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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好故事是浩瀚的图书海洋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更是世界文学之

林中一棵不朽的常青树。好故事为儿童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迷人世

界，在这个世界中，孩子们懂得了无数受益终生的道理。 

好故事就像朝阳呵护花朵一样，伴随着孩子快乐成长。在孩子们

的书包里，总是有着看不完的故事书；在孩子们的脑海里，总是美好

而又纯真的，孩子又是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一片片枫叶悄悄地张开。

孩子稚嫩而好奇的眼睛，一个个好故事深深地印着孩子心灵成长的足

迹。这些好故事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

其夺目的光华，不会因年代的久远而黯淡了其迷人的风采。它们在岁

月的长河中始终清晰地记录着孩子成长的心路历程。让孩子在读完故

事后进行思考，从小培养勤于思考、善于动脑的习惯，更好地健全孩

子的人格，让孩子做到“学习与思考并行”。还等什么，让我们拉起

手来，一起走进一个神奇的故事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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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道德经》 

东周时期，楚国有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学者——老子。 

老子在洛阳住了很多年。后来，他看到东周朝政越来越腐败，而

且各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断，就决定去民风淳朴的秦国安度晚年。于

是，老子骑着青牛上路了。这一天，老子来到函谷关口，遇到了守关

的老朋友尹子。尹子对老子的处世智慧以及众多有关政治、社会与人

生的观点非常感兴趣，建议老子把它们写下来传给后世。老子同意

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老子把自己关于道、德、无为而治，以及对

宇宙、人生、社会等方面的见解，全部融在了一本书中，写成一部五

千多字的《道德经》。 

这本书最核心的内容是“道”，也就是讲自然万物存在的道理和

为人处事的学问。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世间万事万物的形

成和发展，都是由“道”转化而成的。老子《道德经》一书的著成，

使得道家学派随之创立，这对中国乃至世界 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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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心好学，兴办教育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十分虚心好学。 

孔子曾跟随一位叫师襄子的古琴家学琴。有一次，孔子反复练习

一首曲子。师襄子多次告诉孔子，说这首曲子他已经弹得很好了，可

以学新曲子了。但孔子却依然不满意，他要么说自己还没熟练掌握弹

琴的要领，要么说还没体会作曲者的志趣为人。一段时间之后，孔子

终于说道：“我体会到作曲者是什么样的人了。他肤色黝黑，身材高

大，目光深邃，心系苍生，胸怀天下，除了周文王还能是谁呢?” 

正是由于他的虚心好学，孔子终于成了一位大学问家。他渐渐开

始以私人的身份授徒讲学。他善于因材施教，并且主张人人都享有平

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孔子一生大约教出 3000 位学生，其中著名的就

有 72人。 

孔子还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了不朽的

贡献。其中，记录他言行的《论语》一书，更是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

质及道德行为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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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楚攻宋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老子、孔子外，后来还出现了一位叫墨子的

思想家。墨子反对战争，提倡兼爱、节俭，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有一次，南方的楚国想攻打邻国宋国，并请了当时最著名的工匠

鲁班制造攻城工具。墨子听说以后，连夜赶到楚国劝阻楚王。墨子说

楚国攻打宋国是丧失道义的行为，一定会失败。楚王被说得哑口无

言，但他仍相信鲁班制造的先进工具能打胜仗。于是，墨子就和鲁班

在楚王面前进行了一次攻与守的模拟演习。墨子用腰带当城墙，用木

片当各种器械。鲁班组织了九次进攻，都被墨子击破。鲁班的攻城器

械用完了，可墨子的守城器械还有剩余。楚王知道取胜无望，只好放

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一场战争就在墨子的努力下化解了。 

后来，墨子将自己的思想写入《墨子》一书，书中突出了政治、

伦理和军事思想等，还包含有时间、空间、几何学等许多方面的知

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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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列国，著书讲学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孔子的儒家

“亚圣”。他在 42岁以后开始周游各国，宣传自己的思想。 

有一次，孟子来到了魏国。这时正赶上魏国败给东面的齐国，魏

王的大儿子在战场上阵亡，并且西面又被秦国夺去七百里土地，南面

还受辱于楚国。魏王痛心疾首，询问孟子怎样才能雪耻图强。孟子的

回答很简单：如果魏王能够施行仁政，在法治上减轻刑罚，在经济上

降低赋税，在教育上推行儒家一贯主张的“孝”“悌”“中”“信”

的修养和行为，就能使社会安定，财政经济充裕，人民丰衣足食。到

了这个时候，人人自立自强，若再去征讨别的国家，那自然是天下无

敌。孟子的一番话说得魏王连连点头。 

到了晚年，孟子结束周游生活，开始著书讲学。他和弟子编成

《孟子》一书，书中记录了孟子的言行，走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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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视权贵拒高官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他潜心研习老子的道家学说，渐渐也成了

一位学识渊博的人。 

庄子喜欢自由，不愿意做官。有一天，庄子正在濮河边钓鱼，楚

王派使者带着很多贵重礼物来见庄子，想请他到楚国去当丞相。庄子

手提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死了 3000 年的神龟，

国王把它用绣花手巾包着珍藏在庙堂里。请问，这只乌龟是宁肯送了

性命留下一个躯壳显示它的尊贵呢，还是选择活着，哪怕是拖着尾巴

在烂泥里自由自在地爬行呢?”使者回答说：“它当然是选择活着，

哪怕是生活在烂泥里。”庄子便说：“那就有劳回禀楚王，我宁肯拖

着尾巴在烂泥里爬行。” 

到了晚年，庄子把自己的思想做了一番总结，写出了《庄子》一

书。在这本书中，庄子阐述了自己关于相对主义理论的思想观点，为

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各个阶层的中国

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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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书院传理学 

朱熹是南宋时期一位坚持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宗师。他多次被朝

廷任命为地方行政长官，但他的志向不在做官，而是一心专注于理学

的学术研究和授徒讲学。在他做官期间，每到一个地方，总忘不了修

建学校、兴办教育、聚徒讲学。 

在他 64 岁那年，朱熹被派到湖南做官。到任不久，他就着手重

新修复那里的岳麓书院。他白天处理政务已经非常辛劳，可是到了晚

上，他仍然坚持同书院里的学生讨论学术。学生们不断地提问，朱熹

有问必答，没有丝毫倦意。由于他的讲学联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又

亲切诚恳，所以听讲的学生们感动之余受益匪浅。一时间，岳麓书院

成为许多做学问的人问道学经的圣地。除此之外，朱熹还创办了武夷

精舍、考亭书院等，培养了大批理学人才。 

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

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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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北京大学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1916 年底，他应邀出任北京

大学校长。第二年 1月，蔡元培走马上任。 

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蔡元培一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理不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

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要知道，蔡元培之前的北京

大学一直都是一个官府气息浓厚的学校，那时的北大校长相当于政府

重要官员，所以，蔡元培这一举动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震惊。由此开

始，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改革的过程中，蔡元培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

包”的办学方针。他在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就是开放女

禁，招收女子入学。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向蔡元培请求入学，蔡元

培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

后北大再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蔡元培聘请进步学者执教，但也不排斥那些有学术造诣的旧派人

物。此外，他还大力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实行民主办校、

教授治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经过一番整顿改革，北大的面貌焕然一

新，学术气氛空前浓厚，社团活动十分活跃，新思想、新观念成为了

一种风气。这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提供了条件，并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和中心。蔡元培革新

北大，使北大成为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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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试验造出刨 

鲁班是春秋末期的一位木匠。他技术高超，手中的斧头劈砍几

下，就能把木料砍成需要的样子。但是，每当遇到需要把木料砍得光

光滑滑的时候，鲁班就犯愁了。无论他怎么小心翼翼地挥动斧头，木

料表面总是凹凸不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鲁班日思夜想。他先是做了一把薄一些的斧

头，斧刃磨得快快的。这样砍起来比以前好多了，可还是不太理想。

于是，鲁班又磨了一把更小更薄的斧头，然后在上面盖了块铁片，只

让斧刃露出窄窄的一条。这次他不用它砍木料了，而是用它在木料上

推。只见鲁班使劲一推，木料表面便被推下来薄薄的一层木片。推了

十几次，木料的表面就变得又平整又光滑，比用斧头砍强多了。鲁班

非常开心，他又给这个小工具做了一个木座，把它装在里面。这样再

推起来又稳当又省力，刨子就这样诞生了。 

除此之外，鲁班在很多方面都有创造发明，比如墨斗、云梯等。

两千多年以来，鲁班一直被那些能工巧匠视为“祖师”，受到人们的

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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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建造都江堰 

战国末期，秦昭襄王任命通晓天文地理的李冰去治理岷江。 

李冰带着儿子和一些有经验的当地人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决定在

岷江上修建一座集防洪、灌溉、航运功能于一体的水利工程——都江

堰。 

按照方案，首先要打通岷江旁边的玉垒山，使岷江水能够畅通地

流到东边。但是玉垒山山石坚硬，每天只能凿开很少的石头，这可急

坏了李冰。有一位老人出了个主意：在岩石上凿一些沟，然后在沟里

点燃柴草，就能把岩石烧得爆裂。李冰一试，果然有效，工程的进度

大大加快了。终于，玉垒山被凿开了一个 20 米宽的豁口，这就是都

江堰有名的“宝瓶口”。奔流不息的岷江水通过宝瓶口源源不断地流

向东部旱区。接着，李冰又主持建造了分水堰、平水槽等，最终成功

地完成了都江堰工程。 

都江堰的建成，使原本十年九灾的成都平原变成了没有水旱灾

害、富裕丰饶的天府之国。如今，李冰修建的都江堰已沿用了两千多

年，成为我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奇迹 

改进造纸术 

蔡伦是东汉和帝时的宦官，主管制造宫廷用品。在他之前，纸已

经出现，但是这种纸又脆又粗糙，颜色黑黄，根本不能用来写字。人

们写字主要还是写在用竹片或木片制成的简、牍上。蔡伦爱好读书，

但那些笨重的简、牍让他深感不便，于是就想办法改进造纸工艺。 

首先，他广泛选取造纸的原料，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等都

被派上了用场。然后，他又对以前的造纸工艺流程进行改革。经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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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次的尝试，蔡伦终于摸索出一套新的方法。他在前人切割纸料、沤

煮、舂捣等制纸浆的工艺基础上，增加了一道用石灰液蒸煮的工序。

这样就加快了造纸原料的分解速度，而且分解后的原料纤维分布得更

加均匀，造出的纸光滑细致，书写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因为原料用的

是树皮、麻头等，使造纸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很快，蔡伦的造纸术便在全国流传开了，后来还传到了国外。蔡

伦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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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地动仪 

张衡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他不仅喜欢观察研究，还擅长制

作精密的仪器。 

当时，中国各地经常发生地震。张衡十分留意搜集地震的情报和

记录。经过多年的研究，他终于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

仪器——地动仪。它用青铜铸成，形状像个酒桶，上面有八条龙按八

个方向排列，每条龙下面都蹲着一只张嘴的蟾蜍。如果某个方向发生

地震，那个方向龙嘴里的铜球就会落到蟾蜍嘴里。有一天，地动仪正

对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吐出了铜球。几天后，果然有人骑快马来向

朝廷报告，说距离洛阳西面一千多里的地方发生了大地震。这是人类

历史上第一次用测震仪测到了地震。 

除了地动仪，张衡还发明了可以观测天象的浑天仪、可以测定风

向的候风仪、能够自己飞行的木鸟等；他还计算出圆周率为 3.162；

另外，他在地理、文学、艺术方面也硕果累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科

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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