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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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让孩子养成勤于思考、善于动脑的正确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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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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阿凡提 

从前，新疆有一个名叫阿凡提的人。他帮助人们解决了各种各样

的难题，人们都夸他是最聪明的人。 

国王听到这种称赞后，不相信会有那么聪明的人，就命人把阿凡

提叫来了。见了阿凡提，国王傲慢地说道：“阿凡提，人人都说你很

聪明。今天我就要考一考你。如果你回答错了，我就要砍下你的脑

袋。”阿凡提镇定自若地说：“请您出题吧!” 

于是，国王让自己身边的三位学者开始出题。 

第一位学者问道：“阿凡提，你能指出地球的中心在哪里吗?”

阿凡提用手里的拐杖指着自己那头毛驴的右前腿说：“就在它的右前

腿下!”第一位学者哈哈大笑：“你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说地球的

中心在毛驴的右前腿下，有什么证据吗?”阿凡提回答：“先请您量

一下地球的面积，如果有丝毫偏差，由我负责。”第一位学者一听，

顿时哑口无言。 

第二位学者接着问：“那么天上有多少颗星星?”阿凡提不慌不

忙地答道：“我这头驴身上有多少根毛，天上就有多少颗星星。您要

是不相信，可以数一数。”第二位学者一听，也只好默默不语。 

第三位学者还不服气，大声问道：“我这把胡子有多少根?”阿

凡提说：“我这头驴的尾巴有多少根毛，您就有多少根胡子。不信的

话，咱们一块儿来数一数。”结果，第三位学者摸着胡须，也哑口无

言了。 

国王见三位学者都输了，无奈地说：“阿凡提，如果你给我讲一

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谎言，我就承认你是最聪明的人，并赏给你一

百枚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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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提摇了摇头，对国王说：“尊敬的国王，我是个诚实的人，

从来不说谎话。现在，我只能给您讲一件真事了。有一天，我在父亲

留下的一本书里发现了一张字据，是您父亲亲笔写的。上面说，您父

亲曾向我父亲借了一万银币。” 

国王大怒道：“阿凡提，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

件事!” 

阿凡提马上笑着说：“对啊，我讲的就是您没听说过的呀，请您

赏给我一百枚金币吧!”国王顿时哑口无言，只好承认阿凡提是最聪

明的人，并赏给阿凡提一百枚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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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脚马皇后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喜欢私访民间，体察民情。有一年元宵节，他

和大臣刘伯温一起微服私访，观看京城里的元宵灯会。一家大商铺在

门前挂了很多彩灯，上面还贴着灯谜，吸引了不少人前去猜谜。朱元

璋看见后，便也过去凑热闹。看着看着，朱元璋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

的图谜：上面画着一个女人，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大西瓜。而整幅图里

最醒目的还是她那双没有缠过的大脚。 

朱元璋一时没有看明白这个图谜的意思，就向足智多谋的刘伯温

请教。刘伯温想了想，答道：“意思是‘淮(怀)西大脚妇人!朱元璋

又问：“那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刘伯温笑着回答：“您回宫去问皇

后娘娘就知道了。” 

回宫后，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说给马皇后听。马皇后听

了，不好意思地笑看说：“臣妾是淮西人，又没有缠过脚，这道谜语

的谜底就是臣妾。” 

朱元璋听后，生气地说：“小小的平民百姓，竟敢用谜语嘲讽皇

后，真是岂有此理!来人呀，去给我把那个商铺的人抓来!” 

马皇后赶忙说：“皇上，这么喜庆的日子，与民同乐又有什么关

系呢?再说了，臣妾本来就是大脚呀!”朱元璋觉得皇后的话有道理，

这才平息了怒气。 

那么，为什么马皇后没有裹脚呢?原来，马皇后出生不久，母亲

就病逝了。父亲又因为替一个朋友讨公道，杀死了当地的一个豪强，

所以不得不远走他乡。他临行前，把未满一岁的马皇后托付给朋友郭

子兴抚养。郭子兴思想很开明，他把马皇后当做自己的女儿，教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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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识字，却没有按当时的习俗让她缠足。所以，马皇后就成了有名的

大脚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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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仙刘三姐 

相传在唐代，广西的一个山村里有一位美丽的壮族姑娘，名叫刘

三姐。她幼年时就失去了父母，和哥哥刘二相依为命。刘三姐有一副

好嗓子，她唱起山歌来，谁都比不过她。 

当地财主莫怀仁见刘三姐不仅歌唱得好听，而直人也长得漂亮，

就想娶她做妾，结果被刘三姐狠狠地拒绝了。莫怀仁为此对刘三姐怀

恨征心，就花重金请了三个秀才与刘三姐对歌。没想到，三个秀才被

刘三姐戏弄得丑态百出，大败而回。这下，莫怀仁更生气了。他发誓

要把刘三姐置于死地。为了免遭莫怀仁的毒手，刘三姐和哥哥刘二逃

到了柳州，在小龙洋村边住了下来。 

刘二怕妹妹唱歌再惹来麻烦，就想万设法阻止她唱歌。有一天，

他从河边捡回一块石头，递给刘三姐说：“如果你能用手帕从石头中

间穿过去，你就可以继续唱歌。否则，你就再也不要唱歌了。”刘三

姐看着那块又圆又厚的石头，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天上的七仙女施展法术，帮刘三姐把石头穿了一个

洞，刘三姐用手帕去穿石头，一下子就穿过去了!从此，刘三姐的歌

声又开始在山间飘荡了。 

后来，莫怀仁知道了刘三姐的下落，便带了官府的官兵来抓刘三

姐。为了救刘三姐，村民们都拿着锄头、棍棒与官兵搏斗。刘三姐不

想连累乡亲们，就纵身跳进了小龙潭中。这时，突然狂风大作，一条

大鲤鱼从小龙潭里跃出，背着刘三姐飞上了天。刘三姐被带到了天

宫，变成了歌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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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钓鱼 

在 3000 多年箭的商朝末期，统治者纣王不仅生活奢侈，而且生

性残忍。他根本不理朝政，结果，百姓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商朝西部的周部落渐渐强大起来。周部落的首领姬昌爱民

如子，鼓励百姓多种粮食，多养牛羊。他还不准贵族打猎，以防他们

糟蹋庄稼。对于一些有才能的人，姬昌总是虚心求教。于是，很多有

才能的人都纷纷前来投奔他。 

周部落的强大引起了纣王的不安。他下令把姬昌召来，关到了羑

里。可是后来周部落仅仅送给他一些美女、骏马、珍宝等，纣王便把

姬昌放了。姬昌见纣王这样昏庸，就想推翻他的统治。于是，姬昌到

处物色人才，但是一直找不到军事谋略过人的人。一天，姬昌带着儿

子乘车去渭水北边打猎，随行的还有一些士兵和护卫。走到渭水边

时，姬昌看见一位老人正坐在岸边钓鱼。于是，他命令随从把车赶到

岸边，驻足观察。过了一会儿，老人把钓鱼竿提了起来。姬昌一看，

鱼钩居然是直的!他觉得非常奇怪，就走到老人跟前，跟他聊起天

来。渐渐地，两人越谈越投机。 

原来，这个老人叫姜尚，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姬昌见姜尚知识

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就高兴地说：“我祖父曾经跟我说过，将来

会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帮我振兴周部落，我想那个人一定就是您了。”

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带他回宫，拜他为太师，祢他为“太

公望”。而后人则尊称他为“姜太公”。 

姜太公确实是姬昌的好帮手，他帮姬昌制定了很多明智的内外政

策。一次，姬昌问姜太公：“我想计伐纣王，应该先打哪个国家

呢?”姜太公回答：先打密须。”这时，有人反对说：“密须国的兵



7 

 

力太强，我们根本打不过他。”姜太公说：“密须国的国君虐待老百

姓，早就没有人支持他了。” 

于是，姬昌向密须发兵。结果还没等开战，密须的老百姓就绑着

国君归顺了姬昌。在姜太公的精心辅佐下，没过几年，姬昌就率军占

领了商朝的大部分地区。姬昌病死后，姜太公又继续辅佐新继位的武

王，指挥周军最终打败了商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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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寄斩蛇 

很久以前，东越地区有一座叫做庸岭的高山。庸岭西北面有一个

大山洞，洞里盘踞着一条大蛇。大蛇经常出来吃人，当地山民深受其

害。 

为了除掉大蛇，县官只好找来巫婆作法。巫婆对县官说：“只要

每年向大蛇供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它就不会出来滋扰乡民了。”

县官只得同意按巫婆说的去做。于是，他让衙差们贴出告示：需要十

二三岁的女孩，进献的人可以得到赏钱三千。 

当地有一个人叫李诞，家里没有儿子，只有六个女儿，其中最小

的女儿名叫李寄。李寄是个聪明又勇敢的女孩，她看到告示后，对县

官的做法非常气愤，便想亲自去杀掉大蛇，为民除害。李诞非常疼爱

自己的女儿，所以始终不同意。但李寄的决心已，于是，她一个人偷

偷地前往官府，请求去斩杀大蛇。县官听后，很不以为然，但又转念

一想：“反正今天也要去祭大蛇的，倒不如以此为借口，把她喂了

蛇。”手是他便同意了李寄的请求。 

李寄向县官要了一把锋利的宝剑和一只凶狠的猎狗便上山了。到

了大蛇居住的洞口，李寄将事先准备好的蜂蜜饭团放在洞口，自己则

在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角落躲了起来。 

大蛇闻到香味，很快爬了出来。只见它的头像簸箕一样大，身子

比水桶还粗，嘴里吐着红红的舌头。大蛇一看见饭团，就扑上去一口

咬住。这时，李寄立即放出猎狗。猎狗冲上前去，一口咬住了大蛇的

脖子。李寄马上抽出宝剑，对准大蛇的脑袋一阵猛砍。大蛇终于因失

血过多而死去了。然后，李寄擦了擦脸上的汗，带着猎狗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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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寄的爹娘看见女儿平安地回来了，都高兴得流下了热泪。村里

人也都夸她聪明勇敢，为百姓除了一大害。从此，庸岭地区再也没有

蛇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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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造伞 

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并没有伞。那时候，一到炎热的夏天，出

门的人的皮肤就会被太阳晒得火辣辣地痛；下雨时，出门的人的衣服

又会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 

当时，有一个叫鲁班的小伙子，是有名的能工巧匠。他一心想帮

人们解决这个难题，便在心里琢磨：要是有个东西，既能遮太阳，又

能挡风雨, 那该多好啊!鲁班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他

和几个木匠一起在路边造了很多亭子，亭子上面是尖尖的顶，四面用

几根柱子撑住。这样，大家出门时遇到下雨，就到亭子里躲一躲；太

阳晒得受不了，就到亭子里歇一歇。 

可是没过多久，鲁班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想：要是雨下个不停

的话，人们总不能一直待在亭子里不走吧?要是能把亭子做得很小、

很轻，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拿着它就好了! 

鲁班想了好多天，还是没有想出好的办法。一天，天气热极了，

鲁班来到池塘边洗澡，看到一群小孩子正在水中嬉戏。不一会儿，孩

子们从水里出来，每人都顺手摘了一张大荷叶倒扣在头上，回家吃饭

去了。鲁班觉得很奇怪，就问：“你们顶着一张荷叶干什么呀?”小

孩子们回答：“现在太阳光很强，我们躲在荷叶下面就不怕太阳晒了

呀!”鲁班看着远去的孩子们，决定亲身体验一下。上岸后，他也摘

下一张荷叶倒扣在头上，顿时觉得一阵清凉。突然，鲁班头脑中。闪

过一个念头：做一个类似荷叶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遮阳避雨呢? 

鲁班赶紧跑回家，找了一根竹子，把它劈成许多小细条，然后照

着荷叶的样子，扎了一个架子。随后，他又找了一块防水的羊皮，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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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剪得圆圆的，蒙在竹架子上。就这样，一个漂亮的“荷叶盖”就做

好了! 

不过，这张“荷叶盖”放在哪里都要占地方。鲁班想：如果它能

合上就更方便了!于是，鲁班又想万设法给这个“荷叶盖”做了一个

竹柄，柄上再加一个小机夭，连着盖子上的细条。这样，“荷叶盖”

就既司以撑开，又可以收拢了。后来，人们便把这个收放目如的“荷

叶 盖”叫做伞，并一直发展沿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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