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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DING YAO ZHI DAO DE ZHI HUI GU SHI

尧舜禹禅让

● 故事背景

禅让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推选部落首领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曾流传

着先王禅让的传说，尧、舜、禹三代政权的交接，是通过遴选、推荐、

考察和任用等一系列程序和平实现的。

有关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古书多有描述，当时，黄河流域的部

落联盟在黄帝以后，出现了尧、舜、禹三个著名的领袖。尧在位时举荐

舜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舜在位时又让位给禹，禹在位时又举荐伯益。

尧舜禅让的故事典出《史记·五帝本纪》。

● 故事梗概

尧从16岁开始治理天下，在位70年。到86岁那年，他觉得自己年

老力衰，想要找一个人来接替他。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有人

推荐丹朱继位，尧不同意。他向各地发出公告，号召人们推荐贤能的

人。过了不久，人们推荐虞舜做他的继承人。后来尧又召开部落联盟议

事会议，讨论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大家都推举虞舜，说他是个德才兼

备、很能干的人物。

据说虞舜姓姚，冀州（今河北省）人。他的父亲是个瞽叟，母亲早

去世了。瞎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也就是虞舜的后母。后母生了个儿

子，取名叫象。象好吃懒做而且又非常傲慢，经常在父母面前说异母哥

哥虞舜的坏话。老夫妻俩和象常在一块儿密谋，要找机会害死虞舜，好

让象一个人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虞舜并不介意。他十分孝顺自己的瞎

父亲，对待后母和异母弟弟象也很好。

唐尧听了人们的介绍，决定先考验考验虞舜。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

娥皇和女英都嫁给了虞舜，派虞舜到各地去同群众一起干活。

虞舜到历山脚下去种地。原来那里的农民经常为了争夺土地而闹得

不可开交，虞舜一去，农民们就互相谦让，你帮我，我帮你，把生产搞

得很好。虞舜到雷泽地方去捕鱼。本来那里的渔民经常为了争夺房屋而

打得头破血流，虞舜一去，渔民们就互相让房屋，和睦得像一家人。虞

舜到河滨去烧制陶器。原来那时的陶工干活粗制滥造，陶器的质地粗

劣，虞舜一去，陶工们就认真工作，制作出来的陶器十分精美。虞舜每

到一个地方，人们都紧紧跟着他。舜时父权制已确立，私有财产也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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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舜拥有许多私有财产，有牛羊，仓库里储存许多物品。

虞舜的瞎爸爸和弟弟象听说虞舜得到这么多东西，又起了坏心。有

一回，瞽叟叫舜修补粮仓的顶。当舜登梯子爬上仓顶的时候，瞽叟就在

下面放起火来，想把舜烧死。舜在仓顶上一见起火，想找梯子，梯子已

经不知去向。幸好舜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笠帽。他双手拿着笠帽，

像鸟张翅膀一样跳下来。笠帽随风飘荡，舜轻轻地落在地上，一点也没

受伤。

以后，舜还是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地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瞽叟和

象也不敢再暗害舜了。

唐尧听说虞舜这样宽宏大量，对他更加放心了，就把治理天下的大

权交给了他，自己带着一班人到各地去视察。虞舜行使了二十年的治理

大权，把各种事情办理得井井有条，使天下的人全都十分佩服。这时候

唐尧已经很老了，他视察各地回来之后，就把部落联盟领袖的职权全部

让给了虞舜，自己退居一旁养老。这在历史上就叫作“尧舜禅让”。

舜接位后，亲自耕田、打渔、制陶，深受大家爱戴。他通过部落联

盟会议，让八元管土地，八恺管教化，契管民事，怕益管山林川泽，伯

夷管祭祀，皋陶作刑，完善了社会管理制度。虞舜担任领袖的第八年，

尧去世了。他更加勤恳奋发地工作，把天下治理得比尧的时候更好，农

牧渔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舜年老时，也仿照尧的样子召开继位人选会议，民主讨论。在部

落联盟会议上，因禹治水有功，大家推举禹来做继承人。禹为舜处理

部落联盟事宜达十七年，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威信。舜在晚年也到处

巡视。最后一次，他巡视到苍梧地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和湖

南省南部一带），得病死了。他的妻子娥皇和女英非常想念他，常常扶

着门前的竹子悲哀地哭泣，她们的眼泪滴在竹子上，凝成了斑斑点点

的美丽的花纹。这种有花纹的竹子，后来就被人们称为“湘妃竹”，其

实就是斑竹。

大禹为舜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修了零陵与舜庙以示纪念。在返都

时，娥皇、女英双双投进湘水。百姓传说她们已成为湘水之神，称她们

为湘妃。

● 智慧之窗

不拘一格用人才，尧舜禹禅让的过程，也是一个选人用人的过程，

他们选择接班人的方式方法和标准无疑是成功的，突出了万事德为先的

选人原则。用人。即使在今天，尧的选人标准和选人方法对我们也有诸

多启示：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多方考察，验证

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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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传华夏

● 故事背景

禹，姒姓，名文命，夏后氏首领，传说为帝颛顼的曾孙。他的父亲

名鲧，母亲为有莘氏女修己。相传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

位。禹之子启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他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

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

中国国土为九州。因治水有功，后人称他为大禹，也就是伟大的禹的意

思。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因

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

大禹治水的故事出自《大禹克俭》：夏禹治水。过门不入。菲食恶

衣。俭勤莫及。

原始社会末期，地球上发生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许多地方上降暴

雨，江河湖泊涨溢肆虐，洪水冲毁了农田和房子，家畜大多也死于非

命，人类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尧四处寻找能够治理洪水的贤人，四

岳和众大臣都推荐鲧担此重任，唐尧便委派鲧负责治水。

鲧治水采取了修堰治坝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急流大川沿用堵围

之法，不仅没有治住水患，反使堤溃坝毁。造成更大灾难。因此鲧被撤

销了职务，受到严厉的惩罚。

● 故事梗概

鲧治水9年而不成，大约公元前2033年大禹接替父亲开始治理水患。

大禹注意汲取前人特别是其父治水的经验与教训，不辞辛苦，跋山

涉水，排除万难，摸清了每条河流特别是黄河的变化习性，针对每条河

流的具体情况，改变方法，放弃修堤筑坝，雍防百川的方法，开沟修

堰，以导为主。

史书中记载，他们来到了河南洛阳南郊。这里有座高山，属秦岭山

脉的余脉，一直延续到中岳嵩山，峰峦奇特，巍峨雄姿，犹如一座东西

走向的天然屏障。

高山中段有一个天然的缺口，涓涓的细流就由隙缝轻轻流过。但

是，特大洪水暴发时，河水就被大山挡住了去路，在缺口处形成了游

涡，奔腾的河水危害着周围百姓的安全。

大禹决定集中治水的人力，在群山中开道。艰苦的劳动，损坏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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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件石器、木器、骨器工具。人的损失就更大，有的被山石砍伤了，有

的上山时摔死了，有的被洪水卷走了。可是，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坚持

劈山不止。在这艰辛的日日夜夜里，大禹的脸晒黑了，人累瘦了，甚至

连小腿肚子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脚指甲也因长期泡在水里而脱落，但

他还在操作着、指挥着。

在他的带动下，治水进展神速，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大山终于豁然

屏开，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由此一泻千里，向下游流去，江河从此

畅通，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据说禹担当治水的任务时，刚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

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

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忙得没时间进去

探望。

据考证，当时大禹治水的地区，大约在现在的河北东部、河南东

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在这些地区后来形成了仰韶文化

和龙山文化。

● 智慧之窗

方法不当效果不同，重大问题的解决，往往最关键的是思想方法的

正确与否，有了正确的的指导思想、方法又得当，解决起来便不很难。

面对大自然的洪水灾祸，不同的方法，结果大相径庭。大禹的父亲为什

么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可没有把水治服呢？因为大禹的父

亲是用“堵”的方法，越堵越不行，使洪水肆意横流。而大禹用“引”

的方法挖渠疏导，化洪流为细流而治服了洪水。如果将这种“引”的方

法运用到平时的工作中，那一定也会取得成效的。

姜太公钓鱼

● 故事背景

商朝末年，渭水流域兴起了一个国名叫周的强国，周的祖先姓姬，

历史很悠久。古公儃父的儿子季历在位时，周的势力强大起来。商朝的

王文丁感到周的威胁，就杀害了季历。

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位，就是有名的周文王。周文王十分重

视农业。他待人宽厚，尊敬老人，爱护儿童，百姓都很拥护他。周文王

特别尊重有本领的人，请他们帮助他治理国家。许多有本领的人纷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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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他，因此他手下拥有许多文臣武将。

殷纣王看到周势力越来越强，十分害怕，就找个理由把周文王找

来，囚禁在羗里（今河南省汤阴县西北）。周文王的臣子为了搭救文

王，搜罗了美女、好马和珍宝献给纣王，并买通商朝的大臣，请他在纣

王的面前求情。纣王很贪财，又喜欢美女。他接了礼物，听了大臣的

话，就把文王释放了。

周文王获得自由以后，决心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以便寻找机会，推

翻商朝，报仇雪耻。他手下虽然有了不少文臣武将，可是还缺少一个文

物全才能够统筹全局的人，帮他筹划灭商大计。因此，他经常留心寻访

这样的大贤人。

姜太公，即姜尚，又称姜子牙。是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商的功

臣。他在没有得到文王重用的时候，隐居在陕西渭水边一个地方。那里

是周族领袖姬昌（即周文王）统治的地区，他希望能引起姬昌对自己的

注意，建立功业。

● 故事梗概

有一次，周文王外出打猎，在渭水的支流磻溪边上遇见了一位钓鱼

的老人。老人须发斑白，看去有七八十岁了。奇怪的是他一边钓鱼，一

边嘴里不断地唠叨：“快上钩呀上钩！愿意上钩的快来上钩！”再一看，

老人钓鱼的鱼钩离水面有三尺高，并且是直的，不是弯的，上面也没有

钓饵。文王看了很纳闷，就过去和老人攀谈起来。

这老人是远古时代炎帝的后代。他曾在商朝的首都朝歌（今河南省

汤阴县）宰过牛，在黄河边上的孟津卖过酒。他不会做买卖，亏了本，

所以到渭水边上来钓鱼了。

不过，经过一番谈话，文王发现姜尚是一个眼光远大、学问渊博的

人。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对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很有研究，特别是

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的头头是道。他认为商朝的天下不会很长久

了，应当有贤明的领袖出来推翻它，建立一个新的朝廷，让老百姓能过

上舒服的日子。

姜尚的话句句都说到了文王的心里。他本来就是为了想要推翻商

朝，到处去寻找大贤人，这眼前的姜尚，不就是自己要寻访的大贤人

吗？文王恳切的对姜尚说：“我祖父在世时曾经对我说过，将来会有个

了不起的能人帮助你把周族兴盛起来。您正是这样的人。我们盼望您很

久了，请您到我们那里去，帮助我们治理国家吧！”说完就叫手下人赶

过车子来邀请姜尚和自己一同上车，回到都城里去。

姜尚到了文王那里，先被立为国师，也就是最大的武官：后来升为

国相，总管全国政治和军事。因为姜尚是文王的祖父所盼望的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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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尊称姜尚为太公望，在民间传说中，叫他姜太公。

姜太公果然是栋梁之才，他做了周文王的国相，帮助周文王整顿政

治和军事，他一面提倡生产，一面训练兵马。对内发展生产，使人民安

居乐业。周族的势力越来越大。周文王在姜尚的辅佐下，先后打败了大

戎、密须等部族，征服了嗜、阁等小国，并且吞并了从属于商朝的崇

国，在崇国的地盘上营建了一个丰邑城，把都城从岐山南边的周原迁到

了丰城。到周文王晚年的时候，周的疆土大大扩充，西边收复了周祖的

老家，现在陕西、甘肃一带地方，东北进展到现在山西的黎城附近，东

边到达现在河南沁阳一带，逼近了殷纣王的都城朝歌，南边把势力扩充

到了长江、汉水、汝水流域。没过几年，周族逐渐占领了大部分商朝统

治的地区，归附文王的部落也越来越多了。已经控制了当时天下的三分

之二，为灭商奠定了可靠了基础。

● 智慧之窗

姜太公钓鱼这个故事包含了丰富的管理学意义的智慧，它包含鱼、

钩和钓鱼者的三屋关系，将君臣关系提到了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揭示了

君非常君，臣非常臣。需要二者互相吸引，互相尊重，互相提携才能完

成完美结合。这其实是用了一种特别的自荐方式，以获得他人的欣赏，

从典故的直面意义解释，我想钓你，你也愿意被我钓。我需要你的独特

眼光帮我演完这出戏，达到我的目的。直钩，说明了，鱼，我想钓你。

但我钓鱼的方式不是用常用方式，目的是为了吸引鱼的注意。说白了就

是，鱼，你愿意被我钓。因为你不是一般的鱼，因为你是自己想被钓，

不是我逼你的，更不是我诱惑的，是你自愿的。这就叫做愿者上钩。

周公尽忠辅成王

● 故事背景

古代周公，说的是周代的爵位，得爵者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历史上

的第一代周公姓姬名旦（约公元前1100年），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

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是西周初期

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

的古代圣人之一。

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

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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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 故事梗概

周武王消灭殷纣王后，采纳周公意见，怀柔殷商子民，分封包括殷

商在内的诸侯。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这时，由太子姬诵继承了王位，

就是周成王。而周成王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殷商顽民被灭国后，仍

有很大力量。各国诸侯并未完全心服。周人内部的矛盾也呈现了出来。

这些难题都不是孩子周成王所能解决的。若是不好好解决这些难题，周

人的统治就会发生危机。

就在群臣惶恐无主的关键时刻，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周公

旦，当仁不让地做上了摄政王，代成王处理一切国政，百官都由他统率。

周公以弟弟的资格称王，虽无可厚非，但是他前面还有排行第三的

管叔鲜，周公是老四。周公称王，管叔有意争权，于是散布流言：“周

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周公旦居心不良！”“周公旦想代替成王做

皇帝！”一时间，怀疑、诽谤周公的言论，如一支支毒箭从四面八方射

向周公。

面对这些流言，周公泰然处之，仍一如既往地行使摄政王的大权，

把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

周灭殷后，武王把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

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由管叔鲜掌管，是为三监，由武

庚统领。武庚听说周人的矛盾后，开始蠢蠢欲动了。

周公的弟弟管叔封地在管、蔡叔封地在蔡，叔旦于鲁，封太公望于营

丘，封召公爽于燕。管叔、蔡叔是两个心术不正的小人。在周公做摄政王

时，他们最先制造各种流言，此时，竟与商朝的后人武庚勾结在一起。

灭殷后的第三年，（公元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

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

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

击。如果叛乱不加以扫平，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

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面对这场叛乱，周公首先申明了自己摄政做摄政王的目的是为了成

就周王朝，取得了太公望和召公爽的支持。随后立即调集大军，亲自统

帅，前往征讨。经过艰苦的征战，叛变被镇压了，武庚、管叔被杀掉，

蔡叔被流放。周王朝度过了危机。再也没有人敢散布周公的流言了，王

室的大权牢牢地控制在周公手中。

周公旦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成王把国都迁

到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

迁居洛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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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

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制礼作乐”。确立了，礼之

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治国理念。

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周公曾先后给卫康

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

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

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

勤勉从事。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

政策。不久，周公又制礼作乐，定立制度，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周公摄政七年，周成王也长大成人了。看到周成王长大成才，他决

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

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

田猎。然后周公毫无留恋地将大权交回成王，又安心地当起了臣子。

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

规。年老病终前，他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

不能离开成王”，不久辞世。

● 智慧之窗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

转危为安，社会稳定，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继续听

命皇权。周公这种无畏无私精忠报国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周公不仅精忠，而且具有大智慧。体现在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所确

立的周文化，他制礼作乐，隆礼重仪，确立了一个伟大的伦理观念，那

就是以“德”为先的价值原则。他奉行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行动理念，那

就是以“和”为社会行动准则。以“德”为先的价值原则和以和为核心

的社会行动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实质内容。是中国历史的轴心

时代为中华民族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至今仍有其巨大的精神魅力。

里克审时度势

● 故事背景

里克，春秋前期晋国卿大夫，晋献公的股肱之臣，太子申生的坚决

拥护者。然而面对强大的反太子申生的势力，他采取了托病避祸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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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当时的晋国是献公时期，晋献公诡诸因原配夫人贾氏无子，又娶自

己庶母齐姜，生太子申；后又娶翟国狐二女，分别生重耳和夷吾。此三

人品行高尚，贤德之名颇爱国人称赞，申生也就顺利被立为太子。

后受骊姬的影响，献公最终将申生、重耳、夷吾分别被发配到曲

沃、蒲城和屈，驻守边疆去了。随着三公子离开国都，加上宠妾们的日

夜挑唆，晋国立奚齐为太子之声日盛，申生地位岌岌可危，国内舆论大

哗。

● 故事梗概

里克是申生的师傅，在这场废立太子的斗争中，他理所当然地站在

申生一边。不过献公对骊姬恩宠，以及骊姬意欲废立太子的阴谋，他似

乎早已洞察。面对强大的对手，他的抗争又显得无力回天，当献公十七

年（公元前660年）派申生讨伐东山的时候，里克曾经劝谏，认为这与

太子身份及职责不符，力劝献公收回成命。但献公却反问他：这些儿子

中哪个更适合做太子呢？面对诘问，他完全清楚了献公所思所想。里克

保持了缄默，此次征伐，里克称病，没有参加。他从献公的反问中感觉

到申生被废已成定局，为了自保，提前退出了申生的核心阵营。

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骊姬从幕后走向前台，与中大夫成

密谋，设计了一个连环计，最终将太子申逼入绝境！

她利用所谓的两个梦，设计陷害太子。先是梦见太子申的亡母齐姜

来说“苦畏”，故而派申领兵守墓；后又趁献公外出之时，梦见齐姜来

说“苦饥”，又使申前往祭祀。按照礼仪，祭祀之后的胙肉应按尊卑先

由献公享用。适逢献公外出打猎，这些祭品就在骊姬的宫中放了数天，

并被投毒。献公回来要享用时，骊姬跪称：东西是从外面进来的，应当

试一试！酒水肉汁倒在地上，土地如坟隆起；肉食喂狗狗死，人吃人

亡，骊姬的表演此时达到极致！面对此情此景，她声泪俱下，跪到堂

下：老天爷呀……国家迟早是你的国家，你为什么这么等不及呀……这

样一来献公也又惊又怒，喟然长叹：儿子啊，我和你也没什么过节呀，

你怎么这么狠毒地对待我呀！随即派人对公子申生说：你还是自己了断

吧！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十二月戊申这一天，申生被逼自杀。

此后，骊姬的儿子被立为了太子，在这场生死斗争中，作为太子师

傅的里克因及时回避，得以自保，这给他后来为太子复仇保留了资本。

献公病重，不能理事，将国政托于里克、荀息，里克十分不安。此时，

里克好友邳郑也悄悄告知，要回避继续辅佐现太子，不要卷入诸位皇子

的仇杀矛盾之中，以免会有杀身之祸。因为国君病重国危，太子年幼，

没有能力，缺乏德望，又是恶母之子，遭国人怨恨，即使继位，地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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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保。申生、重耳、夷吾三公子在国内的势力还不小，有许多支持

者。献公一死，三位公子的拥护者必定起事作乱，争夺王位。作为辅政

的大臣，必定遭到打击，那时你就大祸临头了。此时一定要置身事外，

才可保全自己。里克觉得此言十分有理，第二天就称病在家，不再上朝

视事。

公元前651年夏，献公病危，诏里克、荀息入宫，准备托孤。里克再

次托病，拒绝前往。献公只好将奚齐托付于相国荀息，荀息答应尽忠辅

佐太子。九月，献公卒，荀息立奚齐。晋国大乱，里克、邳郑父等人集

合三公子门徒欲迎立重耳，声讨奚齐、骊姬，并指责荀息“杀正立不

正，废长立幼”，荀息反驳：我已经向先君发誓，要使“死者反生，生者

不愧乎其言，不可以贰”，我难道还能改口，爱惜自己的身体吗？尽管我

这样做可能没什么益处，但忠于先君之心不可更改，大不了一死而已！

里克见此，于公元前651年十月，杀奚齐于次。荀息又立卓子为

君，并隆重安葬了献公和奚齐。十一月，里克又杀卓子于朝堂，荀息自

杀。

杀了奚齐、卓子，里克即派人迎重耳于翟。重耳担心国内政局的混

乱，拒绝了他的邀请。鉴于此，里克派人前往梁国迎接夷吾入主晋国。

夷吾答应事成之后将汾阳作为食邑封给里克。最终，夷吾在秦国的帮助

下，入晋主政，为晋惠公。事出意外的是，由于晋惠公的猜忌，最后里

克也死于非命，这是后话。

● 智慧之窗

这是一个典型的宫廷政治斗争故事，且不说里克是不是忠臣？他后

来到底是否该死？只说他在这场争夺太子位和皇位你死我活的斗争中，

两次化险为夷，摆脱了不利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里克是一个智

慧过人的政治高手，他能够认清形势，审时度势，游走于各种势力之

间，明哲保身。

李冰修筑都江堰

● 故事背景

都江堰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四川岷江中游的灌县。

原来岷江上游水流湍急，进入灌县以后，地势突然低平，水势减缓，所

挟带的大量沙石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时常泛滥成灾。在秦蜀郡郡守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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