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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类的历史就像一条长长的大河，我们每个人如同小小的水珠

一样，被河流裹挟着一路向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就像河流上腾起

的一朵朵浪花，增添了河流的美丽，推动了河流的前行。

让我们侧耳倾听一朵朵浪花的声音，细数一朵朵浪花的美丽，学

习名人的成长故事，探索名人成才的奥秘，让自己也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下自己独特的身影。

本丛书共八册，讲述了历史上各个领域杰出人物的丰富的人生

经历和有趣的小故事。他们或是浪漫不羁、多才多艺的文人骚客; 或

是点兵沙场、马革裹尸的将军勇士; 或是鞠躬尽瘁、泽被后世的科学

巨子; 或是雄辩四方、坚毅果敢的外交精英; 或是临危受命、爱国爱民

的民族英雄; 或是才华横溢、追求卓越的艺术大师; 或是运筹帷幄、决

战千里的术士谋臣……他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更是时代

的宠儿。

读名人的小故事，了解中外名人的成长足迹，感受伟大精神，有

助于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有助于激发孩子们奋

发向上、坚持不懈的求知精神。

书中的一个个小故事语言通俗优美，图画明丽生动，让我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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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地走进名人的世界，感受名人的独特魅力和非凡的智慧，在愉快

的阅读中学会真、善、美，学会友爱和坚强，并成为历史长河中更大更

美丽的浪花。

希望小朋友能从名人的成长故事中学到适合自己的知识和

品质。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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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 中医脉诊的发明家

姓名: 秦越人
籍贯: 渤海郡 州( 今河北任丘)
生卒年:约公元前 5世纪—公元前 4世纪

历 史评价 LiShiPingJia

扁鹊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他以其卓越的医疗技

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使广大民众

对他产生了无限的敬仰。扁鹊对我国医学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扁鹊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4 世纪，渤海郡

( 今河北任丘) 人，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

扁鹊年轻时做过旅店的舍长，有一位常在旅店住宿的旅

客长桑君和他交往很密切，两人感情很好。经过很长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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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他察觉扁鹊为人正直厚道，便把自己毕生所学的医术

绝学全部传授给他。扁鹊便拜长桑君为师，继承其医术，并

刻苦钻研，最终成为了一代名医。

《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扁鹊到齐国行

医，遇到了齐桓侯，扁鹊看了看他，马上说:“您的皮肤有些小

问题，赶快医治吧，否则会加重的。”齐桓侯不以为然，还在扁

鹊离开后讽刺他:“我根本没有病，医生总喜欢给没病的人治

病，把医好病作为自己的功劳来炫耀。”过了十天，扁鹊又见

到了齐桓侯，说道:“大王，您的病已侵入血脉肌肉中了，再不

医治恐怕会恶化的。”齐桓侯还是不予理会。又过了十天，扁

鹊再次见到桓侯，道:“您的病已经进入了肠胃，再不赶快治

疗的话恐怕就严重了。”这次桓侯干脆不理扁鹊了。又过了

十天，扁鹊远远的看到了齐桓侯，转头就跑。桓侯有些奇怪，

派人去问。扁鹊答道: “皮肤间的小病，用熨贴法就可以治

好;血脉肌肉里的病，也可以用针灸治好; 后来病在肠胃，可

以用火剂治好。但是现在桓侯已经病入骨髓里，无可救药

了。所以我不用再过问了。”过了些时候，齐桓侯的病果真开

始发作，派人寻找扁鹊，可这时扁鹊早就离开齐国了。

这一故事表明扁鹊对望诊有很高深的造诣。这便是中

医总结出的四诊( 望诊、闻诊、问诊、切诊) 之一。当时扁鹊称

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

扁鹊在切诊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有一次他在虢国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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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国太子身亡，扁鹊通过诊脉断定太子并没有死，只是“尸

厥”( 类似现在的休克) 而已，后来果真治愈。他通过把脉，发

现太子两腿的体表仍然温暖，还观察到太子鼻翼微动，因此

敢下判断。扁鹊是历史上最早用脉诊法来判断病情的医生，

并创造了相应的脉诊理论。

扁鹊为人谦虚谨慎，从不好大喜功，就拿治愈虢国太子

的事来说，当时虢国国君十分感激，众人也纷纷传说扁鹊有

起死回生的绝术。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说: “这个患者并没

有死亡，只不过是我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而已，并不是大家

所说的‘起死回生’。”这反映出一代名医高尚的医德。

扁鹊无私地把自己的医术传给了门徒。后来汉代出现

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便有人认为是扁鹊所著。

另外，还传说他曾著有《扁鹊内经》等书，可惜现在已经

失传。

扁鹊的小故事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 “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

一位最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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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见魏文王

扁鹊答: “长兄最好，中

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 “那么为什

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 “长兄治病，是

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

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

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

法传出去; 中兄治病，是治

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

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

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 而

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

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

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
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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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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櫮

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
櫮
櫮
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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櫮

毮

毮毮

毮

扁鹊为人谦虚谨慎，从不好大喜功，实事求是，

表现出一代名医高尚的医德，并且无私地将自己的

医术传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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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 人类建筑工程的祖师

姓名: 公输般
籍贯: 鲁国( 今山东曲阜)
生卒年: 公元前 507—约公元前 444 年

历 史评价 LiShiPingJia

鲁班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土木建筑工匠之一，他一生有许多发

明创造。自古至今两千多年来，他一直被土木建筑工匠们尊奉为

祖师。

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般输、鲁般，大约生于

公元前 507 年，卒于公元前 444 年。因为他是鲁国人，“般”

与“班”同音，古时两字通用，所以人们常称他为鲁班。

鲁班出身于一个世代从事手工业劳作的家庭，所以从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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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受到熏陶，尤其是跟随家里人参加各种建筑工程劳动，使

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鲁班一生在设计机械、土木、手工艺等方面都有许多发

明。大约在公元前 450 年，他来到楚国，开始帮楚国制造进

攻型的武器。他曾设计制造了云梯和钩拒用以攻打宋国，但

是被赶来的墨子及时制止了。后来他在墨子的劝说下，开始

专门从事制造一些实用的生产生活工具，造福于人民。

据《物原》《古史考》等许多古籍记载，木工所使用的许多

工具都是鲁班发明的。如曲尺( 也称矩) ，就是鲁班发明的，

所有又被称为“鲁班尺”。此外，还有墨斗、刨、钻、凿子、锯、

铲子等器具，据说都是鲁班发明的。

鲁班还是一位很高明的机械发明家。他做的锁，机关在

内里，从表面根本看不出任何痕迹，必须要有配置好的钥匙

才能打开。《墨子·鲁问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公输子削竹

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说的是鲁班造出的木鸟能

乘风力飞翔三天不会降落。另外还传说鲁班制造过一种机

动的木车马，这部机械由木人驾驭，内置机关，可以自由任意

行走。后世的许多科学家，都受其影响，努力探索过其中的

奥妙。

鲁班还发明过不少农机器具。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是

古代农业发达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世本》和《物原·器原》

中记载着他制作了石础、砻、磨、碾子等当时很先进的粮食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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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机械。

古代民间还传说他曾主持建造过桥梁。还相传他的妻

子云氏为了使工人们不受日晒雨淋而发明了雨伞。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关于鲁班的传说未免夸张，

可能与史实有些出入。但是这些有关他的发明创造的故事，

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代充满智慧的劳动者的故事。

鲁班学艺的故事

鲁班学艺的故事已在民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经过了六大

关的考验，时时刻刻在练就他的品行和修养。

那一年，年轻的鲁班告别家乡，千里迢迢来到终南山学艺。弯

弯曲曲的小道有上千条，但是这没有吓倒鲁班，他凭着毅力走上了

山顶。

他来到一个破屋前，断定这就是老师傅的住处。这时，老师傅

在睡觉，他就坐下来耐心地等待。直到太阳下山，老师傅才醒来。

问了他几个做木匠的基本问题，鲁班靠着自己的真实本领轻松地

答对了。老师傅收下他做了徒弟。

可这只是鲁班艰辛生活的开始。按照老师傅的要求，他把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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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拜师王

后已长满锈的斧子、刨子、凿

子一一不停地磨，磨了整整七

天七夜，一件件都磨得闪闪发

亮。然后，鲁班用自己磨的斧

子去伐一棵参天大树，然后又

把它砍成一个光滑大柁，用凿

子在大柁上凿了两千多个眼，

鲁班足足干了十二个白天，十

二个黑夜。他把自己的作品

拿给师傅看，师傅连声叫好。

师傅看鲁班这么好学，这

么诚恳，就带领他来到西屋。原来西屋摆满了精致的模型，看到这

些，鲁班下决心一定要把老师傅的手艺学到手，然后就认真地研究

起这些模型来。这以后，鲁班茶不思、饭不想，时时刻刻不放下手

中的模型。

三年之后，鲁班把老师傅所有的手艺都学会了。

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
櫮
櫮
櫮
櫮
櫮

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
櫮
櫮
櫮
櫮
櫮

毮

毮毮

毮

科学研究要以造福于人民为出发点，在这一点

上，鲁班曾经走过弯路，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正确的道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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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伦: 造纸术的发明者

姓名: 蔡伦
籍贯: 桂阳郡( 今湖南郴州市)
生卒年: 约 61—121 年

历 史评价 LiShiPingJia

蔡伦是东汉造纸术发明者。他发明“蔡侯纸”对改革和推广造纸

术有很大贡献，被后世尊为“纸圣”。他发明的造纸术对世界文明的进

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蔡伦，中国东汉时桂阳( 今湖南郴州市) 人，字敬仲。

大约在公元 75 年，蔡伦来到洛阳，随后他进宫做了太

监。公元 89 年，和帝刘肇即位，把蔡伦提升为中常侍( 宦官

中较高的官职) ，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后兼任主管制造御用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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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尚方令，监督制造宝剑和其他器械。

在担任尚方令期间，蔡伦对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进行了

认真总结，进一步改进了造纸技术。他于元兴元年( 105 年)

奏报朝廷，使用和推广造纸术。因此，后世人都推蔡伦为我

国造纸术的发明人。

蔡伦在担任尚方令期间，主管尚方的各种事务。这样，

蔡伦就有机会经常和手工工人接触，他们的精湛技术和创造

精神对蔡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蔡伦本人喜欢赋诗作书，需要大量的纸张。他深知缺纸

的苦处和书写上的困难，他决心克服困难，改进造纸术，提高

纸张质量。

蔡伦首先想到，缣帛( 用于书画的丝织品) 很轻便，但价

格昂贵，必须寻找一些价格低廉的原料来造纸。蔡伦在认真

总结劳动人民用各种植物造纸的经验以后，改用了树皮、麻

头、破布和旧渔网等，代替原用麻布、丝帛、芋麻、线头等原

料，这些原料货源丰富，到处可以找到，价钱也很便宜。这就

解决了以前原料价格高、数量少的问题。这样做，不仅大大

降低了产品的成本价格，而且为大规模进行纸业生产创造了

条件。特别是用树皮做原料，开创了近代木浆纸的先河，为

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另一方面，蔡伦在造纸工

艺上也有重大突破。据考古情况推测，当时造纸时，先把原

料洗涤切断，浸渍沤制，并加入适量的石灰浆升温促烂和蒸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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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等工序，然后反复大力舂捣，分离出纤维纸浆，再把这些纸

浆用细帘子捞取，漏去水分，晾干，揭下来，压平砑光。

改进工艺后生产出来的纸张，具有体轻质薄、价格低廉、

经久耐用等特点。

元兴元年( 公元 105 年) ，蔡伦把这批纸献给朝廷。汉和

帝看了这种纸，十分赏识蔡伦的才能，马上通令天下采用。

从此，造纸术在我国推广开来。

新纸一面市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并逐步取代了旧

的书写材料。

由蔡伦改进的造纸术极大地促进了东汉造纸业的发展，

造纸技术也不断提高。东汉末年，东莱( 今山东黄县) 人左伯

造出了质量很高的纸，成为历史上又一个著名的造纸能手。

他造的纸更加光洁细腻，成为当时名贵的书写材料。

蔡伦用自己的非凡才华，为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东汉末期政治腐败，到了安帝时，宦官

和外戚轮流执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安帝

元初元年( 公元 114 年) ，窦太后因蔡伦长期保卫宫廷有功，

封他为“龙亭侯”，封地在今陕西省洋县，所以后人又称蔡伦

所造之纸为“蔡侯纸”。

安帝让蔡伦主持校正经传文字。公元 121 年，有人向汉

安帝告发，蔡伦曾经奉窦太后的命令，参与谋杀汉安帝的祖

母。蔡伦获悉后，不愿意受此侮辱，服毒自尽了，草草终结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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