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合演讲的古代励志小故事 古代成语故事
(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适合演讲的古代励志小故事篇一

战国时，有一年秦王派大将王稽攻打赵国的都城邯郸，一连
攻了十七个月，也攻不下城池。

可是，王稽还是听不进庄的意见。

几天之后秦军果然发生叛乱，严重地影响了战事的顺利进行，
秦王很是恼怒，就把王稽处死了。

不翼而飞这个成语较多形容东西突然不见了，看完今天的故
事后大家知道它的另一层含义了吗?它也可以比喻事情传播得
很迅速。

故事中的王稽不听信士兵庄的建议，奖励士兵们这个消息传
播的很快，几天后秦军发生叛乱，严重影响战事的顺利进行，
最后秦王恼羞成怒处死了王稽。

这个成语教育小朋友们，要争做一个好孩子，这样佳名以飞
快的速度传播出去，大家都会喜欢并且尊重你的。

适合演讲的古代励志小故事篇二

长平公主，令人哀怜;身世悲凉，幻影人间。或许史书记载常



有难言之隐;或许民间传闻多寓美好希冀;或许文学作品关注
乱世情缘;或许国破家亡之美丽公主，英年早逝灵魂不散。

民间传闻，轶事缠绵。传说李自成义军打开彰义门，崇祯皇
帝朱由检登煤山，望京城烽火彻天，徘徊良久乃归乾清宫。
凌晨五鼓，催皇后、贵妃自尽，于寿宁宫斩杀爱女长平公主，
因不忍力微，断其左臂，公主未殊死而闷绝于地。后为尚衣
监何新入宫所见，负之而出，自此神秘失踪。再后，或说与
状元郎周世显谛结美好姻缘;或说皈依佛门永伴青灯尼姑庵。

戏曲小说，演绎纷繁。《倚睛楼七种曲》之《帝女花》，一
对金童玉女欲结连理，下凡人间。于乱世惊涛之中，寻寻觅
觅，至死不渝。玉女幻影为长平公主，金童投生为状元郎周
世显。明朝亡国，崇祯剑刃帝女。公主未死，辗转至庵堂避
难，巧遇郎君世显，二人重续前缘，然后双双殉爱而去，飞
往天界之飘渺云烟。金庸小说之《碧血剑》，演绎长平公主
村姑装扮，行走江湖，相貌极美，气质高贵，描写公主国恨
爱情错综复杂之少女情怀;《鹿鼎记》再度描绘长平公主为独
臂神尼，白衣侠女纤尘不染，神功盖世浪迹江湖。

永泰公主，香魂依依;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生于帝王之家，
唐中宗李显之女，武则天之孙女;喜荣华正好，年仅妙龄十之
有七;恨无常早降，祸起萧墙一命归西。生之尊贵，葬之显赫，
死因神秘。

一说永泰公主被武则天处死。《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纪》
中说：大足元年“九月壬申，杀邵王重润及永泰郡主、主婿
武延基。” 《资治通鉴·则天顺圣皇后》中说：“太后春秋
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
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
令自杀。”史书记载，均为懿德太子李重润与永泰公主，因
议论武则天私生活而被其赐死。

一说永泰公主死于难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掘永泰公主



之墓，墓室得《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碑。有人根据永泰公
主墓出土十一块骨盆碎片，复原了永泰公主之骨盆，经科学
测量与鉴定，认为“永泰公主骨盆各部位较之同龄女性骨盆
都显得狭小，并结合墓志铭“珠胎毁月”句，断定“永泰公
主死于难产”，而非其祖母武则天所杀害。

一说永泰公主被武则天毒死。永泰公主墓志铭有“自蛟丧雄
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句。有人判断，“自蛟
丧雄锷，鸾愁孤影”，说明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丧命于利刃
后，永泰公主仍孤单生活。“槐火未移，柏舟空泛”，说明
焚烧大槐树之火，即杀武延基之事，虽然未波及公主，但她
不久亦死去。墓志铭另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句。
“珠胎”为怀孕， “珠胎毁月”当是志文作者隐喻公主被武
则天所毁。因身怀有孕，不立斩或杖杀，而缓期逼令服药自
杀。这就是“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所谓永泰公主
之“守寡生活”。

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雪域高原，佳话千古。西藏之历史熠熠
生辉，拉萨之古迹脉脉倾诉。美丽公主深情边陲，冰山雪莲
绽放幽香;黄河文明涓涓流向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水交映黄
河长江。

文成公主，和平使者。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完成吐蕃部
族统一大业，仰慕唐朝文化，派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访问。
并向唐朝求亲，唐太宗不允。吐蕃使者恐无功谎称：唐天子
将允公主嫁，吐谷浑王求亲而不决。松赞干布因怨吐谷浑，
发兵二十万驱之。侵唐松州，以武求亲。太宗谴侯君集将兵
反击，松赞干布乃求和。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再派使者，备
黄金珍宝厚礼，到长安去求亲。太宗应允。翌年，文成公主
动身前往吐蕃。华夏边疆平和宁静，炎黄儿女幸福安康。

文成公主，身世不详。唐高祖李渊有女儿19，太宗李世民有
女儿21，除早夭者，均嫁有名本朝之臣。文献记载，文成公
主为“唐宗室女”，当为李姓。按惯例。亲王之女亦会有史



籍注明，若以宗室女身份出嫁，或许与宗亲关系较远，其父
爵位不会太高。或许“和亲”事关重大，破格封之为公主。
尽管如此，文成公主出嫁规格较高，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
持节送公主至吐蕃。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
松赞干布不疑有他，“自以其先未有婚帝女者，乃为公主筑
一城以夸后世”。

文成公主，美名边疆。传说公主进藏后，建议用白山羊背土
填湖建庙，命名为“惹萨”，即现今之大昭寺。“惹萨”藏
语意为“山羊背上”。最来，“惹萨”被译为“逻些”，又
演变成为“拉萨”，成为西藏政教活动中心与“神圣之地”。
相传布达拉宫乃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布达拉”
是普陀罗之译音，意为菩萨居住之宫殿。如今，西藏大昭寺
与布达拉宫，仍供奉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之塑像。

适合演讲的古代励志小故事篇三

汉高祖刘邦刚建立汉朝的时候，还有许多异姓的诸侯王。有
一次，刘邦带兵前往代地镇压陈稀的反叛。

途经赵国，赵王张敖深恐刘邦怪罪于他，便下令做了许多美
味佳肴，亲自端着盘子，送给刘邦吃。

谁知刘邦故意大摆皇帝的威风，岔开两腿，大模大样地坐着。
不但不回礼，而且开口就骂张敖招待不周。赵国的宰相赵午
等见刘邦如此寻衅，羞辱赵王，气愤异常。回宫后，他们竭
力劝说赵王反叛刘邦，赵王执意不允，并把手指咬出血来，
要大臣们不要再提。

大臣们见赵王不答应，便决定瞒着赵王去暗杀刘邦。谁知事
情 泄露，刘邦大怒，下令逮捕赵王及其近臣。

赵午等都自杀了，只有赵王和大臣贯高被捉去，并要把他俩



押解到都城长安。许多忠于赵王的旧臣都想护送赵王去长安。
刘邦知道了，立即下令，如有人胆敢跟随就灭他三族。

田叔、孟舒等十几个臣子就剃掉头发，身穿红色衣服，用铁
圈柬 住头颈，伪装成赵王家奴，一起去了长安。

到了长安，刘邦亲自审讯贯高，要他说出赵王谋反经过。贯
高把赵王如何不肯谋反，还阻止臣子们谋反的经过详细他说
了一遍。刘 邦这才相信赵王确实没有谋反，但仍借口说赵王
没有教育好臣子， 把他降做宜平侯。

心里一高兴，有意重用他们。于是有的做了郡的长官，有的
做了诸侯的相国，田叔被委以重任，做了汉中守。

适合演讲的古代励志小故事篇四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了内乱，临近的齐国乘机出兵，侵占
了燕国的部分领土。

燕昭王当了国君以后，他消除了内乱，决心招纳天下有才能
的人，振兴燕国，夺回失去的土地。虽然燕昭王有这样的号
召，但并没有多少人投奔他。于是，燕昭王就去向一个叫郭
隗的人请教，怎样才能得到贤良的人。

郭隗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位国君，愿意用千
金买一匹千里马。可是3年过去了，千里马也没有买到。这位
国君手下有一位不出名的人，自告奋勇请求去买千里马，国
君同意了。这个人用了3个月的时间，打听到某处人家有一匹
良马。可是，等他赶到这一家时，马已经死了。于是，他就
用500金买了马的骨头，回去献给国君。国君看了用很贵的价
钱买的马骨头，很不高兴，说我所寻求的是活着的千里马，
你怎么用五百金买了一匹死千里马？买马骨的人却说，我这
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您是真心实意地想出高
价钱买马，并不是欺骗别人。果然，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人



送来了很多匹千里马。

郭隗讲完上面的故事，又对燕昭王说：“大王要是真心想得
人才，也要像买千里马的国君那样，让天下人知道你是真心
求贤。你可以先从我开始，人们看到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得到
重用，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就会来投奔你。”燕昭王认为有理，
就拜郭隗为师，还给他优厚的俸禄。并让他修筑了“黄金
台”，作为招纳天下贤士人才的地方。消息传出去不久，就
有一些有才干的名人贤士纷纷前来，表示愿意帮助燕昭王治
理国家。经过20多年的努力，燕国终于强盛起来，终于打败
了齐国，夺回了被占领的土地。

适合演讲的古代励志小故事篇五

【释义】天下没有第二个，独一无二。

【近义;反义】独一无二;比比皆是

这个成语，出处有二。

其一，秦王向魏国发动进攻，魏王命信陵君为上将军。信陵
君率魏、齐、韩、楚、燕、赵6国联军，大败秦军於黄河南岸，
并乘胜追击，直逼函谷关。

当时，信陵君的名声威震天下。他熟知兵法，因此，诸侯各
国凡有兵法著作，都拿给信陵君过目。人们后来，便把这些
著作，称为《魏公子兵法》，信陵君的处世为人，被讚誉
为“天下无双”。

其二，黄香是古时候湖北江夏(今武汉市)人，母亲早死了，
父亲是个小官员，父子二人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清苦。黄
香知书达理，对父亲十分孝敬。在炎热的夏天，他用扇子把
床上、枕上的席子扇凉，让父亲睡得舒服些;到了寒冷的冬天，
他先钻进被窝，把被子温热之后，再请父亲睡下。因此父亲



更爱护他，帮助他学习许多知识。

黄香长大以后，做了官。在他当魏郡太守期间，有一次遭到
水灾，当地的百姓被洪水冲得无家可归，没吃没穿。黄香拿
出自家的俸禄和家產，分给了受灾的百姓。再加上黄香幼年
时期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对父亲又十分孝敬，所以博得了
许多人的讚美。

当时在京城裡，流传着一句民谣：“天下无双，江夏黄
香。”


