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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中，产生了很多典故与成语，

尤以春秋战国至唐、宋这两千多年中最为丰富。我在反复

研读我国诸多历史书籍和书写《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概要》

过程中，深感有不少历史典故与成语，对人们尤其对青少

年非常有教育和警示作用，有利于吸取知识，增长才干，

故选编这本《中国古代典故与成语》，供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我在撰写《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概要》时，为了尽量减

少篇幅，采取了远简近繁的方法，使得古代史中的一些典

故与成语，有的过于简略，甚至有所漏掉，就以这本书作

为补充吧。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概要》，对近现代史论述得较为

详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一般都

受过义务教育，文化程度较高，故“鸦片战争”以后的历

史典故与成语，则未列入，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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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典故与成语

1．神农氏尝百草。这一典故说的是神农氏即炎帝，通过

尝百草发明了五谷和草药，解决了远古人们吃饭和治病的问题。

传说有一天神农氏见有一只鸟衔着一枝穗谷掉在地上，他

将穗谷埋在土里，后来竟长成一片，成熟后，他揉搓出穗粒放

到嘴里咀嚼，觉得味道很好，于是就教人们砍倒树木，割掉野草，

制作耒耜等工具，开垦土地，种上穗谷。但当时穗谷和杂草长

在一起，草药和百花开在一起，哪些可以吃用，哪些不可以吃用，

谁也分不清，神农氏就一样一样地尝，一样一样地试种、采摘

和品尝，最后筛选出黍、菽、麦、稷、稻等五谷，并加以推广，

解决了人们的吃食问题。后人们称他为“五谷爷”“农皇爷”。

神农氏看到人们生病时的痛苦，就到处寻找和品尝草药，

为此曾数十次中毒。后来他发明了一种工具叫“神鞭”“赭鞭”，

用此抽打各种各样的草木，其有毒、无毒，或苦或甜，或寒或

热，各种药性都暴露出来。神农氏从中共尝出来 365 种草药，

写出了《神农本草》，成为中医学“鼻祖”，初步解决了人们

简单的治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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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仓颉造字。传说仓颉姓侯刚，号史皇氏，是黄帝的助手。

起初黄帝让他经管牲畜和食物。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光凭记忆不行，

他就用各色绳子打结，又进而在绳子上挂贝壳，以表数目和增减。

黄帝见他很聪明，叫他管的事日益增多，单凭结绳和贝壳已难以

应对。有一天，仓颉上山打猎，见山鸡和小鹿等动物在雪地上留

下的脚印不一样，他就想，既然不同的脚印可以代替不同的野兽，

为什么不能用不同的符号把各类不同的物种表达出来呢？

仓颉日思夜想，仰视天上的星辰，俯看地上的山川脉络，

再看空中飞的、水里游的、大地上行的各类物象，画出各相似

的痕迹，通过描摹绘写造出各种不同的符号，并定下每个符号

所代表的意思。别人一看也能看得明白。仓颉把这种符号称为

“字”。黄帝知晓后，大加赞赏，下令传授到各个部落，渐渐

地把这种符号的字全部推广开来，原始文字就此形成。

中国古书上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记载，可惜这

些东西未能保存下来。但安阳小屯发现了 15 万片甲骨卜辞，

在龟甲和牛排骨上刻的文字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总字数达到

三千五百个左右。从甲骨文的文字结构来看，除了象形以外，

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得到普遍应用。

可见在三千年前的商朝，文字已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那么

在它以前一定有个发展过程，而仓颉对汉字的形成做出了巨大

贡献，时人称其为“造字圣人”“文圣人”。

3．大禹治水。传说尧舜时，黄河泛滥，住舍、庄稼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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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损失严重。尧召集四方长老和首领们商议治理水患，大家一

致推举鲧（音滚）出来治水。鲧采取分散筑堤防水，但因洪水

过大，堤防一次次被冲垮。结果鲧治水八年失败。在舜主持的

一次会议上，人们又一致举荐鲧的儿子禹主持治水。

禹从小跟先人一起治水，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深知其父

治水失败的教训。他为人勤劳俭朴，谦虚谨慎，毅然奉命，毫

不懈怠地背着干粮，拿着工具，勘察山川地势，足迹遍及九州。

禹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改变了其父分部落分散用防堵的办法

治水，而是动员全九州的力量，统一划分治水区域，改用疏导

的方针，先导大河洪水疏入湖海，再导沟壑之水于大河。结果

禹用了十三年的时间，终于把洪水驯服。从而大禹声名显赫，

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

4．忠谏成仁第一人关龙逢。关龙逢是夏朝末年桀王的重

臣。他生逢乱世，侍奉暴君，忧民之苦，不顾忠言逆耳，却激

起了夏桀的满腔愤恨。然而关龙逢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挺立

在夏桀王座之旁，三日不去，不断对夏桀喊道：“君王啊！你

快改弦更张吧！”夏桀全然不顾关龙逢的竭诚忠心，居然把关

龙逢囚禁起来，最后把他杀害。不久，夏王朝的商部落首领汤

率兵攻伐腐朽透顶的夏桀。夏桀狼狈逃窜，流放而死，落下个

千古骂名，而关龙逢则成为“忠谏成仁第一人”，留在后世史

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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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伊尹辅商和说威武丁。一个是伊尹，辅商三世；一个

是傅说（音税），“说感武丁”。

商汤为了灭夏，不分部落，多方招揽人才，唯才是用。因

此，伊尹被重用。伊尹名挚，原为有华氏部落的奴隶。有华氏

嫁女于汤，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来到商汤家。他的种种表现，

商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伊尹做的饭菜，有时故意做得过咸

或过淡，促使商汤找他问话。有一天，商汤终于问伊尹：“你

做的菜，为什么有时咸、有时淡？”伊尹以做菜打比方说：“做

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吃起来才可口。治理国家也是如此，

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

情办好。”伊尹的一席话，更使商汤觉得他是个人才，于是解

除了他的奴隶身份，任其为右相。伊尹帮助商汤策划进攻夏朝

的大计得手，一举灭亡了夏王朝，建立了商朝。商朝初建，伊

尹辅助商汤制定各种典章，规定官吏一定要勤勉工作，做出显

著成绩，否则就要受到惩戒，甚至罚作奴隶。因此，商初期官

吏均不敢胡作非为，致使政治、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商汤死后，

伊尹继续辅佐二、三代君主，为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商王朝出现过“武丁中兴”。商王盘庚继位时，政局动荡，

国势衰微，为摆脱困境，盘庚将都城由奄迁至殷（安阳），并

采取诸多措施，使商朝重新强盛起来。盘庚死后，其两个儿子

小辛、小乙先后继位。小辛在位仅三年去世，小乙继位后，虽

无显著成绩，但在管教儿子武丁上，却相当成功。武丁少年时

期遵父命行役于各地，与平民一起劳作，从而了解民众疾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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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穑艰辛，因而继位后关心百姓生活，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武丁隐瞒身份在民间劳作和巡游，交结了许多劳动人民朋

友。其中有一个叫傅说的建筑奴隶，两人在一起劳作中，通过

谈论社会和国家大事，成为了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无话不说，

使武丁深知傅说是个出众的人才。

武丁即位后临朝三年不语，他本想立即起用傅说，又怕众

臣不服让一个奴隶当宰相。有一天群臣奏事时，他假装睡着了，

过了两个时辰，大臣们也都困倦了。突然，武丁大叫一声，哈

哈大笑起来，并发话说：“先帝成汤给我托了一个梦，说是殷

商兴盛的时候到了，他要派一位贤臣来辅佐我，为我们殷商王

朝做宰相。”他还说，“我在梦里跟那位宰相见了面，他高鼻梁，

大脸盘，来来来，让我好好看看，宰相在不在你们中间。”他

看完众大臣说都不像，随召画师上来，按照他说的模样画好了像，

然后派人分四路去寻找这个宰相。商朝历来迷信鬼神，建筑工

人奴隶傅说就这样做了商朝的宰相。

武丁在傅说的辅佐下，经过五十余年的治理，商朝由积贫

积弱转向了繁荣富强，被历史学家称为“武丁中兴”。《千字文》

中说的“说感武丁”就是讲的这个典故。

6．商纣王“兵败牧野，鹿台自焚”。商纣王是历史上臭

名昭著的腐败暴君。他任用小人，诛杀贤良；严刑酷法，滥杀无辜，

无恶不作。而敢于劝谏的大臣往往招致不幸。纣王的叔父比干，

劝纣王改恶从善，扬先王法典。纣王大为不满，他十分宠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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妲己对纣王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比干被当今称为

圣人，把他的心剖开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纣王于

是杀叔父比干，将其剖腹挖心。

纣王的暴虐使其众叛亲离，周武王觉得灭商的时机成熟了，

于是再次起兵讨伐纣王。在商都的南郊牧野摆开同纣王决战的

阵势。纣王虽然军队人数多，但因其残暴无比，一线兵力大都

在阵前倒戈。周军乘机推进追击，商纣大军全线崩溃。纣王眼

看大势已去，急忙跑回朝歌城，登上鹿台，把搜刮来的最贵重

的珠宝玉器缠在全身，令人放火点燃鹿台，结束了荒淫残暴的

一生和他的殷商王朝。

7．吴人“披麻戴孝”葬送“三让天下”的秦伯。商朝末年，

周部落首领姬姓泰伯（也称太伯），因知其父周太王欲立贤能

的幼子季历为太子，便与二弟仲雍一起去了江南吴地，定居在

太湖边的梅里（今江苏无锡市东南梅里营），仿照当地习俗，

身上刺了纹彩，又剃了头发，并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

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受到当地土著吴人的普遍欢迎，

纷纷前来投奔。泰伯、仲雍很快聚焦了一千多户吴地百姓。他

们被泰伯、仲雍兄弟的高风亮节、仁义之德所感化，一致拥护

泰伯为君长，建立了姬姓国家称“句吴”。此时已到商末，中

原诸侯战乱不已，泰伯怕战乱波及吴地，就在驻地梅里营造了

一座城。相传此城的内城长三百步，外城周长三百余里，人们

生活在这里像世外桃源一样，耕种庄稼，自给自足，不受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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