衰。
　　中华成语作为历史的缩影、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文明的积淀，处处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大多数成语不但华美简洁，出处更是凿凿有据。
它能以寥寥数语来说明一个事理，具有说理深刻、生动形象、言简意赅的特点。
　　正确地运用成语，可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但如果运用不当，会贻笑大方。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学习成语，充分了解中华成语的原意、引申成语记录的历代王朝兴替、自古英雄
成败以及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历史事件，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仍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
　　在语言表达中恰当合理地运用成语，不仅可以使语句精练，条理清晰，形象生动，迅速提高语言
能力，而且还能丰富、充实、增长历史知识，也不失为秉承中华智慧的一种巧妙而简捷的方式。
　　希望本书能成为广大读者理想的语言工具书，并能成为读者学习中华文化的良师益友，为促进汉
语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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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语的故事》能成为广大读者理想的语言工具书，并能成为读者学习中华文化的良师益友，为
促进汉语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成语主要是来源于古代的典籍以及民间的口语，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经过长期锤炼而形成的精
练、形象而又富于表现力的固定词组或短语。
中华五千年文明光辉灿烂，汉语三千年历史博大精深，中华成语璀璨夺目，蔚为壮观。
　　正确地运用成语，可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但如果运用不当，会贻笑大方。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学习成语，充分了解中华成语的原意、引申成语记录的历代王朝兴替、自古英雄
成败以及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历史事件，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仍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
　　在语言表达中恰当合理地运用成语，不仅可以使语句精练，条理清晰，形象生动，迅速提高语言
能力，而且还能丰富、充实、增长历史知识，也不失为秉承中华智慧的一种巧妙而简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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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百步穿杨　　文意解读　　在一百步远以外射中杨柳的叶子。
比喻箭法或枪法十分高超，并引申为本领高强。
　　典故溯源　　《战国策·西周策》：“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
”　　特别注释　　杨：杨柳的叶子。
　　经典故事　　战国时代，战乱纷纷，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这却也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秦国大将白起就是其中一位。
　　有一年，白起带兵去攻打魏国。
当时魏国有个名叫苏厉的谋士，得知白起要攻打魏国后，非常着急。
他知道，靠魏国的实力，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
苏厉绞尽脑汁想出了—个好办法：要想保住魏国，不能硬来，只能采取一定的措施让白起退兵。
　　有一天，苏厉很早出发去朝见周朝的国君，对他说：“如果魏国被秦军占领，您的处境就危险了
。
”　　苏厉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在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周朝的中央权力已经名存实亡了。
周朝的国君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对各诸侯国已没有管辖权。
魏国如被秦国攻下，秦国的势力将更强大，对周天子的威胁就更大。
　　周天子一听，忙问苏厉怎么办。
于是苏厉把自己想好的计策告诉了周天子。
周天子听后觉得可行，于是派—个人前去劝白起停止进攻。
　　周天子的使者到了白起的营中，按照苏厉的吩咐对白起说：“白将军，你能听我讲故事吗？
”　　白起一听，哈哈大笑：“你不是来劝战的吗？
怎么讲起故事了？
”　　使者说：“将军，您先听我讲完故事好吗？
”　　白起说：“既然来了，就请讲吧。
”　　于是使者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楚国有个著名的射箭手，名叫养由基。
此人年轻时就勇力过人，练就了一手好箭法。
当时有一个名叫潘虎的勇士，也擅长射箭。
两人的箭术都很高。
互相看不起对方。
都说自己的箭术是最准的。
　　一天，两人来到一块场地上比试射箭，许多人都围着观看。
箭靶设在五十步外，潘虎拉开强弓，一连三箭都正中红心，博得围观的人一片喝彩。
潘虎扬扬得意地向养由基拱拱手说：“请多多指教。
”　　养由基微微一笑，说：“射五十步外的红心，距离太近，目标太大了，还是射百步外的柳叶吧
！
”　　说罢，他指着百步外的一棵柳树，叫人在树上选一片叶子，涂红作为射击目标。
接着，他拉开弓，只听“嗖”的一声，箭正好直穿这片柳叶的中心。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养由基高超的箭术惊呆了。
　　潘虎心想，这怎么可能呢？
世上根本没有这么高明的箭术。
于是，他便走到那棵柳树下。
选择了三片柳叶，在上面用颜色记上编号，请养由基按编号次序重新射击。
他想：这次看你怎么射？
上次只是你的运气好罢了！
　　养由基走向前，看清编号，然后退到百步之外，拉开弓，“嗖、嗖、嗖”三箭，正中三片编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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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柳叶。
潘虎看到此状，大声惊呼：“真是好箭法啊！
”全场又是一片喝彩声。
　　可是，有个人却冷冷地说：“嗯，有了百步穿杨的本领，可以教你射箭了！
”养由基一听，此人口气好大，于是转过身去问道：“你准备怎样教我射箭？
”那人平静地说：“我并不是来教你怎样弯弓射箭。
而是来提醒你该怎样维护射箭的名声。
”养由基问：“那你说该怎么维护呢？
”那人说：“你是否想过，一旦你力气用尽，只要一箭不中，你那百发百中的名声就会受到影响。
一个真正懂得射箭的人，应当注意维护名声！
”养由基听了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连连向他道谢。
　　白起听完这个故事，问使者：“你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什么？
”使者说：“白将军可是百战百胜的人啊，难道你不想维护自己的好名声吗？
而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好名声，就不应该轻易出战，万一一战败了，名声不是被毁了吗？
”　　白起听后，觉得使者的话很有道理，便借口有病，停止了向魏国的进攻。
　　这个故事还引申出另一条成语“百发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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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语的故事》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图文并茂，妙趣横生。
是为新世纪读者量身打造的一套百科全书。
　　成语，最精炼的文字中深藏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和精神。
短短数字间，就藏着—个或是历史，或是寓言、更甚至哲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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