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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历史面前，人类总是显得那么渺小。然而在

岁月的沧桑变迁中，总有一些人会永载史册，成为彪炳青

史的英雄人物。“望长天风起云涌，问天下谁是英雄”。有

许多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当

然历史自有公论。刘胡兰、董存瑞、赵一曼……这一个个

响亮的名字在中华大地上家喻户晓，他们在战争年代为了

革命事业而抛头颅、洒热血，是人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英

雄。在和平时期同样也涌现出许多名垂千古的英雄人物，

如：人民公仆焦裕禄、做好事不留姓名的雷锋……他们为

了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而成为人民心目

中永远的楷模。他们是共和国的功勋，是永远的丰碑。他

们的光辉事迹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理想前途教育、革命

人生观教育的极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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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shao nian bi du cong shu

前 言



为此，我们特地精心策划编写了这本《英雄人物故事》，

旨在为孩子们献上一道精美文化大餐的同时，让他们在感

人事迹中感悟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什么是“永远的丰

碑”，让他们以先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做一个品质高

尚、爱国勤学、不断进取、奋发向上的好孩子。在编写此

书的过程中，我们力求文字简洁生动、通俗易懂，符合儿

童的阅读习惯，并且配以精心绘制的插画，以便更好地引

起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在轻松的阅读中有所启迪。

在科技飞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怎样教育孩

子，让他们健康茁壮地成长，成为家长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希望此书能在教育孩子方面贡献绵薄之力。

青 少 年 必 读 丛 书

·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MULU

目 录

大 禹 …………………………………………… 1

勾 践 …………………………………………… 4

秦始皇 …………………………………………… 8

荆 轲 ………………………………………… 12

甘 罗 ………………………………………… 14

陈 胜 ………………………………………… 17

刘 邦 ………………………………………… 20

刘 彻 ………………………………………… 23

马 援 ………………………………………… 26

李 广 ………………………………………… 29

项 羽 ………………………………………… 32

张 良 ………………………………………… 36

陈 平 ………………………………………… 39

韩 信 ………………………………………… 42

班 超 ………………………………………… 44

霍去病 ………………………………………… 47

青 少 年 必 读 丛 书

Qing shao nian bi du cong shu

· 1·



Contents

张 骞 ………………………………………… 49

关 羽 ………………………………………… 51

徐敬业 ………………………………………… 53

曹 操 ………………………………………… 56

吕 蒙 ………………………………………… 59

周 处 ………………………………………… 63

祖 逖 ………………………………………… 67

拓跋宏 ………………………………………… 70

花木兰 ………………………………………… 72

玄 奘 ………………………………………… 74

区 寄 ………………………………………… 76

宗 泽 ………………………………………… 78

韩世忠 ………………………………………… 80

岳 飞 ………………………………………… 82

成吉思汗 ……………………………………… 86

文天祥 ………………………………………… 88

李若水 ………………………………………… 91

郑 和 ………………………………………… 93

戚继光 ………………………………………… 95

于 谦 ………………………………………… 98

郑成功 …………………………………………102

史可法 …………………………………………105

王聪儿 …………………………………………108

谭嗣同 …………………………………………111

· 2·



林则徐 ……………………………………… 113

关天培 ……………………………………… 116

蔡 锷 ……………………………………… 118

陈玉成 ……………………………………… 120

冯婉贞 ……………………………………… 124

李大钊 ……………………………………… 126

秋 瑾 ……………………………………… 130

张自忠 ……………………………………… 134

吉鸿昌 ……………………………………… 136

马本斋 ……………………………………… 138

董存瑞 ……………………………………… 140

杨根思 ……………………………………… 142

罗盛教 ……………………………………… 147

邱少云 ……………………………………… 149

刘胡兰 ……………………………………… 152

王二小 ……………………………………… 155

赵一曼 ……………………………………… 159

江 姐 ……………………………………… 160

黄继光 ……………………………………… 162

杨子荣 ……………………………………… 166

雷 锋 ……………………………………… 172

华盛顿 ……………………………………… 175

拿破仑 ……………………………………… 177

林 肯 ……………………………………… 179

Contents

· 3·



Contents

甘 地 …………………………………………181

朱可夫 …………………………………………183

卓娅和舒拉 ……………………………………185

加加林 …………………………………………187

渥巴锡 …………………………………………189

哥白尼 …………………………………………191

伽利略 …………………………………………194

贞 德 …………………………………………198

汉谟拉比 ………………………………………199

· 4·



1
青 / 少 / 年 / 必 / 读 / 丛 / 书

大 禹

上古时代，给人类造成巨大威胁的是洪水。那时候，草木横

生，河道不畅，连绵的大雨一下，水患跟着就来了。只见咆哮的洪

峰奔腾而下，排山倒海般扑向下游，汹涌的洪水冲破堤坝，一下子

便冲毁了房屋，淹没了庄稼。人们无处可逃，许多人葬身鱼腹。

洪峰过后，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侥幸逃脱躲在高处的人群，

眼巴巴地好不容易盼到洪水消退，原野一片荒芜，地里颗粒无收，

人们吃啥？涝灾过后，饥荒跟着来到人间。唉，遇上洪涝，哪一年

不是饿殍遍野呀！

人类决不会向自然灾害屈服，一直与洪水奋战。到了公元前

23世纪，一场轰轰烈烈的治水大战展开了。当时的天子尧委派鲧

率领百姓治理水患。

鲧采用“水来土掩”的方法，辛苦奋斗了 9年，最终还是未能

根治水患。天子尧见鲧误了治水大事，下令将他处死，随后命鲧

的儿子禹继承父业，继续治理水患。父亲的失败使禹明白了一点：

用“堵”的老法子治水不行，需要另外想办法，才能完成父亲的未

竟事业。好一个铮铮铁骨的大禹，说干就干，他告别了新婚才 4天

的娇妻，立即前去赴任。到了灾区，大禹找到父亲的老帮手，虚心

向他们请教。他们也弄不懂，“水来土掩”不行，那该怎么办？

看着长时间不退的一片汪洋，大家纷纷议论开了，最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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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洪水不退的原因是河道不畅。洪水没办法泄出去，怎

能不泛滥成灾？总算找到了症结！看来要治理洪水，必须要使河

道通畅。大水迅速顺着河道流入大海，就不会发生水患；洪水排

不出去，越堵越糟。要治水，不能堵，而要疏导。

大禹把自己的想法对大伙儿一说，众人立即议论开了。好多

人直摇头，唉，要疏通河道，这可比登天还难哪！但大禹说，要治

服洪水，再难也得干！大禹带着一批铁汉，登荒山，爬野岭，进沼

泽，下河川，四处勘察地形和水道。几年时间过去了，中原地区的

地形和河流情况终于查清，大禹一声令下，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

大规模治水的工程开始了。

治水工程按计划进行着。大禹将中原一带划为 9个大州，规

定每州出 3万民工，合共 27万人的治水大军，在九州大地上热火

朝天地向洪水宣战。

大禹手持工具和人们一起挖河道，手上长满硬茧；为治水四

处奔波，脚底的硬茧成了厚脚垫；吃的是野菜粗粮，穿的是破衣烂

衫，天当帷幕地当床，终年奔忙在治水第一线。哪里最苦，大禹便

出现在哪里，什么地方出现了险情，大禹闻讯后立即前往。

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大禹的脚趾甲全都脱落了；污泥粘住

了他腿上的汗毛，还得不停地在泥中走动，汗毛都被拔光；长年忍

饥挨饿，处处为百姓作出榜样，大禹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就连大腿

上都没有一块肉。

大禹吃的苦，受的累，大家看在眼里，疼在心头。部下劝他注

意休息，他摇摇头依然拼命地干。治水大军深深地为他们首领的

作为感动，全都奋不顾身地日夜奋战。在紧张的治水期间，大禹

曾经 3次路过自己家门。第一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口时，他妻子刚

刚生下儿子启。听到儿子的哭声，大禹百感交集，他真想回家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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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两天，照看一下自己的妻子，亲亲自己的亲生骨肉，可是，洪

水猛如虎，不能让广大百姓受灾受难，为了灾区的百姓，他一狠心

掉头离家而去。他第二次路过家门时，妻子闻讯抱着孩子站在家

门口等候。大禹过来了，妻子朝他招手，儿子用稚嫩的嗓音喊爸

爸。大禹停下了脚步，深情地朝妻儿看了看，忽然扭过头，大踏步

地领着治水大军往前走。洪水无情，他怎能因儿女私情而撇下处

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而不顾！

过了好多年，大禹第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口。等候在路边

的妻子看到大禹一脸憔悴，眼窝深陷，难过得直落泪；孩子看到

了他，一头扎进了他的怀中。大禹一边抚摸着儿子的脑袋，一边

对妻子说，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遭受水灾，不治理好洪水决不回

家！妻子理解丈夫的心思，坚定地点了点头。经过十多年的努

力，大禹疏通了中原的 9条主要河道，让洪水流入大海，又治理了

主要河道的支流，让河水畅通无阻地流进大河。治水工程终于完

成了，四处横流的洪水终于被治服。治服洪水以后，百姓开始重

建家园，别说是风调雨顺的年头五谷丰登，就是遇上了洪水也不

会哀鸿遍野。

大禹征得了帝舜的同意，让益和后稷做自己的助手。在益的

指导下，各部落的人们到山林中捕野兽，到河里捕鱼虾，还让大家

凿井喝井水，免得再喝污浊的积水生病受害。后稷善于耕种，把

种植的经验传授给大家，农业生产从此得到飞速发展，中原一带

到处五谷飘香。帝舜对大禹十分信任，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

17年以后，帝舜与世长辞，大禹继承舜的帝位做了部落联盟的领

袖。历史上的夏朝，也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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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 践

春秋时期，东南“蛮夷”地区的吴国和越国渐渐发展起来，国

力日益强大，到了春秋末期，已能和中原诸侯国一争高下。吴、越

两国都想称雄，因而成了世代冤家。

公元前 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练兵，准备攻打越

国，于是打算先发制人，发兵攻打吴国。大夫范蠡认为不妥，竭力

相劝。但勾践决心已定，亲自率领大军出发。与此同时，夫差率

领大军水陆并进，前去攻打越国。

吴越两军在夫椒 (今江苏吴县)相遇，立即展开激烈的水战。

吴军一个个奋勇当先，越国大将灵姑浮阵亡，水军几乎全军覆没。

越王勾践见势不妙，率领 5000残兵败将逃回，吴军紧追不舍，将勾

践藏身的会稽山层层包围。

打又打不过，逃又没法逃，越王勾践陷入了绝境，不知如何是

好。到了这时，他才悔之莫及，百般无奈之中，勾践让臣下献计。

大夫文种说：“用美女贿赂吴国太宰伯 （p），再低声下气地

向吴国求和，吴王要是不答应，还有伯 替越国说话，只要越国得

以保存，以后总有复仇之日。”

越王勾践无计可施，只好派文种到吴军的大营。

见了吴王，文种恭恭恭敬敬地说：“亡国之君勾践派下臣前来

向大王禀告，越国军队已经不值得大王讨伐了，勾践请求做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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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臣仆，愿将他的女儿给大王作妾，越国所有的财宝，也将献给大

王。”

夫差本想答应，被相国伍子胥阻止。文种于夜间偷偷去见伯

，献上了 8名绝色少女，答应事成之后，将献上更漂亮的美女。

伯 是个好色之徒，答应了文种的请求。

第二天，伯 对吴王夫差说：“自古以来攻打别国，使它降服

就达到了目的，现在越国已经屈服了，何必再有更高的要求？狗

急了还要跳墙，更何况一个诸侯国，大王若是一定要灭掉越国，

越王必然焚毁宗庙，毁掉珍宝，杀死妻子儿女，率领士兵作一死

战，到了那时，大王将一无所获，依臣之见，不如答应勾践称臣求

和。”

夫差觉得伯 的话有道理，同意了文种的请求。

越王勾践带着妻子和范蠡来到吴国，先向伯 献上了金银和

美女，然后由伯 带着去拜见吴王，毕恭毕敬一副奴才相。

吴王夫差收下越王带来的珍贵礼物，罚勾践在荒野放马，住

在先王阖闾墓旁的石屋里。

昔日的国君，成了现在的马夫，会不会心甘？夫差怕他心存

异志，常常派人去窥视。侦察的人向夫差报告：

“勾践在放马，他的夫人洗衣做饭，穿的是破衣，吃的是糟糠，

过得安分守己，丝毫没有怨言。”

时间久了，夫差以为已经挫掉了他的锐气，放松了对他们的

警惕。3年以后的一天，勾践闻知夫差得了病，范蠡劝他去探望夫

差，竭力表现自己的忠诚。勾践见夫差躺在床上，“扑通”一声跪

倒在夫差的床前。没说上几句话，夫差要大便，叫身边的人离开。

勾践不肯走，说：“君王有病，臣仆本当侍侯。臣仆略知医理，能从

粪便中看出症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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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差大便以后，勾践走上前去看了又看，闻了又闻，一点儿也

不嫌臭。勾践仔细看过粪便，又跪倒在地，恭恭敬敬地说：“大王

的粪便带有酸味。这正是春夏发生之气，恭喜大王，所患之疾不

日将愈。”

见了勾践的所做所为，夫差受到感动，就是自己的儿子，也未

必肯这样做。恰巧勾践的话又蒙对了，没过几天夫差便痊愈了。

夫差以为勾践已经归顺自己，就将他放回越国。

勾践回国后决心雪耻，要雪耻就要增强国力。他规定 7年不

收赋税，让百姓努力生产增加积蓄；为了增殖人口，官府对生儿育

女的人进行奖励；勾践亲自下田耕种，他的夫人绩麻织布，给百姓

作出表率。

他唯恐自己消磨了报仇雪恨的意志，特地让自己在艰苦的环

境中生活。他不睡软绵绵的大床，铺些柴草当床铺；屋里挂着一

枚苦胆，吃饭前总要去尝一尝。他这样做，为的是使自己不忘过

去所受的耻辱。越国上下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经过多

年的努力，终于恢复了元气。

公元前 484 年，夫差出兵伐齐。吴军势不可挡，一举击溃了

齐军。勾践得知后连忙到吴国来祝贺，被勾践迷惑了的夫差居

然赐给勾践一块封地。相国伍子胥竭力反对，惹得夫差一肚子

不高兴。后来伯 诬陷伍子胥有叛吴之心，伍子胥终被吴王夫

差赐死。

吴国为了争霸连年征战，国力越来越弱，越国经过休养生息，

国力日益强盛。公元前 478年，勾践再次率领大军向吴国发起猛攻。

越军矢志报仇，一个劲地猛冲，吴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越

军乘胜追击，将吴王夫差包围在阳山 (今江苏吴县西)。夫差走投

无路，派使者去求和，说：“吴国的军队已经不值得大王讨伐了，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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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愿用金玉美女答谢越王的光临。”

那低声下气的口吻，跟当初越王勾践被击败时如出一辙。范

蠡和文种生怕勾践手软，对他说：“大王为了雪耻，卧薪尝胆备受

艰辛，经过 20年的努力，才得以洗雪前耻，必须除掉夫差，不能留

下后患！”勾践拒绝了夫差求和的要求，夫差含恨自杀。他在自

杀前吩咐随从：“等我死后用布遮住我的脸，我实在没脸去见伍子

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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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始 皇

秦始皇小时候，和母亲一起隐居在赵国邯郸城外的一个小村

庄里。时间长了，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秦人，因为秦国很强

大，经常攻打周围较弱的国家，所以，孩子们认为他就是坏人，是

攻打他们国家、杀死了他们的父亲和兄长的秦国人。每逢他想参

加他们的游戏时，就会有人抗议：“我们不跟弃儿玩！”或者说：“我

们才不要杂种参加！”甚至有些孩子编歌谣骂他，朝他吐口水。此

时的嬴政，第一个反应就是扑上去与他们厮打，由于年幼力小，常

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后妈妈怎么问他，他都一声不吭，有时

母亲心痛得直掉眼泪。

嬴政看见妈妈流泪，就安慰她说：“妈妈，别替我担心，等我长

大了，一定要他们加倍地偿还！”母亲看着小小年纪却又倔强的

儿子郑重其事的面孔，忍不住破涕为笑了。

为了让孩子多学点儿知识和本领，也为了少受其他孩子的欺

侮，嬴政的母亲单独为他请了一位文武双全的老师。老师不但教

他诗、书、礼、乐、射、剑法，还教他做人和治国的大道理。嬴政聪

颖、好学，所以老师所教的东西一学就会。老师还经常抽出时间

带着嬴政到社会上增长见识和知识，尤其是常去难民群居的贫民

窟里，让嬴政和那里的小孩子们相处，让他看到世上贫苦悲惨的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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