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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寓言，从字面上讲就是寓事于物以言他。人们为了将一项独到

的思想见解说清楚，借用寓事于物的表达方式，使读者在阅读之后

通过思维置换来明白作者的文意。寓言故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

产物，是文人墨客提炼自生活的一种文学艺术表达形式。寓言故事

的精髓在于寓事说理、寓事言他，就是用含蓄的表达方式来加深人

们对某件事物的共同认知。在人类文化的长河中，中国寓言始终占

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是人类进步的乐章中不可或缺的音符。中国寓

言故事多取材于民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文学形式，使深奥的道理

在浅显易懂的故事中体现，具有故事性、哲理性、讽刺性和劝诫性。

本书的编排主要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以人性的美与丑分类编排，将人性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形

成鲜明对比。全书分为 9 篇，即真实和虚伪篇、智慧和愚昧篇、美

丽与丑陋篇、诚信与狡诈篇、廉洁与贪婪篇、勇敢与怯懦篇、善良

与丑恶篇、本质与表象篇、福与祸篇，这 9 个篇章可以说构成了完

整的人性世界。

另一个是言理在先。每个故事分为导读和故事两个板块，导读

对故事寓意给予品评，开掘其中的哲理，然后是寓言故事。故事本

身也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一把开启自我心灵的钥匙，从寓言故事

中，可领悟到高层次、超越世俗的哲理，并从中得到启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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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进而自觉地、默默地向着正确的人生方向

迈步，这远比旁人用各种形式对其做出批评和指正来得善巧。

中国古代寓言蕴涵了极丰富极深刻的道理，本书收录了许多哲

理深刻的寓言故事，包含了深奥的哲学知识。青少年朋友可通过阅

读本书涵养其道德情操，提高其审美能力和语言素养，这也是我们

编写本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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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实和虚伪

真正的伟大常常是平凡的，他

们的行为既不做作，也不虚饰。

———克雷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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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羊替牛

导 读
杀牛和杀羊都是屠杀生命。齐宣王对牛怜悯，却对羊残忍，

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可见他对牛的怜悯不是真正的怜悯。齐

宣王用羊来代替牛祭祀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对牛的怜悯只是在牵

牛人面前表现的虚伪的仁慈。真正的仁慈是对一切生命都爱戴、

尊重。

古时候，在一定的日子里，人们都要在祠庙进行祭祀典礼，表
示对神灵的虔诚，以此来祈求神灵的保佑，这种祭祀典礼就叫做

“祭钟”。每当祭钟的时候，往往要杀一头牛或者一只羊，然后将牛

头或羊头用大木盘子盛放在祭神的供桌上，人们就跪在供桌前进行

虔诚的祈祷。

有一天，又到了祭祀的日子，齐国都城里来了一个人，他牵着

一头准备杀来祭祀的牛从齐宣王的大殿前走过，恰巧让齐宣王看见

了。齐宣王便命令随从叫住了那个牵牛的人，问道: “你打算把这头

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人回答说: “我要牵去宰了用来祭钟。”

齐宣王听了，看了看那头牛，叹息着说: “这头牛并没有什么罪

过呀，却要白白地被杀死，你看它吓得颤颤抖抖、哆哆嗦嗦的样子，

我实在不忍心看了。你把它放了吧!”

牵牛人说: “大王您真慈悲，那就请您把祭钟这一仪式也废除

了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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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可以废除呢?”齐宣王严肃起来，接着说: “这样子吧，

你就用一只羊代替这头牛吧!”

滥竽充数

导 读
故事中的南郭先生不学无术，没有真正的本领，只是靠蒙骗

混饭吃。然而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南郭先生假装出来的

本领终究逃不过实践的检验而露出马脚。故事告诉我们，想要获

得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学习，掌握真正的本领，这样才能

经受得住任何考验，依靠骗术谋求生活终究有败露的一天。

古时候，齐国的国君齐宣王非常爱好音乐，特别喜欢听吹竽，
他的大殿里专门请了三百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很喜欢热闹，

又爱讲究排场，总想在别人面前显示他做国君的威严。所以每次听

吹竽的时候，他总是叫这三百个人一起合奏给他听。

有个自以为聪明的南郭先生听说齐宣王有这个癖好，便觉得有

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自己跑到齐宣王那里去，吹嘘自己

说: “大王啊，我是个有名的乐师，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

的，连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节拍颤动，我愿

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齐宣王听了非常高兴，丝毫不加考察，痛快

地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把他也编进那支三百人的吹竽队伍中。

从此，南郭先生就跟随那三百乐师一块儿吹竽给齐宣王听，并

和所有乐师一样拿着优厚的薪水和丰厚的赏赐，心里得意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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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南郭先生撒了个弥天大谎，他压根儿就不会吹竽。每当演

奏的时候，南郭先生就捧着竽混在队伍中，别人摇晃身体他也摇晃

身体，别人摆头他也跟着摆头，脸上表现出一副动情忘我、非常陶

醉的样子，看上去和别人一样吹奏得熟练投入，没有人能瞧出什么

破绽来。南郭先生就这样靠着蒙骗混过了一天又一天，拿着不劳而

获的薪水过着优越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湣 ( mǐn)

王继承了王位。齐湣王也爱听吹竽，但他和齐宣王不一样，认为三

百个人一块儿吹实在太吵，不如独奏轻妙悠扬。于是齐湣王下了一

道命令，要所有乐师都好好练习，做好准备，他将让三百人轮流来

一个一个地吹竽给他欣赏。乐师们知道命令后都积极练习，都想大

展身手以赢得齐湣王的重赏。只有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急得像

热锅上的蚂蚁，每日惶恐不安。他想来想去，觉得这次再也混不过

去了，只好收拾行李连夜逃走了。

涸辙之鱼

导 读
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寓言故事中监河侯不切实际的慷

慨表现了他假大方、真吝啬的伪善面目。庄子用涸辙之鱼的故事

讽刺了监河侯说大话，讲空话，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虚伪慷慨。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夸大其词、不切实际的空口大话只会让人厌

恶，只有真实的善意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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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家很贫穷，已经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了，没有办法，他只好
硬着头皮到监理河道的官吏家去借些粮食。

监河侯见庄子登门求助，便爽快地答应借粮。他说: “可以啊，

待我收到租税后，马上就借你三百两银子。”

庄子听后转喜为怒，脸都气得变了色。他愤然地对监河侯说:

“我昨天在来府上的途中，半路听见求救声。环顾四周不见人影，再

观察周围，看见车辙里躺着一条鲫鱼，原来是缺水的鲫鱼在求水。”

庄子叹了口气接着说: “它见到我，就像遇见救星般向我求救。听

人说，这条鲫鱼本来住东海，不幸沦落在车辙里，无力自拔，车辙里无

水，眼看就快要被干死了。所以它正请求路人给点儿水，救救性命。”

监河侯听了庄子的话，便问他是否给了水救助鲫鱼。

庄子冷眼看了监河侯一眼，讥讽地说道: “我说可以，等我到南

方，劝说吴王和越王，请他们把西江的水引到你这儿来，把你接回

东海老家去吧!”

监河侯听傻了眼，觉得庄子的救助方法十分荒唐，反问道: “那

怎么行呢?”

庄子故意大声说: “是啊，鲫鱼听了我的主意，气得直瞪眼睛，

说: ‘眼下缺水，没有安身之处，只需几桶水就能解决困境，你说的

从西江引水全是空口大话，还没等你把水引来，我早就成了鱼市上

的干鱼啦!’”

曾参杀人

导 读
俗话说，人言可畏。故事中曾子的良好品德本是深得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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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然而，即便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流言，如果议论的人多

了，也会动摇一个慈母对自己贤德的儿子的信任。由此可见，没

有事实依据的言论是多么地可怕。这则寓言故事告诫我们，在面

对流言时，应该遵循事实，用分析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轻易相

信缺乏事实根据的传言。

孔子的学生曾子名叫曾参，在他的家乡有一个与他同名同姓的
人。有一天这个同乡在外面杀了人。这件事很快就被传开了，于是

“曾参杀了人”的风闻便在曾子的家乡传得沸沸扬扬。

曾家的一个邻居听说了这件事，从一名目击者那里了解到杀人

的凶手叫曾参，于是便跑回曾子家告诉曾子的母亲说: “曾子在外面

杀人了”。这个邻居并没有亲眼看见杀人的凶手，只是把听来的情况

告诉给了曾母。曾子一向是母亲引以为傲的儿子。他又是儒家圣贤

孔子的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导，怎么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曾母听了邻居的话后，不惊不忧，没有丝毫担心，她相信儿子不会

是凶手。她一边安然有序、有条不紊地织着布，一边斩钉截铁地对

报信的邻居说: “我的儿子是不会去杀人的。”

没隔多久，又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曾子的母亲说: “曾参真的在外

面杀人了。”曾子的母亲依然没有理会这个人说的话。她仍旧坐在那

里不慌不忙地穿梭引线，织着布。

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报信的人跑来对曾母说: “现在外面议论

纷纷，大家都说曾参的确杀了人。”曾母听到这里，心里突然紧张起

来。见这么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曾母也信以为真，相信曾子的确

杀了人。于是，她害怕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要诛连亲眷，连儿子的

下落也顾不上打听，就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将院子的门紧紧关上，

搭起梯子，从后院没人的地方越墙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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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木造屋

导 读
高阳应的房子没住多久就倒塌的事实说明，我们做任何事

情，都必须尊重实践经验和客观规律，而不能主观蛮干。否则，

没有不受惩罚的。

宋国大夫高阳应为了兴建一幢房屋，派人在自己的封邑内砍伐
了一批木材。这批木材刚一运到，他就找来工匠，催促其即日动工

建房。

工匠一看，地上横七竖八堆放的木料还是些连枝杈也没有收拾

干净的、带皮的树干。树皮脱落的地方，露出光泽、湿润的白皙木

芯; 树干的断口处，还散发着一阵阵树脂的清香。用这种木料怎么

能马上盖房呢? 所以工匠对高阳应说: “我们目前还不能开工。这些

刚砍下来的木料含水太多、质地柔韧、抹泥承重以后容易变弯。初

看起来，用这种木料盖的房子与用干木料盖的房子相比，差别不大，

但是时间一长，用湿木料盖的房子容易倒塌。”

高阳应听了工匠说的话以后，冷冷一笑。他自作聪明地说: “依

你所见，不就是存在一个湿木料承重以后容易弯曲的问题吗? 然而

你并没有想到湿木料干了会变硬，稀泥巴干了会变轻的道理。等房

屋盖好以后，过不了多久，木料和泥土都会变干。那时的房屋是用

变硬的木料支撑着变轻的泥土，怎么会倒塌呢?”工匠们只是在实践

中懂得用湿木料盖的房屋寿命不长，可是真要说出个详细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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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感到为难。因此，工匠只好遵照高阳应的吩咐去办。虽然在

湿木料上拉锯用斧、下凿推刨很不方便，工匠们还是克服种种困难，

按尺寸、规格搭好了房屋的骨架。抹上泥以后，一幢崭新的房屋就

落成了。

开始那段日子，高阳应对于很快就住上了新房颇感骄傲。他认

为这是自己用心智折服工匠的结果。可是时间一长，高阳应的这幢

新屋越来越往一边倾斜。他的乐观情绪也随之被忧心忡忡取而代之。

高阳应一家怕出事故，从这幢房屋搬了出去。没过多久，这幢房子

就倒塌了。

画蛇添足

导 读
故事中的人本早已经画好蛇，却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偏要给蛇

添脚，反而弄巧成拙，丢失了已经到手的美酒。生活中那些自以

为是，节外生枝，卖弄自己本领的人正像这个画蛇添足的人，多

此一举的做法往往使得事情前功尽弃。

我们应从这个画蛇添足的人身上吸取深刻的教训。切不可把

工夫用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否则就会失去宝贵的机会。

从前，楚国有个有名的贵族，在祭祀典礼结束后，把一壶祭酒
赏给门客们喝。这个贵族家里接纳了许多门客。可是门客们拿着这

壶酒，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觉得，这么多人喝一壶酒，肯定

不够，还不如干脆给一个人喝，让那一个人喝个痛快好些。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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