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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大禹治水

大禹的父亲名叫鲧 （ｇǔｎ）。尧帝在位的时候，天下发了洪水，
老百姓遭了殃。尧派鲧去治水。九年过去了，洪水依然泛滥不止，
鲧劳而无功。舜接替尧统治天下以后，发现鲧治水没有成效，就
把他放逐到很远的地方，改派他的儿子大禹治水。

大禹为人聪明机智，能吃苦耐劳。他因为父亲治水失败受罚
而感到很伤心，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一定要战胜洪水。

他带领自己的部下走遍全国，翻山越岭，勘察地形。他在外
面工作了十三年，经过自己家门口的时候都没有进去看一看。

他平时勤俭节约，不怕苦，不怕累，和部下同甘共苦。凭着
这种精神和干劲，大禹终于成功地治理好了洪水。他疏通了九条
河道，修筑了九个水库，凿通了九座大山，使九州大地变得四通
八达，人民也逐渐安居乐业。舜为此奖给大禹一块黑色的宝玉。

大禹通过治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他结婚只有四天就离
家去治水；妻子生下儿子启后，他也没有回家去看看儿子。他这
种一心为公的品德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推崇。后来，舜老了，决心
顺应民心，把帝位传给大禹。大禹接受了他的 “禅让”。

舜死后，三年服丧期完毕，大禹又要将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
均———像当初舜要将帝位让给尧的儿子丹朱一样。同样的情况又
发生了，天下的诸侯都不去朝拜商均而来朝拜大禹。于是大禹不
再推辞，登上了天子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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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文章将这个故事叙述得活
色生香且内容丰富，交代了大禹治水的背景知识，记叙了大禹是
如何兢兢业业治理好洪水、大禹因治水受到人民拥戴从而登上帝
位的过程。概括式的记叙手法使文字简洁，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运
用让精练的叙述变得生动。

１．内容充实：用简短的文字将故事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
楚，还介绍了大禹登上王位的过程，延伸了知识点。

２．详细得当：故事有详有略，有浓墨重彩的典型事件描写，
如突出了大禹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也有一笔带过式的
情节。

３．语言通俗易懂：用现代的口语讲述古代的故事，读来通俗
易懂且饶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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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幽王烽火戏诸侯

　　这一切都与一个名叫褒姒的女人联系
在一起。关于褒姒的来历，有一段有趣的
传说：从前，夏朝衰败的时候，有两条神
龙停在宫中不走。巫师占卜的结果是，杀
掉、赶跑或留住龙都不吉利，请求龙留下
唾液储藏起来，才是吉利的。于是巫师开
始祷告并献上祭品。龙果然留下了唾液不
见了。人们把龙的唾液用匣子装了起来。夏
朝灭亡后，这个匣子传到了商朝；商朝灭亡
后，这个匣子传到了周朝。接连三个朝代，
都没有人敢打开它。到了周厉王末年，厉王
把它打开观看。匣子刚打开，龙的唾液就流
了出来。唾液流到宫中，无法清除。厉王让
宫女赤着身体对着它大声叫嚷，唾液便变成
了一条黑色的蜥蜴，爬进了厉王的后宫。后
宫里有一个小女婢，才六七岁，碰上了它。
她成年以后，还没有丈夫就怀了孕，生了孩
子。这个孩子便是褒姒。

幽王即位后，有一次到后宫去，遇见
了褒姒，立刻爱上了她。他对褒姒是如此
着迷，以至于废掉了自己的王后，把褒姒
立为王后，把他和褒姒生的孩子立为太子。

褒姒不爱笑，幽王用尽各种方法想让
她笑，她还是不笑。周朝以前曾修筑了烽
火台，设置了大鼓，有敌人来袭击国时都就

４

　　引用神话
传说增添了故事
的可读性，为褒
姒的出场作了很
好的情节铺垫。
【铺垫】



要点燃烽火报警。
有一次，幽王点燃了烽火，


诸侯都来
救援，到了却不见有敌人。


褒姒看见诸侯
乱成一团的样子，大笑起来。


幽王因此很
高兴，以后又多次为褒姒点燃烽火。


就这
样，诸侯们屡次遭到戏弄，


对幽王产生了
不信任感，再也不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
“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典故


。
幽王的这种举动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有一年，边境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攻打国
都。幽王点燃烽火召集救兵，结果一个救
兵也没有来。幽王被杀死在骊山脚下，褒
姒也被俘虏，敌人掠夺了一些周朝的财物
就撤退了。

诸侯和大臣们聚在一起商量，决定共
同拥立之前被幽王废掉的太子宜臼为天
子，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即位后，


将国

都迁到东边的洛阳。


历史上把此后的周朝
称为 “东周”，


而将此前的周朝相应地称为
“西周”。周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


，
而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位天子。


东周开始
于公元前７７０年，距今２７００多年


。
东周实质上是名存实亡的。周朝王室

势力衰微，各个诸侯国之间开始了弱肉强
食的兼并战争。齐国、楚国、秦国、晋国
在战争中强大起来，历史开始进入春秋战
国阶段。

公元前２５６年，秦国最终灭掉东周，
周朝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周朝一共存
在了约８００年，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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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介绍了
“幽王烽火戏诸
侯”的典故，表
现了周幽王为博
褒姒一笑而戏弄
诸侯的荒诞行
径。【介绍典故】

　　自然过渡，
引出东周的由
来，并简单介绍
了东周的历史，
延伸了知识点。
【发散知识】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做人的根
本，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作为人，必
须言而有信，所以有 “一言九鼎”、 “


一言

既出，驷马难追”、 “言必信，行必果”


这
些说法


。诚信支撑人的灵魂，同时诚信也
为人营造了生存的空间。周幽王为讨美人
欢心愚弄诸侯的做法无疑是自取灭亡。放
弃信用而大肆欺骗，事不过三，一次两次
的欺骗还可以奏效，多了自然是没人再相
信了，最后落得被杀的下场也就可想而
知了。

在一个国家里，人们应该讲信用，互
相信任。民无信不立。做君主的，更不能
失信于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覆
灭的故事便是印证 “天子无戏言”的一个
例子。周幽王因 “烽火戏诸侯”而亡国


，

商鞅因 “立木取信”


而终使秦国成为春秋
霸主。这些典故无不告诉我们 “诚信”


之
于国家的意义


。

６

　　使用了 “一
言九鼎”、“一言
既 出，驷 马 难
追”、 “言必信，
行必果”这些成
语，既很好地体
现了文章主旨，
又增添了文采。
【使用成语】

　　将周幽王
“烽火戏诸侯”
和商鞅 “立木
取信”这两个
事例进行对比，
愈 发 体 现 出
“诚信”的意义
所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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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一笑，点燃烽火。诸侯们以为敌寇来到，
纷纷赶来解救周幽王，不料受了戏弄，于是愤然离去。后来周幽
王真的有难时，急令点燃烽火，但诸侯们怕再遭戏弄，无一来救。
结果周幽王被杀，褒姒被掳，国库珍宝西归。历史上 “烽火戏诸
侯”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在结尾部分，文章用不小的篇幅阐释了
“信”对于个人以及整个国家的重要性，升华了文章的主旨。

１．情节完整：文章不仅交代了 “烽火戏诸侯”的典故，解释
了西周的灭亡，而且交代了东周的历史，重点突出且情节完整。

２．引用传说：解释褒姒的由来时，引用了神话传说，增添了
文章的可读性，使文章生动有趣。

７



三　齐桓公称霸

　　齐桓公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君主。到
齐桓公时，齐国成了大国争霸斗争中的第一
个霸主，一个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你知道
他是怎么称霸的吗？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故
事呢？

当初，齐襄公灌醉鲁桓公并杀了他，
跟鲁桓公的夫人通奸，还滥杀无辜，屡次
欺辱大臣，非常不得人心。


他的几个弟弟

恐怕齐襄公遭受灾祸时受到牵连，


便都到
国外居住去了。其中，弟弟姜纠在鲁国


，
有管仲辅佐他；


弟弟姜小白在一个小诸侯
国莒 （ｊǔ）国，有鲍叔牙辅佐他

。
姜小白从小跟齐国的大臣高傒很要好。

公孙无知死后，齐国的大臣想拥立新君。
高傒便派人暗中到莒国去请姜小白回来。
鲁国听说公孙无知死了，也派兵护送姜纠
回国，同时还派管仲带兵在莒国通往齐国
的途中拦截姜小白。管仲的部下用箭射中
了姜小白腰带上的铜钩，姜小白假装被射
死了。管仲派人将姜小白已死的消息飞快
地报告给了鲁国，鲁国人认为姜纠已经没
有竞争对手，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护送
姜纠的部队行军更为缓慢，六天后才到达
齐国。而另一方面，姜小白暗地里加快行
程，早已到达齐国的都城，高傒等大臣拥

８

　　简单的几句
话将齐桓公称霸
前齐国的状况交
代得清清楚楚，
语句洗练，表述
自然。 【交代前
因】

　　姜小白登上
王位的经历可谓
九死一生，文章
将故事讲述得跌
宕起伏，引人入
胜。【情节动人】



护他做了齐国的国君。这便是齐国历史上
最有作为的君主———齐桓公 （公元前６８５—
前６４３年在位）。

鲁国想拥立姜纠不成，反受欺骗，不
由得恼羞成怒，发兵攻打齐国。齐桓公率
兵抵抗。结果，鲁军大败，陷入了齐军的
包围圈。齐桓公写信给鲁侯说：“姜纠是我
的兄弟，我不忍心杀他，请鲁国自己杀掉
他。而管仲是我的仇人，我非要抓到他剁
成肉酱不可。否则，我就要围攻鲁国的都
城，灭掉鲁国。”鲁侯接到信后很忧虑，就
把姜纠杀了，把管仲关在囚车里送到齐
国去。

当初，齐桓公登上王位的时候，心里
的确想杀死管仲。但他的谋臣鲍叔牙对他
说：“我非常荣幸能做您的臣子。您要治理
齐国，有高傒和我就够了；但您如果想称
霸天下，却非得有管仲不可。管仲在哪个
国家，哪个国家就会强大起来，您一定要
重用他。”齐桓公听从了他的意见，就写信
给鲁侯，假装说很恨管仲，实际上却是把
他请到齐国来任用他的。

管仲到达齐国后，鲍叔牙到城外去迎
接他，解除了他的镣铐，让他洗了个澡，
换上干净的衣服去见齐桓公。齐桓公对他
厚礼相待，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他处理。

在管仲、鲍叔牙、高傒等贤臣的辅助
下，齐桓公整顿齐国的政治，发展齐国的
经济，大量起用贤能之士，齐国迅速强盛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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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在位的第四年，开始征讨鲁国。
鲁将曹沫率领的军队连吃败仗，鲁庄公愿
意献出一部分土地求和，齐桓公答应了，
双方在齐国的一个小城里会盟。


鲁庄公刚

要向神明起誓与齐国签约，这时，


曹沫手
持匕首劫持了齐桓公，并且威胁他说：“


赶
快答应归还齐国侵占的鲁国的土地！”


齐桓
公吓得魂飞魄散，赶紧答应了，


曹沫便放
下了匕首


。
齐桓公脱险后，非常后悔，想不归还

鲁国的土地并杀死曹沫。管仲劝说他道：
“你已经答应了他，现在又要失信杀掉他，
虽然可以泄一时的愤恨之情，但却在诸侯
面前失去了信用，也就失去了天下的支持，
万万不可。”齐桓公想想也是，于是就履行
诺言，把这次战争中取得的鲁国的土地都
还给了鲁国。诸侯听说这件事后，觉得齐
桓公言出必行，很讲信用，便都对齐国很
信服，想归附它。许多诸侯到齐国来拜见
齐桓公，齐桓公从这时起开始称霸。

后来，


北方边境少数民族山戎攻打燕
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为了救燕国


，
出兵去讨伐山戎，


一直深入山戎的境内很
远才返回。燕君非常感激齐桓公，


送齐桓
公的时候一直送到了齐国境内。齐桓公说


：
“按照周朝的礼节，


诸侯之间相送不能跨过
国界，我不能违背这个礼节。”


于是挖沟为
界，


把燕君足迹所到的地方都割让给了燕
国。诸侯听说这件事，更加佩服齐桓公了


。
齐桓公在位的第三十五年，召集诸侯

０１

　　细节描写生
动形象，用 “魂
飞魄散”这一成
语将齐桓公当时
受惊吓的程度刻
画得入木三分。
【细节描写】

　　用齐桓公救
燕并为了不失礼
节而割让给燕国
土地的故事来表
现齐桓公的博大
胸襟，同时也暗
示了齐国称霸的
原因。 【典型事
例】



在葵丘 （今河南省兰考县）开会。周天子
也派代表来参加，还送来了贺礼。历史上
称这次会议为 “葵丘会盟”，它标志着齐桓
公霸主地位的正式确立。

又过了六年，管仲生病，快要去世。
齐桓公问他：“大臣中谁可以继承您的位置
呢？”管仲说： “君主应该比任何人都了解
自己的臣子，您应该知道得很清楚。”齐桓
公说：“易牙怎么样？”管仲说：“他杀了自
己的儿子来迎合君主，不近人情，不可任
用。”齐桓公又问： “开方怎么样？”管仲
说：“他背叛了自己的父母来迎合君主，不
近人情，也不能用。”齐桓公又问： “那竖
刁怎么样？”管仲说： “他为了君主而阉割
了自己，不近人情，更难以信任。”管仲
死后，齐桓公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还是亲
近、重用了这三个人，于是这三个人包揽
了朝政大权。

如果说智谋、大度、谦虚是齐桓公称
霸的条件，那么他战略的第一步就是尊王
攘夷，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周朝东迁
以来，各诸侯国不断强大，周天子已形同
虚设。齐桓公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先肯
定周天子的地位，然后以天子的名义号令
天下。这体现了一个 “忍”字。自古以来
许多人把 “忍”作为座右铭，这个 “忍”
是忍辱负重而不是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与
忍气吞声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一个远大的目
标，为了达到目的，暂时的忍只是一种手
段，没有目的地一味忍让就是懦弱了。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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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称霸的成功与其说是占尽天时、地利、
人和，不如说是他奋斗的结果。

齐桓公的成功还取决于他的稳重。


由
于稳重，他才善于权衡利弊，及时变招


，
一旦遇上问题或挫折，知道从中吸取教训


，
尽快刹车。对于政治家而言，


这并不是
容易做到的事情


。历史上有多少大人物，

明明知道原先的计划和方法有问题，但
或因碍于面子，或因赌气，或因心存侥
幸，总是在那里死顶硬撑，结果事情越
来越糟糕，直弄到山穷水尽，无法挽回。

然而，齐桓公与他们不同，他懂得该撒
手时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齐桓公不计前嫌，任命曾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相国。他召
集各国诸侯在葵丘开会，齐国称霸的局面终于确立，齐桓公成
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称霸后，齐桓公不仅进一步治理好
齐国，还帮助周边弱小的诸侯国。他驱戎赶狄、襄助燕国等功
绩，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威望。在归还鲁国土地这件事上，作者
刻画了齐桓公内心的矛盾，呈现出人物性格的真实性。

１．情节详尽：文章不仅将齐桓公称霸的前因后果交代得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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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述完齐
国称霸的历史故
事后，文章分析
了齐桓公成功的
原 因，也 即 智
谋、大度、谦虚
和稳重。 【提炼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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