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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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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中国卷

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我国东晋时期，浙江上虞有一个姓祝的员外，他的女儿

祝英台不仅长得美丽大方，而且十分聪明好学。但由于古代

女孩子不能进学堂读书，祝英台只好天天趴在窗台上，望着大

街上那些背着书箱来来往往的读书人，对他们很是羡慕。

“难道女孩子只能待在家里绣花吗？为什么我不能去上

学？”有一次她突然反问自己，“对啊！我为什么就不能上学

呢？”想到这儿，祝英台转身回到房间，她鼓起勇气对父母开口

道：“爹，娘，我想去杭州读书。我可以女扮男装，一定不会让

别人认出来，你们就答应我吧！”祝员外夫妇起初不同意，但禁

不住英台撒娇哀求，只好答应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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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祝英台就和丫环扮成男装，辞别父母，带

着书箱，兴高采烈地动身去杭州了。

到学堂的第一天，祝英台就遇见了一个叫梁山伯的男同

学，此人学问出众，人品也不错。她想：这么好的人，要是能天

天和他在一块，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一定会很开心的。

而梁山伯也觉得与她很投缘，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于是，

他们常常一起读书学习，生活上也相互关心。后来，两人结拜

为兄弟，更是形影不离。

时光荏苒，转眼就过了三年。此时，祝英台收到家书，催

促其返家。祝英台舍不得离开梁山伯，同窗三年，她已经深深

爱上了她的梁兄。但梁山伯却不知祝英台是女儿身，他只是

把她当成最好的兄弟。几个月后，梁山伯前往祝家拜访，结果

令他又惊又喜。原来这时，他见到的祝英台，已不再是那个清

秀的小书生，而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大姑娘。辞别的那一刻，他

们都明白了彼此之间的感情，早已是心心相印。

此后，梁山伯请人到祝家去提亲。可祝员外哪会瞧得起

这穷书生呢，他早已把女儿许配给了富家少爷马文才。梁山

伯顿觉万念俱灰，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死去了。

听到梁山伯去世的消息，一直在与父母抗争以反对包办

婚姻的祝英台反而突然变得异常镇静。她套上红装，走进了

迎亲的花轿。迎亲的队伍一路敲锣打鼓，好不热闹！路过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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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伯的坟前时，忽然间飞沙走石，花轿不得不停了下来。只见

祝英台走出轿来，脱去红装，一身素服，缓缓地走到坟前，跪下

来放声大哭，霎时间风雨大作，雷声隆隆，“轰”的一声，坟墓裂

开了，祝英台似乎又见到了她的梁兄那温柔的面庞，她微笑着

纵身跳了进去。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坟墓合上了。这时风消

云散，雨过天晴，各种野花在风中轻柔地摇曳，一对美丽的蝴

蝶从坟头飞出来，在阳光下自由地翩翩起舞。

火把节的来历

火把节是彝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六月二

十四举行，历时三天。关于火把节，流传着这样一个神奇动人

的传说。

古时候，在一座高高的山上建有一座城堡，城堡里住着一

个土司。他长着一双老鼠眼、扫帚眉和一张鲢鱼嘴，下巴尖

凸，脸上布满麻子，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煞神”。这“黑

煞神”无恶不作，手下养着一大帮家丁、打手，残暴地统治和压

榨着彝族人民。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收取各种苛捐杂税，

逼得人民实在喘不过气来。为了反抗这个“黑煞神”的暴虐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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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们曾多次举行起义，但是，土司城堡坚固无比，难以攻

破，许多人被抓去活活地处死了。

有个聪明能干的牧羊人，他的名字叫扎卡，想出了一个智

取土司城堡的办法。他暗中串联了九十九寨的贫苦人民，决

定从六月十七起，将各家各户的羊都关在圈里，每天只喂点

水，不喂草料，饿上七天七夜。而起义的人就在夜里赶造梭

镖，削好竹签，磨好砍刀、斧子，又在每只山羊角上绑上火把，

大家约定在六月二十四晚上起义。到了这天晚上，暗示起义

的牛角号吹响了，各路起义军立即将羊圈门打开，点燃千万支

绑在羊角上的火把，驱赶羊群向“黑煞神”的城堡进攻。

那数不清的羊群早已饿坏了，便借着火光，争先恐后地跑

到山上抢吃树叶、青草。扎卡率领起义的人民，勇猛地向城堡

冲杀过去，鼓声和喊杀声震天动地。“黑煞神”急忙登上城堡

一看，只见满山遍野成了一片火海，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城堡的

人们，已经开始攻打城门了。“黑煞神”命令家丁、打手死守城

门，自己却偷偷地躲进地洞。此时，各路起义军已攻破城堡，

蜂拥而入。人们在城堡里搜了个遍，可就是不见“黑煞神”。

后来，扎卡将大管家抓来审问，贪生怕死的大管家跪在地上磕

头哀求饶命，并带着扎卡等人来到土司躲藏的那个地洞口。

扎卡叫大管家先下洞里叫“黑煞神”出来投降。这个平时

狐假虎威的大管家竟吓得魂飞魄散，一下子瘫倒在地，爬不起
—４—

民间故事快读



来。众人正在张望，突然，从地洞里飞出一把匕首。幸亏扎卡

眼疾手快，挥起一砍刀，将匕首击落。

扎卡和众人见“黑煞神”死活不出来，便决定用火烧死他。

于是他一声令下，千万支火把立即将地洞的周围堆成一座小

山，只见熊熊的烈火燃烧得更旺，片刻间，地皮也被烧得通红

通红的，那作恶多端的“黑煞神”就这样葬身在火海之中。人

们为了纪念这次反抗暴虐统治斗争的胜利，就定农历六月二

十四这天为“火把节”。

清明节的来历

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为躲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

途中，在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没有力气前行

了。随臣们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

的时刻，有一位名叫介子推的随臣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

肉，煮了一碗肉汤给重耳喝。重耳喝了肉汤之后，渐渐恢复了

精神，当他知道肉是介子推从自己大腿上割下的时候，感到得

直流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做了晋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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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即位后，晋文公重重赏赐了当初跟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

忘了介子推。很多人都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

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功讨赏的人。他打点好行装，悄悄地带

着老母亲到绵山隐居去了。晋文公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羞愧。

他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介子推已经离家去了绵山。绵

山山高路险，树木繁茂，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这时有人献

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绵山，却不见介

子推的身影。大火熄灭后，人们才发现介子推母子抱着一棵

烧焦的老柳树死了。晋文公见状，恸哭不已。装殓时，从树洞

里发现一封血书，上面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

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

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昭告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

清明节。

端午节的来历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

端阳节、午日节、重五节、天中节、沐兰节、五月节、诗人节、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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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节等。关于端午节的由来众说纷纭，主要有纪念屈原、纪念

伍子胥、纪念曹娥等说法。据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先生的

《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以及专

家们考证，端午节最早是我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

的节日，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不朽诗章已经广泛深

入人心，因此，端午节纪念屈原的说法影响最广、最深，占主流

地位。

据《史记》记载，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屈原倡导举贤任

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却遭到子兰、靳尚等人的强烈反

对，遭谗去职，被逐出郢都，流放到沅、湘流域。在流放途中，

他写下了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传世之作。公元前２７８

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屈原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在写下了

绝笔作《怀沙》之后，于五月初五抱着一块大石头投汨罗江而

死，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据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异常哀痛，纷纷涌到汨罗江边

凭吊。渔夫们划着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遗体。有位渔

夫拿出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

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纷纷仿效。

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

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防止饭团被蛟龙所食，人们想出

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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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在屈原的故里就有了赛龙舟、吃粽

子、喝雄黄酒等风俗，以此来纪念他们爱戴的屈原大夫。

中秋节的来历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又称仲秋

节、月夕、秋节、八月节、团圆节等

提起中秋节的来历，我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几种不同的传

说和神话故事，其中有嫦娥奔月、唐明皇游月宫、朱元璋月饼

起义等。

第一个传说，也是人们最为熟知的是嫦娥奔月。后羿因

射日有功，王母娘娘便赏赐给他一颗不死仙丹。有一次，后羿

的妻子嫦娥趁丈夫不在家偷吃了仙丹，飘飘然就向天上飞去，

一直飞到了月宫。后羿回到家后，不见妻子嫦娥，非常着急。

后被告知嫦娥吃了仙丹已飞上了天，后羿痛苦万分。他两眼

望着天上的圆月，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只得在院子里摆上嫦

娥最喜欢吃的蜜食鲜果，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

第二个传说是唐明皇游月宫。话说贵为天子的唐明皇对

嫦娥非常迷恋。一天，他命道士作起法术，飞到了月宫。在月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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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里，他看到了一只玉兔和一群能歌善舞的仙女。回到人间，

他凭借记忆，谱写了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

第三个传说是朱元璋月饼起义。元朝末年，朱元璋准备

联合各路反抗力量起义。为了躲避官兵的严密搜查，军师刘

伯温想出一条计策，命令部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

条藏在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把饼子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

到了起义的那天，各地起义军一齐响应，最终成功推翻了元朝

统治。

重阳节的来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这就是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从王维的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在唐代，重阳节是非常受重

视的，并且已经有了登高、插茱萸的习俗。

其实，重阳节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屈

原在《远游》中曾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到了汉代，重阳之

俗逐渐在民间流行。据说，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

残害后，侍候戚夫人的宫女贾某也被逐出宫。贾某传出：在皇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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